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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梁漱溟一生不断追求的是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
何处去。
对人生问题的追求，他出入佛家、儒家，成为20世纪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和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对中
国问题的追求，他投身辛亥革命，从事乡村建设，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为20世纪中国著名的社
会活动家和爱国民主人士。
他对中国抱有极真挚的感情，他自己是极度的坦诚，他跟我们说的没有一句是伪饰的，没有一句不是
发自肺腑的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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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广西桂林人，生于北京。
1917年10月，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
1931年与梁仲华等人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院长，倡导乡村建设运动
。
抗战中曾为团结抗战与和平建国积极奔走，创建民主同盟。
1980年后相继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
员会主席等职。
　　梁漱溟先生是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国学大师、现代新
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被誉为“中国最后的儒家”。
他一生创作发表了多部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主要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
《中国文化要义》、《乡村建设理论》、《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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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西学术之不同　　在我思想中的根本观念是'生命"、"自然"，看宇宙是活的，一切以自然为宗。
仿佛有点看重自然，不看重人为。
这个路数是中国的路数。
中国两个重要学派--儒家与道家，差不多都是以生命为其根本。
如四书上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都是充分表见生命自然的意思。
在儒家中，尤其孟子所传的一派，更是这个路数。
仿佛只要他本来的，不想于此外更有什么。
例如，发挥本性，尽量充实自己原有的可能性等，都是如此。
我曾有一个时期致力过佛学，然后转到儒家。
于初转入儒家，给我启发最大，使我得门而入的，是明儒王心斋先生；他最称颂自然，我便是如此而
对儒家的意思有所理会。
开始理会甚粗浅，但无粗浅则不能入门。
后来再与西洋思想印证，觉得最能发挥尽致，使我深感兴趣的是生命派哲学，其主要代表者为柏格森
。
记得二十年前，余购读柏氏名著，读时甚慢，当时尝有愿心，愿有从容时间尽读柏氏书，是人生一大
乐事。
柏氏说理最痛快、透澈、聪明。
美国詹姆士杜威与柏氏，虽非同一学派，但皆曾得力于生命观念，受生物学影响，而后成其所学。
苟细读杜氏书，自可发见其根本观念之所在，即可知其说来说去者之为何。
凡真学问家，必皆有其根本观念，有其到处运用之方法，或到处运用的眼光；否则便不足以称为学问
家，特记诵之学耳!真学问家在方法上，必有其独到处，不同学派即不同方法。
在学问上，结论并不很重要，犹之数学上算式列对，得数并不很重要一样。
　　再则，对于我用思想作学问之有帮助者，厥为读医书(我读医书与读佛书同样无师承)。
医书所启发于我者仍为生命。
我对医学所明白的，就是明白了生命，知道生病时要多靠自己，不要过信医生，药物的力量原是有限
的。
简言之，恢复身体健康，须完全靠生命自己的力量，别无外物可靠。
外力仅可多少有一点帮助，药物如果有灵，是因其恰好用得合适，把生命力开出来。
如用之不当，不惟不能开出生命力，反要妨碍生命的。
用药不是好就是坏，不好不坏者甚少，不好不坏不算药，仅等于喝水而已。
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来之根抵。
在医学上，我同样也可说两句有关于不同学派或不同方法的话；中西医都是治病，其对象应是一个。
所以我最初曾想："如果都只在一个对象上研究，虽其见解说法不同，但总可发见有其相同相通处。
"所以在我未读医书前，常想沟通中西医学。
不料及读后，始知这观念不正确，中西医竟是无法可以沟通的。
虽今人仍多有欲沟通之者（如丁福保著《中西医通》，日人对此用功夫者亦甚多）。
但结果亦只是在枝节处，偶然发现中医书上某句话合于科学，或发现某种药物经化验认为可用，又或
发见中医所用单方有效，可以来用等，然都不能算是沟通，因其是彻头彻尾不同的两套方法。
单站在西医科学的立场上，说中医某条是对了，这不能算是已融取了中医的长处。
若仅依西医的根本态度与方法，而零碎的东抬西捡，那只能算是整理中医，给中医一点说明，并没有
把中医根本容纳进来。
要把中医根本容纳进来确实不行；那样，西医便须放弃其自己的根本方法，则又不成其为西医了。
所以，最后我是明白了沟通中西医为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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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问我：中西医根本不同之点既在方法，将来是否永为两套？
我于此虽难作肯定的答复，但比较可相信的是，最后是可以沟通的，不过须在较远的将来。
较远到何时？
要在西医根本转变到可以接近或至沟通中医时。
中医大概不能转变，因其没有办法，不能说明自己，不能整理自己，故不能进步，恐其只有这个样子
了。
只有待西医根本方法转变，能与其接近，从西医来说明他，认识他。
否则中医将是打不倒也立不起来的。
　　说西医转变接近中医，仿佛是说西医失败，实则倒是中医归了西医。
因中医不能解释自己，认识自己，从人家才得到解释认识，系统自然还是人家的。
须在西医系统扩大时才能容纳中医，这须有待于较远的将来。
此将来究有多远？
依我看，必须待西医对生命有所悟，能以生命作研究对象时；亦即现在西医研究的对象为身体而非生
命，再前进如对生命能更有了解认识时。
依我观察，现在西医对生命认识不足，实其大短。
因其比较看人为各部机.关所合成，故其治病几与修理机器相近。
中医还能算是学间，和其还能站得住者，即在其彻头彻尾为一生命观念，与西医恰好是两套。
试举一例：我的第一个男孩，六岁得病，迁延甚久，最后是肚子大，腹膜中有水，送入日本医院就医
，主治大夫是专门研究儿科的医学博士，他说必须水消腹小才好，这话当然不错。
他遂用多方让水消，最后果然水消腹小，他以为是病好了，不料出院不到二十分钟即死去。
这便是他只注意部分的肚子，而不注意整个生命的明证。
西医也切脉，但与中医切脉不同。
中医切脉，如人将死，一定知道，西医则否。
中医切脉，是验生命力量的盛衰，着意整个生命。
西医则只注意部分机.关，对整个生命之变化消息，注意不够。
中西医之不同，可以从许多地方比较，此不过略示一例。
再如眼睛有病，在西医只说是眼睛有病，中医则说是整个身体失调。
通俗的见解是外科找西医，内科找中医，此见解虽不高明，但亦有其来源。
盖外科是比较偏于局部的，内科则是关于整个生命。
西医除对中毒一项，认为是全身之事外，其他任何病症，皆必求其病灶，往往于死后剖视其病灶所在
。
将病与症候分开，此方法原来是很精确的，但惜其失处即在于局部观察。
中医常是囫囵不分的，没有西医精确，如对咳嗽吐血发烧等都看作病，其实这些只是病的症候，未能
将病与症候分开。
普通中国医生，只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知道一些从古相传的方法；这在学理上说，当然不
够，但这些方法固亦有其学理上的根据。
凡是学问，皆有其根本方法与眼光，而不在乎得数，中医是有其根本方法与眼光的，无奈普通医生只
会用古人的得数，所以不能算是学问．　　大概中国种种学术--尤其医学与拳术--往深处追求，都可
发见其根本方法眼光是归根于道家。
凡古代名医都是神仙家之流，如葛洪、陶弘景、华伦等，他们不单是有一些零碎的技巧法子，实是有
其根本所在，仿佛如庄子所说"技而近乎道矣"。
他们技巧的根本所在，是能与道相通。
道者何？
道即是宇宙的大生命，通乎道，即与宇宙的大生命相通。
在中西医学上的不同，实可以代表中西一切学术的不同：西医是走科学的路，中医是走玄学的路。
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即在其站在静的地方去客观地观察，他没有宇宙实体，只能立于外面来观察现象
，故一切皆化为静；最后将一切现象，都化为数学方式表示出来，科学即是一切数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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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可以数学表示，便是一切都纳入科学之时，这种一切静化数学化，是人类为要操纵控制自然所必
走的路子；但这仅是一种方法，而非真实。
真实是动的不可分的（整个一体的）。
在科学中恰没有此"动"，没有此"不可分"；所谓"动"，"整个一体不可分"，"通宇宙生命为一体"等，全
是不能用眼向外看，用手向外摸，用耳向外听，乃至用心向外想所能得到的。
反是必须收视返听，向内用力而后可。
本来生命是盲目的，普通人的智慧，每为盲目的生命所用，故智慧亦每变为盲目的，表现出有很大的
机械性。
但在中国与印度则恰不然，他是要人智慧不向外用，而运用之于自己生命，使生命成为智慧的，而非
智慧为役于生命。
印度且不说，在中国儒家道家都是如此。
儒家之所谓圣人，就是最能了解自己，使生命成为智慧的。
普通人之所以异于圣人者，就在于对自己不了解，对自己没办法，只往前盲目地机械地生活，走到哪
里是哪里。
儒家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便是表示生命已成功为智慧的，仿佛通体透明似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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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学大师谈读书，品人生！
纪念珍藏版　　展现“最后的儒家”梁漱溟的思想与人生，讲解佛学与儒学精髓　　梁漱溟关于读书
与做人的精选文章，重温一代国学大师的心路历程和思想境界。
　　梁漱溟之子梁培宽亲自审定，内容涉及佛学、中国哲学以及人生感悟等诸多方面，丰富详实，包
装精美，值得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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