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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北京大学 856 中国哲学史考研核心笔记 

 

《中国哲学简史》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中国哲学的精神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考点：中国哲学的精神和问题 

考点：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 

考点：语言障碍 

 

考研核心笔记 

1.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的生活渗透了儒家思想，儒家俨然成为一种宗教。而事实上，儒家思想并不比

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思想更像宗教。 

当然，哲学和宗教的含义并不十分明确，不同的人对哲学和宗教的理解可能全然不同。人们谈到哲学

或宗教时，心目中所想的可能很不同。就我来说，哲学是对人生的系统的反思。 

这种思考，我们称之为反思，因为它把人生作为思考的对象。有关人生的学说、有关宇宙的学说以及

有关知识的学说，都是由这样的思考中产生的。宇宙是人类生存的背景，是人生戏剧演出的舞台，宇宙论

就是这样兴起的。思考本身就是知识，知识论就是由此而兴起的。按照某些西方哲学家的看法，人要思想，

首先要弄清楚人能够思考什么，这就是说，在对人生进行思考之前，我们先要对思想进行思考。 

这些学说都是反思的产物，甚至“人生”和“生命”的概念、“宇宙”的概念、“知识”的概念也都是反思的

产物。人无论是自己思索或与别人谈论，都是在人生之中。 

宗教也和人生相关联.任何一种大的宗教，它的核心部分必然有哲学。事实上，每一种大的宗教就是某

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义、礼仪和体制。 

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我所说的正面知识是指对客观事物的信

息），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 

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其功能不是要增长正面知识，这一点在当代西方哲学中，已有维也纳学派加

以阐述。但是，维也纳学派是从另一个角度，为了另一个目的。我不同意这一学派认为哲学的功能只是为

了澄清概念，把形而上学的性质看成只是概念的抒情诗；但是，从他们的论辩中可以清楚看到，如果哲学

果真去谋求提供正面知识，它将陷于荒谬。 

通过哲学达到更高价值，人不需要绕圈子，经由祈祷和仪式。人经过哲学达到的更高价值比经由宗教

达到的更高价值，内容更纯，因为其中不掺杂想象和迷信。将来的世界里，哲学将取代宗教的地位，这是

合乎中国哲学传统的。人不需要宗教化，但是人必须哲学化。当人哲学化了，他也就得到了宗教所提供的

最高福分。 

 

2.中国哲学的精神和问题 

中国哲学精神 

一个圣人要想取得最高的成就，必须抛弃社会，甚至抛弃生命。唯有这样，才能得到最后的解脱。这

种哲学通常被称为“出世”的哲学。 

还有一种哲学，强调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和人事。这种哲学只谈道德价值，因此对于超越道德的价值觉

得无从谈起，也不愿去探讨。这种哲学通常被称为“入世”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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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精神，如果正确理解的话，不能把它称作完全是入世的，也不能把它称作完全是

出世的。它既是入世的，又是出世的。 

按照中国传统，圣人应具有内圣外王的品格，中国哲学的使命就是使人得以发展这样的品格。因此，

中国哲学讨论的问题就是内圣外王之道；这里的“道”是指道路，或基本原理。 

哲学以内圣外王之道为主题，研究哲学就不是仅仅为了寻求哲学的知识，还要培养这样的品德。哲学

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它是生命的体验。 

就哲学家来说，知识和品德是不可分的，哲学要求信奉它的人以生命去实践这个哲学，哲学家只是载

道的人而已，按照所信奉的哲学信念去生活，乃是他的哲学的一部分。哲学家终身持久不懈地操练自己，

生活在哲学体验之中，超越了自私和自我中心，以求与天合一。 

 

3.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 

可以说，中国哲学家的言论著述，表面看来似乎不相连贯，乃是由于它们本不是专门的哲学著作。按

照中国传统，学习哲学不是一个专门的行业。人人都应当读经书，正如在西方传统看来，人人都应当去教

堂。读哲学是为了使人得以成为人，而不是为了成为某种特殊的人。有些中国哲学家的著述十分简短。未

曾把道理讲透。 

这是因为中国哲学家惯于用格言、警句、比喻、事例等形式表述思想。 

《老子》全书都是以格言形式写成；《庄子》书中充满寓言和故事。即便在中国哲学家中以说理见长

的孟子和荀子，把他们的著作和西方哲学家的著作相较，其中的格言、比喻和事例也比西方哲学著作中要

多。格言总是简短的，而比喻和事例则总是自成段落，与前后文字不相衔接的。用格言、比喻和事例来说

理，难免有不够透彻的地方，只能靠其中的暗示补足。 

在诗歌中，诗人往往意在言外。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一首好诗往往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因此，一

个慧心的读者，读诗时能从诗句之外去会意，读书时能从字里行间去会意。这是中国艺术所追求的情趣，

它也同样成为中国哲学家表述思想时的风格。 

中国艺术的这种风格是有其哲学背景的。 

 

4.语言障碍 

任何人如果不能用原文阅读某种哲学著作，要想完全理解原著，的确会有困难，这是由于语言的障碍。 

中国哲学著作由于它们的提示性质，语言的困难就更大。中国哲学家的言论和著述中的种种提示，很

难翻译。当它被翻译成外文时，它由提示变成一种明确的陈述。失去了提示的性质，就失去了原著的味道。 

任何翻译的文字我们把《老子》书中的一句话译成英文时，我们是在按照自己的理解来阐述它的含义。

译文通常只能表达一种含义，而原文却可能还有其他层次的含义。原文是提示性质的，译文则不可能做到

这一点。于是，原文中的丰富含义，在翻译过程中大部分丢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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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中国哲学的背景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中华民族的地理环境 

考点：中华民族的经济背景 

考点：《上农》——农业的价值 

考点：对自然的理想化 

考点：家族制度 

考点：中国艺术与诗歌 

考点：中国哲学的方法论 

考点：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 

考点：中国哲学中的“常”与“变” 

 

考研核心笔记 

 

1.中华民族的地理环境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世界就是他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在中文里，有两个词语

常常被用来表达“世界”，一个是“普天之下”，一个是“四海之内”. 

从孔子的时代直到十九世纪末，中国的思想家们从来没有到海上冒险的经历。在现代人看来，孔子和

孟子所住的地方都离海不远。但是在《论语》里，孔子只有一次提到海：“道不行，乘椁浮于海。从我者，

其由与？”（《公冶长》）仲由即子路，在孔子的学生中，以勇敢著名。 

孟子提到海的话也同样简短。他说：“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孟子•尽心

章句上》）孔子只想，泛舟浮于海，孟子也只是望海惊叹，并不比孔子好多少。 

 

2.中华民族的经济背景 

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的哲学家们不仅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之中，还生活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之中。中

国是个大陆国家，中华民族历来依靠农业来维持生存。直到今日，中国的农业人口还在全体人口中占百分

之七十五至八十。在一个农业国家里，财富的首要基础是土地。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一切社会、经济思

想以至政府的政策措施都以土地的分配和利用为中心。 

在一个农业国家里，无论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农业都同样重要。 

中国哲学家们的社会经济思想都强调要区别“本”和“末”，农业生产被认为是立国之本，而商业则

被看为是立国之末端，因为经济生产主要靠农业，而商业只关系到产品的交换商品的交换终究要以生产为

前提，在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里，农产品是主要的产品，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各种社会、经济的理论

和政策都重农轻商。 

 

3.《上农》——农业的价值 

著于公元前三世纪的《吕氏春秋》书中，辑有各家哲学撮要，有一章名为《上农》，其中比较农民的

生活方式和商人的生活方式. 

从《吕氏春秋》的观察中，反映出中国哲学里道家和儒家关于社会经济两派思想的根源。这两派思想

主张如同两极那样背反，但它们又像同一个轴的两极，两个方面都同样反映了农民的思想。 

 

4.“反者道之动” 

在比较儒道两家的不同思想之前，让我们先看一下两家共同的一种理论思想，就是都注意到，无论在

自然和人生的领域里，任何事物发展到极端，就有一种趋向，朝反方向的另一极端移动。借用黑格尔的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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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语，任何事物都包含了对它自己的否定。这是老子哲学思想的一个主题，也是儒家阐发《易经》时的

一个主题。 

“反者道之动” 

这个理论对中华民族有巨大的影响，帮助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克服了无数的困难。中国人深信这

个理论，因此经常提醒自己要“居安思危”；另一方面，即使处于极端困难之中，也不失望。在刚结束不

久的抗日战争中，这种希望成为中国民众的心理武器，即使处于最黑暗的时期，还深信：“黎明即将到来。”

正是由这种信仰形成的意志帮助中国人民度过了这场战争。 

这个理论还对儒家和道家都主张的中庸之道提供了主要论据。 

 

5.对自然的理想化 

道家和儒家不同，因为他们是对农民生活中的不同方面加以理论化。农民生活简单，思想纯真。道家

从这一点出发，谴责文明，鼓吹返璞归真；把儿童的天真烂漫理想化，鄙视知识。 

农民时刻和自然打交道，他们爱慕自然。道家把这种爱慕发挥到淋漓尽致，同时把属于自然和属于人

的东西严格区分：一个是自然的，另一个是人为的。自然令人快乐，人为给人痛苦。道家这种思想最后发

展到主张“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与宇宙合一。 

 

6.家族制度 

中国的社会制度便是家族制度。传统中国把社会关系归纳成五种，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

在这五种社会关系中，三种是家庭关系，另两种虽不是家庭关系，却也可以看作是家庭关系的延伸。譬如

君臣关系，被看成是父子关系；朋友则被看作是兄弟关系。 

中国的祖先崇拜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世代居住在一个地方的一族人，他们追溯首先在这地方定居的

祖先，敬拜他。祖先成为家族的共同象征，作为一个巨大复杂的组织，这样一个象征是必不可少的。 

儒家思想中的一大部分是这种社会制度的理性论证，也就是它的理论表现。经济环境成为这种社会制

度的基础，儒家思想反映了它的伦理价值。由于这种社会制度是一定经济条件的产物，这些经济条件又是

地理环境的产物。 

 

7.入世和出世 

儒家思想不仅是中国的社会哲学，也是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儒家思想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道家则强

调人内心自然自动的秉性。 

中国哲学中的这两种思潮，大体类似于西方思想中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思潮。 

试读杜甫和李白两人的诗，这两位伟大的诗人都生活于八世纪，从他们的诗里却不难分辨出中国思想

两大流派——儒家和道家——对两人的不同思想影响.儒家“游方之内”，显得比道家入世；道家“游方

之外”，显得比儒家出世。这两种思想看来相反，其实却是相反相成，使中国人在入世和出世之间，得以

较好地取得平衡。 

 

8.中国艺术与诗歌 

儒家把艺术看作是道德教育的工具。道家对艺术没有正面提出系统的见解，但是他们追求心灵的自由

流动，把自然看为最高理想，这给了中国的伟大艺术家无穷的灵感。由于这一点，许多中国艺术家把自然

作为艺术的对象，就不足为怪了。中国美术作品中的许多杰作都是写山水、花鸟、树木、竹枝。在许多山

水画里，山脚下、溪水边，往往能看见一个人，静坐沉醉在天地的大美之中，从中领会超越于自然和人生

之上的妙道。 

 

9.中国哲学的方法论 

农民的眼界不仅制约着中国哲学的内容，如前举的“反者道之动”，更重要的是它还制约着中国哲学

的方法论。诺斯洛普教授(Prof.S.C.Northrop)曾提出：概念可分两种，一种来自直觉，一种来自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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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考研核心笔记 

 

上册 第 1 章  绪论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哲学之内容  

考点：哲学之方法  

考点：中国哲学史取材之标准  

考点：哲学中论证之重要  

考点：哲学与中国之“义理之学”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哲学之内容 

哲学本-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

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在作此工作之先，吾人须先明在西洋哲学一名词之意义。 

哲学一名词在西洋有甚久的历史，各哲学家对于“哲学”所下之定义亦各不相同。为方便起见，兹先

述普通所认为哲学之内容。知其内容，即可知哲学之为何物，而哲学一名词之正式的定义，亦无需另举矣。 

希腊哲学家多分哲学为三大部： 

物理学， 

伦理学， 

论理学。 

此所谓物理学、伦理学与论理学，其范围较现在此三名所指为广。以现在之术语说之，哲学包涵三大

部； 

宇宙论——目的在求-“对于世界之道理”， 

人生论——目的在求-“对于人生之道理”， 

知识论——目的在求-“对于知识之道理"。 

此三分法，自柏拉图以后，至中世纪之末，普遍流行；即至近世，亦多用之。哲学之内容，大略如此。 

就以上三分中若复再分，则宇宙论可有两部： 

（1）研究“存在”之本体及“真实”之要素者，此是所谓“本体论”， 

（2）研究世界之发生及其历史，其归宿者，此是所谓“宇宙论”，（狭义的）。 

人生论亦有两部： 

（1）研究人究竟是什么者，此即心理学所考究； 

（2）研究人究竟应该怎么者，此即伦理学（狭义的）、政治社会哲学等所考究。 

知识论亦有两部： 

（1）研究知识之性质者，此即所谓知识论（狭义的）； 

（2）研究知识之规范者，此即所谓论理学（狭义的）。 

就上三部中，宇宙论与人生论，相即不离，有密切之关系。哲学之人生论，皆根据于其宇宙论。 

 

【核心笔记】哲学之方法 

近人有谓研究哲学所用之方法，与研究科学所用之方法不同。科学的方法是逻辑的，理智的；哲学之

方法，是直觉的，反理智的。其实凡所谓直觉，顿悟，神秘经验等，虽有甚高的价值，但不必以之混入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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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法之内。无论科学、哲学，皆系写出或说出之道理，皆必以严刻的理智态度表出之。凡著书立说之人，

无不如此。故佛家之最高境界，虽“不可说，不可说”而有待于证悟，然其“不可说，不可说”者，非是

哲学；其以严刻的理智态度说出之道理，方是所谓佛家哲学也。故谓以直觉为方法，吾人可得到一种神秘

的经验(此经验果与“实在”符合否是另一问题)则可，谓以直觉为方法，吾人可得到一种哲学则不可。换

言之，直觉能使吾人得到一个经验，而不能使吾人成立一个道理。一个经验之本身，无所谓真妄；一个道

理，是一个判断，判断必合逻辑。各种学说之目的，皆不在叙述经验，而在成立道理，故其方法，必为逻

辑的，科学的。近人不明此故，于科学方法，大有争论；其实所谓科学方法，实即吾人普通思想之方法之

较认真、较精确者，非有若何奇妙也。惟其如此，故反对逻辑及科学方法者，其言论仍须依逻辑及科学方

法。以此之故，吾人虽承认直觉等之价值，而不承认其为哲学方法。科学方法，即是哲学方法，与吾人普

通思想之方法，亦仅有程度上的差异，无种类上的差异。 

 

【核心笔记】哲学中论证之重要 

自逻辑之观点言之，一哲学包有二部分：即其最终的断案，与其所以得此断案之根据，即此断案之前

提。一哲学之断案固须是真的，然并非断案是真即可了事。对于宇宙人生，例如神之存在及灵魂有无之问

题，普通人大都各有见解；其见解或与专门哲学家之见解无异。但普通人之见解乃自传说或直觉得来。普

通人只知持其所持之见解，而不能以理论说明何以须持之。专门哲学家则不然，彼不但持一见解，而对于

所以持此见解之理由，必有说明。彼不但有断案，且有前提，以比喻言之，普通人跳进其所持之见解；而

专门哲学家，则走进其所持之见解。 

故哲学乃理智之产物；哲学家欲成立道理，必以论证证明其所成立。荀子所谓"其持之有故，其言之

成理"（《非十二子篇》，《荀子》卷三，《四部丛刊》本，页十二）是也。《滕文公》下，《孟子》卷

六，《四部丛刊》本，页十四）辩即以论证攻击他人之非，证明自己之是；因明家所谓显正摧邪是也。非

惟孟子好辩，即欲超过辩之《齐物论》作者，亦须大辩以示不辩之是。盖欲立一哲学的道理以主张一事，

与实行一事不同。实行不辩，则缄默即可；欲立一哲学的道理，谓不辩为是，则非大辩不可；既辩则未有

不依逻辑之方法者。其辩中或有逻辑的误谬，然此乃能用逻辑之程度之高下问题，非用不用逻辑之问题也。 

 

【核心笔记】哲学与中国之“义理之学” 

吾人观上所述哲学之内容，可见西洋所谓哲学，与中国魏晋人所谓玄学，宋明人所谓道学，及清人所

谓义理之学，其所研究之对象，颇可谓约略相当。若参用孟太葛先生之三分法（见本章第一节注），吾人

可将哲学分为宇宙论、人生论及方法论三部分。《论语》云：“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公冶长》，《论

语》卷三，《四部丛刊》本，页五），此一语即指出后来义理之学所研究之对象之二部分。其研究天道之

部分，即约略相当于西洋哲学中之宇宙论。其研究性命之部分，即约略相当于西洋哲学中之人生论。惟西

洋哲学方法论之部分，在中国思想史之子学时代，尚讨论及之，宋明而后，无研究之者。自另一方面言之，

此后义理之学，亦有其方法论。即所讲“为学之方"是也。不过此方法论所讲，非求知识之方法，乃修养

之方法，非所以求真，乃所以求善之方法。 

吾人本亦可以中国所谓义理之学为主体，而作中国义理之学史。并可就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

可以义理之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以成一西洋义理之学史。就原则上言，此本无不可之处。不过就事

实言，则近代学问，起于西洋，科学其尤著者。若指中国或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之某部分，而谓为义理之

学，则其在近代学问中之地位，与其与各种近代学问之关系，未易知也。若指而谓为哲学，则无此困难。

此所以近来只有中国哲学史之作，而无西洋义理之学史之作也。 

 

【核心笔记】中国哲学之弱点及其所以 

中国哲学家之哲学，在其论证及说明方面，比西洋及印度哲学家之哲学，大有逊色。此点亦由于中国

哲学家之不为，非尽由于中国哲学家之不能，所谓“乃折枝之类，非携泰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盖中国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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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多未有以知识之自身为自有其好，故不为知识而求知识。不但不为知识而求知识也，即直接能为人增

进幸福之知识，中国哲学家亦只愿实行之以增进人之幸福，而不愿空言讨论之，所谓“吾欲托之空言，不

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气故中国人向木十分重视著书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中国哲学家，多讲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即“立德"，"外王"即"立功其最高理想，即实有圣人之德，

实举帝王之业，成所谓圣王，即柏拉图所谓哲学王者。至于不能实举帝王之业，以推行其圣人之道，不得

已然后退而立言。故著书立说，中国哲学家视之，乃最倒霉之事，不得已而后为之。故在中国哲学史中，

精心结撰，首尾贯串之哲学书，比较少数。 

总之，中国哲学家多注重于人之是什么，而不注重于人之有什么。如人是圣人，即毫无知识亦是圣人；

如人是恶人，即有无限之知识，亦是恶人。王阳明以精金喻圣人，以为只须成色精纯，即是圣人，至于知

识才器，则虽有大小不同，如八千镒之金，与九千镒之金，分量虽不同，然其为精金一也。金之成色，属

于“是什么"之方面；至其分量，则属于“有什么”之方面。中国人重“是什么”而不重“有什么”，故

不重知识。中国仅有科学萌芽，而无正式的科学，其理由一部分亦在于此。 

中国哲学亦未以第一节所述之知识问题（狭义的）为哲学中之重要问题。其所以，固由于中国哲学家

之不喜为知识而求知识，然亦以中国哲学迄未显著的将个人与宇宙分而为二也。西洋近代史中，一最重要

的事，即是“我"之自觉。"我"已自觉之后，“我"之世界即中分为二：“我''与“非我“我"是主观的，'‘我

"以外之客观的世界，皆''非我”也。“我”及“非我"既分，于是主观客观之间，乃有不可逾之鸿沟，于是

“我”如何能知“非我”之问题，乃随之而生，于是知识论乃成为西洋哲学中之一重要部分。在中国人之

思想中，迄未显著的有“我”之自觉，故亦未显著的将“我”与“非我”分开，故知识问題（狭义的）未

成为中国哲学上之大问题。 

哲学家不辩论则已，辩论必用逻辑，上文已述。然以中国哲学家多未竭全力以立言，故除一起即灭之

所谓名家者外，亦少人有意识的将思想辩论之程序及方法之自身，提出研究。 

中国哲学家，又以特别注重人事之故，对于宇宙论之研究，亦甚简略。故上列哲学中之各部分，西洋

哲学于每部皆有极发达之学说；而中国哲学，则未能每部皆然也。不过因中国哲学家注重"内圣"之道，故

所讲修养之方法，即所谓“为学之方”，极为详尽。此虽或未可以哲学名之，然在此方面中国实甚有贡献

也。 

 

【核心笔记】哲学之统一 

由上述宇宙论与人生论之关系，亦可见一哲学家之思想皆为整个的。凡真正哲学系统，皆如枝叶扶疏

之树，其中各部，皆首尾贯彻，打成一片。如一树虽有枝叶根干各部分，然其自身自是整个的也。黄梨洲

曰：“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

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

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杜牧之曰：'丸之走盘，横斜圆直，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知是丸

不能出于盘也。'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 

中国哲学家中荀子善于批评哲学。荀子以为哲学家皆有所见；故曰：“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

子有见于讷，无见于信（同伸）。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天论篇》，

《荀子》卷十一页二十四）荀子又以为哲学家皆有所蔽；故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

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智，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 

中国哲学家之书，较少精心结撰，首尾贯串者，故论者多谓中国哲学无系统。上文所引近人所谓“吾

国哲学略于方法组织"者，似亦指此。然所谓系统有二：即形式上的系统与实质上的系统。此两者并无连

带的关系。中国哲学家的哲学，虽无形式上的系统；但如谓中国哲学家的哲学无实质上的系统，则即等于

谓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不成东西，中国无哲学。形式上的系统，希腊较古哲学亦无有。苏格拉底本来即未著

书。柏拉图之著作，用对话体。亚里士多德对于各问题皆有条理清楚之论文讨论。按形式上的系统说，亚

里士多德之哲学，较有系统。但在实质上，柏拉图之哲学，亦同样有系统。依上所说，则一个哲学家之哲

学，若可称为哲学，则必须有实质的系统。所谓哲学系统之系统，即指一个哲学之实质的系统也。中国哲

学家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如西洋哲学家；但实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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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 

 

【核心笔记】哲学与哲学家 

由上所述，亦可知一哲学家之哲学，与其自己之人格（即一人之性情气质经验等之总名）或个性有大

关系。在此点，哲学与文学宗教相似。盖一切哲学问题，比于各科学上之问题，性质皆较广泛，吾人对之，

尚不能作完全客观的研究。故其解决多有待于哲学家之主观的思考及其“见故科学之理论，可以成为天下

所承认之公言，而一家之哲学则只能成为一家之言也。威廉•詹姆士谓：依哲学家之性情气质，可将其分

为二类： 

一为软心的哲学家；其心既软，不忍将宇宙间有价值的事物归纳于无价值者，故其哲学是惟心论的，

宗教的，自由意志论的，一元论的。 

一为硬心的哲学家；其心既硬，不惜下一狠手，将宇宙间有价值的事物概归纳于无价值者，故其哲学

是惟物论的，非宗教的，定命论的，多兀论的。海佛定亦谓哲学中诸问题皆在吾人知识之边境上，为精确

的方法所不能及之地，故研究者之人格，乃决定其思想之方向，而或不自知。不特此也，有时哲学中一问

题之发生，或正以其研究者之人格，为先决条件。有些思想，只能在某种心理状况中发生。其次则研究者

所引以为解决问题之根据，于其解决问题，亦有关系。 

 

【核心笔记】历史与哲学史 

历史有二义：一是指事情之自身；如说：中国有四千年之历史，说者此时心中，非指任何史书，如《通

鉴》等。不过谓中国在过去时代，已积有四千年之事情而已，此所谓历史，当然是指事情之自身。历史之

又有一义，乃是指事情之纪述；如说《通鉴》、《史记》，是历史，即依此义。总之，所谓历史者，或即

是其主人翁之活动之全体；或即是历史家对于此活动之纪述。若欲以二名表此二义，则事情之自身可名为

历史，，或客观的历史；事情之纪述可名为“写的历史”，或主观的历史。 

上谓一时代之情势及其各方面之思想状况，能有影响于一哲学家之哲学。然一哲学家之哲学，亦能有

影响于其时代及其各方面之思想。换言之，即历史能影响哲学；哲学亦能影响历史。“英雄造时势，时势

造英雄”；本互为因果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时代精神；一时代之哲学即其时代精神之结晶也。研究一哲

学家之哲学，固须“知其 

人，论其世”；然研究一时代或一民族之历史，亦须知其哲学。培根曾说：许多人对于天然界及政治

宗教，皆有记述；独历代学术之普通状况，尚无有人叙述记录，此部分无记录，则世界历史，似为无眼之

造像，最能表示其人之精神与生活之部分，反阙略矣。 

各哲学之系统，皆有其特别精神，特殊面目；一时代一民族亦各有其哲学。现在哲学家所立之道理，

大家未公认其为是；已往哲学家所立之道理，大家亦未公认其为非。所以研究哲学须一方面研究哲学史，

以观各大哲学系统对于世界及人生所立之道理；一方面须直接观察实际的世界及人生，以期自立道理。故

哲学史对于研究哲学者更为重要。 

 

【核心笔记】历史与写的历史 

依上所说，已可知“历史”与“写的历史”，乃系截然两事。于写的历史之外，超乎写的历史之上，

另有历史之自身，巍然永久存在，丝毫无待于吾人之知识。写的历史随乎历史之后而记述之，其好坏全在

于其记述之是否真实，是否与所纪之实际相合。 

近人多说写的历史，宜注董寻求历史中事情之因果。其实所谓一事之原因，不过一事之不能少的先行

者；所谓一事之结果，不过一事之不能少的后起者。凡在一事之前所发现之事，皆此事之先行者；凡在一

事之后所发现之事，皆此事之后起者。一事不能孤起，其前必有许多事，其后必有许多事。写的历史叙述

一事，必须牵连叙其前后之事，然其前后之事又太多不能尽叙，故必择其不能少之先行者与后起者，而叙

述之。自来写的历史，皆是如此，固不必所谓“新历史”，乃始注重因果也。不过写的历史，所叙一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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