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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修身立德的起点，更是一

个人无尽的情感所在和精神牵挂。家风，是由家庭或

家族长期形成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是建立在民族文

化之根上的集体认同。中国学界著名的“冯氏三兄妹”指

的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地质学家冯景兰、著名文史专家

冯沅君，他们是亲兄妹，三人都是一级教授，在中国教育

界极其罕见，他们在各自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作出

的贡献更是令人称道。 □ 据《北京晚报》

兄妹三人同入北京大学
冯氏家族是中原的百年望族。至今河南省的唐

河县祁仪镇还保存着冯家的故居。

冯家是一个书香之家。冯友兰的祖父冯玉文善

诗文，父亲冯树侯为清光绪戊戌（1898 年）科进士，伯

父和叔父也都是秀才。据冯沅君回忆，在她只有六七

岁的时候，在母亲吴夫人的带领下，同她的两个哥哥

冯友兰、冯景兰赴湖北崇阳与父亲团聚。当时冯树侯

被分配到两湖总督张之洞幕下，此时，张之洞正在武

昌办洋务，其中一项就是办新式教育。冯树侯被委派

为武昌“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即外国语学校的总

务长）。

冯家三兄妹的母亲吴清芝是一位通晓诗书、思想

开朗的知识女性，曾担任过当地女子学校校长。吴夫

人教子有方，在对子女的教育方面，吴夫人除了对子

女亲授诗书经传外，还特聘一位名师严加训练，对年

龄最小的冯沅君，也从不因爱而废严。

在冯家，无论男女，小孩儿七岁一律上学，接受私

塾教育。而允许女孩上私塾，这在当地开了风气之

先，因此冯家几代都出才女。冯友兰的姑姑冯士钧，

是一位天才女诗人，不幸十八岁时病逝，冯家将她生

前的诗歌，作辑为《梅花窗诗草》。

1915年，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1916年，冯景兰

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3年夏，冯沅君从北京女子高

等师范学校毕业，同年考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

兄妹三人皆入北京大学，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而

兄妹三人走出国门，更是少见。1918 年夏天，冯景兰

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考取公费赴美留学，入美国科

罗拉多矿业学院学习矿山地质，1921年考入哥伦比亚

大学研究院攻读矿床学、岩石学和地文学。1919年9

月，冯友兰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1923年冯

景兰获硕士学位，冯友兰也完成学业，通过论文答

辩。随后，兄弟二人和其他同学一起经过加拿大回

国。冯友兰从此走上了中国哲学的研究道路，成为一

代宗师，冯景兰则从此终生献身于祖国的地质教育和

矿产地质勘查事业。冯沅君先后在几所大学任教，

1935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

人生的四个境界
冯友兰曾提出，每个人各有自己的人生境界，与

其他任何个人的都不完全相同。他认为，人生有四种

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他

筚路蓝缕，前驱先路，第一个写成了系统完整的中国

哲学史著作，把中国哲学史研究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

历史阶段。

冯景兰先生从事地质教育50多年，培育了几代地

质人才。在两广地质、川康滇铜矿地质、豫西矿沙地

质、黄河及黑龙江流域新构造运动、工程地质学方面

进行过大量开创性的工作。而对矿床共生、成矿控制

及成矿规律等研究上贡献尤大，提出了“封闭成矿学

说”，他参与主编的《矿床学原理》是矿床学的系统专

著和教科书。

我国有不少以“丹霞地貌”出名的旅游景点，但少

有人知的是，“丹霞地貌”正是地质学家冯景兰首次发

现的。1927年，冯景兰在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丹霞山

注意到了分布广泛的第三纪（6500万年至165万年前）

红色砂砾岩层。他在论文中阐述了丹霞层发育形成

的特点、分布、原因等。2010 年，以“丹霞地貌”为内

容的“中国丹霞”入选“世界自然遗产”。

从作家到学者
冯沅君出生于1900年9月4日，她从小受到良好

的家庭教育，十一二岁时就能吟诗填词，有才女之

誉。1923 年，她开始从事文艺创作，与中国文坛上的

苏雪林、庐隐、冰心齐名，是一位富有才华、独具风格

的女作家。她的小说，多以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与抗

争为题材，文笔清秀，曾得到鲁迅先生的肯定，在社会

上有很大的影响。后来她致力于古典文学研究，是我

国当代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开拓者。她的古典文学

研究著作有多种，代表性著作有《宋词概论》《古剧说

汇》等。

冯氏三兄妹中，冯沅君去世最早，1974 年 6 月 17

日，她因患癌症在济南逝世。两年后，冯景兰因心脏病

突发在北京辞世。冯友兰1990年在北京与世长辞，享

年95岁。

4年，往返两岸76次、拜访大陆248个城市，接待650个大陆参访团

江丙坤——推动两岸三通的“破冰者”

冯氏三兄妹的家风

中国情结
江丙坤苦学出身，考入公务体系，在贸易领域崭

露头角，晚年操盘两岸交流，一路勇于任事的积极作

风，人称“拼命三郎”，积极推动“两岸两会”的高层会

谈，使得他“成为两岸往来史上永远不会被忘掉的

人”。他脱离国民党，选择两岸奔忙，对于今天挣扎徘

徊于台岛不同政治光谱的人来说，不无启迪。

有评论说，江丙坤“经历了台岛所有的历史转折

时期，他的思想也曾受到时代环境的左右。然而，他

最终选择成为一个执着为两岸做事的人”。

为什么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有说法认为，江丙坤

务实、客观以及老派中国国民党人的“中国情结”起了

主要催化作用。

第一个“登陆者”
2000 年国民党第一次在台湾失去政权后，江丙

坤代表国民党、亲民党两党参选，成为台岛民意机构

副负责人。当年 9月他便首次“登陆”。回台后，江丙

坤坦言，那趟大陆行让他非常震撼。他看到了大陆加

入全球经济体系后的迅速崛起，看到了台岛的未来与

大陆不可分割。

从江丙坤的经历来看，他并不是孤陋寡闻之人，

但百闻不如一见，江丙坤没想到大陆的经济发展这么

快速、公共建设这么完备、吸引资金的效率这么快。

这时，他对两岸关系的看法已趋于成熟坚定。

2003年，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提名他担任国民党

副主席，两年后，江丙坤参与启动了两岸互动的新进

程。2005年3月，江丙坤率团访问大陆，这是1949年

后，国民党第一次组团访问大陆。这次“登陆”为当年

4月连战著名的“破冰之旅”奠定了基础。

真睡醒的人
作为两岸和平的建设者，江丙坤曾建言让中央电

视台落地台湾，让台湾地区人民多看看国际新闻，了

解一下世界发生的变化；在两岸情势紧张的时候，他

曾设想成立台商慈善基金。这些努力让他成为政敌

攻击的靶子，那些“睡不醒的人”让他忧心忡忡。

2008年5月26日，江丙坤出任海基会董事长，他

被认为是这个“特殊职位”的不二人选。上任那一天，

江丙坤写了一封信给大陆海协会，“希望在‘九二共

识’的基础下，维护两岸的协商”。

当年6月，江丙坤旋即率队启程赴北京，与时任大

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展开商谈。“两会复谈”重启了中

断九年之久的两岸制度化协商，是两岸交流史上的里

程碑，更是“陈江八会”的壮丽开篇。

2008年至2012年，在主导海基会的4年期间，江

丙坤往返两岸 76 次、拜访大陆 248 个城市，接待 650

个大陆参访团，与陈云林共举行了 8 次会谈，协商达

成 18 项协议，其中包括“周末包机”、“大陆居民赴台

旅游”协商、空运直航、邮政合作、共同打击犯罪及司

法互助协议、ECFA 两岸经济协议等，实现了两岸

“大三通”（通邮、通航、通商）和全面推进两岸经贸合

作的目标。

凭借这些协议，阻断两岸半个世纪的天堑不复存

在，潮起海天阔，两岸民间交流从此无法再被逆转。

守得云开见月明
2009年，江丙坤在欢迎赴台北的大陆海协会代表

团时曾吟诵：“风雨静，山色青，守得云开见月明，江山

万里情。甲子恩怨，岂有输赢，心系万民安居乐，协商

再创天下平。”可谓是江丙坤的直抒胸臆。

因为每次会谈都不对媒体开放，福建东南卫视记

者叶青林回忆称，对两人互动的印象主要来自于致

辞。陈喜欢引经据典，江喜欢引用数据。陈口才非常

好，常常说着说着就“哈哈哈哈”笑起来，笑声爽朗。

叶感觉，两人中一个像外向的弟弟，一个像包容的哥

哥。陈很尊重江，江很照顾陈，会考虑到很多细节。

比方陈第一次去台湾时，江一定要请陈去吃牛肉面，

而且强调说不要吃进口牛肉面，要吃台湾当地的黄牛

肉面。

厦门市台商协会会长吴家莹说，江每次到各地，

都会找台胞台企座谈，询问投资环境、营商环境怎么

样，是否需要帮忙协商。“他是确确实实在服务两岸人

民，把这些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来做，是台商的‘定心

丸’。”在生命的最后几天，江丙坤 2018 年 11 月 30 日

在重庆出席活动，12月3日奔赴青岛，4日飞抵厦门出

席两岸企业家峰会，因第二天有公差，未等到5日的闭

幕式，江丙坤即赶回台湾。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曾用“破冰先锋、协商

功臣、经贸推手、交流使者”16字概括江丙坤对两岸关

系的贡献。而江丙坤生前曾说，能有机会参与书写历

史，是他“一生的幸运”。也许正是为了这份“幸运”，

他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2018年12月10日，在距离两岸“大三通”10周

年纪念日前夕，以两岸关系破冰者的身份为人熟知的

前海基会董事长、国民党前副主席江丙坤因病去世。

有人说，他是最应该见证10周年的人，为两岸奔忙一

生，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是如此。 □ 据《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