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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0日，大型系列纪录片《百年巨匠·冯

友兰》上下集，在全国 14家卫视频道、12家地方

频道，以及“学习强国”平台、人民网、爱奇艺、优

酷、腾讯、搜狐等 9家新媒体陆续推出，为 12月 4
日冯友兰先生 129周年诞辰，献上了一份厚礼。

《百年巨匠》由中国文联、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艺术基金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

是关于二十世纪画坛巨匠、艺苑大师、文坛泰斗

的大型人物传记纪录片。分为美术篇、书法篇、

京剧篇、话剧篇、音乐篇、文学篇、教育篇、国学

篇等，百人百集，是一部前所未有的大制作。

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是公认的国学大师，也

是国学篇的首选人物。然而，起初并没有编导

愿意接这个片子。

与文艺界的大师巨匠相比，哲学是一门深

奥学问，冯先生的哲学思想一般人难以搞懂，电

视手法也不好表现。

2023 年 11 月的一天，我到《百年巨匠》剧

组，跟国学篇总导演李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

李老师是中国纪录片界的大咖，执导过《辛亥革

命》《孙中山》等多部纪录片，经验丰富。

据李老师介绍，《百年巨匠》第二季数十个

选题中，他挑选了电影艺术家夏衍和清末民初

画家吴昌硕两个人物。冯友兰先生这个选题没

人敢接，最后他也是勉强接了这个片子。

因为我关注冯先生将近 20年，采访过清华、

北大及香港、台湾近 30位专家学者，对冯先生的

学问有一些了解，最后商定由我来撰写第一稿，

也就是文学稿。

撰稿的第一步是确定本片的主题。在此之

前，冯先生的纪录片拍过 3次，最早是上海卫视

2005年拍摄的大师系列：《冯友兰重写中国哲学

史》，再就是 2016年我拍摄的《先生 冯友兰》，

还有 2023年河南大学拍摄的《寻找冯友兰》。同

一个人物，怎样避免重复、拍出新意，需要找到

一个新角度。

2023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

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

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旧邦新命”就是继往开来的意思，这四个

字是冯友兰先生最早概括出来的。“旧邦新命”

不仅是冯先生一生的学术动力，也是中华民族

的生命特征，与现实也有契合度。于是，《百年

巨匠·冯友兰》的主题就围绕“旧邦新命”一步步

展开。

中国哲学历来都有浓厚的现实色彩和忧患

意识。冯先生的学问也从来不是书斋里的学

问，而是为苦难的中华民族寻找脱困之路。所

以，想讲清楚冯先生的哲学思想，一定要把冯先

生放在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大背景下，才能

看清其价值。

冯先生的哲学著作，本身就是忧患之作。

冯先生说过，平静的河流只有遇到石块才

能激起浪花。《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册，诞生在

“九一八”事变前后，以及“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

的书桌”的华北危机时期。《贞元六书》的第一册

《新理学》写于南渡路上，最后一册《新知言》诞

生于北归途中。在濒临亡国灭种之际，冯先生

以这样的方式参与到民族复兴的大业中去，《百

年巨匠·冯友兰》就表达这样一个观点。

事实上，人们对冯友兰先生生平及其哲学

思想的了解还十分有限。

2023年 10月，“百年巨匠 百人风采”展览

在国家博物馆举办。冯先生展出的内容是一张

在松树下看书的油画、一封书信原件、一幅标志

性照片及生平介绍。有位 50岁左右的游客在冯

先生油画前驻足。攀谈得知，他来自纽约，读过

冯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他说，哲学是最高

深的学问，冯先生应该是百年巨匠第一人，我很

赞成这个说法。

冯先生究竟属于哪一学派，宗璞先生曾跟

我谈到，冯先生既不属于新儒家，也不属于新道

家，而是融合中西，自成一派，也许叫现代化派

或什么名字合适。

由此想到，张载创立了“关学”、二程创立了

“洛学”，冯先生融合儒释道、柏拉图、唯物史观、

康德、黑格尔、斯宾诺莎等学说，创立了“冯

学”。期待有学者能把“冯学”作为一个学派阐

释并确定下来，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留下时代

印记。

每周末是北大校园开放日，燕南园游客络

绎不绝。从东北入口上来，往南走 200 米就是

57 号冯友兰故居，院门正对着这条路，格外显

眼。自 2019年年底北大冯友兰故居挂牌后，对

人们了解冯先生起到了很大作用。

有次，我看到一个中年游客和两个十来岁

的小孩，坐在 57 号斜对面 56 号院的石凳上休

息。中年人在给他们念百度词条：冯友兰，字芝

生，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

史家、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

《百年巨匠·冯友兰》播出，能使更多人了解

冯先生的所思、所想、所做、所为，会是一件大好

事。

《百年巨匠》第二季国学篇，播出冯友兰、季

羡林、钱钟书三个人物，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他们

之间的关系。

1935年，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游历

欧洲期间，代表清华与德国签订了一份交换留

学生的协定。当年 9月，清华选派两个学生去德

国留学，一个是季羡林，一个是乔冠华，季羡林

到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乔冠华到图宾根大

学学习哲学。这是冯友兰先生代表清华大学办

的一件好事，为此，季羡林终身感谢冯先生。

钱钟书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受到文学院

院长冯友兰的赏识。1938年，28岁的钱钟书从

牛津大学毕业，是在冯先生的极力推荐下，破格

聘为教授，这在西南联大没有先例。

《百年巨匠·冯友兰》上下集，每集只有 30分
钟，限于篇幅，冯先生跌宕起伏、苦难辉煌的一

生，不能一一去说，如：送子从军、与朱自清闻一

多的友谊、创立“清华学派”、西南联大第一笔杆

子、与胡适梁漱溟的恩怨、从唯心到唯物等大事

件，期待在下一部五集纪录片《一代宗师冯友兰》

中呈现。

我在文学稿的最后写道：三松堂这座院落

和这棵松树，共同走过了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

也见证了冯友兰先生最后 40年大起大落的生命

历程。当中国现代化进入新的世纪，百年松树，

依然郁郁葱葱，象征着冯友兰先生不朽的学术

生命。

如今，冯友兰故居成为燕南园游客的打卡

地，他们未必能说清楚冯友兰先生的哲学思想，

但冯友兰先生“旧邦新命”的家国情怀、强烈的

民族文化自信、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治学精神，永

远令人感叹、敬仰。

这两段文字过于书面化和主观，最终没有

出现在片中。

大型纪录片撰稿，一般先有对题材或人物

比较了解的专家，就主题、框架、主要内容写出

一个文学稿，以此为蓝本，编导在采访拍摄过程

中，加上自己的理解，对文学稿进行取舍、修正

或放大细节，最终才是观众看到的解说词。

全片结尾，冯先生“旧邦新命”的使命终于

完成，为了突出主题与现实的关联，拉近人们对

冯先生学问的距离，我用冯先生自己的话作为

结语：“将来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它将成为世界

上最古又最新的国家。新旧相续，源远流长，使

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放出新的光彩。现在我更

觉得这个展望并不是一种空想、幻想，而是一定

要实现，而且一定能实现的。”

《百年巨匠》片尾曲，由莫言作词、印青作

曲、雷佳演唱。歌词唱道：见证了山河巨变、岁

月沧桑，历经了奋斗、探索、踌躇、彷徨，看历史

潮流浩浩荡荡，看人生路曲折漫长，大美无言、

大爱无疆。

歌词仿佛是冯友兰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③5

（作者系央视纪录片《先生 冯友兰》导演、
《百年巨匠·冯友兰》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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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看历史潮流浩浩荡荡史潮流浩浩荡荡
——写在写在《《百年巨匠百年巨匠··冯友兰冯友兰》》播出之际播出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