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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冯契先生通过对中国哲学史的批判，提出了不同于以往圣人所倡导的只有少数人所能达到的理想人格，

即“平民化自由人格”，目的是培养大多数人能够实现的理想人格。冯契先生提出“平民化自由人格”

实现的前提是对异化的克服和正确世界观、人生观的确立。这两个前提是冯契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观点和方法来解释、结合和发展中国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哲学结合的一次伟大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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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his critique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Mr. Feng Qi put forward an ideal perso-
nality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saints advocated that only a few people can achieve, that 
is, “civilian free personality”, with the purpose of cultivating an ideal personality that most people 
can achieve. Mr. Feng Qi proposed that the premis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civilian free personality” 
is the overcoming of alien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rrect world outlook and outlook on 
life. These two premises are that Mr. Feng Qi’s use of Marxist positions, viewpoints and methods to 
interpret, combine and develop Chinese philosophy is a great attempt to integrate the basic prin-
ciples of Marxism with Chinese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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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冯契先生于 50 年代提出：“化理论为德性，化理论为方法。”深刻剖析了理论只有化为方法、化为

人的德性才能显示其真正作用。由此构建了一条从“理论–方法–德性”的认识路径。冯契先生在哲学

史的研究中得出，认识论的主要问题有四个：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理论思维能否把握普遍有效的规

律性知识？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理想人格或自由人格如何培养？冯契先生指出这些问题的最终

的落脚点是理想人格和自由人格的实现。  

2. 平民化自由人格 

冯契的“平民化的理想人格”是他在考察中国哲学史上关于自由人格和理想人格过程中提出的，自

由人格古今不同，古代人的自由人格都是一些圣人、豪杰才能实现，是极少数人通过修炼达成的理想人

格。而他提出的平民化自由人格是针对于大多数人的、平民都可以实现的自由人格[1]。 

2.1. 自由意识 

平民化自由人格首先要有自由意识。自由意识是一般人在其创造性活动中达到、获得的一种自由自

觉的意识。是人在实践活动中培养起来的一种能力，在自由自觉的活动中，个人体现的是本质力量的外

化，而不是一种受支配的、受干涉的活动。“劳动者不仅能主宰自然，而且能够在改造自然的基础上培

养自己的才能、德性，自作主宰。”[2]冯先生在书中多个地方都提到自由人格的实现是人与自然界、人

和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人在劳动活动中获得知识和经验，又将知识经验抽象称具体方法来指导实践。

人的自由意识的获得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总结的。冯先生发展了金岳霖先生的“得自经验还治经验”，

提出“得自现实还自现实”，遵从了马克思从“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发展过程。自由意识的觉醒和培

养对于实现自由人格具有引领性的作用，应用了马克思的意识对于客观世界的反作用的基本原理。 

2.2. “得自现实还治现实” 

在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经过人的反思加工反过来会指导人的实践活动。人在认识自然界规律的前

提下，会总结经验，并在头脑中构建一种实践方案。当这个方案通过人的本质力量的实施之后。人会获

得一种幸福、满足和自由的感觉。冯契先生引用马克思社会形态对人的奴役来说明，在人类社会的发展

过程中，人的存在有三种基本形态。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是人对人的奴役，也称人对人的依赖，人

总是生活在统治阶级的压榨之下，遭受奴役，没有任何自由。在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是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虽然人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但却受制于形形色色的物的统治之下，

人们被“物”携裹于日常生活的琐碎之中，不再关注自身自由与发展，一味的追求“物”所代表的虚伪

标签。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形态发展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属于他自身，能进行自由自觉的创

造。冯契“平民化理想人格”的培养和塑造最终是要投入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通过“实践–认识–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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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过程才能通往理想之路。 

2.3. 自由的德性 

真、善、美的统一就是自由的德性。主体的德性由自在转为自为，离不开客观实践活动，在实践过

程中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且德性在实践活动中变现为情态、因此变得对象化、形象化。德

性必须要自证其真诚，才能在实现自由人格过程中发挥作用。“我是意识主体，我不仅有自我意识，而

且还能用意识之光来返现自我，自证‘我’为德之主。”[3]自证就是主体自觉地活动。首先强调人主观

上的真诚，这就要求人们警惕异化现象，由于对物的依赖而产生的拜金主义、权利迷信而产生了这两种

异化对于人的支配。其次要解放思想，破除种种蒙蔽。人往往因个性和经历不同而有私意、偏爱，由此

导致对事物认识的盲目性和片面性。德性自证有三条基本路径。第一，理性的自明。主体在获得了自我

意识之后能够用意识之光返观自我及其内容。人在各种活动中能体验到“我”在意识中做主宰。第二，

意志的自主。这也是通常所说的意志力，人在进行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必须要有一种精神力量作为支撑，

也就是意志力的发挥，对于各种行为的选择和方案的实施产生巨大影响。第三，情感的自得。冯契先生

讲这种“自得”是指德性成为自然的、人生生不息的原动力，自有种种乐趣。自明、自主、自得三者统

一于自我，真善美统一于德性，人须通过反反复复的实践和认识慢慢体悟和领会。 

3. “平民化自由人格”实现的前提 

冯契“平民化自由人格”实现的前提是劳动异化的克服和正确人生观、世界观的引导。这为我们实

现自由人格指明了方向，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提高物质生产，克服异化，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世界

观培养要在实践和教育的共同作用下达成。 

3.1. 劳动异化的克服 

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提出人的劳动异化的四个方面：人和劳动产品相异化；人与劳动过程相异

化；人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与人的全面异化。冯契先生在这里借鉴马克思的这个提法，认为实现

自由人格也必须克服异化劳动。异化意味着不自由，剥削意味着不平等，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的行

为，而是受制于他者。任何技艺，只要是人自由自觉的进行，并在其中是按照自己的自由意识进行，那

么人在这一过程中体会到的是自己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景天魁教授《打开历史的奥秘》一书中，就认为

劳动是理解历史的一把钥匙，可以从劳动形态的发展来看，依次为：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分化、劳动

的异化、劳动的自主化和劳动的社会化[4]。这几个劳动范畴的划分并不是有严格的前后顺序，有可能几

个劳动形态会统一存在于某个劳动过程中，但只要人在这个劳动活动中是体现了自己的本质力量，是人

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就能成为实现自由人格的条件。克服异化尤其要破除由异化劳动所带来的拜金主义和

权利迷信。人在劳动中所创造的一切关系反过来又奴役和支配着人，在社会中存在人对人的依赖、人对

物的依赖的时候，就会产生权利迷信和拜金主义。冯契先生提出人性是历史地发展，人的本质是历史地

演变的，不能抛开历史进程抽象地谈论人性，要在历史发展的时代变迁中来具体讨论。人的本质随历史

的发展是一种螺旋式上升，“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总过程来看，人的劳动是由自在转为异化，再由克服异

化转为自为的过程。”[5]由天性到德性就是由自在到自为的过程，中间的曲折就是要克服异化。异化的

克服首先要用实事求是来取代主观盲目，用全面的观点克服片面性。通过观点的斗争，在对立统一，百

虑而一致中达到对社会和个人的客观认识，对人的社会本质有一个清晰地认知，从而避免陷入权利主义

和拜金主义的泥潭中。其次要培养真诚的德性，对于各种善于伪装的社会异化势力，不断增强自身韧性，

保持真诚，对异化和势力持拒斥和批判的态度，警惕异化势力的欺骗。最后，解放思想，破除种种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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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上来看，古今、远近、成败等差异容易使人一叶障目，只见一面。主观上每个人的个性、经历都有

所差异，所以人也有私意、偏爱。因此需破除迷信，解除蒙蔽，努力学习提高学识和修养；去掉偏私，

要积极融入社会关系中，在群体中正确处理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互相尊重，与人为善。 

3.2.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培养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要求教育与实践相结合，自然与社会相结合，最终达到真善美的统一。

关于冯契先生提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这里也应该放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下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

观是科学的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马克思的人生观是要确定人的终极追求，

是对人生的看法，即人的目的、价值和意义的看法，人生观由世界观决定。马克思的墓志铭犹在耳边：

哲学家的任务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的培养要深入实践，在人与自

然交互作用中，在人与社会的相互交往中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良性互动中培养。教育要与实践相结合，不

仅体现在一般的劳动工作中，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快，劳动教育在青少年的教育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

小，因此，要加大对劳动教育的投入[6]。一种理想人格作为理论要经过理想形态、变成信念、内化为德

性三个过程。因此信念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在面对挫折总复

杂的关系时，及时理清思路，找到解决办法；还可以在我们面对艰难困苦的时候给予我们思想动力，作

为我们的不竭力量之源。今天来谈论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也仍然具有深刻内涵，共产党人总在最危险的

时候挺身而出，疫情中他们冲锋在前，发展中他们敢为人先，创造了今天的美好生活。这无疑不是理想

信念的作用，在人生观、世界观的培养中要将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实践中不断进步创造，实现

理想人格的培养。 

4. 对实现“平民化自由人格”前提的评析 

劳动异化的克服与价值观引领作为实现“平民化自由人格”的两个前提，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

着力点。冯契先生在研究中国哲学史进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得出了平民化理想人格的培养路径，

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哲学相结合的一次伟大尝试。 

4.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哲学结合的一次伟大尝试 

冯契先生当时所处的时代的是各种社会思潮纷繁复杂的时代，所提出的理论是为了解决“中国向何

处去”的问题。冯契先生的《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中到处都有马克思的影子。可以说这本书是冯契先

生尝试将马克思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中国哲学结合的一次伟大尝试，在写作过程中也有将二者融合、

相互促进的意向，这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理论

之树长青，就在于不断地与时俱进。冯契先生所提出的“平民化自由人格”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内涵，

与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我们要更加

注重对马克思思想的探寻，深刻吸收总结中国传统文化中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点，将二者有机统一起来，

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重视人的精神文明的建设。 

4.2. 强调自由个体的独立创造，忽视集体主义意识的培养 

冯契先生强调人的自由人格的培养，过于注重自由意识。列举了黑格尔的美学思想来佐证，但是没

有将中国的文化传统更好地运用起来[7]。中国自古以来强调家国同构，国家共同体意识的培养。尤其在

今天，更要深刻理解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充分理解中国人民在一次又一次的重大灾难面前沉着应对的

重要法宝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冯契先生在《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中提出要运用克服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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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两种方法来实现自由人格，虽然是平民化的，但还是要通过不断的修

炼与实践才能实现。在教育过程中具体实施起来还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指

导。冯契先生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异化造成的权利迷信和拜金主义盛行，阻碍了自由人

格培养。因此，更要探寻集体意识的觉醒和培养，除了自身在实践活动中的清醒真诚外，在集体中也要

形成一股集体主义力量，养成良好的集体主义风尚。 

4.3. 强调人的内在自身修养，忽视外在力量的作用 

冯契先生强调从人自身出发，任何技艺、任何活动中只要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都能达到自由人格，

但是两个重要前提是在克服异化劳动的基础上，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在论述过程中，过于

强调人自身内在修养的作用，即理性的自明、意志的自主和情感的自得。这都要通过人的内在修养而达

到。虽然冯契先生所倡导的“平民化自由人格”是对于绝大多数人能实现的，但是在具体的培育过程中

也要加入外在力量的约束，除了学校教育，也要遵守道德规范和伦理规范。当前社会教育中，更要促进

对劳动教育的重视，不能只做思想的巨婴，行动的矮子。 
冯契先生的“智慧说三篇”中第一篇《认识世界认识自己》便是理论，而《逻辑思维辩证法》和《人

的自由与真善美》是方法与德性，二者关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共同构成了冯契先生的思想体系。

对于探寻中国人的自由理想人格有着极大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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