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

13位ISBN编号：9787301148617

10位ISBN编号：7301148615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吴荔明

页数：39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

内容概要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他叱咤政坛，潜心学问，仅遗
留下来的著作就有1400多万字。
在忧国忧民、投身社会、匡国济世、勤奋著书的同时，他注重对下一代的教育，因此他的孩子个个成
才：长子梁思成是众所周知的建筑学家，次子梁思永是考古学家，梁思礼则是火箭控制系统专家——
九个子女中出了三个中国科学院院士！
本书拂去历史的尘垢，详细追溯了梁启超子女们的非凡经历，史料真实，事例鲜活，生动勾勒出梁氏
家族自强不息、薪火相传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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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启超外孙女，梁思庄之女，北京大学城环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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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严父慈母舐犊情深　　1 公公梁启超——我心目中的“趣味主义者”　　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告诉
我，我有一个很风趣、很有人情味的外祖父，他叫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
室主人，广东新会县人。
我应叫他公公。
虽然公公于1929年就已去世，我从未见过他，但是在我心目中他长得很帅，风度翩翩，我希望能更多
地了解他。
　　上中学时，学了中国历史才进一步了解了梁启超是什么样的人物，知道他是著名的戊戌维新运动
的领导者之一，从小受父辈悉心教育，“八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有“神童”之称。
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名列第八。
之后，目睹清朝腐败，外国侵略，中国面临亡国危险，他满腔义愤，一心救国。
他认为，“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墨守祖宗成法”是荒谬的，只有改革才是“立国之
元气，致强之本原”。
l895年他和康有为一起，组织“公车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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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梁启超作为戊戌变法的领导人之一，作为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学问家，已是众所周知。
但是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名出色的教育家，他不但有自己的教育思想，而且成功地把自己9个子女
教育成出色的人才，其中有3位中科院院士，他们分别是建筑、考古、火箭专家，有社会活动家，有
投奔新四军的女战士，有爱国军官，也有默默奉献甘当绿叶的专门人才。
他们每个人都有一部奋斗史，但每个人都是成功者。
梁启超对每个子女都充满了父爱，透过他写给子女们大量感人的信，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极有责任感极
出色的父亲。
梁启超夫妇和孩子们组成了一个温馨的家庭，他们彼此是知音，每个人都宽容大度，能够化解一切矛
盾。
但父亲的“光环”并没有保护他们，他们经历了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一切苦难，但他们都能经受住
了种种考验，笑对人生，这就是梁启超对儿女们的珍传。
当我写他们的时候，仿佛时光在倒流，我又回到了儿时和他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当我回忆起(外)婆王桂荃那忍辱负重的一生，二舅思成那苦涩的诙谐，三舅思永那强忍着病痛顽强地
拼搏还把爱送给别人，妈妈思庄那外柔内刚，笑对不幸的人生等等情节时，我会因想念他们，一个人
坐在屋里泪流不止。
我恨自己那时的无知幼稚，为什么感觉不到这么珍贵的感情，我也后悔那时我那么不耐烦听妈妈讲家
里的老故事，也许这就是人生的一般规律；成年或老了以后才明白什么是最可贵的。
我出生时公公早已去世，因此和我的同龄人一样，梁启超对我来说是一个历史人物。
我没有见过他，只能从长辈的回忆中得到他的印象，但亲人的回忆有其独特的一面，我特别尊敬他，
更爱他那乐观风趣的性格，这就是一种血缘亲情吧？
我和舅舅姨们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不算长，但在这个大家庭中相对别人还是比较多的，我和他们每个人
都有些小故事，这得益于妈妈在他们兄弟姐妹中得天独厚的位置——她正好居中，从小就是上面的兄
姐和下面的弟妹们感情的桥梁。
当我爸爸去世后，他们都对我们母女倾注了极大的爱心。
在我写这本书时，回忆起来感触越来越深。
是他们的爱使我这自幼丧父不幸的孩子得到了幸福。
我有幸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有这样慈爱的公公、婆和舅舅、姨们。
更有幸有这样一个最亲爱的好妈妈。
这是一个特殊的家庭，一位非凡的父亲，培养出一群优秀的子女。
这本书是由《浩瀚书海中的女领航员——我的妈妈梁思庄》(《人物》1985年第2期)和《梁启超和他的
儿女们》(《民国春秋》1991年第1、2期)两篇文章扩展而成。
1981年4月，我正在洛阳野外考察实习，妈妈在北大家中突然病倒，得的是脑主动脉栓塞，虽大力抢救
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她从此失语，智力丧失严重，只有幼儿的水平，偏瘫卧床不起。
我离家出发去实习时，妈妈还高高兴兴地送我到门口，谁能想到我回来时她竞一个字都不会说了。
每天，我一个人对着妈妈说呀说呀，不知她懂了没有，更不知她在想什么，也许她脑子里只是一片空
白，我们就这样在无言的爱中相依为命地艰难度日。
只有当我从床上抱起她坐轮椅时，她就用能动的左手搂住我的脖子，轻轻拍拍我的背，这就是她仅剩
下的一点表达能力了，我知道她永远疼爱我！
母爱是不要求任何报偿的，而我就是用生命也报答不了妈妈对我的恩情。
我不能没有妈妈，只要她能躺在床上，坐在轮椅上，哪怕她什么也不懂，也是我的幸福。
我要在她活着的时候，把她坎坷的一生，把她生活中的幸与不幸，把她默默无闻地为我国图书馆事业
所作的贡献写出来。
虽然她已是一个瘫痪的老太太，但在她一生与命运的拼搏中，却是一个成功者，我应当把她介绍给人
们。
当我把妈妈的故事在电话中，告诉《人物》杂志编辑部时，立即感动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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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编审朱中文先生亲自到我家指导我，使我顺利完成了《浩瀚书海中的女领航员——我的妈妈梁思庄
》一文。
一些人看了文章后给我来信或打电话，向妈妈致敬和问候，并希望我能再展开写细一些，但1985年后
由于妈妈的病日趋严重，我无暇也无勇气再写什么了。
1986年妈妈去世了，我极度伤感地生活着，此时《民国春秋》编审王家鼎先生经人介绍向我约稿，希
望我自己出题目，我久久无力答复，王先生不断来信，态度十分执著诚恳，我丈夫很感动，他提醒我
要赶快回信，并替我想出一个题目：《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我很高兴，立即报给了王先生。
当我进一步思索后，发现这是一个极难写的题目，把梁启超和他众多的儿女们，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
下，写出他们各自独特的内心气质和人格趋向谈何容易？
我只好硬着头皮，多方查阅资料，访问我在世的舅舅和姨。
终于在王家鼎先生的不断鼓励和鞭策下，写成了《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文，发表在《民国春秋》
上，《新华文摘》(1991)很快转载，大陆和台湾一些报刊也转载引用。
此后，很多人鼓励我写一本书，并有几个出版社想要出版。
1992年我写了四万余字，由于种种原因停了笔。
近几年来我对亲人们不断地回忆，更加深了我对他们的理解和敬爱。
5年后的1997年我又提起了笔，我不可能全面写出他们每个人的情感历程、人生道路，但我尽量如实地
写出他们真实的生活环境和他们大起大落的命运，写出他们历经苦难而又始终如一的祖国之恋。
梁启超和他9个子女的经历，大概可算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的典型缩影，如果能将其准确地反映
出来，也许会有一定的价值。
我既非作家，又非文科出身，对历史文化及各方面的知识都很有限。
但我倾注我的全部爱心和亲情，把我所爱的亲人们编织在一起，从我这个“小字辈”的视角写出这本
书奉献给大家，愿亲人们觉得我写的像他们，愿人们通过他们的精神风貌及人格的魅力，了解一些他
们所处的时代文化和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的命运。
我在世的舅舅、舅妈、姨、姨丈们，还有我的表哥、表姐、表弟、表妹们，为此书提供了大量宝贵真
实的材料及照片。
我最好的两对朋友，北大地质系魏绮英、沈石岩夫妇及金凤英、田昭一夫妇在“文革”恐怖的日子里
，千方百计保护我的妈妈。
魏绮英夫妇还冒着极大的风险替我隐藏了妈妈珍藏了几十年的老照片，使它们未遭浩劫，今天才得以
与读者见面，这种患难友情，我将永世珍惜。
中国人民大学李光谟(李济之子)教授，提供了他从台湾带回的名人集体珍贵照片——1931年北平历史
语言研究所同仁欢迎蔡元培先生。
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王■森教授提供了傅斯年给朱家骅的一封信，又特别寄来了梁思成、梁思永30年
代在安阳考古现场的合影相片，都是极难得的珍贵历史资料。
我在此对以上及所有帮助、鼓励我的人们表示最诚恳的感谢！
作者1998年8月干北大蔚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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