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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序一在民国十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序中，我曾自白，我起初实在没有想谈学问，没有
想著书立说；而且到现在还是不想。
并且也不能，谈学问和著书立说。
我只是爱有我自己的思想，爱有我自己的见解——为我自己生活作主的思想和见解。
这样子，自然免不了要讨论到许多问题，牵涉到许多学问。
而其结果，倘若自己似乎有见到的地方，总愿意说给大家。
如此，便是不谈学问而卒不免于谈学问，不著书而卒不免于著书之由。
现在要为这本《人心与人生》作序，依旧是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要细说起来，是须得把我三十年来的历史叙出，才可以明白当真是如此。
所以我曾经说过要作一篇《三十自述》，却是四五年来始终不曾做出，并且不知几时才得做他。
目前只能单就这本书去说：为什么有《人心与人生》这本东西出来？
——我为什么要谈心理学？
我们应当知道，凡是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有他的一种心理学为其基础；或说他的伦理
学，都是从他对于人类心理的一种看法，而建树起来。
儒家是一个大的伦理学派；孔子所说的许多话都是些早在1926年，作者立意将撰写《人心与人生》一
书后，即先写成此书序言，并作为附录刊载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序言之后。
——编者注伦理学上的话；这是很明显的。
那么，孔子必有他的人类心理观，而所有他说的许多话都是或隐或显地指着那个而说，或远或近地根
据着那个而说；这是一定的。
如果我们不能寻得出孔子的这套心理学来，则我们去讲孔子即是讲空话。
盖古人往矣！
无从起死者而与之语。
我们所及见者，惟流传到今的简册上一些字句而已。
这些字句，在当时原一一有其所指；但到我们手里，不过是些符号。
此时苟不能返求其所指，而模模糊糊去说去讲，则只是掉弄名词，演绎符号而已；理趣大端，终不可
见。
如何不是讲空话？
前人盖鲜不蹈此失矣！
然欲返求其所指，恐怕没有一句不说到心理。
以当时所说，原无外乎说人的行为——包含语默思感——如何如何；这个便是所谓心理。
心理是事实，而伦理是价值判断；自然返求的第一步在其所说事实，第二步乃在其所下判断。
所以倘你不能寻出孔子的心理学来，即不必讲什么孔子的伦理学。
进而言之，要问孔子主张的道理站得住站不住，就须先看他心理学的见解站得住站不住。
所以倘你不能先拿孔子的心理学来和现在的心理学相较量、相勘对，亦即不必说到发挥孔子道理。
但这两方的心理学见解明明是不相容的；稍有头脑的人都可以觉得。
现在流行的几个心理学派，在他们彼此间虽然分歧抵牾，各不相下，却没有一个不是和孔子的心理学
见解相反对者。
——假如今日心理学界有共同趋势，或其时代风气可言，那么就是和孔子的心理学见解适不相容的一
种趋势、风气。
所以倘你不能推翻今日的心理学，而建树孔子的心理学，亦即不必来相较量、勘对！
明白这一层，则知我虽然初不曾有意要讲心理学，而到现在没有法子避心理学而不谈。
虽然西文程度太差，科学知识太差，因而于现代学术几无所知，原无在现代学术界来说话的能力；而
心难自昧，理不容屈，逼处此际，固不甘从默谢短也。
《人心与人生》之所为作，凡以此而已！
更有一层是这本书所以要作的原故，即对自己以前讲错的话，赶须加以纠正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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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那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原是讨论人生问题，而归结到孔子之人生态度的。
自然关于孔子思想的解说为其间一大重要部分，而自今看去，其间错误乃最多。
根本错误约有两点。
其一，便是没把孔子的心理学认清，而滥以时下盛谈本能一派的心理学为依据，去解释孔学上的观念
和道理；因此就通盘皆错。
其二，便是讲孔学的方法不善，未曾根本改掉前人以射覆态度来讲古书的毛病。
除于十一年原书付三版时，有一短序对第二点稍致声明外，忽忽五年，迄未得举悔悟后的见解，改正
后的讲法，整盘地或系统地用文字发表过。
直到今日才得勉成此书以自赎；——然亦只就第一点有所改正，其关于第二点则将另成《孔学绎旨》
一书。
故尔，此书之作，不独取祛俗蔽，抑以自救前失，皆不容己也。
此书初稿本是《孔学绎旨》的一部分。
——原初只是《孔学绎旨》一部书而已。
《孔学绎旨》在民国十二年秋讫十三年夏的一学年（一九 二三—一九二四），曾为北京大学哲学系讲
过一遍。
凡此大意，尔时约略已具。
但当时只系临讲口授，虽粗备条目，未曾属文。
是秋赴曹州办学，遂从搁置。
（外间有以笔记流传者，概未得我许可，抑且未经我寓目，全不足据。
）及今动笔，睹时人言心理者率从俗学，一世耳目皆为所蔽，念非片言可解；而旧讲于此，亦复发挥
未尽。
因划取其间涉论心理之部分，扩充附益，自成一书，别取今名。
所余部分还如旧制，亦将继此写定出版。
是虽裂为二制，而譬则本末一气，前后所言相为发明；读者双取，可资互证。
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漱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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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心与人生》是梁漱溟自认为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梁漱溟内心中"自谓负有沟通中外古今学术思想的历史使命"，而他的这种历史感与使命感的精神力量
，则集中表现在他最后一本《人心与人生》一书中。
梁氏一生著述达30余部，但代表他思想转变与哲学菁华的，却是这本《人心与人生》。
这本书也是作者写作时间最长，思虑最精深的一部著作，从立意到刊布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之久。
此书最吸引人之处，也是存在最大争议之处是作者预言人类文化的前途是西方文化的没落，中国文化
的崛起。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心与人生>>

作者简介

梁漱溟（1893—1988），20世纪中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改造运动者。
生于北京，原籍广西桂林。
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
1917年入北京大学任教，七年后投身农村，从事乡村建设运动。
抗战中为促进国共团结抗敌而奔走，参与创建民盟；胜利后又参与国共和谈，为和平建国而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及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但心思之用更在于人生问题之研究
。
一生用心于两大问题：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为此两大问题而思考而行动，终其一生。
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与《
人心与人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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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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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得死；现在则不能死。
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
（1943）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
（1955）我今身体表面如常，而实际衰乏无力，所幸《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均经写成，
夙愿已了，亦可以去矣。
（1977）我写的书，特别是最大的一本书、最重要的一本书叫做《人心与人生》。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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