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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山

冯友兰先生与家乡冯友兰先生与家乡
冯友兰先生 1895年 12月 4日出生于唐河祁仪，是中

国20世纪著名的哲学史家、哲学家、教育家。
冯友兰先生高寿。在他逝世的前半年，也就是 1990

年 5月，他自拟了一副95岁的预寿联，联曰：三史释古今，
六书纪贞元。“三史”是指《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
国哲学史新编》，“六书”是指《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
《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三史”“六书”概括了他一生
的学术贡献。

冯友兰先生1990年 11月 26日在北京友谊医院去世，
《人民日报》刊载报道，称“冯友兰是近代以来中国能够建立
自己体系的少数几个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在现代中国哲
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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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风范

冯友兰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崇高精神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强烈的爱国情怀 1947年，冯友兰先生在美国

讲学时，眼看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南京政权摇摇欲

坠。有些朋友劝他在美国长期住下去，他却坚定地

说：“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要赶回去，怕的是全中国

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他辞谢了当时美国一些地

方的邀请和优惠待遇，毅然决然回到了自己的祖

国。1948年 12月，民国政府来人表示南京方面将派

飞机接清华教授南迁，先生的态度是“我是中国人，

不管哪一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我都拥护……

是坚决不走的”。

刻苦的求学精神 先生的求学道路曲折不平。6
岁入家塾读书，之后随父母到武昌读书。1908年 11
月因父亲去世，他又回到祁仪老家继续读书。1911年
考取开封中州公学中学班，后因学校停课转学武昌中

华学校，是年冬至上海入中国公学预科，于民国元年

春天到开封中州公学上学，同年转到武昌中华学校

（后更名为中华大学），冬天考入上海中国公学。1915
年在上海考入北京大学，原报考法科，入学后转入文

科哲学门，开始学中国哲学。1918年 6月底毕业回河

南开封；1919年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

当研究生，开始学习西方哲学，1923年毕业获哲学博

士学位。从 1901年始入家塾到 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

位的漫长求学路，饱含了先生的艰辛和汗水。

非凡的哲学成就 先生一生写了大量的著作和

文章，“三史”是其哲学史著作，“三史”之间的跨度 50
年，但始终贯穿着他强烈的文化理念，这就是“旧邦

新命”的观念，就是“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而这一

主题是和中华民族在整个 20世纪从挫折中奋起的历

史，是和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最悠久的文化从失落走

向振兴的历史，是和中国作为民族国家从前现代走

向现代化的奋斗历程紧紧相联系的。“六书”是哲学

著作，其中，《新理学》是专门分析共相和殊相（即一

般和特殊）的纯哲学论著。《新事论》是以共相和殊相

的哲学分析为基础来解决中西文化问题，主张中国

学习西方是要学习其共相，共相即现代化。《新世训》

论述了现代社会人的生活行为的基本规律，谋求从

古代的圣人道德向现代的以个人为基础的道德生活

的转变。《新原人》是关于人的境界论的体系性著作，

论述人的四种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

界、天地境界，指出现代社会的人追求道德境界和天

地境界的意义。《新原道》论述了先生所认识的中国

哲学的优良传统和主流，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即

哲学的思考从不脱离人的社会生活。《新知言》是论

述中国哲学的方法及现代意义。“三史”“六书”凝结

了冯友兰先生一生的学术思想，成果之丰硕，成就之

巨大，影响之深远是前所未有的。

坚强的意志和毅力 从上世纪 50年代初至先生

去世的前 30年时间里，由于多方面原因，冯友兰先生受

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和误解，甚至受到屈辱和折磨，精

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让一个 70多岁的老人难以忍

受。幸运的是上天赐给了他长寿和超强的意志，以及

老而弥清的头脑，使他在 85岁高龄且体弱多病的 1980
年重新开始学术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重写《中国哲学

史》，并在逝世的前 4个月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这

部巨著和《三松堂自序》，实现了他要把中国哲学中有

永久价值的东西阐发出来，作为民族文化新发展的营

养，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新命”贡献力量的人生夙愿。

一脉相承的“贵和”思想 冯友兰先生认为，一个

社会的正常状态是“和”，宇宙的正常状态也是“和”。

“和”的意思是不同事物之间的协和，国家需要和谐，

世界也需要和谐。人与人之间需要相互尊重，相互包

容，国与国之间也需要相互尊重、相互包容。“仇必和

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而不是“仇必仇到底”。

泽被后世的“人生境界”论 冯友兰先生认为，人

的境界可以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

天地境界。自然境界是人对自己的行为没有自觉的境

界，不管这个行为是生产性的、艺术性的、道德性的；功

利境界是自觉求利的境界，这个利是为己的私利；道德

境界是自觉行义的境界，义是指社会道德的公义；天地

境界是指人自觉与整个宇宙合为一体的境界。自然境

界最低，天地境界最高，在天地境界中的人谓之“圣

人”。先生的“人生境界论”对人类社会具有永久价值，

与北宋大哲学家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

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一样，对思

想境界的提高都具有彪炳千古的重要意义。

功勋卓著的教育家 冯友兰先生哲学家的身份

世人皆知，其实，他还是位优秀的教育家。1923年获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河南中州

大学教授，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秘书长，清华大

学哲学系教授兼主任并担任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

大学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务会议

代主席，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哲学系

教授兼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央研究院

院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60多年

来都在从事教育工作，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哲学人

才，可谓是桃李满天下。

情牵桑梓

冯友兰先生是唐河祁仪人，从小在家读书上学，对

家乡有着深厚感情，走出去后与家乡人民时有交往。只

要家乡人求见，他都安排时间接待，并询问家乡情况。

1985年，祁仪乡负责人到北京先生家里请求捐

资助学，他当即从稿费中拿出一万元支持家乡建校，

南阳武侯祠的同志请他为南阳诸葛庐题字，他挥毫

泼墨，书写了“正气或为出师表，豪情聊寄梁甫吟”一

联。1988年 7月 22日，原南阳市建委的同志请先生

为南阳解放四十周年题词，先生欣然同意。

冯友兰先生对家乡的关心支持还有几件事：

1986 年 12 月 29 日，他复祁仪乡政府函中表示

“我在北京大学工作，居住条件已有适当安排，不需

用老家旧宅，该屋乡镇机关已使用多年，现在可继续

使用，不必变动。”

1988年 8月，将老家祖上留下的郝庄房产折款

的 7900元捐献给唐河县图书馆。

1990年 5月，向唐河县图书馆捐赠《二十四史》

806册。

1996年 7月，先生的女儿宗璞按先生遗愿，把他

的一批遗物交给卧龙区档案馆收藏（现卧龙区档案

馆设立有冯友兰陈列室）。2012年 9月，宗璞又将另

一批遗物捐赠给唐河县冯友兰纪念馆收藏。

推广冯学

为了表达对冯友兰先生及家人的感谢，更为了

传承弘扬先生的哲学思想，1993年 5月，南阳成立冯

友兰研究会，南阳师范学院 2005年 8月成立冯友兰

研究所。2005年 9月，南阳理工学院成立了冯友兰

研究会（接替原南阳冯友兰研究会的工作），担负起

了南阳学习宣传研究传承弘扬冯友兰学术思想的任

务。本人任会长，并从北大、清华等高校的知名专

家、学者，南阳有关领导和著名作家二月河、周同宾

等名人中聘请了一批顾问。

研究会成立以来，办了一大批实事，收到较好效果。

除每年召开学术研讨会暨冯友兰先生诞辰纪念

活动外，2006年 8月，在南阳师院举办了全国第六次

冯友兰学术思想研讨会，2007年 9月在南阳理工学

院举办全国第七次冯友兰学术思想研讨会，2009年
11 月在唐河举办全国第九次冯友兰学术思想研讨

会。2019年 11月 28日至 30日，全国第十二次冯友

兰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纪念冯友兰诞辰 124周年座谈

会在唐河举办，一大批专家学者向大会提交了高质

量的学术报告。

积极参加中国哲学史学会冯友兰专业委员会

2005年 11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全国第五次冯友兰学

术思想研讨会，2008年 10月在原西南联大旧址——

云南师范大学举办的全国第八次冯友兰学术思想研

讨会；2010年 11月参加在清华大学举办的全国第十

次冯友兰学术思想研讨会。同时，还多次参加河南省

冯友兰研究会在郑州、洛阳、安阳、唐河等地举办的冯

友兰学术思想研讨会及培训会。

在 2.66万平方公里的南阳大地上，已经呈现出

一个“冯学学风更加浓厚，思想更加清晰，成效更加

显现，队伍更加壮大，领导更加重视，势头更加向好”

的新气象。

“学风更加浓厚”是指读冯友兰先生《三松堂全

集》，积极参加聆听有关冯友兰先生学术报告会和有

关活动的人更多了，风气更浓了。

南阳相关领导和冯学专家学者不仅做了几百场

报告，写了一批文章，建设冯友兰纪念馆，拍摄电影

《青年冯友兰》，制作纪录片《世纪哲人冯友兰》，还编

写出版了《冯友兰传》《冯门旺族》《冯友兰家族文化丛

书》。更主要的是冯友兰先生的学术思想在社会上，

特别是在青少年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激励着

一代又一代青年发奋读书，立志成才，报效祖国。

相信通过大家一起努力，不断把冯学研究事业

引向深入，把冯友兰先生这张南阳名片打造得更加

靓丽，让南阳人在学习传承弘扬先生学术思想中启

迪心智，提升素养，助力社会进步，推动经济发展，促

进个人梦、家乡梦、中国梦的实现，彰显哲学的影响

和魅力！③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