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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的新理学与中国哲学现代化 

史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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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是现代新懦家代表人物．在海内外享有 

盛誉。他一生 的学术活 动基本上是 围绕着对 中国传 

统哲学的清理 和厦思来 进行的 他终 生所要探讨 和 

解决的核心 问题 ．戟是 以哲 学史 为中心的东西文化 

问题 奠定 其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地 位的 ．主要 是他 

3O至 4O年代创立的新理学 

冯友兰 认为 他治哲学 ．先是 着讲 ” 后 

是 接着讲 ” 所谓 照着讲 ”，就是 治哲 学史 

冯友兰 白 1928年起 ，即在清华大学讲 授中 国哲学 

史．至 1934年．先后出版了 《中国哲学史》上下 

两卷 贺麟 曾说 ，30至 40年代 中 国哲 学史研究 

方面 最突出 的成果 ．一是 胡适的 《中国哲学 史大 

纲》 二是冯友兰的 《中国哲学史》，三是汤用彤 

的 《两汉魏晋 南北朝 佛教 史》。 冯友 兰写的哲 学 

史 ．表现丁较为客观 和砖静的志度 但并不能说明 

其中段有主观倾 向。 冯友 兰将 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 

分为予学时代和经学 时代 ．并 试图用西方哲学，包 

括棺拉图 、亚里士多德 、斯宾 诺莎以及康德 、黑格 

尔哲学 特别是实用 主义和新 实在 论来诠释中国哲 

学史 中的概怠 、范 畴驶 思想观点。他将孔子 比作希 

腊哲学史上的苏格拉 ．认 为经盂苟发扬广大的儒 

家哲学 ，为中 国哲学 的正宗。这里已经约略显示出 

正在形成的冯 氏哲学基 本价 值取向。他极为椎崇以 

来熹为代表的理学 ，认 为传 统懦学 重视 “立巷 、 

立功’’而忽视 “立 亩” ，在认识与逻辑学方面尤 

为欠缺 ．所 以未 能形 成严密精致的哲学体系。只是 

到 了宋明理学 ，情况 才有所改观。道学家们 ：仅重 

视人生伦理 ，而且建 掏起 系统的宇佑论模式 但用 

“真正的形而上学 的标准去衡量 ．理学仍有许多 

需要批评和改造 的地 方．其中最主要的就是 的基 

本概念与范畴 比较含 混，冯氏认为必须用现代逻辑 

刘程求理学加 以清洗 ．使传统理学转换为具有现代 

意卫的新理学 。 

在冯友兰建构 自己思想体系的过程 中． “照着 

井”是 为 “接着讲 服 务的。30年代 末至 4O年代 

中期 冯氏以其特有的哲学天赋和惊人的写作速 

度．陆续出版了 《新理学》、 《新事论》 《新世 

训》、 《新娘人》、 《新原道》、 《新 言》六部 

著作 ．通 称为 “贞元六书”。在这些著作里 ．冯 氏 

用中国传统哲学的索材和西力新宴在论的方法．建 

立 r自已颉具影响的新理学体系。 

新 理学是程朱理学和新实在论 结 合的产物 ， 

或者说 是用新实在论的逻辑方法改造程 朱理学 的结 

果 冯友兰认为 自己的思想虽源于 朱明理学 ．但 却 

与其 有率质的区别 ：其一 ，他的新理学是接 着采 明 

理 学证下讲的 、而非照着讲 。宋 明道 学有理学 和心 

学 两派，新理学是接续理学一派 的。其二 ．新理 学 

是讲理之学，是最哲学的哲学 ，其所 以新 ，是 因为 

它 接着中国哲学的各方而 的最好底 传统 ，而 叉经 

过现 代的逻辑学对于形而上学的批评 ．是成立底形 

上 学 (《新厚道》) 在冯友兰看来 中国只有上 

古 和甲古哲学 ，而没有近代哲学形 态 中国哲学 追 

球 天^合一境毋 ．喜欢用整体直观 的思 维方式把 握 

对 象．物我一体 、主客交融不分 ．不注重研究思 辨 

的逻辑 程 和 方法 ，不注重 我如 何认识非 我的 问 

题．知识论和逻辑学不发达 ．这是中国哲学未能步 

人近代的主要原 因 =他认为 。1进 西方 的理性主义和 

逻辑分析方法是中国现代哲学建设的当务之急 

1935年在中国哲学年会的开会词中他指出： 中国 

最缺 乏 理性 主 _苴的 l圳练 ，我 们 应 多介 绍理 性 主 

义。”冯友兰说 新理学 的工 作，是要经过维也那 

学派的经验主 义 而重新建 立形而上学 所谓经过 

维也那学派的经验主义．就是 兑要借用被维也那学 

派高度发晨 ，的逻辑分析方 法 逻 辑分析方法是儿 

千年西方哲学文 明发腱的结 晶．冯氏称之为西方哲 

学家 点石成盒 ”的手 描头 ．中国^需要的正是过 

个 手指头 应 绶 晚．冯友 兰的观点 是非 常深 

到 、极高远见的 。中国现代 哲学 家蛳果想在哲学领 

域有所建树 、贡献 出具有原 创匪的思想体系，中国 

哲学要真正 步八现代形态 ．就必须有思维方式和哲 

学 方法的根本变 冯友 兰的新理学可以说在这方 

而作出 了变出的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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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早年在哥伦比亚太学攻读博上学位时． 

就学于新实在论哲学家 蒙塔 占f]下 ．深受新实在 ̂ 

哲学的影响。在新实在论哲 学家们看来 ． 哲学 的 

任务 井非根本不同于专 门 识的任务。它和它们处 

在同一平而上 ．或者在 同一领域内。这是程度上 的 

区别．而不是种娄上 的区别；这个区别 ． 像实验 

物理学和理论物理学 之间 、动物 学和生物学之 问、 

或是涪学和政治 学之问的 匠另I； “(霍年特等： 《新 

雾耋论》．酉舟印书馆 l980年版．姜 48页。j对 于新宴 

在论的哲学观 ，冯 氏并不 完全赞同 他一方面认 为 

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 法是可取的 ．尤其是对于 中 

国哲学史的重新阐释 。异一方面 ，他又对新实在论 

将哲学等同于科学的观 进 行 r批评。科学与哲学 

的区别在于科学的研究 的对象只是宇宙问一部分的 

真实，而哲学所思考的则是 宇宙 全体 ．其中包括社 

会人生一因此在利学的范 围内可以拒斥形 而上学 ， 

而在哲 学领域则不能 一从 研究对象上划分 ，哲学与 

科 学的区别就是共卅{殊前f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 ， 

冯 友兰 认为哲学或 真正底形 上学”就是以一切事 

物 的共 柏为根本对象 ，以逻辑 分析方法为主的思维 

活 动 蔓其 产物 哲学追 求 的不是 对其体 事物 的肯 

定，而是对事物一般的理解 ，是对经验现实作 理 

智底分析”或 “逻辑的” 、 形式底释 义”。 

“理”是程 朱理学的棱心 范畴．也是冯友兰改 

造传统哲学 的逻辑起点 程朱理学 一方面极力抬高 

理的地位 ，另一 方丽又将万事万 物皆纳^理的范畴 

之中 ，将理看成 无所不包的东西 ，不 免杂 以感性具 

体 的内存，从 而降低 r理 的地位 和价值 对此 冯 

友兰进行 r尖锐 的批评 ： 然宋懦 对于理之为非实 

际底 亦有看 不清 楚 ．或 说不 清楚 者 例 如宋懦 常 

说 ： 理 之在 物 者 为 性 ’ ， ‘心 其 众理 而应 万 

事 。。此等 话是 可解 释_为 理 为 ’如有物焉 ’。此 

错误有时 来子 亦不能免 若不能免此错误 ，则I井 

理 自有种种 不通处 ：”(《三槛堂垒集》第五卷．第 

146可)冯友兰从程 朱理 学中提取 出 理 ”的概念． 

并用现代逻辑分析 方法加以改造 他继承 了程朱理 

学关 于理的一些规 定：理是最高的本体 、是超 验的 

存在 、是超时空舶 绝对 ，但竭力摒弃关于理 的物质 

柏窖 ．认为理是潜存 于真际的共棉 玛 氏认 为理与 

尢极和道是 同一 层次的最高概念 ，其菇 同特 电是 ： 

粤 、：1=可青 超越经验 太极是理 之大全 ． 

生 灭．不增不碱 ： 

在确立了 自已的 中心 观 之后 ．冯友兰进而提 

出 匹『十基本的概念 ：理 气 道体剌大全 ．这 四 

个概念都是形式的 、空灵的 “在新理学 n勺形而上 

学的系统甲，有册个 主要底观念 ，就是理 气 、道 

体及太全 这四个都是 我们 所谓形式底观忠。过 职 

个观念 ．都是 役有 积极底 内容底 ，是 四个空 的观 

念 ”( 』，第148页)由此四十{既念进而推 出凹组 

探讨．-b争鸣 ㈣㈣㈣1 

命题 ，由此【Tq个命题进一步 推演．就构成了冯氏 的 

新理学世界： 

第一组命题 ： 凡事物必都是f1。么事物 是什么事 

物 ，必都是某种事物。某种事物是某种事 物，必 某种 

事物之所 为某种事物者。借用由国旧 日哲 的话来 

说．’有物必有则 。某种事物之所 为某种事物者． 

理 学l胃之理。”l《新知言≥·在 这JJ!．冯友兰从 ⋯个内 

涵多的 下位 概念，推 出一个 内涵少的 位概念 ．这一 

推论是根据概念间种属关系自々一种推演．在逻辑的范 

围内是可 成立的。但 也进而把概 念矧的种属关系 ， 

变为具体事物与其共椰的关系．信用新实在论者 逻 

辑在先”的思想证明 r理的先在 睦与弛在性 第二组 

命题 ： 事物必都存在 存在底事 物必都能存在．，能存 

在底事物 必都有其所 以臆存在者 ，借用 中国旧 日中r 

家的 说 ：‘有理出有气’， c《新知言》)冯友兰认为 ． 

气无一切性 ．无仟何名， ；是一种实体 之所 姒如此 

规定气的特性 ．一是为了避免 他用 练台命题而对实际 

有所肯定 ．二是为了和程米理 兰区别开来，保证新理 

学基本 观念的纯逻 辑性。第三组命题 ： 存在是 一流 

行：儿存在 都是事物 的存在 事物的存在 ，都是其气实 

现某某理 的流行。总 所有底流行 谓之遭体 。”l《新厚 

道》】丹友兰 以 太极”释理 以 无极”释 气。道 体就是 

自无极而太极的程序，实际存在就是无极实现太扳的 

流行 ，冯直兰提 出”道体”的概念 ，是 为 r晓明理可以 

借助于气而得以实 现的问题 第 四组命题：“总一 留底 

有，谓之 大全 ．大全就是一 切底有 借用中国 日日哲 学 

家的活说 ：。一 即一 切，一切 一 ’ (《新厚道》】冯氏认 

为，九全亦称字宙 是埘一 切存在最后分析抽象所得 ． 

既包括物质 的存 在．也包括非物质 的理 的存在 ．是一 

切存在 的所 有 质被 除掉 后樽到 的抽象的同 从 

上而可 以看 出，冯氏所讲 的四个现念和 网组命题 虽 

米源于宋明理学 ，但 却与后者有质的区别 ． 们是经 

过严格逻辑分析而得到的纯粹观念和纯粹命题 ．．冯友 

兰认 为 真正底形 而上 学底任务 ．就在 于提 出这儿个 

概念并说 明这几十 概念 这四个范畴的逻辑展 ，就 

是新理学体 系的建构过程。 

冯友兰一 肚主张 ，哲学的主要作用就是提 高』、的 

梢押境界 ．他 多次表示 ，他所从事的工作就是“阐旧邦 

辅新命 ”他 在 1948年写 的 《中国哲学 与未来世界 

哲学》一文 中．认 为中国哲学可 以贡献给世界哲学 的， 
”

一

点 是哲 学使用的方 法．一点是由哲学达到的理想 

^生。 终其一生 ，冯友兰都在为中国哲 学的现代化与 

世界化 而努 力 他试 图通过他 的新 理学体系 ，为中华 

民旅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在 =他将中西哲学放在同等的 

聪光 -F去南视 ．既看到 了中国哲学的 点 与弊端之所 

在 ，义能 充分吸取西方哲学之 长她。他改造后的新理 

学 是一个由一系列概念和命题 组成 的具有严密逻辑 

的理L̂体系，是r}]西哲学融台的典范 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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