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启明之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启明之星>>

13位ISBN编号：9787505730236

10位ISBN编号：7505730231

出版时间：2012-8-1

出版时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作者：叶曙明

页数：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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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明之星>>

前言

真金何须镀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启蒙思想家。
人们常常把康有为与梁启超合称为“康梁”，其实，在他们之间，隔着整整一个时代。
“康梁”不仅是两个人的合称，而且是两个时代的合称，一个为旧时代唱挽歌，一个为新时代奠基石
。
有人说，孙中山可以反清，梁启超不能背清。
梁启超于大清“君臣有义”，一旦礼义相许，则须生死以之。
这便是用旧时代的人物标准，去要求新时代的人物了。
这句话对康有为说可以，对梁启超说则大谬不然。
梁启超在大清，没中过进士，没点过翰林，不过是六品衔的“翻译官”；戊戌政变后，六品衔也被革
掉了，连称臣的资格也没有，还被满世界通缉，试问有何君臣之义可言？
梁启超被通缉期间，还办保皇会，对大清可谓仁至义尽。
所以说，他的保皇，光明正大，符合人伦义理；他的背清，同样光明正大，顺乎天应乎人。
有人说，梁启超流质易变。
但如果避而不谈为什么变和怎么变，仅仅以“变”来臧否人物，同样大谬不然，且毫无意义。
变有千百种，有变好的，有变坏的，有日趋成熟丰美之变，也有逐渐腐朽霉烂之变。
我们只能具体看梁启超之变，是往哪里变。
梁启超说得好，要判断他的变是好是坏，观察他的读者就知道了。
读者读了他的书以后，是变得积极了、进取了、活泼了、开朗了、健康了、爱思考了、敢破格了，那
么他的变就是好的，反之就是变坏了。
活到老，变到老，这是一种多么难能可贵的稟性啊。
如果我们嘲笑梁启超流质易变，难道还要赞美抱残守缺不成？
有人说，梁启超其实很肤浅。
以深浅来判断一个人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更是大谬不然。
道理本无所谓深浅，只看你如何诠释。
“人之初，性本善”，这个道理是深还是浅？
说它深也可以，说它浅也行。
梁启超最擅长于把深奥的道理，用常带感情的笔端，作深入浅出的阐述，从而对读者产生一种神奇魔
力，让人着迷。
这是一位启蒙家的基本功，如果他的文章写得像三坟五典一样，他就不是梁启超了。
梁启超最难得的是，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都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
他很容易被人骗，很容易受人鼓动，很容易头脑发热，但从不会搞阴谋诡计，不会害人。
他总是以好意去揣测别人，心地善良，目光如童子般清澈，所以经常碰壁。
甚至到最后被医生割错了肾脏，他还替医生辩白。
让人想起鲁迅那个关于韬略的著名比喻，梁启超就像一座敞开大门的仓库，外面竖着一面大旗，大书
道：“内无武器，来去自由！
”里面有几支笔、几本书，果然一目了然。
这样的人，在这个物欲横流、功利至上的世界上，已成珍稀品矣。
直到今天，我们对梁启超的认识，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几十年前在变法、保皇、革命这些圈子里打转
，如今依然在这些圈子里打转。
他对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许多真知灼见，却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他人格中的闪光亮点，更是被长年的尘埃所掩埋。
现在，是该让金子发光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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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梁启超”。
也许他有着谦谦儒者的雍容，也许他有着革命者的激情，也许他像阴谋家一样充满机心，也许他只是
一个向着阳光奔跑的顽童。
所以赞他的人，把他捧到九天之上，玉皇大帝给他敬酒；骂他的人，把他贬到十八层地狱，让阎王爷
派他去挖煤。
但梁启超（1873－1929）从不受外界臧否的影响，说他善变也罢，说他反动也罢，称他“梁师”也行
，叫他“梁狗”也随便，该保皇时就保皇，该共和时就共和，可合作时仇敌也合作，不可合作时尊师
也分手。
当风独立，我做我事。
他留下了一座丰富的思想宝库，让后人要花上比他一生长百倍的时间，去慢慢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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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曙明　著
　　叶曙明，作家，近代史研究者，出版人。
创作以历史、散文、小说为主，著作有“近代史三部曲”——《大变局：1911》、《重返五四现场
：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中国1927?谁主沉浮》，以及《大国的迷失》、《军阀》、《草莽
中国》、《共和将军》、《百年激荡：20世纪广东实录》（三卷）、《其实你不懂广东人》、《万花
之城》、《广州旧事》等二十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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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踏海童年一、生于忧患年代“绿护屏山在城北十里，环列如屏，烟云出没，苍翠万状，周回八
十里，相传下为陈白沙读书处。
前有浅渚六，隆冬不竭，名六湖，又谓之玉壶⋯⋯湖边有白沙钓台，东为大林洞，有铁佛寺、上林寺
，又有莲花池、醉云石、洗钵泉、了经岩、玉虹桥。
南为石涧，沿路巍峰峻削，峭壁插天⋯⋯飞泉百丈，从空而下，夹岸怪石，突兀纡回，备极幽胜⋯⋯
”这篇引人入胜的文字，出自清道光年间的《新会县志》，描写的是广东新会县钟灵毓秀的地理环境
。
新会，位于珠江三角洲中部西江、潭江下游汇合处，北倚圭峰山脉、古兜山脉，南临大海。
站在圭峰山顶，放眼四望，只见川原交错，水道纵横，山随水行，水随山转，山环水抱，蜿蜒开合，
织出一片锦绣文章。
珠三角地区气候温暖潮湿，东南季风送来充沛雨水，润泽万物，一千多条大小河流，汇成浩荡珠江，
最后通过虎门、蕉门、洪奇沥门、横门、磨刀门、鸡啼门、虎跳门、崖门八大门河口，放乎茫茫南海
。
而八门之一的崖门，就在圭峰山下的新会县境内。
珠江河口三角洲乃中国三大河口三角洲之一。
纵观世界各地，凡河口区恒为文明荟萃之地。
如果陶渊明再世，来到这个肥沃的冲积平原上，看见处处桑基鱼塘，果林茶园，稻浪翻波，水乡渔市
，墟落如烟，亦当感叹，桃花源不外如是也。
在这片青山绿水之间，群贤辈出，文化鼎盛。
明代，新会诞生过儒学一代宗师陈白沙，在白沙先生逝世373年之后，又诞生了近代中国的一位大思想
家——梁启超。
让人不能不感叹，上天待我中华文明真是不薄了，让我们拥有如此江山，如此人物！
梁启超，字卓如，1873年（同治十二年）生于广东新会县银洲湖畔、凤山脚下的茶坑村。
凤山上有一座凌云塔，建于明万历年间，相传是为了镇压当地的“王气”，甚至有好事者说，后来梁
启超在官场以总长止步，不能更上层楼，都是这座塔作祟。
坊间闲话，聊博一粲。
查县志所记，凌云塔的确是一座风水塔，但非为镇压“王气”，而是因为堪舆家认为，此处地形卑削
，如青龙垂首，对全县风水不利，于是建一座塔补救。
实则这里的土地最肥美，驰名的新会特产葵扇、甜橙与柑，皆出于这一带乡村。
在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和滇陕甘回民之乱等一连串天灾人祸之后，疮痍满目的中国，这
时正面临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
一批主张经世致用的士人，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冲破了宋明理学的束缚，把目光更多投往现实问题，
对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
一旦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必然会导出“中国何去何从”这样一个巨大的命题。
经世派认为，中国必须“师夷长技”，毅然变革，始有复兴之望。
他们在一个萎靡泄沓的社会环境中，以道生向石头说法的精神，不断呼吁：“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
，无穷极不变之法！
”“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
”主张从整吏治、严兵备、清漕运、理盐政、改币制、改田制、改科举等方面入手，明定国是，变革
自强，中国庶可富强。
生于沧海横流的时代，敢以一人之是，抗万人之非，展现出扶危定倾的决心，知其不可为而为的毅力
，从容赴义、自我献身的勇气，确实令士林风气为之一振。
黄宗羲所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常人藐为说铃，贤圣指为血路也。
是故知其不可而不为，即非从容矣。
”先哲之言，对晚清后学，有如晨钟暮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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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其时也，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疆臣和一批有远识的王公枢臣，合力推动，开启了一场“以修
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枪炮、学造轮舟等工具为下手工夫”的自强运动。
中兴的曙光，仿佛已在晦暗迷茫的地平线上，隐约吐露。
由于历史的原因，新会人对家国兴亡、文化绝续，似乎有着比别人更深刻的体验与记忆。
昔日南宋的最后一战，便发生在新会崖门，宋室君臣将兵十余万人，同年同月同日死。
这一悲惨故事，每个新会儿童，从小耳熟能详。
而今日鸦片战争的炮火，又在新会的家门口响起，海患难防，兵燹千里，大好河山，成了断肠伤心地
。
临海四望，黯焉魂销，能无后顾茫茫、百端交集之感？
梁启超正是出生于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地方。
梁家在新会，十世务农，过着“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的生活，但忠义气节的精神，却
代代相传。
梁启超从小深得长辈疼爱，四五岁时，母亲就手把手教他学字，而祖父诲尔谆谆，教他学习《论语》
、《大学》、《中庸》、《孟子》；父亲教他《易》、《书》、《诗》、《礼》、《春秋》。
每天晚上，梁启超和祖父共眠一榻，听着老人用忧伤的语调，细说南宋、南明衰乱亡国的往事，听着
那些古圣先贤的嘉言懿行，在老人筋脉凸现的大手轻抚下，沉沉入睡。
每年的上元节，乡间举行灯会，祖父都会携孙子到庙中赏灯，把花灯所描绘的故事一一告诉他们：“
这是朱寿昌弃官寻母，这是岳武穆出师北征。
”梁启超耳濡目染，在幼小的心灵中，已生闻风慕悦之情，埋下了一颗等待发芽的种子。
当年南宋叛将张弘范在崖门歼灭宋军后，恬不知耻，在海边大石上凿了“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
”几个大字，以表己功。
后来有人偷偷在石上加上一个宋字：“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把他钉在了耻辱柱上。
梁家高祖的墓所在崖门，每年扫墓拜祭，祖父都带着梁启超乘船从海上往返，经过古战场的海面时，
祖父望着那块历尽风浪磨蚀的岩石，时时高诵陈恭尹的《谒三忠祠诗》，有怆然而涕下之慨：山木萧
萧风又吹，两厓波浪至今悲；一声望帝啼荒殿，十载愁人拜古祠。
海水有门分上下，关山无界限华夷！
停舟我亦艰难日，畏向苍苔读旧碑。
此情此景，梁启超在多年后追忆，仍然印象深刻。
他说：“祖父每与儿孙说南宋故事，更朗诵陈独麓（独漉子，陈恭尹）山木萧萧一首，至海水有门分
上下，关山无界限华夷，辄提高其音节，作悲壮之声调，此受庭训时之户外教育也。
”（梁启勋《曼珠室戊辰笔记》）二、严慈的家风对梁启超的成长影响最大的，除了祖父外，就是父
亲了。
在梁启超记忆中，父亲秉性刚直，谨言慎行，勤勉庄敬，一切衣食嗜好，完全摒绝，唯好公共事务，
热心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颇有古君子风，所以在乡间德高望重。
他常教导梁启超，立身处世，无非靠淑身与济物而已。
淑身之道，在严其格以自绳；济物之道，在随所遇以为施。
这些道理，小孩子未必能理解，但深埋在脑海里，随着阅历的增长，总有明白的一天。
梁启超10岁以前没有入泮读书，而是由乃祖乃父亲自授业。
父亲曾参加科考不得志，愤然不再踏足考场，在乡间开馆设教，牖启童蒙。
他对梁启超寄予很高期望，督促学习十分严厉，稍有嬉戏便严加训诫，声色俱厉，提醒他不要做一个
平庸的人。
梁启超回忆说：“父慈而严，督课之外，使之劳作。
言语举动稍不谨，辄呵斥不少假借。
常训之曰：‘汝自视乃常儿乎？
’至今诵此语不敢忘。
”（《三十自述》）然小孩子的天性，总是活泼好动的。
在梁启超眼里，父亲为人太过严肃刻板了，有时忍不住劝他放开一点，父亲立即正色回答：“家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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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坏。
”无论祖父还是父母，对孩子从不会动粗，但导德齐礼，一丝不苟。
梁启超在母亲膝下15年，只被狠狠打过一回，那是因为他说了谎。
因什么事说谎，说了什么谎，梁启超后来都已忘却，只记得6岁那年，有一天母亲把他叫到房间内盘
问，满脸怒容，“我母温良之德，全乡皆知，”梁启超回忆说，“我有生以来，只见我母终日含笑，
今忽见其盛怒之状，几不复认识为吾母矣。
”母亲知道他说谎后，把他按在大腿上，用藤条用力鞭挞十几下，一边打一边说：“你若再说谎，你
以后便成窃盗，便成乞丐！
”梁启超痛哭流涕，但接下来，母亲说了一番话，更让他心灵震动，以至于一辈子都铭刻在脑子里，
无法淡忘。
母亲痛心地说：“人为什么要说谎？
或者是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怕别人责怪自己做了，便谎称自己没做；或者是有该做的事没做，怕别人
责怪自己为什么不做，便谎称自己做了。
不该做而做了，或该做而没做，已经是罪过了，如果是自己不知道罪过，还说得过去，以后知道了，
或经别人提醒了，还可以改正。
但说谎者是明知其罪过而故犯之，不仅故犯，还自欺欺人，自以为得计。
人如果明知是罪过而故犯，且欺人而以为得计，则与窃盗的性质有什么不同？
天下万恶，皆起于此矣！
然欺人终必被人所知，将来人人都指着他说：这是喜欢说谎的人！
则无人信他了。
既无人信，最后不沦为乞丐都不行了！
”梁启超在这种家风的熏陶下长大，渐渐明白了，祖父、父亲和母亲对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金石良
言。
他怀着深深的感恩之情说：“我母此段教训，我至今常记在心，谓为千古名言。
”（《我之为童子时》）三、省城求学自同治中兴以后，广东文风大开。
1875年（光绪元年），一位学政官员在广东考察之后，向皇帝报告：“文风自以广州、肇庆两府为最
优，而广州又以南海、番禺、东莞、顺德、香山、新会为尤胜。
”（《光绪朝东华录》）梁启超的家乡新会，乃属人文鼎盛之区。
1882年（光绪八年），梁启超10岁，拜邑城周惺吾为师。
他第一次走出家乡，到广州参加童子试。
在去省城的船上，梁启超对一切都感觉新鲜，心情特别兴奋。
有一天吃饭，大家拿咸鱼作餸，有人让梁启超以咸鱼作诗，他不假思索，应声而作：“太公垂钓后，
胶鬲举盐初。
”前句用了姜太公垂钓的典故，而后句的胶鬲是殷商时人，遭商纣之乱，隐遁经商，贩卖鱼盐，被后
世奉为“盐宗”。
一时满座皆惊，疑为天人。
从此，梁启超得了一个“神童”的外号。
童子试出了“黉案”，顺利过关，梁启超参加县试，第一个交卷。
当时的考官还以为他是畏难而退交白卷，讵料取卷一看，竟是难得一见的好文章，考官即取为头名。
县试后四个月，父亲带着梁启超到省城参加府试，再次轻取头名。
12岁那年，梁启超参加院试，补博士弟子员，算是进了学，有了秀才身份，在乡间被人尊称为“相公
”了。
这时他已遍览《史记》、《纲鉴易知录》、《汉书》、《古文辞类纂》、唐诗、《輶轩语》、《书目
答问》等古今书籍。
周惺吾慨叹：“我已经不能教他了。
”这位五尺之童，需要更广阔的天地了。
1885年（光绪十一年），梁启超负笈省城，遍访名师，先后师从吕拔湖、陈梅坪、石星巢诸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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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年（光绪十三年），梁启超的母亲去世，等他从省城赶回家里时，已经大殓，未能见母亲最后一
面，成了他一件终生憾事。
梁启超送母亲上山之后，便怀着霜露之感，含泪返回省城，继续他的求学之旅。
这一年，他肄业于学海堂。
学海堂是两广总督、著名学者阮元手创。
阮元，字伯元，号云台，晚号怡性老人，扬州仪征人。
清嘉、道年间名臣，经史、数学、天算、舆地、编纂、金石、校勘等，无不精深，被尊为一代文宗。
阮元对儒家经典的注疏和史传本身，十分重视，课程之中，有天文、算学与地理等实用知识，一改宋
明理学空疏游谈，近乎狂禅的风气。
他为学海堂撰写的楹联：“公羊传经司马记史；白虎德论雕龙文心”，其办学宗旨，于焉可见。
担任讲席的吴兰修、赵均、林伯桐、曾钊等，都是殿堂级鸿儒硕彦。
梁启超尝言：“咸、道以降，粤学乃骤盛。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是一个值得回味的情节。
在阮元的倡导下，以学海堂为标志，书院的功能，已从学习八股帖括，转以经世致用为重，讲学授业
、学术研究、社会清议、图书馆藏，功能式式俱备，一样不少。
尽管梁启超到学海堂读书时，阮元早已去世，但昭垂尚在，定规依然，用梁启超的话说，“其规模矩
矱一循百年之旧”。
梁启超进了学海堂，就像闯进了一个新天地。
他对乾、嘉时代扬州段玉裁、王念孙等学者的训诂学，深深着迷，埋头钻研，废寢忘餐，几乎不知这
世间学问除训诂辞章之外，还有何物。
他曾经这样批评自己的性格：“余生平爱根最盛，嗜欲最多，每一有所染，辄沉溺之，无论美事恶事
皆然。
此余爱性最短处也。
”（《新大陆游记》）但做学问如果没这种沉溺的精神，亦难成大器。
当时的书院，对学业优秀的正课生童，月有奖赏，名为“膏火银”，以示鼓励。
而梁启超在学海堂的季课大考，连续四季获第一，自学海堂开办以来，除1890年（光绪十六年）中一
甲第二名进士的文廷式外，只有梁启超一人。
不过，梁启超每月的“膏火银”，并不用于置衣饮食，而是全部换成了大捆大捆的书籍。
1888年（光绪十四年），16岁的梁启超，成为学海堂的正课生。
但对于求知若渴的他来说，一天十二个时辰都不够用，学海堂虽然是岭南最顶尖学府，亦远远不能满
足他，梁启超同时还是菊坡、粤秀、越华三大书院的外课生。
这几个书院，不仅在广州，即使在整个岭南地区，也是数一数二的，能进一家，已经了不起，同时听
四家的课，梁启超堪称当年的“超级学生”了。
不过他还嫌不足，还想入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就读，后来因听说广雅有个规矩，每逢官员到院视察
，学生都要在大门列队欢迎，令他感觉太过恶俗，才放弃了去广雅的念头。
1889年（光绪十五年），光绪皇帝举行大婚，朝廷秋季开恩科乡试。
梁启超也挂卷袋、提试篮，夹在各地生员的队列之中，鹭序鸳行，经过贡院“明经取士”的牌坊，入
了考场。
这年的考官，正座是李端棻，贵州贵筑人，历任学政、刑部侍郎等职；副座是王仁堪，福建福州府闽
县（今福州）人，历任提督山西学政，贵州、江南乡试副考官。
入闱那天，广州万人空巷，正副考官乘坐大轿，从皇华馆出，在街上绕行一圈，让百姓瞻仰风采，然
后进入考场，关门开考。
乡试第一场试题是：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至“子不语怪力乱神”；二、“来百工则财用足”；
三、“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
苏轼诗“荔实周天两岁星”，得“星”字。
梁启超接了卷子，归号作答。
这些题目对他而言，并没有什么难度，濡墨挥毫，一气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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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端棻在阅卷时，梁启超的试卷，令他眼前一亮，不仅见识高超，且文笔大有“熔金铸史”的功力，
非饱学宿儒不能为。
李端棻兴奋不已，自认为替朝廷发掘了一个大人才，于是用笔一圈，填了第八名。
龙虎墙发榜，梁启超果然以第八名中式举人。
梁启超拜见座师谢恩，交谈之下，李端棻对这个眉清目秀、才华横溢的“新老爷”，观感愈加好了。
待梁启超退下后，李端棻便与副座王仁堪商量，他有意将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为妻，请王
仁堪为媒。
王仁堪听了愕然说：他也有一女，待字闺中，正想请李端棻为媒，许给梁启超。
两人相视大笑。
最后以李端棻先开口提此事，“先到先得”，便把李蕙仙许给梁启超了，两年后在北京完婚。
18岁即科场得意，又得娇妻，真是花迎喜气皆知笑，鸟识欢心亦解歌。
1890年（光绪十六年）春天，梁启超在父亲的陪同下，怀着无往不利的心态，赴京参加会试。
然而，人生的旅程，总是一波三折的。
梁启超应付会试，本以为小菜一碟，手到拿来，讵料火候未到，竟然阴沟翻船，与黄甲无缘。
也许，历史有比举业更加重要的使命，要交给这位来自凌云塔下的青年。
南下返乡途中，经过上海，在这个十里洋场，有不少上海制造局翻译的好书，琳琅满目，陈列书肆，
令梁启超心痒难熬，可惜囊中羞涩，不能尽情购买。
最后只购得一本《瀛环志略》，作者徐继畬，历任福建巡抚、太仆寺卿，这是他根据从美国传教士那
里得到的地图册和一些西方书籍，编成的一本世界地理书，介绍当时各国的疆界位置、山脉河流、地
形气候、物产风俗、人种肤色、历史沿革等情况，尤足珍贵的是，附有大量地图。
这本书为梁启超打开了一扇窗口，他读后才知道世界有五大洲各国。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从西周时代传至今日，貌似根深蒂固，但只
要有一本道出真相的书轻轻一击，即告迸裂粉碎。
梁启超回到广东后，仍居广州，继续苦读。
他还年轻，未来还有很多机会，只要努力不懈，总会有中进士，点翰林的那一天。
四、两颗行星相遇正当梁启超沉浸在训诂学之中，为“老，考也；考，老也”大费周章时，有一个人
已在历史的舞台上，悄然登场。
此时此刻，他正在北京居庸关扬鞭策骑，对月酾酒，临风赋诗，写下“且勿却胡论功绩，英雄造事令
人惊”的豪迈篇章。
这个人的名字叫康有为。
在未来的岁月里，康有为注定要走进梁启超的生命，与他半生的事业，结下不解之缘。
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生于1858年（咸丰八年），广东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与新会相距
不过四五十公里。
梁启超在广州学海堂肄业时，康有为亦居于广州的花埭，两人甚至可能在某些场合擦肩而过。
但这一年，他们仍像两颗行星，在茫茫天穹中，按着各自的轨道行走，还没有相遇。
梁启超并不知世上有康有为，康有为亦不知世上有梁启超。
康有为在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报罢，游览长城，开辟胸襟，在一种强烈的精神激荡下，以布衣身份向光
绪皇帝上书，极陈列强相逼，中国危难之状，请求变法以挽救国家危亡，提出了“变成法”、“通下
情”、“慎左右”三条变法纲领。
康有为布衣上书，自然是泥牛入海，得不到朝廷的答复，但官府也没有把他抓起来，治他一个妄议朝
政、颠覆国家的罪名。
康有为黯然返回广东，深感孤掌难鸣，要推动国家改革，须有一班志同道合的志士，挺身而出，恒抱
“虽千万人而吾往矣”的精神，克肩一心，共同努力。
于是，他开始在广东寻找这样的同志。
转眼又到了深秋。
学海堂有一位同学叫陈千秋，字通甫，年方廿一，极富才华，熟谙历朝掌故，精通考据典章之学，17
岁便著《广经传释词》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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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梁启超时有来往，切磋学问。
某日，陈千秋兴冲冲来找梁启超，告诉他一个消息：“我听说南海康先生在京上书请变法，不达，近
日从京师回到省城，我便去拜谒了他，他的学问是你我想象不到的，我们找到一位好老师了。
”他说的南海康先生，就是康有为。
梁启超将信将疑，但出于好奇心，忍不住随陈千秋去见见这位康先生。
没想到，一见之下，他的后半生竟完全改写。
梁启超与康有为之间，一段二十多年的缘分，由此开始。
历史书上，也从此多了一个名词叫“康梁”。
他们的关系充满传奇，既是师生，也是朋友；既有父子之情，也有兄弟之谊；以同志始，以敌人终。
这段漫长的恩怨情仇，在中国从专制走向共和的艰难转型中，留下了长长的曲折的轨迹，深刻地影响
了一个国家、一个时代。
康有为年长梁启超15岁，曾师从南海九江学者朱次琦，在礼山草堂受业，是朱次琦的得意门生之一。
当时康有为已表现出异于常人的局量，有一回学生们到西江参观苏东坡南贬时遇风泊舟处的古迹，康
有为不愿同往。
有人问他原因，他不屑地回答：“逆流之舟，何用瞻仰？
我要看的是王荆公的改制台！
”康有为虽然声称自己“洗心绝欲，一意归依”朱次琦，但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对宋明理学，却渐
感厌倦，认为理学“仅言孔子修己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
22岁那年，毅然离开恩师，独自到西樵山白云洞，闭关读书。
不少经世致用的书籍，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以及《西国近事
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都是在翠微山色之间，伴着树声、雨声、溪声、鸟声，一一读完。
后来他亲身游历香港，眼界大开，感受到西方文明，治国甚有法度，绝不是中国人所说的“夷狄”。
那个年代的开明士子，还是比较老实的，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见到西方有好的制度、好的文
化，就萌生要学的念头，断不会以传统、国情、民智这类理由，硬把好东西拒之门外。
康有为在香港大购西方书籍，回广州后便大讲西学。
有“神童”美誉的梁启超，拜过不少名师，又是学海堂的高材生，六经三史，诸子百家，无不熟读，
考据训诂，无不精通，他也正想考考这个康有为，是否有真才实学。
两颗行星终于相遇了。
他们在云衢书屋见面，从清晨开始交谈，一直谈到夜幕低垂，足足谈了一个白天。
他们具体谈了些什么，如今已难考证了，话题大约都是围绕着训诂、考据、辑佚等传统旧学到底有没
有用，什么才是对中国真正有用的学问。
梁启超说一题，康有为便驳一题，直驳得梁启超节节败退，毫无招架之力。
康有为高屋建瓴、气势如虹的言谈，超强的气场，把梁启超彻底镇住了。
他这样形容：“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
廓清之。
自辰入见，及戌始退。
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
甫联床，竟夕不能寐。
”（《三十自述》）梁启超失眠一宿，第二天，再去拜访康有为，恭恭敬敬，请教学问。
康有为从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说起，谈锋所至，纵横开合，一直谈到史学和西学。
梁启超恍然大悟，一向引以为傲的满腹经纶，原来全不过是虫鱼之学，不值分毫。
这一瞬间，简直像桶底脱落，水一泻而下。
所谓“圣人无常师”，和康有为当初离开礼山草堂一样，一旦发现有更好的老师，梁启超便马上决定
退出学海堂，追随康有为，研习新学去了。
他和陈千秋都劝康有为不如开办书院，聚徒讲学。
当时康有为不过是个秀才，而梁启超已经是举人了，但却不耻相师，愿绛帐侍坐，执弟子礼。
1891年（光绪十七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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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启明之星:梁启超传》编辑推荐：梁启超，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影响历史
进程的启蒙思想家，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
院四大导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他创造了一种新文体：“新民体”，三千年大变局中的一颗
启明巨星。

Page 1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启明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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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