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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亮 
 
  冯友兰，上个世纪国学研究的一代宗师。他将中国传统哲学的“辩名析理”同西方近代

的逻辑分析结合起来，创立了“新理学”的哲学体系，其内容涉及行上学、心性论、境界学、

人生哲学等，“六书纪贞元”，冯氏哲学开创了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新局面，其人生境界说

是“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冯友兰对人生理想、人生哲学、人生觉解用哲学方法予以回

答，对人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作出超越，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思想启迪作

用。结合今天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冯氏哲学的人生四境界进行深入阐释，解读其中

蕴含的现代价值，审视现代文明给人生带来的困惑，并从中汲取智慧和教训，有利于当代社

会的文明建设，同时又能为我们思考人生提供一面镜子。 
  冯先生在汲取中国古代哲学关于境界论营养的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人生境界说。冯友

兰认为哲学的功能在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哲学是可以使人得到最高境界的学问，不是使

人增加对于实际的知识及才能的学问。”（《三松堂全集》5 卷 157 页）哲学能提高、升华人

的境界，能求得智慧，具有无用之大用的功能，能解决“安身立命”之大道理，哲学可以使

人对真际有所领悟，使人对真际有一番理智的同情和了解，这种领悟、同情和了解可以作为

人道之根据，使人的觉解程度不断提高从而认识人生的意义，这也就是所谓哲学能提高人的

境界的原因所在。能达到最高境界、实现理想人格的人即是圣人，所以就个人说哲学是超凡

入圣的门径。从此角度对四境界说进行研读，能深化我们对人生的思考和领悟，能深化我们

对人生价值的尊重。 
 
 
  一、自然境界，顺习而行 
 
 
  “自然境界的特征是：在此境界的人，其行为是顺才顺习的。”（《三松堂全集》4 卷 551
页）才，生物学上的性，即生物本性或自然本性，也就是人的自然属性。习，个人的习惯或

社会习俗。顺才而行，“行乎其所不得而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即按照人的生理的自然要

求而行事。顺习而行，“照例行事”，即不自觉的因袭传统照章行事。冯友兰说，古诗“凿井

而饭，耕田而食，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中的则既可是自然法则，又可是行为法则。帝之则，

人奉之。冯友兰又指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和动物的不同之处，处于此境界的人不

是完全不识不知，“于凿井耕田时，他亦自觉他是在凿井耕田。”（《三松堂全集》4 卷 551 页）

不过此时觉解是不清楚的，是不识不知的。冯友兰又指出“有此种境界的人，并不限于在所

谓原始社会的人”，（《三松堂全集》4 卷 551 页）“有此种境界的人，并不限于只能作价值甚

底的事的人”。（《三松堂全集》4 卷 552 页） 
  此境界的人以本我为中心，以本能的生物形式存在，展示了人自然性的人格，人是自然

的，人的需求也是自然的。每个人都有满足自己需要的权利，任何人无权干涉和剥夺，所以

我们应推崇自然境界。因为人首先要解决的是吃饱穿暖，衣食住用行，这是人的基本觉解，

也是人的自然属性的基本反映，此行为即表明人是“顺才”的。习，习俗，习惯，规则。照

章行事，人的天性。“顺习”的表现就是照例行事。人生活在社会中，无论什么人，其行为

都会遵循一定的规则。“一社会内之人，必按照其所属于之社会所依照之理所规定之基本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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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以行动，以维持其社会之存在。”（《三松堂全集》4 卷 114 页）遵章循据是做事做人的

基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在社会中智力程度不同的人，都可以处于自然境界。对处于自然境界的人，应首先满足

自身基本需要，这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前提，这是对人“顺才”特性的尊重。如现在房价问题、

就业问题、医改问题、农村留守儿童、养老问题、污染问题、安全问题、农民工权益问题等

等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民生，与广大民众的利益息息相关，是广大民众的

第一需求，也是处于自然境界的人的自然表达和合理要求，对于民众的自然要求，我们应予

以尊重。我们要做到以人为本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以人为本的基本要求。我们在满足

人自然需要的基础上，应健全各种“习”，也就是说要让人“顺习”，就必须健全规则，完善

法律法规。随着社会的发展，国民素质的不断提高，我们应不断完善立法，建立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国民的基本生活提供基本的法律保障，也为国民的“顺习”提供基

本的条件。“顺才顺习”，人之天性。对于“顺才”我们要尊重，对于“顺习”我们要提倡。

但要反对不自觉的盲目觉解的“顺习”，因为觉解是发展的，境界是变化的，个人习惯、社

会习俗也是不断变化的，所以我们应遵循而不守旧。随着社会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出现的

领域越来越多，内容也越来越繁杂，人人要去寻找和获得的东西也越来越多，要去适应的变

化也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人之个体要常变，在变化中求发展。冯友兰指出，“其境界常不变

者，只有圣贤与下愚。——其余人的境界，则是常变的。”（《三松堂全集》4 卷 558 页）觉

解的提高，境界的变化，会带来本我的变化、主体的变化、新的变化，所以我们既要遵循又

要创新，要善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迅速适应社会，才能做到在社会中游刃有余，如鱼得

水，才能充分在社会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二、功利境界，生物之理 
 
 
  “照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准说，自然境界不是人之所应该有底。”（《三松堂全集》4 卷 570
页）在冯友兰看来，要追求理想的人格，就不能停留在混沌自然之乡，而要自觉地认识自然，

了解宇宙人生之真谛，达到一个较高的精神境界即功利境界。“功利境界的特征是：在此种

境界底人的，其行为是‘为利’的。所谓‘为利’，是为他自己的利。”（《三松堂全集》4 卷

552 页）功利境界中的人对“利”是有自己的觉解，且对此觉解是清楚的，这和处于自然境

界的人不同。这里的“利”包括我们常说的“名”和“利”两个方面，后一个“利”是狭义

的。“名”是精神性的需求，“利”是物质性的需求。在冯友兰看来，“利”即对我之需求的

满足，精神性的满足往往求助于名，物质性的满足往往求助于物质利益即狭义的利。“求名

于朝，求利于市”，都是满足自己的需要、求自己的乐，功利境界的本质是为己，或求增加

自己的财产，或求发展自己的事业，或求增进自己的荣誉。功利境界中的人对“利”追求的

方式可以大不相同，有的甚至可以流血牺牲，但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自己的利。处

于这种境界中的人对自身的行为已有确切的了解，但这种了解仅限于对于“自己”和“利”，

限于通过自己的“心灵的计划”和积极的行为来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这种人只是觉解到

了“生物之理”或“动物之理”，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人之理”，他们并无觉解。 
  此境界的人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取舍，展示了人生物性的人格，对自身有实际意义，

即使对他人和社会有意义也是相对于自我而言。功利境界中的人，其行为都有确切的目的。

他们的目的即利。一个人增加他的财产，其行为是利，一个人增进他的名誉，其行为也是利。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人皆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和精神需求，所

以在当今社会，要正视人为利的一面。人人都有“私心”，我们应该尊重人的“私心”。从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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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角度看，人是社会的人，人的“利”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自己的自我价值，所以我们要

积极创造有利于自我价值实现的平台，为个人的发展创造氛围，这既是对处于功利境界人的

内在价值的承认，也是以人为本的体现。但是我们对于“利”的取，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要正确取利，合理用利，不能唯利是从。求利靠的是个人努力、个人奋斗，靠的是人人都必

须无穷尽地发挥我之身智体能以追求自我之成功。如果以利为一切，那么此利则是一种原始

的利、庸俗的利、纯粹的利。我们说利可求，但不可乱求，利可得，但不可乱得，道理就在

这里。 
  在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日趋物质化、功利化、实效化，求利、求欲、求更多更丰富的物质

生活。有的人为了追求自己的利，达到自己的目的，奋不顾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

的人就是专靠“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来达到个人目的，有的人则主张“主观为自己，客观

为别人”；有的人利己不损人，有的人损人以利己；也有的人表面上损己以利人，骨子里却

以利人作为更利于己之手段如此等等，特别是当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彰显，人们把利

益的得失等同于尊严和价值的提升与否，利益庸俗化现象突出，这些都是一种为己的纯粹的

取利方式，都是以“占有”为目的，从根本动机看，他们同属一类，皆处于功利境界。对于

这样的取利方式和态度，其实质就是只取不与，应该属于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的范畴。 
 
 
  三、道德境界，尽伦尽职 
 
 
  既然功利境界是很不完善的人格，所以，它必然被较完善的人格所否定，这个较完善的

人格，冯友兰称之为道德境界。“道德境界的特征是：在此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行义的。

义与利是相反亦是相成的。求自己的利的行为，是为利的行为；求社会的利的行为，是行义

的行为。在此境界中的人，对于人之性已有觉解。”（《三松堂全集》4 卷 552 页至 553 页）

道德境界是比功利境界高的境界， 如果说，功利境界的人的行为以“取”为目的的话，那

么，道德境界的人的行为则是以“与”为目的；如果说功利境界的人，在社会与个人的关系

上是对立的话，那么，道德境界的人，在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上是统一的。在道德境界中的人

知道社会的存在，社会是一个整体，人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是一个全，个人是全的一部

分。部分离开了全，即不成其为部分。”（《三松堂全集》4 卷 553 页）道德境界的人的行为

是行义的，行义的行为是按照道德规律之“应该”行事的，是不计个人利害的，行义的目的

在于“与”； 功利境界的人的行为是为利的，是为一己之利的行为，为利的目的在于“取”。

冯友兰将义和利对立起来，并将处于道德境界的人称为“贤人”。 
  处于此境界的人，以他人和社会为中心展示了人，展示了人社会性的人格。正其义，不

谋利，贤人也。人是社会的人，个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生存，才能发挥自身的作用，才能得

到自我的完善。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个人，个人的发展也离

不开社会，个人和社会的发展相互促进。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中和

谐的社会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而和谐的社会关系则包括三个层面：人与社会关

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更是和谐社会的主体。人在社

会中应该干什么，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我们应该按照社会的基

本要求，在社会中学会生存，在社会中学会完善自己，并不断的学会沟通他人、沟通社会、

沟通宇宙，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人。 
  当今社会，竞争日趋激烈，人们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现代生活空前复杂，现代社会的

机会空前之多，现代生活中的诱惑与刺激亦无穷之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常常陷入二难

选择、三难选择，以至无数难的选择。社会文明给人们带来各种社会问题的同时，对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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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也越来越高，适者生存，不适者将被淘汰，残酷的社会现实给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带

来了空前的挑战。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以什么心态应对的问题，是直面挑战，还是选择逃

避，我们必须作出选择。我们常听有人说做人难，人难做，难做人，其实只要我们懂得做人

的方法，人生之乐乐无穷。我们必须学会适应，学会利用社会给我们提供的条件，和社会同

发展，学会做人，学会做社会人。正如冯友兰说的那样，“人必在社会的制度及政治的道德

规律中，始能使其所的于人之所以为人者，得到发展。”（《三松堂全集》4 卷 553 页） 
 
 
  四、天地境界，天地合一 
 
 
  一般认为，一个人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就是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了。但是，冯友

兰却不这么看，他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还不是一个有理想的人，还有比道德境界更高的境

界。这个境界就是天地境界。“天地境界的特征是：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事天’

底。在此境界中的人，了解于社会的全之外，还有宇宙的全，人必于知有宇宙的全时，始能

使其所得于人之所以为人者尽量发展，始能尽性。”（《三松堂全集》4 卷 553 页）也就是说，

天地境界的人，有高于其他三种境界的人的觉解，是一种最高的境界，只有达到这个境界的

人，才是圣人，才具有真正的理想人格。因为在冯友兰看来，天地境界的人不仅能尽人伦尽

人职，而且能尽天伦尽天职，即能事天、乐天、同天。也就是说，只有天地境界的人才深悟

人之所以为人之理，尽人之性，成就一个理想的人格。就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准来说，天地境

界是最高的亦是最佳的境界。冯友兰认为人应该是，“不但对于社会，人应该有贡献；即对

于宇宙，人亦有贡献。人不但应在社会中，堂堂地做一个人；亦应于宇宙间，堂堂地做一个

人。”（《三松堂全集》4 卷 554 页）天地境界的人即是“与天地比寿，与日月齐光”。 
  处于此境界的人，以宇宙为中心，展示了人宇宙性的人格。比较四种境界，自然境界是

求本能的善，功利境界是求个体的善，道德境界是求社会的善，天地境界是求宇宙的善。所

以，天地境界是至善境界。处于天地境界的人，有觉解且觉解是甚多的，这种觉解就是“天

人合一”。也就是说人是宇宙的一员，人必须处理好人和宇宙的关系，真正实现“天人合一”。

当今社会，一系列涉及全球性的问题日益呈现出来，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如全

球环境变暖，环境恶化，沙尘暴的频频来袭，还有海啸、地震、飓风等等，这些问题给人们

带来的灾难是巨大的、骇人的。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生活环境的恶化，人们有可能喝不上

干净的水，呼吸不上清洁的空气，吃不上放心的食物。大自然为什么给人类疯狂的报复，大

自然怎么了，甚至人们会问宇宙是不是变了。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我们和宇宙的关系，

反思我们人类到底做了什么，才让世界如此不太平。 
  处于此境界的人，冯友兰称之为“圣人”。这里涉及到一个如何做人的问题，当今世界，

科技飞速发展，社会日益变化，人们面对五彩斑斓的世界，显得有点不知所措。我们应树立

怎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怎样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应该怎样做。今天我们人类

出现许多问题，现代文明给人类带来许多危机，人们的信仰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发生了许

多重大变化，譬如由于竞争、就业、人生价值的实现等问题使许多人感到压力非常大，使我

们常常感到的是犹豫、彷徨、无奈、自责、沮丧，现在自杀、抑郁等已成为困绕人类的主要

杀手。像演艺圈频频发生明星自杀、高校大学生自杀、越来越多青少年选择自杀无不说明我

们的心理健康况状堪忧。人为什么要选择自杀也许是个永永远远也说不清的话题，但越来越

多的群体选择自杀，也许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而对于这一切冯友兰道出了解决的办法，

此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三松堂全集》4 卷 562 页），也就是说我们对成败、人生、贫

富、贵贱、生死等一切都要有正确的态度，只要做到与宇宙大全无间，就能超成败，超顺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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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贵贱，超生死，得到最高境界。 
 
 
  五、结语 
 
 
  境界是人觉解的程度，觉解的程度不同，境界也不同。由于人的觉解是不断变化发展的，

人的境界也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并且境界也有高低之分，从自然境界到天地境界，表现了因

觉解程度不同而层层递进的关系。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一般人所能有的

境界，只要其智商没问题。自然境界表明人是自然的人，功利境界表明人是现实的人。而道

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则需经过人的努力才能产生的觉解。道德境界表明人是道德的人，天地境

界表明人是宇宙的人。人是什么，人生是什么，冯友兰通过哲学的方式进行阐释。冯友兰指

出，哲学的任务就是教人超越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而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前两者是

人生来就有的，而后两者是人经过培养才能达到的，我们既要尊重自然的人和现实的人，又

要培养道德的人和宇宙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对人理解和认识时，应该首先把人看作人，然后

才能思考人生，才能思考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人无论干什么，总要进行实践活动，当然每个人的活动意义也不会同，不管是做工、教

书、经商、务农还是其他，都是把世界变成满足自己需要的活动，都是创造自己人生的活动，

满足需要也好，纯粹兴趣也罢，总有一定意义所在，也就是说，每个人的每一项活动，都会

包含或渗透着他对人生意义的觉解，都会反映一定的人生境界，此时表现出来的多为自然境

界和功利境界。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小孩在放羊，有个人问他你放羊干什么，放羊娶

媳妇，娶媳妇干什么，生小孩，生小孩干什么，放羊。这就是小男孩对放羊活动的基本觉解，

也是人的自然境界的基本反映。一个人如果完全不讲究吃穿住用行，完全没有一点私心，是

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一个人会不自觉的处于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之中。自然境界和功

利境界是人生来就有的，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是人应该培养的。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中的人

是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中的人是应该成为的人。一个人如果没有一点道德境

界和天地境界，那么其一生也是不完美的，所以我们还要不断深化人的觉解，去培养人的道

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人是社会的人，人不是孤立的，是处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的，所以我

们要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德人和宇宙人，当然也要避免刻意与强求。现阶段，我们提出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培养具有此境界的人，也就是我们人为什么活，人应该怎样活的

问题，也就是我们实现什么样的人生价值，怎样实现人生价值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思考

人生，要规划人生，就应该把四种境界和人结合起来，和人生结合起来，这样的人生才是有

意义的人生，才是丰富多彩的人生。 
  由于人们所处环境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经历不同、社会地位不同，对宇宙人生的“觉

解”肯定不同，所达到的精神境界必然有异，行为也就必然不同，体现的人生意义和价值当

然也不会相同。冯友兰指出各种境界，并不是于日常行事之外，独立存在的，即使是处于天

地境界的人，其所做的事，也是一般人所做的事。“人的境界，即在人的行动中”。（《三松堂

全集》4 卷 553 页）所以我们应该充满对生活的信心，要热爱生活，要善于发现生活的美，

要快乐的生活。冯友兰还指出，人所享受的一部分世界有大有小，境界高者，享受的一部分

世界大，境界低者，享受的一部分世界小。享受是一种感觉，其能让人感到快乐。我们应该

学会享受生活，要相信生活是美好的，我们一定会过的比现在更好，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为了获得人生最丰富的意义和价值，为了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精彩和充实，我们应该追求对宇

宙人生的全面了解、果敢地去追求高层面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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