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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内圣外王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更是儒家思想的主导精神和基本格局。冯友兰是中国现代具有世界影响 

的哲学家，他的内圣外王思想对现代社会的道德建设与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对现代道德与民主政 

治进行建构的一种尝试，为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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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圣外王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更是儒家 

思想的主导精神和基本格局。从整个中国文化精神，特别是从 

哲学高度讲论内圣外王 ，见之于冯友兰 1940年 2月的《新世 

训·自序》。《新世训》属谈生活方法，此前有讲纯粹哲学的《新 

理学》，谈社会问题的《新事论》。冯友兰自谓：三本书是书虽三 

分 ，义则一贯，所谓天人之际，内圣外王之道。冯友兰将贞元之 

际前三书作为一以贯之的内圣外王之学，其中《新理学》着重 

于内圣方面，《新事论》和《新世训》侧重于外王层面。1942年3 

月，冯友兰在《新原人·自序》中说“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 

当绝续之交 ，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 

可不尽所欲言”。|liP2m)两年后的《新原道·新统》又提到：“所以 

哲学所讲底，就是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嗍  

新理学的内圣学 ，主要论述了人如何进入圣域 ，圣人的精 

神境界，圣人的存在方式，中国儒家圣人与西方宗教圣者、佛 

道圣人的关系及圣人的人格。内圣学集中表现了冯友兰的道 

德理想主义，它继续了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但是又和传 

统的道德理想主义不一样，冯友兰的道德理想主义带有现代 

的特性，是属于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 

《新理学》把宇宙区分为只可思不可感的“真际”与只可感 

不可思的“实际”，并将“真际”作为其形上学的逻辑起点。在冯 

友兰看来，对于“真际”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理智底了 

解”，一种是“同情底了解”。而人们进入圣域的途径是通过对 

“真际”的同情了解实现的。对于“真际之理智底了解”，可以作 

为入圣域之门路。新理学尽管采纳了现代西方的逻辑实证主 

义方法，但它最终 目标一开始就指向了中国式的圣人，这也是 

《新理学》以第十章“圣人”奠后的原由所在。所谓对“真际作理 

智底了解”，主要是从全的观点看“真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导向和转进为对大全的 “同情底了解”，这种了解就是知天， 

“从天之观点以观物，则对事物有一种同情底了解”。口l【嘲冯友 

兰认为，有了这种同情底了解，就可以不为经验所羁而超乎经 

验，并以我之行，充分实现我所依照之理，不为自己所缚而超 

乎自己达致事天境界；在超乎 自己的事天境界中，人们“对于 

事物之同情 ，亦继续扩大，以至宋明道学家所谓‘万物一体’之 

境界，” 种境界就是所谓的圣域。 

冯友兰把人的精神境界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 

界和天地境界。生活于道德境界中者是贤人 ，生活于天地境界 

者为圣人。天地境界具有超道德超理性的价值，是一种由最高 

觉解达到哲学境界 ，“在此种境界中底人 ，其行为是事天底，在 

此种境界中底人，了解社会的全之外，还有宇宙的全 ，人必于 

知有宇宙的全时，始能使其多得于人之所以为人者尽量发展， 

始能尽性。”p胛)这里的“尽性”，意味着把人的超越性发挥到极 

致，不仅超越经验，超越自己，而且超越社会 ，超越现世 ，超越 

人世。 

天地境界又分为知天、事天、乐天、同天四个层域 ，知天然 

后可以事天、乐天，最后达致同天的境界。“在天地境界中底人 

的最高造诣 ，是不但觉解其是大全的一部分 ，而且自同于大全 

⋯ ⋯ 此种境界 ，我们谓之为同天。”p 》人一旦达致同天之境 ， 

知天、事天 、乐天也就成为一种事前的预备，换言之，人不能以 

乐天为极境，更不能停留在事天和知天之中，因为知天 、事天、 

乃至于乐天，和自同于大全，尚有一线未达，还不能有无滞无 

隔的通透之境。在《新理学》中，冯友兰主要谈到知天、事天，到 

了《新原人》，冯友兰明确提出了乐天、同天，这是对《新理学》 

的一个重大发展，也是大全由抽象共相转向具体共相，接近绝 

对实体的重要契机。与此相应，冯友兰在《新原人》中首次论及 

绝对：“天是绝对，既是绝对，即无与之相对者。”px哪绝对实体 

非理性所达致，只能由个体自己体验和领悟。绝对实体和直觉 

思维从来就是相伴而行的，而这也就是冯友兰从《新原人》开 

始便用负的方法，此后日益重视负的方法，以至提出正的方法 

没有取代负的方法，只是补充了负的方法的主要原因。 

天地境界不仅是圣人的精神境界，同时也是人的存在方 

式。天地境界之存在方式，从《新理学》中的入“圣域”就已初 

具，到了《新原人》则进一步彰显。人的精神境界并非隔离于人 

的存在之外，并非虚悬于人的生存之上，而是存在于人的行动 

之中，存在于人的存在之中，是无我和有我的统一，是入世和 

出世的统一，是风流和名教的统一，亦即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 

的统一，也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统一，总之“只有在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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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境界中人才是完人”。l】㈣  

与此相联系，冯友兰将儒家的圣人和印度佛教、西方宗教 

的圣者以及道家的圣人作了一个比较。他认为儒家圣人的精 

神成就，与佛教的圣人和西方宗教的圣者的精神成就都是超 

世间的，为此他在《新原道·绪论》中说：“是其是超世间底说， 

中国的胜任的精神成就，与所谓印度佛的，及西洋所谓圣人的 

精神成就，是同类底成就，但超世间，所以中国的圣人，不 

是高高在上、不问时务的圣人，他的人格是所谓内圣外王 

的人格”。【 他还认为道家圣人与儒家圣人一样，也达到了 

天地境界，但道家圣人把方内与方外统一起来。儒家的圣人， 

常有所谓民胞物与之怀；道家的圣人，常有所谓遗世独立之 

慨。儒家圣人的心是热烈的，道家圣人的心是冷静的。这个所 

谓遗世独立，所谓冷静 ，意即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而逍遥 自 

在，意即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所谓民胞物与，所谓热烈，意即 

不仅对人而且对物都有强烈的爱心。在冯友兰的心目中，儒家 

圣人高于道家圣人，甚至较之印度佛和西方宗教的圣者也有 

过之无不及 ，并相应提出了“以哲学代宗教”H 的主张。冯友 

兰的新理学不仅是接着程朱讲的，也是接着整个儒家传统，乃至 

于接着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讲的，新理学的思想体系，不仅是针 

对出世的佛道两家的，也是与西方的基督教等相关联、相区别 

的。 

内圣外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体两面，外王是和内圣密 

切相联的，但从两面之分言，外王也有自己的独特内容。一般 

地说，外王包括圣王人格、王道政治等政治思想的不同层面和 

内容。冯友兰的外王说是把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和中国当时 

的现状相结合 ，提出的新式的政治思想，也是属于现代民主政 

治的一部分。 

外王首先是圣王的人格，内圣是就其修养的成就说，外王 

是就其在社会上的功用说。外王在社会上的功用包含实际的 

政治领袖，但并非仅指最高的政治领袖，圣人不一定有机会成 

为实际的政治领袖，能否实际成为政治领袖也是无关宏旨的。 

冯友兰在《新原道·绪论》中说，所谓内圣外王，只是说，有最高 

精神成就的人，可以为王，而且最宜于为王。在《新原道·新统》 

给出了原因，圣人在他的境界中，不与万法为侣，是首出庶物 ， 

所以他最宜于做社会的最高领袖。把内圣外王作为圣王人格， 

一 方面意味着圣人应有经世之志，但儒家传统中人人都能够 

成圣，而现实社会的最高领袖只有一个，故圣人做王是“应然” 

而不必“实然”；另一方面要求王者应有圣人之德，无圣德而徒 

有王位者，如孟子语，可视为匹夫，甚至可以视为独夫民贼。其 

重在促进王者的德行自觉，促成其实施仁政德治，贵在于现实 

之维之上赋予王者以超越之维，故王者圣德是“实然”而求其 

“应然”。两方面的着眼点尽管有异，而其重点均在圣德而不在 

王位，在心而不在迹。作为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基本精神的内 

圣外王，包括着丰富的内容和诸多层面。就圣德的层面来说， 

它既有不切实际的空想色彩，又有向往至善的理想成分，在 

这种对真善美的理想追求中，蕴含着用文化理想规正实际 

政治的意义，具有用圣人之德提升王者 ，导引王权的作用 ， 

某种程度上也折射了民众在前民主政治体制下间接参政的 

意愿。 

王道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构成外王又一基本内容，孟子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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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服人者为王，以力服人者为霸，这就使王具备了与霸不同 

的仁政德治的内涵。冯友兰据此发挥说 ：“在政治上说，政治上 

底各种事，亦皆有道德底本然办法，及功利底本然办法，依照 

道德底本然办法以办政治者，其政治是王。依照功利底必然办 

法以办政治者，其政治是霸。”【2It呻冯友兰这里所说，主要是从 

道德的观点看政治 ，把政治制度作为道德的延长。 

外王的第三个方面是政治思想：“由于哲学所讲的是内圣 

外王之道 ，所以哲学必定与政治思想不能分开。”mq如果说冯 

友兰的王道政治说较多地带有传统儒家的影响，冯友兰的政 

治思想则较多地吸取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因素。冯友兰认为，民 

主包含有平等 、自由等概念 ，它的涵义就是思想自由、言论 自 

由等。政治的设施能使人得到自由平等的就成为民主政治。而 

民主政治的根本要义有两个 ：第一是要有人是人的观感 ，而确 

实知道人是人，“人有独立的人格 ，自由的意志，凡人都是彼此 

平等，决不能够拿任何人作工具”。 这里突出了人的独立 

性，触及了人的自主性，而独立性和自主性确是民主政治的首 

要前提，没有人的独立和自主 ，也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可言。第 

二是对一切事物都有多元论的看法，特别是人的个体都有自己 

的独特性，对人更要有多元论的看法，“人如有所不同，最好听其 

自然发展，各适其适，顺其性情，不必使其整齐划一”。 多元 

论的看法意味着必须有异 ，必须有不同的东西，有异才能和， 

有不同的东西才能配合成为和，不能也不应强异为同，“民主 

政治就是政治要合乎中和的原贝lj，容万有不同，而和合的发 

展”。【 把中国文化的和合精神和西方的民主政治结合起 

来 ，在中国现代哲学家中，冯友兰是第一位。冯友兰还主张，每 

个人都有完全的自由去做他喜欢做的事，去想他喜欢的东西。 

尽管冯友兰尚未认清世无二主的一人政治和人人 自主的政 

治，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政治体制，有时把二者混为一谈，但不 

难看出，冯友兰的政治思想确有不少现代的新成分，较之许多 

民主论者也不逊色，这正是新理学外王观新颖之处。 

儒家的人世主义，儒家圣人的内圣外王人格 ，决定了儒家 

不能不关注社会问题和生活问题。冯友兰的《新事论》把中国 

到自由之路作为宗旨，正是其内圣外王思想的必然要求。冯友 

兰明确指出，中国的自由之路，也就是工业化现代化之路，而 

现代化并不意味着欧化，更不能等同于欧化，这些提出于半个 

世纪前的见解，充分展现了一个哲学家的远见卓识。 

冯友兰把“极高明而道中庸”作为自己的哲学追求之一， 

把“阐旧邦辅新命”作为自己的平时志事。冯友兰并不仅仅关 

注民族问题，整个人类社会也在他的视野之内，在继《新事论》 

之后写作的《新世训·致中和》中，他接着探讨了人类的大同世 

界问题。他认为，在所谓的大同世界中，各个人的“异”，各民族 

的“异”，都存在，并且大家都还特别尊重其存在。不过这许多 

“异”，都是“中节底异”，合许多“中节底异”，以成一个“太和”， 

这“太和”即所谓“大同世界”。这一方面承继了中国儒家的大 

同理想，另一方面又给其注入了新的因素，也使大同的范围真 

正扩展到了全人类。 

由上可见。新理学的内圣学因引进西方的现代逻辑方法， 

成为一片空灵的形上学，克服了程朱理学拖泥带水的毛病 ；新 

理学的内圣学，将道德上的圣人，转进为道德上理智上都完全 

的圣人 ，将静的圣人转变为动的圣人 ，将精神之 l下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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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工作的重要性、卫生工作的宗旨原则 、卫生工作的方法、卫 

生工作的重点等一套完整的医药卫生思想。这些思想很丰富， 

也很有中国特色，特别是针对社会普遍反映的看病贵，广大农 

民看不起病，因病致贫等问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实践证明， 

毛泽东的医药卫生思想是正确的，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在我国 

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仍然要继续坚持它，并使之在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医药卫生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它也 

将为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更好地造福人民的健 

康、发展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参考文献： 

【11毛泽东选集(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 

【2】山东省中医药局．毛主席对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指示【M】．济南：山东 

科技出版社，1997． 

【3】教育科学研究筹备处．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Z】．北京：人民教育 

出版社，1959． 

[4】毛泽东选集(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 

【5】邓力群．中外名人评说毛泽东【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冯喜忠】 

On IAo Ze-dong’S Thoughts ofthe M edical and Healthy W Ork and Its Reality Value 

UU Jie 

(College of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ofXiangtan Unwe~ity,Xian&tan41105，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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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6页)域的圣人，境界与存在并在的圣人，从而使圣人 

的精神境界更多地化为一种生存的睿智和生活的智慧，化为 

一 种存在状态；新理学的外王学，强调民主政治的重要，在一 

定程度上肯定个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承认人的生理欲望和 

心理需求，看到了人的情感的重要，明确指出工业化、现代化 

是中国自由的必由之路。就此而言 ，新理学确实不是照着程 

朱理学讲的，这是新理学之所以为新理学之所在。我们还应 

看到，新理学的形上学 ，一开始就潜伏着中国哲学观念和西 

方观念的矛盾，存在着逻辑方法和直觉方法的张力。这种张 

力和矛盾，到《新原人》和《新知言》有了缓和与减弱，但尚未 

达到圆融无碍的程度。新理学的外王学，把政治作为道德的 

延长，未能脱出传统外王观的巢臼，特别是新理学的内圣学， 

把同天与自同与理世界相提并论，把包括人在内的事物作为 

永恒的理的例证，并把“一社会内之分子，依照其所属之社会 

所依照之理所规定之基本规律以行动，以维持其社会之存 

在”， -卿作为一切道德之同然。就此而言 ，新理学确实是接 

着程朱理学讲的，这是新理学之所以仍然是一种理学之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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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 YOu-lan ’S Morals Ideal an d Democratic Politics 

GENG Cheng-peng；ZHANG Feng—lin 

(College ofPhilosophy and Publil Management,Henan Universty,Kaifeng475001，China) 

Abstract：‘‘Asaint in his heart an d lording outside’’is the basic spirit in Chinese culture an d the Chinese philasophy,and is aslo the Confucianist 

thought leading spirit and the basic pattern．Feng Youlan is a philosopher which has the world influence in the Chinese modem age．His “Asaint in his heart 

andlordingoutside”has avital significancetothemodern society’Smoral reconstructionandthedemocraticpoliticalconstruction，an disasloaattempt to the 

nlodernmoralsandthedemocraticpoliticsembarksfromtheChinatraditional culture ．Itprovided anewmodelto carrythemodernizationfo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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