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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小史》

内容概要

《小书馆》系列丛书，收入20世纪初以来绝版或者版本稀少、至今仍有很高文化价值的文史作品。名
为“小”，意味着篇幅小，使读者在短时间内可获得一方面的知识精粹；即便是大论题，也会找小的
切入口，具体而微，从小处着眼谈大问题，使阅读饶有趣味。
本系列拟出版100多种，首辑收入十本。
《中国哲学小史》乃冯友兰的一本小书，言简意赅，把数千年的中国哲学思想“浓缩得可以一口吞”
。冯友兰是中国哲学史上泰山一般的人物，本书实可谓“大家小书”。正文后附有两篇长文。一篇是
其女宗璞谈其身世，一篇是著名的冯友兰思想研究者钟肇鹏谈其一生的学术生涯。使得该书也成为全
面了解冯友兰思想与人生的特殊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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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小史》

作者简介

冯友兰（1895—1990），河南唐河县人，一位高寿而多产的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新儒
学三大家之一。其一生的事业可概括为二句话：三史释古今，六书纪贞元。著有《中国哲学史》、《
中国哲学小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和“贞元六书”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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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小史》

精彩短评

1、读完一遍大概只记得其百分之二三十 已经满意。
2、脉络清晰，言简意赅
3、没太看明白内容 倒是被冯友兰对科研的执着 对国家的热爱 对文化的忠诚而感动了
4、从宗璞认识冯友兰，先生的仁义与文化忠诚。
5、之前读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井井有条，让人茅塞顿开，这一本只取其精华，内容少
了很多，且更多的注重引用，对古文阅读能力是一个挑战，但冯友兰先生总是能用一句话简单概括，
倒不至于摸不到头脑~附录中宗璞和冯友兰先生的文章是个惊喜，值得一读！
6、超级精炼的一部中国哲学史，写中国古代哲学史都会有点学术史的味道，做中国古典学问文史哲
分不得。
7、截取中国哲学史的重点人物，梳理哲学史变迁过程
8、精华
9、短小精悍，有些事情确实很难在这么小的篇幅说清楚，只能梳理一个大概的感觉。看冯友兰的《
中国哲学史》被提上了日程。
10、非常有趣，引人入胜
11、中外概念和思想乱炖，好听的说是中西结合，难听的就是驴唇不对马嘴。不评价了。
12、正文一如既往的艰难。
13、介绍哲学历史部分，冯老先生多直接引用各哲学家著作原文，解释的时候也使用文言文，导致很
多地方不好理解，看起来比较累，也比较慢。如果能加一些注释，最好不过，能帮助理解。少的那颗
星仅仅是因为没有注释。
14、引经据典，中西结合，短小精悍，引人入胜。
15、鸟瞰中国哲学发展脉络
16、真是不好读，正文部分只看得懂十分之二三。
17、读过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新编，这本小史前后正文一百页出头，简明扼要，直达主题
。虽然其晚年有各种非议，但作为现代中国哲学体系之奠基人，可谓实至名归。读陈寅恪，我记住了
雍容雅量，读冯友兰，记得是廓然大公，行为仁义。中国读书人，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为往圣
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18、了解后才能反思
19、正文需费心阅读，后面的几篇小文不错
20、冯老无疑是聪明人，“孔子亦注重人之性情之自由”，“人之性情之真的流露，只须其合礼，即
是至好”之类，一般腐儒是讲不出来的。“小史”也因这些闪光点而值得一读。但可惜虽然留洋，西
哲掌握太浅，劳思光说他“解释中国哲学时，所能运用的观念及理论，也限于早期的柏拉图理论与近
代的新实在论”，确是的论。进一步的批评也很到位，即：“他对西方哲学理论所能把握的本已不多
，对中国哲学的t特性更是茫无所知。因此当他在中国哲学史中解释某些简单的理论时，虽然可以应付
，但一接触到宋明理学，立刻显出大破绽。”
21、冯芝生——现当代哲学领域之泰山北斗、蔚然大宗！末批中国哲学总结者&首批中国哲学教育者&
生不逢时又恰逢其时之思想家&活到九十五、读到九十五、写到九十五、思到九十五！
22、的确够“小”，一个下午就读完了，却也够精，真的是融汇贯通中西哲学的大家，才能把复杂的
理论讲的如此清晰明了。附录的回忆读起来好痛心啊。
23、对我来说还是有点难。
24、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

Page 5



《中国哲学小史》

精彩书评

1、文 / 朴槿惠我走过的路与众不同。在大学时期，我梦想成为电子科学领域的产业主力军。但是，在
我22岁时，母亲突然过世，我的人生道路也从此完全改变了。我自然而然地弥补母亲的空位，放弃了
自己的梦想。但不出几年，父亲也同样离我们而去。在我不到30岁的时候，双亲都遇刺身亡，我和弟
妹们的心情何等的绝望和痛苦，可想而知。让我更绝望的是，陪在父亲身边的人一一离开，而且我的
父母由于政治原因受到人们的指责。我仿佛失去了一切，连呼吸都很困难，想要放弃一切。每当我看
见其他家庭手拉手去郊游，在心理念叨：「若我也出生在平凡的家庭，那多好啊⋯⋯」熬过如此痛苦
的时间，恢复平静，是不断地与自己进行对话，与自己斗争的过程。读东西方的古典书籍，进行冥想
，天天写日记，回顾自身，这样慢慢地坚定了内心。就在这时，有一本书悄悄地走进我的心房，成为
了人生的导师，那就是冯友兰先生所写的《中国哲学小史》。东方哲学与重视逻辑和论证的西方哲学
不同，讲究领悟。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小史》蕴含着做人的道理和战胜
人生磨难的智慧，让我领悟到了如何自正其身，如何善良正直的活着。如同我的外号「笔记公主」，
我无论见任何人，听到什么样的内容，会把所有的内容都会记下来，看书的时候也是如此。读《中国
哲学小史》时，我把每个引起共鸣，让我有所领悟的句子都写在笔记本上，将含蓄的文字和字里行间
中找到的真理刻在我心里。现在偶尔也会翻开以前的笔记本来回忆当时的感受。「最佳的修身之道是
不矫揉造作，顺其自然。这就是道家的无为、无心。」「推己及人，即为『仁』。」「坐密室如通行
，驭寸心如六马，可以免过」，这些句子依然深深地打动我心。自与《中国哲学小史》相遇，我恢复
了心里的宁静，明白了之前所不能理解的许多事情。所谓人生，并不是与他人的斗争，而是与自己的
斗争。为了在这场斗争中获得胜利，最重要的是内心必须坚定，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和欲望。我懂得了
平凡但珍贵的道理：金钱、名誉和权力都如同刹那间烟消云散的一抹灰烬，只有正直的人生才是最有
价值的。从此人生的苦难成为激励我的伙伴，真理成为照亮我前程的灯塔。溪流有石头才能发出清脆
的流水声，人生亦是如此，遇到痛苦之石才能歌唱生活。我也因经历了痛苦的时间，使全新的人生价
值在心底深深找根。当我失去一切深陷绝望的时候，反而看到了崭新的希望。与其放弃，不如再一次
思考命运所赋予的使命和责任；不论大小轻重，不如再一次思考自己存在的理由。若把挫折当做伙伴
，把真理当做灯塔，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能找到克服的方法。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小史》把
深藏已久的东方精神遗产挖掘并擦亮，使其成为闪闪发光的宝石，让我们明白如何坚定地走过这花花
世界。对于我来说，遇见这本书，是无比珍贵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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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小史》

章节试读

1、《中国哲学小史》的笔记-第1页

        

一 孔子

因己之欲，推以知人之欲。
己之不欲，推以知人之不欲。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为仁之方法如此简易。故孔子曰：仁远乎哉？吾欲行斯仁至矣。

二 墨子

墨子之非攻，因其不利；孟子之反对战争，则因其不义。

三 孟子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四  老子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
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得以职道之精。故德者，得也，其谓所得以然也。以无为之谓道，舍之之
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故言之者无别也。
《老子》以为宇宙间事物之变化，于其中可发现通则。凡通则皆可谓之为常。
自常道内出之德，名曰常德。所谓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常德乃足，复归于朴。至于人事中可发
现之通则，则如：取天下常以无事。民之从事，常于进成而败之。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凡此皆为通
则，长久如此。吾人贵能知通则，能知通则为“明”。知常曰明，可知明之可贵。不知常，妄作，凶
。
事物变化之最大通则，即一事物若发达至于极点，则必一变而为萁反面。此即所谓“反”，所谓“复
”。
反者道之动。 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万物并作，吾以观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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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小史》

惟“反”为道之动，故"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
惟其如此，故“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惟其如此，故“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
惟其如此故“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天下莫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惟其如此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
凡此皆事物变化之通则，《老子》特发现而叙述之，并非故为奇论异说。而一般人视之，则以为非常
可怪之论。故曰：正言若反。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乃至于大顺。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
为道。

“知常曰明”之人，处世接物，必有一定之方法。大要吾人若要如何，必先居于此如何之反面。南辕
正所以取道北辙。故“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
，必固与之。”
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
一事物发展至极点，必变为其反面。其能维持其发展而不致发展至其反面者，则其中必先包含其反面
之分子，使其发展永不能至极点也。故“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
巧若拙，大辩若讷。”
故“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
。”总之，“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其所以如此，盖恐事物之发展若“泰”/"甚"，则将变为其反
面者也。海格尔谓历史进化，常经“正”“反””合“三阶级。 
惟包含有屈之直，有拙之巧，是谓大直大巧，即“正”与“反”之“合”也。故大直非屈也，若屈而
已。大巧非拙也，若拙而已。“知常曰明”之人，“知其雄，守其雌”，常处于“合”，故能“殁身
不殆”矣。

老子理想中之人格常以婴儿比之；盖婴儿知识欲望皆极简单，合乎“去甚，去奢，去泰”之意也。故
曰“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
。众人皆有以，我独顽似鄙。”
“小国寡民”，非只是原始社会之野蛮境界，此乃包含有野蛮之文明境界也。非无舟舆也，有而无所
乘之而已。非无甲兵也，有而无所陈之而已。

五 惠施 公孙龙 墨子

庄子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下文即又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
此一转语，乃庄子与惠施之不同之处。由所谓“心斋”“坐忘”，以实际达到忘人我，齐死生，万物
一体，绝对逍遥之境界。

六 庄子

其对于幸福之观念，则以为凡物皆由道，而各得其德，即是反物各有其自然之性。苟顺其自然之性，
则幸福当下即是，不须外求。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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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小史》

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
凡物皆无不好，凡意见皆无不对，此《齐物论》之宗旨也。
“若夫乘天地之正，驭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
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乘天地之正，驭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即与宇宙合
一者也，其所以能达此境界者，则因其无己，无功，无名，而尤因其无己。

九 佛教 道教 道学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乃佛教中之三法印。涅磐译言圆寂，佛之最高境界，乃永寂不
动者。但中国人又最注重人之活动。儒家所说人之最高境界，亦即在活动中。如《易》乾《彖辞》所
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即教人于活动中求最高境界也。即庄学最富有出世色彩，其理想中
之真人至人，亦非无活动者。故中国人之讲佛学者，多以为佛之境界，非永寂不动。佛之净心，亦能
“繁兴大用”。虽“不为世染”，而亦“不为寂滞”。所谓“寂而恒照，照而恒寂”。
佛学中有一部分谓，有一种人无有佛性，然永不能成佛。但中国人以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即荀子
以为人性之恶，亦以为“涂之人可以为禹”。故中国之讲佛学者，多以为人人皆有佛性，甚至草木亦
有佛性。“顿悟成佛”。“一念相便成正觉“。

十一 张横渠及二程

太虚无形，气之本体。
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
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两故化。
当其为”一“时，”则清通而不可象为神“。因其中有阴阳此二性，故”生絪缊相荡，胜负屈伸之始
“。

2、《中国哲学小史》的笔记-第99页

        终日有为，而心常如无为，所谓动静合一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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