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摘抄 中国哲
学简史读后感(优秀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当
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
看吧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摘抄篇一

“哲学”是一个西洋名词。古希腊哲学家把哲学分为物理学、
伦理学和理论学三大部分。用现在的术语说，是指宇宙论、
人生论和知识论三大部分。

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冯友兰先生以西方哲学为参照
系统，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观：“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
思想。”他以反思为中心话语，以人生为对象，认为“宇宙
论、人生论和知识论都是从这个类型的思想产生的。宇宙论
的产生，是因为宇宙是人生的背景，是人生戏剧演出的舞台。
知识论的出现，是因为思想本身就是知识。”

在冯友兰先生看来，哲学内容的各个部分是紧密相关的，比
如人生论以宇宙论为根基，也连带知识问题，知识论可证宇
宙论，三者“相即不离”“互有关系”。

《中国哲学简史》是冯友兰先生于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
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英文讲稿，后经整理，于1948年由
麦克米伦公司出版。在2017年新星出版社整理的全新修订注
释版本中，对照1948年英文原始版本进行了全面修订。在书
中，冯友兰先生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哲学的精神，并指出，我
们现在的许多思想，所做的很多决策都深深受到哲学思想和
各家学派观点的影响，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很多研读者都有这样的同感：你或许不同意冯友兰的某些观
点，但你绝对不会不明白他的观点。冯友兰先生认为：“儒
家思想不仅是中国的社会哲学，也是中国人的人生哲学。”
但是，他也能以严谨客观的态度对待其他各家学派的思想，
以时代人的思想与倾向为我们阐明观点之中包含的思想内容。
他总是以一种宏观的把握，一种与生活相联系的态度，向我
们展现中国哲学史的脉络，为后人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学术追
问的可能性。

一直以来，哲学总给人一种晦涩难懂的感觉，而又各家学派
自成一说，故以追求世界的本源、本质、共性，以确立哲学
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内容的社会科学著称于世。冯友兰先生从
史学的角度，用一种宏观的视野，以时间为线索，为我们展
现了中国哲学各学派包括儒家、道家、墨家等诸子的思想由
起源到发展的清晰脉络。

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冯友兰先生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中国古
代纷繁复杂的世界中的一个文化盛世。春秋战国时期，诸子
百家著书立说或是游走于各个诸侯之间，抒发自己的治国之
道，或是学以致用，或是为战争和平而努力。冯友兰先生在
对中国的哲学史向前推进作出精确阐明的同时，将思想与情
趣相结合，让人发现哲学的思维也能在生活中展现出来。例
如冯友兰先生在讲解公孙龙关于共相的学说是首先引出“白
马非马”的命题，接着从三方面论证这个命题，以此引发读
者的兴趣并进一步阐述“共相”的具体含义。

冯友兰先生在向我们展示一个中国哲学世界的同时，也向我
们展示了哲人的宏大气度。他对自己肩负的责任十分明确，
让人觉得中国的哲学史是在一个不断发展之中的过程。在命题
“墨子：孔子的第一位反对者”中，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
在具体的内容中为我们对比了儒家和墨家在观点上的异同。

他概括地告诉我们，孔子对古代文明的态度是加以理性化、
合理化，墨子则对古代文明持批判态度；孔子是以为文雅有



修养的君子，墨子则是一位充满战斗精神的布道家。同时也
指出，墨子对孔子的中心思想——仁义并没有提出异议。他
或许在内心之中也对某一学派的观点具有倾向性，但却以一
种科学的精神进行分析，向我们呈现出中国哲学在不同社会
背景之下的发展。这种比较和分析不仅仅需要一种精神，更
需要对于中国哲学发展史的理论研究，一种纵横全面的思考
和总结。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时代精神的思考方式和学以致
用的学术兴趣。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突破了哲学的晦涩难懂，将
中国哲学融入历史，富合故事性的同时又富舍哲理性。中国
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魅力之美，与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和
传统文化是不可分割的。诸子百家的学说各自组成了中国哲
学的必要部分。而串联这些学说的，则是历史这条主线。相
比于西方哲学的神教旨主义，中国哲学更注重挖掘人的道德
和精神。总的来说，中国哲学更能体现历史的韵味，令人沉
醉。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摘抄篇二

在朋友圈都在刷屏世界杯的时候，我看完了这本书，两遍。

作者冯友兰先生出现在《无问西东》片尾的彩蛋里，绝对的
大师级人物，不仅是哲学史家，本人更是一名哲学家。1935
年写作完成两卷本巨著《中国哲学史》，1946—1947年冯先
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用英文讲授中国哲学史，英文讲稿由他
的学生布德整理成书，就是这本《中国哲学简史》，是中国
哲学的入门经典。

从先秦一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全景式展现了中国哲学的
发展脉络，主要的哲学流派，代表人物和主要思想。条理清
晰，详略得当，深入浅出，也只有大师做得到。本书一半的
篇幅在讲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灿烂
的黄金时代。从汉代起主要是儒道，外来的`佛教，禅宗的起



源，以及儒道的复兴，虽然名家迭出，却远没有先秦时期那
样迷人。

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归根到底是哲学上的差异，中国文化的精
神基础不是宗教，而是伦理。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
功能不是为了增进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
价值，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因此，中国哲学的使命就是使
人得以发展内圣外王的品格，中国哲学讨论的问题就是内圣
外王之道。

也许我们平日并不会思考哲学问题，但知晓了老祖宗们在思
考什么怎么思考，就明白了我为什么是我，我们的民族为什
么是这样的民族，那都是因为中国哲学的基因已经深深的烙
印在我们的血液里，使我们带着一脉相承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去解释这个世界，去寻找关于一切的答案。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摘抄篇三

就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来说，其浩瀚程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不要说对整个框架有所了解，就是单单一个孔子、孟子、老
子、庄子，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大概也非常需要一本厚厚的
书来进行一番论述才行。作为中国现代哲学大家，冯友兰先
生既具有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专业背景，也曾取得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可谓是中西贯通。这本《中国哲学
简史》虽然冠名以“简史”，不过是他于1947年期间在美国
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讲座教授时的英文讲稿，却洋洋洒洒，
具有其非同一般的价值。哲学家陈嘉映在本书的“推荐序”
中开篇第一句即指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在我看
来，直到今天仍然是最好的一本中国哲学史。”有这一句，
真的足够了。

事实上，本书当年经整理出版时是英文版，后来很快就被译
成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南斯拉夫文、日文以及韩文
等多种文字。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各大学学习中国哲



学的通用教材。其价值也就不言而喻。正如本书的译者赵复
三所理解的那样，《中国哲学简史》的“资料是古代的，眼
光却是现代的；运用史料时是史家，探讨问题时却是哲学
家……思想资料是中国的，考虑哲学问题的眼光却是世界的，
这是迄今在国际学术界还未见有第二位能做到的”。评价确
实非常有道理。

冯友兰先生认为，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历来被看作可
以和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拟。古代蒙学教材，如
《三字经》《弟子规》者，其中内容多来自于《论语》《孟
子》《大学》《中庸》等所谓“四书”。在《中国哲学简史》
这本书中，冯友兰先生首先探讨和明晰了哲学在中国文化中
的地位以及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他认为，中国
哲学的特点，与中华民族的地理环境、经济背景等客观因素
密不可分，与春秋时代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有着极大的关系，甚至可以说，诸子百家就是中国哲学的源
头乃至于巅峰。而后来的中国哲学，多依托于诸子百家；即
使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以及从古代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
也受到了中国本土哲学思想的影响。这一种现象，直到西方
哲学传入中国之前，都是一以贯之的。而在西方哲学入华之
后，中国本土的哲学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却因其深厚的根基，
而越来具有了一种一下子难以表达确切的魅力，只能是徐徐
去体会。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特别讲究伦理道
德、重视道德规则，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以宗教为基础。中国
社会所谓儒、道、释，前者是学说，后两者算宗教；但与宗
教相比，道教和佛教的宗教意味好像也并没有那么浓厚。相
对于西方宗教在民众中的心理位置来说，中国传统哲学思想
已经深深根植于中国普通社会民众的心理之中，内化于心、
外化于形，已经成为民众朴素、自发的一种行为准则。且由
于中国社会一以贯之几千年的文化传承，这些行为准则一代
代得到强化、补充、完善。与西方哲学专注于形而上相比，
中国哲学更多 地则是放下架子，走进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当



中。

更多的时候，中国人的哲学观遵循着继承中的发展、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的规则。虽然这一方面是出自汉代以来统治者的
需要，但又何尝不是社会广大阶层的一种现实需要呢？！大
体上，中国哲学既重视一以贯之，又不排斥推陈出新。可以
说，正因为春秋时有了“百家争鸣”，所以后来才能够实现
百花齐放。西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而在实践中统治者却没有这样做。其中足见中国哲学思想的
一种广谱适应特性。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摘抄篇四

在朋友圈都在刷屏世界杯的时候，我看完了这本书，两遍。

作者冯友兰先生出现在《无问西东》片尾的彩蛋里，绝对的`
大师级人物，不仅是哲学史家，本人更是一名哲学家。1935
年写作完成两卷本巨著《中国哲学史》，1946-1947年冯先生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用英文讲授中国哲学史，英文讲稿由他的
学生布德整理成书，就是这本《中国哲学简史》，是中国哲
学的入门经典。

从先秦一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全景式展现了中国哲学的
发展脉络，主要的哲学流派，代表人物和主要思想。条理清
晰，详略得当，深入浅出，也只有大师做得到。本书一半的
篇幅在讲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灿烂
的黄金时代。从汉代起主要是儒道，外来的佛教，禅宗的起
源，以及儒道的复兴，虽然名家迭出，却远没有先秦时期那
样迷人。

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归根到底是哲学上的差异，中国文化的精
神基础不是宗教，而是伦理。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
功能不是为了增进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
价值，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因此，中国哲学的使命就是使



人得以发展内圣外王的品格，中国哲学讨论的问题就是内圣
外王之道。

也许我们平日并不会思考哲学问题，但知晓了老祖宗们在思
考什么怎么思考，就明白了我为什么是我，我们的民族为什
么是这样的民族，那都是因为中国哲学的基因已经深深的烙
印在我们的血液里，使我们带着一脉相承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去解释这个世界，去寻找关于一切的答案。

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摘抄篇五

我们总是生活在一种怪像的逻辑当中不假思索，对于掌握一
门外语的重视程度，眼中超过了对于自己母语的学习，中国
的学生们从高中开始，结束了填鸭式的语文教育之后，在接
下来的大半辈子里天天都在使用着母语表达，但却再没有接
受教育的机会，除非主动寻找机会学习。同样的，外国的月
亮也照在哲学上，不论是社交网络还是名人大咖，时下一致
向西方的哲学思想求助的风潮，我并非挑动知识的国别边界
问题，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舍近求远，置我们眼前成熟环
境下的中国哲学于不顾呢？原因是虽然生长于中国哲学环境
当中，但我们自己确实对中国哲学没有系统的认知，我们自
己并不知道我们守在什么样的精神财富边上，而不自知。因
此，中国人不学中国哲学的原因主要在于——不得要领方法。

《中国哲学简史》一书完美解决了中国人，对于中国哲学流
派众多，联系甚密，分支变化庞杂，学习和了解起来完全不
得要领的问题，全书将两千余年的哲学积淀，清晰的梳理成
为我们极易理解的发展脉络。本书建立在作者对于这些表面
上自成一家，实际上有着极深内在联系的中国哲学流派的精
研之上。本书不仅仅担得起一个简史的“简”字，首先要将
各个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并留下影响的哲学流派，都一一阐
释清楚，这并不难，而事实上我们也不乏这样的著作，因此
本书难就难在了这个“简”字之上。要知道化简为繁容易，
化繁为简难，因此在俯瞰的同时，可以做到简而不略，疏而



不乱，精辟且易懂的为读者指出该类思想的精髓要旨，并点
出其内在的联系区别和相近，这对于我们学习和领悟中国哲
学面貌来说尤为重要。

冯友兰先生，长久以来这位河南南阳的老乡，为河南人带来
很强的自豪感，我虽久闻大名，但也是至今才鼓起勇气拜读
大作。冯老写作本书，他不但是一位中国哲学史家，其自身
也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哲学家，因此这本《中国哲学简史》的
高度绝非一般简史可比。在书中，我对于冯老提到为什么就
连我们中国人自己，读起来中国的这些哲学经典都会感觉不
连贯，难理解，这件事记忆深刻。他在书中说道，不同于西
方希腊的古典哲学家们，可以以专职的哲学家和辩论家自居，
一生用哲学当职业，专门著书立说。中国的哲学家们上自著
名的思想家，下至我们不知其名的思考者，他们总是著书立
说的很少，我们往往要从他们和友人的通信当中，仔细寻找
才能找出他的学术思想，这也就免不了会造成表达的不通顺
和理解的障碍。

也正是因此，冯老的这部《中国哲学简史》作为一部通览中
国经典哲学思想的作品，才成为了连同中国人自己在内大众，
了解和全面认识中国哲学思想的一条通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