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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冯友 兰的哲学思想与唯物史观所关注的都是人与 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冯友兰哲学思想可在 

某些方面补充唯物史观。特别是其境界说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唯物史观所不曾提及的精神境界的修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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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先生是 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 ，三 四十年 

代 ，冯友兰在深入研究了西方哲学史 ，“照着”讲出了 
一

部划时代的《中国哲学史》之后 ，又“接着”程朱理 

学讲出了一个 自称为“新理学”的哲学体系。他的新 

理学是由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世论》、《新事训》、 

《新原人》、《新知言》、《新原道》)完成的。其内容涉及 

形上学、认识论、人生哲学等思想。冯友兰哲学思想 

所关注的核心 ，是人 的问题 ，是人性 的善恶及其根 

据 ，人在社会 、宇宙间的地位 、价值及其 自我实现等 

问题 ，是天人之际问题 ，是人与 自然 、人与社会的关 

系问题 。冯友兰晚年曾多次指出其思想体 系中最有 

价值的部分是人生境界说。这是因为冯友兰建构新 

理学的真实用意 ，是要重建儒家的人生理想和价值 

信念。冯友兰哲学思想 中所包含的道德精神和所展 

现的人生境界 ，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精 

神资源对我们今天社会的发展和人心灵的塑造 ，具 

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和恒久价值。唯物史观试图 

解决的也是人与 自然 ，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它们都 

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并且在理论上具有互补性 ，对冯 

友兰哲学思想的研究 ，可以推动唯物史观价值理论 

的发展 。 
一

、唯物史观与冯友兰哲学思想的会通 

冯友兰的《人生哲学》是他叩开哲学之门，进入 

哲学殿堂的代表作。在他的著作中，处处都体现了他 

的人生理想和人生追求 。中国人长期 以来都有着炽 

热的爱国情结和理想的人生追求 ，这使得 中国人经 

鸦片战争以后 ，历经磨难 ，屡遭颠踣 ，从西方的众多 

学说中找到了适合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国情的马克 

思主义哲学作为救世的哲学 ，并以实践证明了这一 

哲学在中国的适应性。它与中国文化的相互融合从 

它被选择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但这种融合同时也 

是两种异质文化的融合 ，既是历史 的必然 ，也要求充 

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促进这种融合。特别是以 

普遍原理和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形式所作的理论探讨 

与实践 ，尤为重要。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农耕传统 

的社会 ，以宗法体制为基础的社会体制已随着 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被打破 ，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是 

全新的社会体制 ，但精神文化并不能随之马上转为 

新的，也不可能象社会体制那样 ，打碎一个旧的，再 

建一个新的，它必须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扬。 

唯物史观和冯友兰哲学思想是从西方和老祖宗 

那里分别继承和发展来的。唯物史观 自“五四”迎进 

中国后 ，已在 中国扎根下来 ，“风雨不动安如山”，也 

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了。只不过 ，由于“五四”对 

旧文化态度激烈 ，认为非完全扫除旧文化不可 ：“瓦 

砾场上还不足悲 ，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是可悲的。我 

们要革新的破坏者 ，因为他 内心有理想的光”(鲁迅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但文化毕竟不是建筑这种形 

而下的东西 ，它是人们精神的产物 ，是真正的人类智 

慧之光 ，而且 ，它提供人们智慧的源泉。至于断根的 

文化，也就是失去了源头活水的文化 ，本身是文化的 

悲剧。 

唯物史观与冯友兰哲学思想的关系是复杂的， 

他的思想 中有许多地方与唯物史观是相冲突的，如 

在早期主张“理在事先”“理在事上”等，但在注重个 

人与社会的关系上 ，与唯物史观有相通之处。 

二、自然历史过程观与冯友兰哲学思想 

唯物史观将社会发展看作一个 自然历史过程。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不仅意味着现在、未 

来是变化的 ，而且意味着过去的历史本身也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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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历史是不断累积的，并在这一累积过程中发生着 

变化。冯友兰哲学思想是在吸收儒家、道家思想的基 

础上发展而来的 ，继承发扬了儒家道家思想 ，它提倡 
一 种精神 、气质 ，而这种精神、气质 ，高度抽象的唯物 

史观本身是不可能解决的。唯物史观无论从其产生 

的环境 、还是理论本身，都不能规定一个东方民族的 

精神 、气质及发展个性 ，它只有从一个民族 自己的文 

化之根中去寻找。这种继承与寻找本身也是一种创 

造 ，在历史 自然的创造中加上主观的创造。 

这样 ，当我们回过头去探究冯友兰哲学思想时， 

我们惊讶地发现 ，冯友兰哲学思想不仅不与唯物史 

观相冲突 ，而在许多方面竞可以与之互补。这并不是 

说冯友兰思想主张将社会发展看成一个 自然历史过 

程 ，而是说具备冯友兰所提倡的精神气质的人能够 

在使用唯物史观看待 、处理社会问题时做得更好。 

从冯友兰哲学思想 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很重视 

人的道德修养。他把哲学叫做“做人 ”之学 ，叫做“成 

圣”之学。他认为哲学涵盖着人生哲学 、宇宙论 、知识 

论和逻辑学等学科领域 ，它能提高人的思维能力和 

精神境界(参见《三松堂全集》，第二卷 ，第 5—7页)。 

冯友兰指出：“我所说的哲学 ，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 

统地反思的思想。(《中国哲学简史》，第 4页)哲学的 

目的就在于确定理想人生 ，并将此作为人们“在宇宙 

问应取的模型及标准。为达到这一 目的 ，就应对宇宙 

一 切事物 ，以及人生一切问题 ，加以甚深研究。”但单 

单研究一个做人 ，已经构成了宗教 、神学 、哲学等一 

系列社会学科 。中国儒家的做人 ，自有它一套独特的 

东西。它实际强调了一个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都要 

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仁”者，有着宇宙一般宽阔的胸 

襟。实际上，无数的革命者正是在“杀身成仁 ，舍生取 

义”的民族精神上 ，找到了“唯物史观”这一理想目标 

后 ，不惜以鲜血来 自己作注解。而在和平年代 ，社会 

经济的发展 ，导致现代人所面临的各种诱惑的增强， 

如何“慎独”，更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唯物史观看社 

会发展 ，明了社会 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当然给予人 

以社会规律的知识，使人变得聪明。然而聪明的不等 

于智慧的人 ，也不等于道德的人。人们对 自己行为的 

控制和选择，对科学理论的运用，都直接受人们内在 

精神境域的影响。 

三、可持续发展观与冯友兰哲学思想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去 ，当今社会正在走可持 

续发展之路 。可持续发展涉及到代 内、代际的关系 ， 

涉及到各种文明的继承与发展问题 、涉及到人与 自 

然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唯物史观要求从 

自然历史的角度，从人类发展的长远 目标看。在冯友 

兰哲学思想 中，他把人的境界分为 四种 ：自然境界 、 

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认为功利境界的特 

征是：在此种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为利的。所谓“为 

利”，是为他 自己的利。道德境界的特征是 ：此种境界 

中的人 ，其行为是“行义”的。所谓“行义”，就是为社 

会谋利益。人的道德实践 中首先遇到的即是如何处 

理个人和他人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对此问题的 

不同认识和所采取的态度 ，乃是功利境界和道德境 

界的分水岭。在功利境界中，个人与社会处于对立状 

态，社会被视为压制个人的对立面。事实上，冯友兰 

是提倡第四种境界的即天地境界。这种境界中的人 ， 

进入了无我之境 ，他没有私我 ，他的一切行为都不是 

为了我，而是为了他人，为了社会。 

虽然唯物史观和冯友兰哲学思想不是在同一个 

层面讲的 ，它们分别从整个社会发展的高度和个人 

及民族精神修养的高度去谈如何看待人与社会 ，人 

与 自然的关系。唯物史观肯定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 

的客观性 、规律性 ，也就肯定了违背规律 ，一意孤行 

的危害性 ，单个人违背还不可怕，全人类都违背 ，就 

变得可怕了，这直接威胁到行为者的生存意义。人类 

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意义，是唯物史观题 中应有之意， 

但仅有抽象的可持续发展概念还不够 ，这一概念在 

各民族那里 ，还要和 自己的精神文化相结合 ，形成 自 

己独特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冯友兰哲学思想 中的境 

界说正好给 中国式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精神基础。 

冯友兰把第 四种境界概括为“极高明而道 中庸”，这 

句话被用来表达一种人生的至高精神境界。在人生 

和事件的变化过程 中以一种时机化的心境去理解 、 

去行动 ，直接给人们的实践提供 了与辩证法方法论 

相配合的辩证情感。正是这种辩证情感 ，构成了中华 

民族沿袭几千年的思维传统。 

以冯友兰哲学思想看可持续发展 ，则可得出，可 

持续发展是过去 、现在 、未来 ，社会 自身和社会与 自 

然的和谐发展 。而且 ，这种和谐 ，不论从社会方面还 

是从个人方面，都是人的精神特别是情感和认识 的 

统一的和谐。有 了这种和谐 ，才能够真正明了可持续 

发展的涵义 ，才能真正明了唯物史观所展示的人类 

社会发展规律之深刻蕴味 ，这种和谐不是单纯的妥 

协 ，它是那种人的精神境界与 自然界和社会 自然和 

谐的状态，它是包含了狂风暴雨 、晴天丽 日等各种状 

态 的和谐 。 

四 、唯物史观 的基本 原则与 冯友 兰哲学思想 

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性原则，促使人们研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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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历史 ，遵循社会规律 ，加强 自我道德修养。冯友兰 

同宋明理学一样 ，他把道德 问题视为人生哲学中的 

核心问题 ，把道德当作评价人生的价值尺度。那么 ， 

什么是道德行为呢?冯友兰指出：第一 ，必须是符合 

“人之理”和“社会之理”的行为。在许许多多的理中， 

“人之理”和“社会之理”最重要 ，它们规定人生的道 

德属性 ，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冯友兰说 ：“人之 

由社会 ，行道德 ，此是人之定义之一部分底内容 ，亦 

即是人之理 ，人之性的内容 。”(《新理学》第 144页) 

就是说 ，凡事“行道德”的行为首先必须符合“人之 

理”的规定。然而 ，“人之理”涵蕴有“社会之理”，所 

以，还必须符合“社会之理”的规定 ，他说，“无论在何 

种社会之内，其分子之行为，合乎其社会之理所规定 

的规律者 ，其行为是道德底 ，反乎此者是不道德底。” 

(《新原人》第 36页)第二 ，必须是“有觉解底行为”。 

“觉解说”是冯先生境界论的基础。在他看来 ，提高人 

的精神境界的不二法门就是觉解。“觉”是 自觉 ，“解” 

是明白、了解之意。冯友兰指出，道德行为必同时是 

有觉解的行为。只有对道德价值有觉解，自觉遵循道 

德的准则行动 ，才是真正道德的行为。就是说 ，道德 

行为必须出于理性认识 ，如果没有理性认识 ，没有 自 

觉性 ，那么 ，善行就只是合乎道德的行为。所以，同样 

做一件事 ，对做这件事是否 自觉 ，是否理解 ，意义和 

思想境界是不同的。我们今天 ，依此思想 、精神而行 ， 

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找出我们的目标 ，运用规 

律去实现理想。按照 自己所处的客观历史条件 ，同时 

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而又不超越历史条件 ，这 

不正是唯物史观的客观性原则所要求的吗? 

唯物史观 的实践性原则 ，首先指的是物质生产 

的实践 ，这当然与冯先生的思想道德实践为第一不 

相符合。但是，也不等于我们坚持物质生产实践的同 

时 ，可以忽视道德实践。生产实践与道德实践并不是 

生产实践上去了，道德实践也就必然上去了。从生产 

实践方面来说 ，今天 ，一些 国家还在充分利用核武 

器 ，有的进行核讹诈 ，没有的在加快研制步伐 ，这能 

说人类 的道德实践与生产实践是同步的吗?现代社 

会战争频繁 ，使用武器越来越先进 ，不仅杀人越来越 

多，连造成 的战争后遗症也越来越多，如环境污染 、 

社会动乱、难民潮、吸毒⋯⋯这些无不是发展了的生 

产力在一些人手中滥用的结果。科学技术是一把双 

刃剑 ，如何利用它们对人类有利的一面，实际上也是 

对整个人类与之发生直接或间接关系的物质世界有 

利的一面，避免 、防治不利的一面 ，就不仅是知识 的 

问题了，而且是一个道德的问题 。不是一般道德行为 

的问题 ，而是整个道德观的问题。不是抽象的道德理 

论问题 ，而是道德与情感相结合的精神境界问题。西 

方发达国家虽然有发达的生产力 ，也有运转 良好的 

社会机制 ，甚至一些 日常的举动中也比号称“礼仪之 

邦”、“文明古国”的我国要显得更优雅 、文明些 ，但这 

些并不能代表他们 内在 的精神境域也是无 比宽广 

的。因此 ，西方社会出现了许多像 自杀、性泛滥 、吸毒 

等各种令政府头疼 ，有识之士心痛的畸形现象 ，这些 

现象似乎成 了不治之症 ，社会与 自然的矛盾 日益突 

出。这样一来 ，社会的文化境界与个人的精神境界都 

提到了相对重要的地位。冯友兰哲学思想正好可以给 

人提供这样一种精神资源，引导人们进行精神道德修 

养，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唯 

物史观所不曾提到的精神境界的现实修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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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and Feng Youlan’S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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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atters of interest to both Feng Youlan’S philosophy and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were 

the relations of human with nature and human with society．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can be completed at some 

field by Feng Youlan’S philosophy．The theory of level can make up the shortage of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at the spiritual shack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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