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哲 学】 

冯友兰先生在 《中国哲学简 

史》的最后部分写了 “哲学的性 

质”、 “人生的境界”，简明扼要 

地说明了自己的哲学观点，提出 

哲学不是获得实际知识而是提高 

精神境界这一看法，发人深省 ， 

下面就对冯先生的人生境界说谈 

谈自己的一些理解。 
一

、 哲学不仅是关于世界观 

和方法论的学问。更重要的是可 

以用它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冯友兰在 《简史》 中写到： 

“哲学的任务是什么 ⋯·按照中 

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 

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 

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1]读后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我们平时 

接触最多的是马克思主义世界 

观，它包括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 

世界的两个方面，但是以往我们 

对此往往做片面的理解。尽管我 

们也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 

改造主观世界，可是常常又把改 

造主观世界只归结为更好地适 

应、符合客观世界 ，使 自己思 

想、观念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相 
一 致，结果还是放在改造客观世 

界上，从而忽略了提高人的自身 

思想境界、精神境界和心灵升华 

的问题，而这恰恰是学习哲学的 
一 个重要 目的所在。多年来，哲 

学的学习者、工作者多是沿着上 

面的思路去开展研究的。他们按 

照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 

则，以哲学观点和方法解决现实 

问题，例如，当代全球问题，我 

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 

题等等。毫无疑义，哲学必须同 

实际相结合，这是哲学非常重要 

的问题。哲学来自实践 ，又为实 

践服务，哲学一旦离开了实践 ， 

它就失去了赖于生存的土壤而枯 

萎了。哲学如果脱离人类所关心 

的现实问题，并被束之于高阁之 

上 ，再好的哲学理论也没有意 

义。但是，如果只停留在上面的 

看法上还是很不够的，哲学功能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 

哲学为人自身找到安身立命之 

“地”，即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精神境界”说是哲学家冯 

友兰先生提出来的。他的人生境 

界说把中国传统的人生境界理论 

推向登峰造 极的地步 。他说 ： 

“用中国一句老话说 ，哲学可以 

给人一个 ‘安身立命之地’。就 

是说，哲学可以给人一种精神境 

界．人可以在其中 ‘心安理得’ 

地生活下去，他的生活可以按部 

就班的和平，也可以枪林弹雨的 

战斗。无论是在和风细雨之下 ， 

或是在惊涛骇浪之中，他都可以 

安然自若地生活下去。这就是他 

的 ‘安身立命之地’。这个 ‘地’ 

就是人的精神境界。” [2】这是 

多么深刻的洞见啊!它揭示了哲 

学的内在本性和原始意义。那么 

这种精神境界的提高是如何体现 

的呢?冯先生讲： “哲学的概念， 

如果身体力行，是会对于人的精 

神境界发生提高的作用。这种提 

高，中国传统哲学叫作 ‘受用’。 

受用的意思是享受。哲学的概 

念，是供人享受的。” [ 】他在 

这里所强调的，是哲学在实际生 

活中的 “功用”。对于哲学本身， 

不能 “仅做文字上的了解”，而 

要“身体力行”，不能变成“口耳之 

学”，而要真正“受用”。那么这种 

精神境界的提高又大致是怎样的 
一 个过程呢?冯先生讲 ： “照中 

国哲学的传统， 哲学的任务是帮 

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 

特别是达到天地境界。天地境界 

又可以叫作哲学境界，因为只有 

通过哲学，获得对宇宙的某些了 

解，才能达到天地境界。但是道德 

境界，也是哲学的产物。道德行 

为，并不单纯是遵循道德律的行 

为；有道德的人也不单纯是养成 

某些道德习惯的人。他行动和生 

活，都必须觉解其中的道德原理， 

哲学的任务正是给予他这种觉 

解。”[ 】正如禅宗有人说，觉字乃 

万妙之源。由觉产生的意义，构成 

了一个人的最高的人生境界。这 

就是奥妙所在。 

二、提高心灵的境界需要有 
一 个超越的过程。而哲学提供了 

比宗教更为直接的获得这种超越 

的途径 

在书中，冯先生把人生境界 

划分为四个等级，它们是：自然境 

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 

界。他说，“这四种人生境界之中， 

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 

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前两者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哲 学】 
■ Z|t Xt；l== 

是自然的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 

创造。自然境界最低，其次是功利 

境界，然后是道德境界，最后是天 

地境界。它们之所以如此，是由于 

自然境界，几乎不需要觉解；功利 

境界，道德境界，需要较多的觉 

解；天地境界则需要最多的觉解。 

道德境界有道德价值，天地境界 

有超道德价值。”【5 从中可以看 

出，要达到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需要有一个超越的过程。 

那么，人为什么需要不断地 

超越现实呢?好 好地活在 既定 

的现实世界中不就行了吗?冯先 

生告诉我们： “对超乎现实的追 

求是人类先天的欲望之一” [6]， 

可见，提高心灵的境界——获得 

超道德价值是人类的天性。这源 

于人是一种有限而企盼无限的存 

在物，源于人的精神世界对超越 

有限、追求无限的一种渴望，是 

对生命意义的一种终极关切，是 

对宇宙、人生的一种形而上学思 

考。自然世界的繁杂多变，人生 

世界的飘摇易逝，使人们渴望有 
一 个安定的 “精神家园”，而宗 

教和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为我们提 

供了这样一个精神的家园。哲学 

的产生与宗教一样 ，根源于人的 

心灵向着无限和永恒开放。从空 

间上走向无限，从时间上走向永 

恒，是人性所追求的终极 目标。 

在宗教中，人性似乎能借助信仰 

的力量而超越时空的束缚 ，将灵 

魂安息在永恒和无限之中。而哲 

学是从原始神话宗教中分化出来 

的。马克思对哲学与宗教的关系 

作过这样的论述： “哲学最初在 

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从而一 

方面它消灭宗教本身，另一方面 

从它的积极内容来说，它 自己还 

只在这个理想化的、化为思想的 

宗教领域内活动。” [7 哲学源 

于宗教而又超越宗教：哲学与宗 

教同源，都是出于对人的这种终 

囵曩 回 ⋯⋯⋯⋯ 一 

极关怀的需要，哲学与宗教的不 

同在于哲学诉诸理性，宗教诉诸 

信仰。如果说凡是能给人提供终 

极关怀的东西都具有某种信仰的 

意义，那么哲学出于对人类的真 

诚热爱，是一种科学的、理性的 

信仰；宗教出于对灵魂和来世的 

关怀，是一种非理性的信仰。正 

如冯先生在书中所阐述： “不过 

幸好除了宗教还有哲学，为人类 

提供了获得更高价值的途径—— 
一 条比宗教提供的途径更为直接 

的途径，因为在哲学里，为了熟 

悉更高的价值 ，无需采取祈祷、 

礼拜之类的迂回的道路。通过哲 

学而熟悉的更高价值，比通过宗 

教而获得的更高价值，甚至要纯 

粹得多，因为后者混杂着想象和 

迷信。在未来的世界里，人类将 

要以哲学代宗教。这是与中国传 

统相合的。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 

的，但是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 

他一旦是哲学的，他也就有了正 

是宗教的洪福0” ( 

三、实现这种超越的具体 

化，就是中国哲学所谓的 “内圣 

外王”之道 

“内圣”是指人达到圣人的精 

神境界，这是就其修养的成就说； 

“外王”是治理社会与国家的本 

领，这是就其在社会上的功用说。 

所谓“内圣外王”，就是说，有最高 

的精神成就的人，按道理说可以 

为王，而且最宜于为王。至于实际 

上他是否有机会为王，那就另当 

别论了。冯先生指出：“照中国的 

传统，圣人的人格既是内圣外王 

的人格，那么哲学的任务，就是使 

人有这种人格。所以哲学所讲的 

就是中国哲学家所谓内圣外王之 

道。”(9]可见，中国哲学的“内圣 

外王”之道是这种超越在现实世 

界中的具体化。要达到 “内圣外 

王”的境界，需要有一个漫长艰苦 

的学习与实践历程，但也只是一 

个无限趋近的过程，因为“内圣外 

王”相对于“天地境界”来说虽然 

是具体化了，但它还是一种理想 

的状态。只不过它被哲学家在现 

实世界中加以丰富和展开，使人 

们能够把它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参 

照标准。 

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大潮 

滚滚而来，面对拜金主义、享乐主 

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腐朽生活方 

式等消极现象，人们是选择求真 

向善爱美，还是甘于物欲的沉沦， 

变成精神上的奴隶，毫无疑问应 

该选择前者，只有这样，才符合人 

性的内在要求，才能享受到人世 

间最大的快乐。孔子 “杀身以成 

仁”的精神境界；孟子“富贵不能 

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 

精神境界；张载的“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的精神境界；范仲淹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的精神境界，都为我们树立了 

光辉的榜样。因此，人们不仅要做 

现实的人，更要努力去实践“内圣 

外王”之道，去努力成为应该成为 

的人，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这样 

才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高尚的、 

纯粹的人。如果不讲对现实的超 

越，人就无法达到崇高的精神境 

界，至多也只不过是忙忙碌碌的 

“庸人”而已。■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研究生 
一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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