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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冯友兰的《新世训》在批判继承-b-A．E．想的基础上，在五个方面实现了创新。提出了生活中所多少 

依照的本然规律。作为教导A．4~1如何生活的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新世训》的思想对于面临全球化、实现社 

会转型的中国，在进行文化整合、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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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的《新世训》，又名《生活方法新论》，作为 

论生活方法的著作，与讲纯粹哲学的《新理学》、谈社 

会文化问题的《新事论》，合称为“贞元三书”。论生活 

方法，正如冯先生所讲：“人都生活，其生活必多少依 

照一种规律⋯⋯人的生活也有其本然底规律，任何 

人都必多少依照它，方能够生活。”⋯ 页 。 所以，在 

《新世训》的“绪论”中，冯先生认为：生活中人所多少 

依照的本然的规律，是需要有一门学问来发现这些 

规律的，这门学问，可以教人如何生活，所以它所讲 

者就可以说是生活方法。冯先生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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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篇论述 

了自己的生活方法新论。冯先生认为，人的生活所依 

照的本然的规律，《中庸》名之日“道”，这个“道”是人 

本来即多少照着行，而且不得不多少照着行的。所以 

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关于生活 

方法，古人所讲很多，但冯先生的生活方法“新论”， 

与古人有不尽相同之处： 

(一)“生活方法，必须是不违反道德底规律底， 

道德底规律，有些是随着社会之有而有者，有些是随 

着某种社会之有而有者。”⋯[页 冯先生在《新理学》 

中说过，仁义礼智信这“五常”是随着社会之有而有 

的道德；在《新事论》中说过，忠孝照其原来的意义， 

是随着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之有而有的道德。先生认 

为，在道德的规律上应有这样的区别，不过这些分别 

前人没有看出来，所以他们讲的生活方法，有些是在 

某种社会生活的人的生活方法，而不是人的生活方 

法，先生的新论新在讲人的生活方法，与旧论不同， 

但亦是对旧论的继承，“我们的‘新论’，在一方面虽 

与宋明道学家的‘旧论’不同，但一方面亦是继承宋 

明道学家的‘旧论”’⋯(页川)。 

(二)冯先生认为，生活方法不违反道德的规律 

是一方面，但生活方法还可以是非道德的，这与宋明 

道学家完全道德的“为学之方”不同。以往人们在此 

问题上所讲所说，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为任何社会所 

需要的道德规律，如仁义礼智信等；为某种社会所需 

要的道德规律，如忠孝等；另一类则为不违反道德规 

律的生活方法，如勤俭等。冯先生认为，不违反道德 

规律是说它虽不必积极地合乎道德规律，但亦消极 

地不违反道德规律。积极地合乎道德规律者，是道德 

的；积极地违反道德规律者，是不道德的；虽不积极 

地合乎道德规律，而亦不积极地违反道德的规律，是 

非道德的。宋明道学家认为人的一举一动、一思一 

念，都必须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我们以为人的行 

为或思念，不一定都可分为是道德底或是不道德底。 

所以我们所讲底生活方法，在有些方面，亦可以是非 

道德底。”⋯(贞 

(三)所谓生活方法，如其是生活方法 ，则必是每 

个人本来多少依照的，这一点古人亦有见到者，但专 

念语录，写功过格的人，多板起面孔，以“希圣”“希 

贤”自居，好像他们是社会中特别的人，他们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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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是社会中特别的事。古人说：“圣人，人之至者也。” 
一 个最完全的人，即是圣人。冯先生认为，希圣希贤， 

亦是我们主张的，不过学圣人，并不是社会中一种特 

别的职业，天下亦没有职业圣人。冯先生为扫除这种 

空气，对生活方法予以新的说法。 

(四)佛家讲圣人，指的是达到一种境界的人，但 

这种圣人是静的。宋明道学家讲的圣人，是要在生活 

中成就的，不过他们说圣人时，亦太注重圣人所达到 

的境界，所以，他们的圣人，亦可以说是静的。冯先生 

讲圣人时，所注意的不是一种境界，而是一种生活， 

其意义是动的，所以，它是生活，不是“学”，是生活方 

法，而不是“为学之方”。 

冯先生的生活方法新论，通过对前人思想的继 

承与创新，作为教人如何生活的方法，对于面临全球 

化、实现社会转型的中国，在进行文化整合、走向现 

代化的过程中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在冯先生的生活方法新论中，体现了他“接着 

讲”，而不是“照着讲”的学术理念。他认为生活环境 

变迁，新事甚多，有些生活方法，古人已讲，但我们必 

须以眼前事为例证，予以新的说法。古人所讲，若不 

与我们眼前所见的生活中的事连接起来，则在我们 

的心目中，就成了死的教训，没有活的意义。 

(一)尊理性是生活本身对我们的客观要求。在 

《尊理性》一篇中，先生从宋明道学家的“为学之方” 

谈到人必要“做人”，讲到孟子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 

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提出：一个人若照着人 

之所以为人 、人之所 以异于禽兽者去做 ，即是“做 

人”；若不照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去做，而只照着 

人之同于禽兽者去做，即不是“做人”，而是做禽兽 

了。人是理性的动物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其有 

道德的理性，有理智的理性。人之有文化，证明人是 

理性的动物。但人不但是人，而且是动物，是生物，所 

以，在有些时候，不见得不与理性相冲突，但追求理 

性是人的方向，自觉地、努力地向此方面做，即是“做 

人”。所以先生所讲的生活方法，注重人的道德的活 

动，亦注重其理智的活动，因此，“尊理性”是生活本 

身对我们的客观要求。我们处于一个社会急剧变革 

的时代，由于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原有道德价值对社 

会生活的失控、失范，我们在生活的十字路口会面临 

不同的选择，但理性告诉我们：理性地选择生活方 

式，理性地进行文化的整合，就是对生活规律的尊 

重，是我们应有的选择。因为在变革的年代，首先是 

我们已经适应了的传统生活模式面临挑战，旧的秩 

序被打破，新秩序将取代旧秩序，但新秩序的形成需 

要一个过程，所以，文化整合中，摆在中华民族面前 

的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我们如何面对传统文化，如何 

面对西方文化。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是：我们应 

有什么样的理想人格价值体系?生活本身应是一个 

理性选择的过程，但在现实生活中人恰恰会表现出 

其反理性的一面，而且，理性与非理性的较量在转型 

时期更尖锐。生活辩证法告诉我们，愈是如此，理性 

的重要性就越发彰显出来。所以，对待民族的传统文 

化，全盘肯定显然不可取，但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做 

法同样也是不可取的，我们应当以一种辩证的科学 

态度对待传统文化，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在面对西 

方文化时，同样也应持科学、理性的态度，唯有如此 

才能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不迷途，在文化的积 

淀与融合过程中发展中华文化，成为一个具有先进 

文化的大国。 

(二)在《行忠恕》中先生提出：忠恕一方面是实 

行道德的方法，一方面是一种普遍的“待人接物”的 

方法。在中国文化史上，《论语》讲：恕是“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在朱熹那里，“推己及人”是恕，竭尽自己 

的心去及人是忠。我们可以说，己之所欲，亦施于人， 

是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忠恕都是推己及 

人，不过忠是就推己及人的积极方面说的，恕是就推 

己及人的消极方面说的。最后先生讲到，忠恕之道， 

是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可以行的，并借范纯仁 

的“吾平生所学，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之不尽”表达了 

自己的思想。忠恕作为协调人际关系之道，在人类走 

向全球化的过程中也有着普遍的意义。全球化是世 

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与趋势，全球伦理日益受到地球 

人的关注，全球伦理建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经为 

各国不同的人群所认可。1993年芝加哥宗教大会通 

过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其中对全球伦理作了这 

样的表述：“我们所说的全球伦理，并不是指一种全 

球的意识形态，也不是一种单一的统一的宗教，更不 

是指用一种宗教来支配所有别的宗教，我们所说的 

全球伦理，指的是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 

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一种基本共识，没有这 

样一种在伦理上的基本共识 ，社会或迟或早都会受 

到混乱或独裁的威胁，而个人或迟或早也会感到绝 

望。”可见，全球伦理正是站在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 

的高度，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制定的伦理规范，是一种 

所有人都应该遵守的道德原则。寻求“全球伦理”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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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个民族文化传统中吸取资源，在尊重各民族传 

统伦理价值的基础上，发掘和利用有利于建构全球 

伦理的思想和观点。“黄金规则”作为一条公认的普 

遍道德律，在不同的文明背景中，虽有着不同的表达 

和理解，但其精神是一致的：在中国，是“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 

基督教中，是“你愿意要别人怎样对待你，你也要怎 

样待人”。在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各种宗教中，与 

“金规”相关的内容，其普及范围之广，影响范围之 

大，是任何伦理规则都无法比拟的，“金规”完全可 

以成为现代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念、全球伦理的原则 

和基本的道德态度。所以冯先生关于忠恕的这些思 

想，对于我们研究全球伦理、主张全球伦理具有重 

要的价值。 

(三)冯先生生活方法“不违反道德的规律是一 

方面，而且还可以是非道德的”思想在我们面临善恶 

困惑的转型时期对于理性思考道德观念的冲突、行 

为选择的二难、反思道德思维的偏颇以及在此基础 

上进行正确的道德评价有着重要的价值。商品经济 

不仅是经济形态，而且也是一种文化形态，当代中国 

改革所带来的善恶观念变化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面 

临着历史发展与道德进步的选择。长期以来，我们用 

哲学思维代替道德思维，面对改革所带来的新的道 

德生活，道德思维就陷入了混乱，如在非此即彼的传 

统哲学思维指导下，导致了非善即恶的道德思维方 

法。事实上，善恶状态包括善、不善不恶 、恶三个基本 

层次，即应当、正当、失当。应当是理想、高尚的行为， 

是善；正当是于己有利而于人无害的行为，既不缺 

德，也不高尚；失当是不该发生的损人利己的行为， 

是恶。所以，把不善不恶的事物、行为，强行进行善恶 

分野，就会使一些人成为道德的牺牲品，或是一些人 

可以在道德的保护伞下干罪恶的勾当。因此，冯先生 

的思想对于我们反思道德思维的偏颇，正确区分生 

活中客观存在的道德状态，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的 

道德评价有着重要的价值。 

总之，冯先生的《新世训》，作为论生活方法的著 

作，体现了他“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的学术理念， 

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道出了他对教人如何生 

活这门学问的看法和认识。先生的诸多思想对于我 

们现代人如何把握现代生活有着深刻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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