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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被冯友兰本人及众多学者忽视的《新世训》一书实质上在“贞元卉书”构成的新理学体系中具 

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和价值。谊书一方面是此后的《新原^》的诱发性著怍，另一方面也开始凸显了冯氏新理学 

体系中本体形上学和人生哲学断为二截的内在矛盾 

关 键 词 新世训 形上学 人生哲学 

1939—1940年，冯友兰先生应当时的开明书店之邀． 

在《中学生》杂志上连续撰写发表了十篇关于青年修养的 

文章，这十篇文章是《尊理性》、《行忠恕》、《为无为》、《道中 

庸》、《守冲谦》、《调情理》、《致中和》、《励勤偷》、《存诚敬》、 

《应帝王》。19a／]年 7月，这十篇文章被编为一部书并以 

《新世训——生括方法新论》为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在上 

海出版。这部书虽亦是“贞元六书”之一，但冯先生却似 

乎从来都狠不看重它．他在晚年对《新世训》有一个轻描 

淡写的总体评价：“现在看起来．这部书所讲的主要是一种 

处世术．说不上有什么哲学意义，境界也不高，不过是功利 

境界中人的一种成功之路．也无可值得回忆的了 。 

或许是受到著者自己较低评价的影响，在当代学者 

对冯友兰新理学思想的广泛探讨中，人们若注的焦点几 

乎都集中在了《新理学》、《新原人》、《新原遭》、《新知言》这 

几部在新理学体系中具有框架意义的著作上．而对《新世 

训》一书在新理学形上体系中的特殊意义以及该书作为 

一 个独立文本的独特价值这两个方面的深入研究，基本 

上还是一个空白 即使有学者在其相关论著中偶涉此 

书，他们也只是大体上沿用了冯先生本人的原有看法，如 

程伟礼认为：“《新世训》名义上讲生括方法新论，实际上 

无非是讲一些现代生活中仍然有价值意义的普遍传统道 

德，主要是讲青年修养的一种处世术”；圆涂又光也指出： 
“

⋯ ⋯ 冯先生本人对《新世Uf1)评价最低，因为它没有讲到 

天地境界 。r圆显而易见，这些看法都没有超 出冯友兰先 

生 自己的低调评价。 

应当承认．冯友兰在《新世训》中确实既没有像在《新 

理学》中那样用纯思的哲学方法刨造性地提出“理”、“气”、 

“真际 一类的形上范畴或命题．也没有如在《新原人》中 

那样独具慧跟地拈出一套完整的人生境界理论．并用它 

击 析规整人们当下现世生括的诸多样态。不过．如果 

把《新世训》放在由“贞元六书”架构的新理学形上体系的 

总体文本中去考察，就会看到该书在其中实是有着不可 

忽视的独特地位和价值。 

作为“贞元六书 之一的《新世训》在新理学体系中处 

于极为特殊的重要地位．笔者这个论断第一方面的含义 

是：《新世训》是构成新理学体系核 if,文本之一的《新原 

人》的诱发性著作，它促动了冯友兰的新理学思想由《新理 

学》的形上学系统向以“四境界”理论为主干内容、以“极高 

明而道中庸”的精神为旨趣的人生哲学系统的推进。 

与对待《新世训》的态度不同，冯友兰先生历来都非 

常看重《新原人》一书。在该书的《自序》中他曾说：“此书 

虽写在《新事论》、《新世训》之后，但实为继《新理学》之作。 

读者宜先观之”。@冯先生在 19：50年首次自我否定“贞元 

六书”的文章中，唯独为《新原人》辩护，则更能说明问题。 

近年有学者提出：《新原人》专讲怎样提高人生境界的哲 

学中心问题，所以“当然是‘贞元六书 的中心著作 。固此 

论虽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亦可见《新原人》在新理学体系 

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新原人》主要阐述了人生“四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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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理论。冯友兰认为．人们生活的精神境界由低到高， 

可依次分为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种境界，决定其境界 

高低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对于宇宙人生可有不同程 

度 、不同内容的 觉解”，宇宙人生即可因为“觉解”的不同 

而对人产生不同的意义。“宇宙人生对于人所具有底某 

种不同底意义，即构成人所有底某种境界”。(i})冯友兰说： 

“境界有高低。此所谓高低的分别，是以到某种境界所需 

要底人的觉解的多少为标准。其需要觉解多者，其境界 

高；其需要觉解少者，其境界低”。(D人之所以能困“觉解” 

而有不同的境界，是由于“觉解”是人最本质的规定性，冯 

先生说：“人是有觉解的东西．或有较高程度底觉解底东 

西”，因此“人生是有觉解底生活．或有较高程度底觉解底 

生活”，他强调：“这是人之所 以异于禽兽，人生之所以异 

于别底动物的生活者”。@ 

可 断言，《新原人》的人生“四境界 理论是完全建 

立在“觉解”思想这块基石上的．因为如果槛有人的 觉 

解”，宇宙人生就不会耐人产生意义，而人因此方能得到 

的不同境界也就无从谈起丁。将“觉解”视为《新原人》中 

至为关键的范畴，恐不过分。 “觉解”思想虽然是冯友兰 

首先在《新原人》中明确提出来的，但事实上在此前的《新 

世训》一书中，这一思想就早已有其端倪。 

在《新世训》中，冯友兰指出，作为“人的生活所依照 

底本然规律”的“道”，虽然人们本来都是多少依之而行 

的，“而却非个个人都知他是照着道行，而道的完全底意 

义．更非个个所能皆知”，因此，完全地依“道”而行，自觉 

地过一种符台“道”的要求的生活．就是不容易的了。冯 

先生说，《新世训》一书的目的，即是将“道”揭示出来，“叫 

人可 有意地依照着生活，使其生活本来多少依照这些 

规律者，或能完全依照之”。@这实质上是希望人们完全 

了解生活的本然规律，并 自觉地依此而行。了解加 自觉， 

即可得到一种“觉解”的生活。以《新原人》中的“四境界” 

理论来衡量，具有这种“觉解”的人虽然也许只能处于功 

利境界中．但是他毕竟对于自己的生活和外在世界有了 

一 定程度的了解和自觉，并且，如果能够把这种“觉解”往 

前推进一步，而达到对于宇宙人生亦有完全的了解，并把 

这种完全的了解贯彻在日常生活中．则即可达到更高的 

道德境界或天地境界。 

在《新世]JIl~中，冯友兰还提出，“人是理性底动物”， 

这是“人之所 异于禽兽者”。此处的“理性”兼包道德理 

性和理智理性两个方面。“有道德底理性，所以他能有道 

德底活动。有理智底理性，所以他能有理智底活动，以及 

理智的活动”。aD虽然“人都是理性底”，可是却又“不完全 

是理性底。但完全地是理性底却是人的最高底标准，所 

以人必须自觉地，努力地 ．向此方面做。 自觉地，努力地 

130 

向此方面做，即是‘做人⋯。在道德理性和理智理性两个 

方面都已达到完全程度的人即是圣人，圣人是“做人”的 

最高目标。@从表面上看，这里提出人的本质即是“理 

性”，似与后来《新原人》中认为“觉解”是人的本质的观点 

有异．但实质上二者是一致的：“觉解”即体现丁一种摒弃 

蒙昧与无明的理性精神，人的理性本质则要求人们对事 

物和生活都要有正确的自觉了解，对一己和社会有清醒 

的觉知。“理性”与“觉解”在根本上是相通的。把人的理 

性本质灌注在他的 日常社会活动中，则必然可得到一种 

“觉解”的人生。 

基于此，笔者认为，有关“觉解”这个重要思想的若干 

要点，冯先生在《新世训》中事实上早已开始酝酿并已做 

出了初步的表述。可以说，从《新世训》提出人的本质是 

“理性”到《新原人》确认人的本质是“觉解”，以及从《新世 

训》所强调的人们对生活“本然规律”的了解 、自觉到《新 

原人》详细阐发的对宇宙人生的完全“觉解”．其问已经不 

存在着任何不可逾越的理论鸿沟。《新世训》中有关“觉 

解”思想的萌芽，在《新原人》中得到了全面的丰富、充实 

和发挥，其结果便是诞生了冯友兰先生最富创造性的人 

生“四境界”理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新世 

]JIl~是《新原人》的诱发性著作，是新理学体系中的人生哲 

学系统最初始的启动。 

《箭 世训》在新理学体系中处于极为特殊的重要地 

位，笔者这个论断另一方面的含义是：在冯友兰从《新理 

学》对纯粹形上学系统的建构向《新世训》对现实人生中 

具体生活方法的探讨之转渡过程中，整个新理学思想体 

系中隐含的形上与形下、真 际与实际之间断为二截的根 

本矛盾，就已经开始初显苗头了。换言之，整个新理学体 

幕内部固有的本体论和人生哲学之间的断裂，在《新世 

训》中已经有所凸现。 

这里有必要首先讨论一下新理学体系的内在矛盾问 

题。冯友兰说，“贞元六书”，“实际上只是一部书，分为六 

个章节”，0“《新理学》这部书是我在当时的哲学体系的 

一 个总纲。如果把六部书作为一部书看，《新理学》这部 

书应该题为‘第一章：总纲一。@在当代学者中，也曾有人 

认为“贞元六书”构成的是一个逻辑严密的完整哲学体 

系，而作为开篇之作的《新理学》即是这个体系的“理论基 

石”．“是冯友兰讨论社会人生问题的形上学依据”，其他 

五书则是《新理学》的逻辑推演和实际运用。口s但是，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贞元六书”构成的新理学 

体系并不完整严密，它 自身蕴涵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和巨 

大的理论张力”。这个矛盾的实质便是：《新理学》并不能 

构成其他五书中最为关键的《新原人》和《新原道》的形上 

学基础，因为后二书所着力阐扬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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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高境界是统一了形上与形下、真际与实际的．而在 

《新理学》的形上学系统中，形上与形下、真际与实际却是 

截然分离的 ∞既然如此，这一离一台的前后两块之间怎 

么能够对接起来? 

持此观点的学者一般认为．新理学体系中存在的这 

种二元分裂．只是到了《新原人》一书出现后才开始表露 

出来，因为正是在这部书 中，冯友兰才开始试图超越柏拉 

图主义的新实在论立场．而转到具有中国传统人文特色 

的人生哲学上来。但笔者的研究表明．新理学体系蕴涵 

的本体论和人生哲学之间的断裂．其实早在此前的《新世 

训》一书中就已经彰显无遗。 

在该书的《绪论》中．冯友兰说：“人的生活也有其本 

然底规律，任何人都必多少依照它．方能生活 。@何为生 

活的“本然规律 ?按照《新理学》的形上学立场．人的生 

活也是一事物，也有它必须依照的“理”；本体的生活之 

“理”决定了生活也本有一套 自己的规律．这套规律即生 

活的“本然规律 。必须明确的是．生活的“本然规律”不 

是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来井为它所决定．而是 由本体的 

生活之“理”衍生出来井为“理 所规定，所以．这套规律实 

质上也是处于形上层面的。无论人的现实生活是否依照 

它，它都永远存在。但是．人的现实生活却必须依照这套 

规律方能得以展开，只不过人们有时并不觉知自己对生 

活“本然规律 的依照罢了。可见，形上的生活“本然规 

律 总是完全的、绝对的，而现实中人的社会生活则是不 

完全的、相对的、因为人们只能多多少少、有意无意地依 

照着它而生活。 

接下去，冯友兰说，《新世训》一书的目的即是要“发 

现这些规律，将其指示出来，叫人可以有意地依照着生 

活，使其生活本来多少依照这些规律者．或能完全依照 

之 。 但是通现全书．我们看到．冯友兰只是将“尊理 

性”、“行忠恕”、“为无为”、“道中庸”、 守冲谦 、“调情理”、 

“致中和”、“励勤俭 、“存诚敬“、“应帝王”这十条法则直截 

列为生活的“本然规律”．而井没有首先说明它们为什么 

就应该是生活的“本然规律 ．以及他自己又是怎样“发 

现”这些形上规律的。事实上，冯友兰此处的本意是要贯 

彻其新理学体系的一条内在逻辑路线．即：《新世训》是对 

《新理学》的具体应用，人的现实生活方法是对真际之中 

的生活“本然规律”的实际依照。但是，在全书所有十章 

的论述中，我们似乎看不到作者是怎样从《新理学》的形 

上学系统中推演出来这些现实生活方法的，我们只能看 

到作者在根据一个个不同的具体生活情境去指导人们怎 

样生活。更进一步说．我们也看不到那些所谓的生活“本 

然规律 究竟会对人的现实生活发生什么作用．因为即使 

没有这些形而上的“本然规律”，或者即使把这些本不玄 

远的“本然规律”径直当作形而下的生活方法，人们按照 

这些具体生活方法，也仍然能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井井 

有条。 

选样就产生了一个冯友兰先生没有料到的尴尬结 

果：即使没有《新理学》意谓下的 本然规律 作为形上依 

据．《新世训》所阐发的生活方法理论也仍然具有其现实 

有效性．井且．我们在研读《新世训》这个独立文本时，也 

不会因其没有了“本然规律”的形上依据而感到它会发生 

什么理论困难 如此，《新理学》的形上学和所谓的生活 

“太然规俸”，对于《新世训》及其讨论的生活方法，也就完 

全成了多余的虚设。这种虚设性表明，在整个新理学体 

系的本体论和人生哲学、真际与实际之间．存在着无法弥 

台的理论断裂。可见，《新世训》在促动冯友兰先生从形 

上学系统的建构转向人生哲学的探讨 ．从而推进新理学 

体系扩展、完成的同时，也开始暴露了这一体系最为根本 

的内在缺陷，即形上与形下断为二截。 

晚年的冯友兰先生仍然坚持认为，《新世训》同此前 

的《新事论》一样也应当是“《新理学》实际应用的一个侧 

证 。 但是上述分析表明，这个实际应用实质上是不成 

功的，因为，《新理学》中的形上学系统并不能顺畅地嫁接 

落实到人们当下的生活之中．并且过渡出一套具体的生 

活方法来。究其根源在于，作为冯友兰整个新理学体系 

逻辑起点的“理 只是一个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形式化空 

壳，∞既然如此，同样也是一个逻辑空壳的“生活之理”又 

怎么能够包涵“忠恕“、“情理”、 勤俭”、 诚敬”等等这些丰 

富的经验内容呢?而“行忠恕“、“调情理 、“励勤俭”、“存诚 

敬”这些所谓的生活“本然规律”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了。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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