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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伯宽、谷雨)是关于研究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
著名学者、国学大师——梁漱溟的哲学思想的专著。

《阅读梁漱溟》收录了《特立独行一代直声》、《近代儒家对历史命运的挣扎》、《践履笃实》、《
梁漱溟和他所处的时代》、《传统与现代间的抉择》、《民粹主义的儒学体现者》、《中国现代社会
的处世良方》、《梁漱溟思想的现代意义》、《辨异·自主·寻根》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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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这是一个在清末那时代罕见的开明家庭，他在这家庭里受着相当开放的教育。
他“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底压迫”，小时候，父子二人在一起阅读梁启超的文章，并
不时互相争辩，这种活泼开放的气氛，对一个有主见的孩子，是多么的重要。
儿子的言行，父亲从不干涉。
后来使他一生最感激父亲的，也就是在这点放任的教育上。
，父亲是个“一腔热肠，一身侠骨”的人物，他遇事认真，又着重事功。
这些性格上的特色，很强烈地影响了他的儿子。
为了“开发民智，改良社会”，梁父曾赞助友人彭诒孙在北京创办-《京话日报》，当日报亏损时，就
以仅有的财物支援。
除了父亲之外，在童年期使梁先生受益不浅的，．就是这位父执彭先生，他为人“豪侠勇敢”，是当
时的《维新先锋》，他除了“京话-日报”，还出版一份专门给儿童阅读的《启蒙画报》，据梁先生回
忆：“我从那里面不但得了许多常识，并且启发我胸中很多道理，。
一直影响我到后来。
”梁先生只念到中学毕业，就不肯再升学。
，按常例说，一个青年应当是由“求学”到“就业”，可是在那样一个革命风潮正盛的时代，他和其
他许多血性青年一样，离开学校踏入社会的第一步不是就业，而是参加革命。
同时热衷于社会主义。
这些行径，都是受着一腔热血和浪漫的理想主义所鼓荡，一旦与现实对照，很容易冷却而幻灭。
民国成立以后，政治舞台上的种种，使他的情绪陷人低潮，一度且想出家，过着僧人式的生活，后来
经过自我治疗，再度兴起追求社会理想的情，但那种高度自律、克己的生活，却奉行终身。
就在这心灵沉黯的时期，他开始自修、自学。
所谓自学，在他不单是求知识，而是要求“一个人整生命的向上自强”。
早期自学的资料，主要是六巨册的《新民丛报》。
同时看立宪派的《国风报》，和革命派的《民立报》。
这时候的自修，则在潜心佛学——这是许多传统知识分子凭藉之作自我治疗的佳醴。
佛学方面的潜修，意外地为自己敲开进入教育界之门，他和胡适同年(民六)到北京大学任教，主讲印
度哲学。
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有一流的师资和图书设备，不同的思想都能在这里得到自由发展。
这个环境对一个努力自修而又喜爱思考问题的人来说，真是如鱼得水。
梁先生就在这所开放的最高学府里，酝酿着并写成他的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这本书是20世纪将人类文化分为中．西、印三类型讨论的先驱，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上，有他重要的
地位。
在当时就被蒋百里誉为“震古烁今之著作”，50年后，胡秋原则认为是“有独创的意义和可惊的深刻
思想力”。
但他不愿在大学里在学术上发展他的前程，他有更远大的人生目标，真正吸引着他的，是当前的中国
问题，也就是因思索解决这些问题，才借助于学问，才去了解传统的历史与文化。
他把解决中国问题的重点，落实到社会改造上，具体的着手方法是“乡治”，这是要把知识分子和农
民结合起来，用他们的力量去解决面临的问题。
在梁先生的心目中，乡治是一种最实在的文化运动，他想透过这个途径去解决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问题
。
这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的一个新方向”。
那时候，国内军阀割据，内战频仍，再加上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全国农村，在内外重重的剥削、洗
劫下，完全陷入瘫痪。
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书生想去发动一个改造社会的运动，简直有如梦想。
民国13年，他终于辞去北大的教职，开始进行乡治的步骤，想藉自办教育，先培育一些基层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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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到了山东，接办省立曹州中学，原先的想法，希望在这个基础上，扩展成一个大学。
经过半年的试验就失望地回到北京。
于是闭门谢客，日常只与从曹州带回的几个年轻朋友共读，又利用这个机会在自修、沉思。
并期待着另一次的试验机会。
 似乎机会又来了。
北伐以后，由于广东要员李任潮的关系，国民政府中央同意他在广东试办乡治。
结果因政局不稳定，也仅接办了一个短期的教育，就离开了。
不久，河南省筹设村治学院，梁先生应邀担任这个学院“乡村自治组织”等课程的讲席，同时接编《
村治月刊》。
这是一个短命的学校，仅一年又停办了。
但他不气馁，同时觉得已不能再等待，就带领村治学院的部分同人，再度回到山东，在邹平成立乡村
建设研究院，进行长达七年的乡治试验。
这是梁先生一生事业的高潮，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构想，从事实际的改造工作。
主要的构想是要把社会改造运动！
纳于教育系统中j直欲以教育来解决社会问题。
因此训练干部的重点，是着重在精神陶炼上，企图由他们人格的感召，去唤起乡民的活力。
经过严重破坏后的中国农村，最迫切的是民生问题，这方面的问题不解决，其他都将流于空谈。
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必须引进技术，同时发展工业，这需要长期的计划和资金，还要有受现代知识
训练的新人才，这些都不是梁先生乡村建设计划中所能具备的条件，甚至在他所谓社会本位的教育中
，也根本发展不出这些条件。
抗战爆发，使梁先生和他竭尽心力的改造工作永远告别，虽没有实现梦想，但他的奋斗，为后来者留
下宝贵的教训和启示。
战争初期，国民政府为团结各党派，共赴国难，梁先生也以乡治派领袖的身份应邀参加国民参政会，
从此卷入复杂多变的政治旋涡。
抗战中期，为了政治上的团结，曾与在野党派的领袖们组织“民主政团同盟”，希望藉它的力量协调
国共之间的冲突。
在政治上经过长达九年的努力，直到胜利后奔走国内和谈失败，才决心脱离现实政治，远走四川北碚
，重理旧业，去写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了。
四川北碚，抗战期间他就在这里创办勉仁中学和勉仁书院，规模虽小，但在那里一直聚集着一批朋友
，当他对政治上的活动感到疲劳和厌倦的时候，就回到这里来静思，和朋友门生们一齐讲学，以图恢
复精力。
后来他曾希望在北碚原有基础上，成立勉仁文学院，宏扬中国文化，竞也成了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
梁先生是一个书生报国的典型，除了个人的才智、毅力和气度之外，根本没有任何客观的凭藉，但他
在任何困难的境遇里，几乎都能创办起他所想创办的事业。
在扮演不同的角色上，都同样能表现出刚勇的精神。
他为人诚信、严肃、坦率，有决断，对自．己所立的原则持之甚坚。
假如我们的政治能上点轨道，像这样有品德有魄力的人物，必将对国家有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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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收入本书的文章，一部分是邀请作者撰写的专稿，一部分选自书刊报纸。
这些文字，从不同角度剖析评说了梁漱溟先生的作品和思想，虽见仁见智，或褒或贬，不尽相同，但
均能给人以启发。
    有少数作者，至今无法联系到。
我们已为您备好样书和薄酬，请看到此书后，与编者或本书责编联系。
责编的电子信箱是：zia0102006@163.com    编者    2012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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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环顾当今之世，在知识分子中能有几个人不唯上、唯书、唯经、唯典?为此舞文弄笔的人也不少，却常
常不敢寻根问底，不敢无拘无束地敞开思想，进行独立思考。
可见要真正做一个思想家，是多么不容易。
正因为是物以稀为贵吧，我对梁先生的治学，为人，是一直抱着爱慕心情的。
    ——费孝通(著名思想家)    他独能生命化了孔子，使吾人可以与孔子的真实生命及智慧相照面，而孔
子的生命与智慧亦重新活转而披露于人间。
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他开启了宋明儒学复兴之门，使吾人能接上宋明儒者之生命与智慧。
    ——牟宗山(台湾著名学者)    随着梁先生的逝世，他所体现的传统士大夫的凛凛风骨也将一去不返。
我们这个时代要求的是另一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而不再是“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士大夫，虽然两
者之间依然有不绝如缕的历史联系。
    ——余英时(美国啥佛大学教授)    我认为梁先生的独一无二之处是，在中国知识分子之中，只有他把
思考、思想和实践、形式合而为一。
    ——艾恺(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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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阅读梁漱溟》由费孝通、贺麟、冯友兰、张岱年、牟宗三、李泽厚、余英时⋯⋯与你共同解读梁漱
溟先生的学问与人品。
梁漱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主要
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梁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
著有《乡村建设理论》、《人心与人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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