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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与人生：梁漱溟教育文集》辑录了梁漱溟先生从青年到老年，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年龄
阶段，对中国教育问题的看法和建议。
作为一个思想家和教育家，梁先生一生都在思考着人生问题和中国发展进步的问题，而中国的教育问
题，正是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发展进步。
梁先生以他卓绝的智慧和锐利的视角，撕开近百年来中国教育的外衣，从体制、内容、形式⋯⋯等诸
多方面剖析教育的本质、问题所在及解决办法。
　　教育是国家的根本、发展的的基石。
在今天中国“坚持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社会大环境下，本书对教育工作者和社会问
题研究者，以及对普通读者，都将有极大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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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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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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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说理想／252  吾人的生活与家庭／257  中西两方教育所注重之不同／260  朝会的来历及其意义／263  
三种人生态度——逐求、厌离、郑重／265  吾人的自觉力／268  欲望与志气／270  一般人对道德的三种
误解／271  谈生命与向上创造／273  人生在创造／276  谈修养／278  青年修养问题／280  悼念陶行知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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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两儿(1939年)／303  寄宽恕两儿(1948年)／304  寄宽恕两儿(1948年)／307  寄钦元孙(1980年)／308  附
录再版赘言(1945年版)／310编后记／3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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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记得辜鸿铭先生在他所作批评东西文化的一本书所谓《春秋大义》里边说到两方人教育的不同。
他说：西洋人人学读书所学的一则日知识，再则日知识，三则日知识；中国人人学读书所学的是君子
之道。
这话说得很有趣，并且多少有些对处。
虽然我们从前那种教人作八股文章算得教人以君子之道否，还是问题；然而那些材料——《论语》、
《孟子》、《大学》、《中庸》——则是讲的君子之道。
无论如何，中国人的教育总可以说是偏乎这么一种意向的。
而西洋人所以教人的，除近来教育上的见解不计外，以前的办法尽是教给人许多知识：什么天上几多
星，地球怎样转，⋯⋯。
现在我们办学校是仿自西洋，所有讲的这许多功课都是几十年前中国所没有，全不曾以此教人的；而
中国书上那些道理也仿佛为西洋教育所不提及。
此两方教育各有其偏重之点是很明的。
大约可以说，中国人的教育偏着在情意的一边，例如孝弟⋯⋯之教；西洋人的教育偏着知的一边，例
如诸自然科学⋯⋯之教。
这种教育的不同，盖由于两方文化的路径根本异趣；它只是两方整个文化不同所表现出之一端。
此只要看我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便知。
昨天到督署即谈到此。
有人很排斥偏知的教育，有人主张二者不应偏废。
这不可偏废自然是完全的合理的教育所必要。
    我们人一生下来就要往前生活，生活中第一需要的便是知识。
即如摆在眼前的这许多东西，哪个是可吃，哪个是不可吃，哪是滋养，哪是有毒，⋯⋯都需要知道，
否则，你将怎么去吃呢？
若都能知道，即为具有这一方面的知识，然后这一小方面的生活才对付得下去。
吾人生活各方面都要各有其知识或学术才行，学问即知识之精细确实贯串成套者。
知识或学问，也可出于自家的创造——由个人经验推理而得，也可以从旁人指教而来——前人所创造
的教给后人。
但知识或学问，除一部分纯理科学如数理论理而外，大多是必假经验才得成就的；如果不走承受前人
所经验而创造的一条路，而单走个人自家的创造一路，那一个人不过几十年，其经验能有几何？
待其经验，一个人已要老死了，再来一个人又要从头去经验。
这样安得有许多学问产生出来？
安得有人类文明的进步？
所谓学问，所谓人类文明的进步实在是由前人的创造教给后人，如是继续开拓深入才得有的。
无论是不假经验的学问，或必假经验的学问都是如此；而必假经验的学问则尤其必要。
并且一样一样都要亲自去尝试阅历而后知道如何对付，也未免太苦、太不经济，绝无如是办法。
譬如小孩生下来，当然不要他自去尝试哪个可吃，哪个不可吃，而由大人指教给他。
所以无论教育的意义如何，知识的授受总不能不居教育上最重要的一端。
西洋人照他那文化的路径，知识方面成就得最大，并且容易看得人的生活应当受知识的指导，从苏格
拉底一直到杜威的人生思想都是如此。
其结果也真能做到各方面的生活都各有其知识，而生活莫不取决于知识，受知识指导，——对自然界
的问题就有自然科学为指导，对社会人事的问题就有社会科学为指导。
这虽然也应当留心他的错误，然自其对的一面去说，则这种办法确乎是对的。
中国人则不然：从他的脾气，在无论哪一项生活都不喜欢准据于知识；而且照他那文化的路径，于知
识方面成就得最鲜，也无可为准据者。
其结果几千年到现在，遇着问题——不论大小难易——总是以个人经验、意见、心思、手腕为对付。
即如医学，算是有其专门学问了；而其实，在这上边尤其见出他们只靠着个人的经验、意见、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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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腕去应付一切。
中国医生没有他准据的药物学，他只靠着他用药开单的经验所得；他没有他准据的病理学、内科学，
他只靠着他临床的阅历所得。
由上种种情形互相因果，中国的教育很少是授人以知识，西洋人的教育则多是授人以知识。
但人类的生活应当受知识的指导，也没有法子不受知识的指导；没有真正的知识，所用的就只是些不
精细、不确实、未得成熟贯串的东西。
所以就这一端而论，不能说不是我们中国人生活之缺点。
若问两方教育的得失，则西洋于此为得，中国于此为失。
以后我们自然应当鉴于前此之失，而于智慧的启牖、知识的授给加意。
好在自从西洋派教育输入，已经往这一边去做了。
    情意一面之教育根本与知的一面之教育不同；即如我们上面所说知的教育之所必要，在情意一面则
乌有。
故其办法亦即不同。
知的教育固不仅为知识的授给，而尤且着意智慧的启牖。
然实则无论如何，知识的授给终为知的教育最重要之一端，此则与情意的教育截然不同之所在也。
智慧的启牖，其办法与情意教育或不相远；至若知识的授给，其办法与情意教育乃全不相应。
盖情意是本能，所谓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为一个人生来所具有无缺欠者，不同乎知识为生来所不
具有。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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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梁漱溟先生关于教育的论述于1935年首次结集成书，由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问世，这一版可称之
为此书的。
1935年版。
十年之后，抗战末期日本将投降之前，1945年又由开明书店再版。
这可称之为此书的1945年版。
    目前即将出版的这本书《教育与人生——粱漱溟教育文集》是此书的第三个版本，可称之为2012年
版。
这一版本的出版距首次出版已七十余年，距第二次1945年版的出版也有六十多年了。
    1945年版是以1935年版为基础，经过增删校订而成，并非只是前一版的重印。
它是教育家唐现之先生精心编选于前，又由著者亲自校订增删于后而成，是一个相当好的版本。
    现在编成的这第三个版本，保留了1945年版本的全部内容，即使原有的编排次序也未作变更，现将
它纳入这一新版本之中，作为此书的“上编”。
    “上编”有加以扩充的必要。
于是又有本书的“中编”与“下编”。
    “中编”所收录的文字。
多是就“上编”中曾论及的问题，再加以申论或说明的。
如“上编”中的《精神陶炼要旨》一文内曾指出，“要指给大家认识的，就是民族精神”，于是选录
了《中国民族精神所在》，收入在“中编”之内，对“民族精神”加以申论。
    教育工作的对象为“人”，从事此工作者自应对“人”有所认识。
著者晚年写成《人心与人生》一书，此书正是以“有助于人类认识自己”为目的。
可是此书难于摘录，详加介绍，于是选录了著者的一次谈话：《我对人类心理认识前后转变不同》，
收入“中编”之内。
    再如“上编”内的《东西人教育之不同》中曾指出其“不同”，“盖由于两方文化的路径根本异趣
”。
于是选录了《东方学术之根本》一文，从“根本”处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与认识“异趣”之缘由。
    “朝会”是著者一向倡导并自己力行的一种教育活动方式，坚持此种活动确曾收到师生互励共进的
效果。
于是在“中编”收入关于“朝会”的著者文字不少，如《朝会的来历及其意义》，以及著者在朝会的
若干讲话，以供大家了解此种教育活动的参考。
    现在再说本书的第三部分——“下编”。
    著者之成长与自学成材，有所成就，当然与他所受之家庭教育——主要是著者父亲巨川老先生的教
导，有密切的关系。
这在著者的《思亲记》一文中即有这样的话：  “公之为教，独使情余于礼，意得自通，而教之有道
，其间分际斟酌，盖有足为一世法者。
”关于这“教之有道”，著者后来不只一次有文字记述自己的亲身感受与认识。
现在这些文字均收入本书“下编”，供读者研究探讨。
    著者是家庭教育“受教者”，至成年之后又成为“施教者”。
他以身教与言教影响子孙等晚辈。
现选录著者家书数封，收入本书“下编”，从这些家书可见出著者对晚辈言教之一斑。
    唐现之先生为此书的1935年版曾写有《梁漱溟先生生平及其教育思想述略》(原名《编者赘言》)，
对梁先生生平及其思想作了概略介绍，可供此书读者参考；同时为纪念唐先生为此书编辑出版所作出
的重要努力，特将此一《述略》保留下来，仍置于全书之首。
而唐先生又为此书1945年版所写《再版赘言》，是此书出版历史的纪录，也有保存的意义，因此作为
附录收入本书之末。
    关于唐现之先生，应在此作一简略的介绍：    唐现之先生，广西灌阳县文市镇田心村人，生于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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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919年入南京高等师范，受业于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深受其影响，崇信陶先生教育思想。
唐先生终身从事教育事业，尤尽力于师范教育，培养合格的育人人才。
他在办学中，贯彻“教学做”、“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育必须为社会服务等陶先生的
教育主张。
唐先生认为“教育最怕是机械化、形式化，被动而不能主动，因袭而不能创造”，因而提倡“办学自
由”，“不能单凭政府法令章则办教育”。
先生在广西工作数十年，办的多是“晓庄师范”式的学校，如桂林师专等，因而往往为当权者所不容
。
    解放后，先生被任为广西司法厅厅长，而未用其所长，使他不能再为教育事业多作贡献，很是可惜
。
1957年于“反右”运动中“获罪”，就更无可说了。
1975年5月，这位教育家未及眼见“十年浩劫”的终结，就因病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八岁。
    在此应补述唐先生与粱漱溟先生的曾共事的交谊如下。
    1934年至。
1936年间，唐先生曾应邀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山东邹平县)，任研究部导师、训练部主任，并兼管
院刊《乡村建设》。
梁先生在朝会上的若干讲话曾刊载于院刊上，就是唐先生的主张与倡议，将部分讲话辑录成《朝话》
出版；因受到读者注意，数十年来至今再版十次以上。
至于梁先生的教育论述首次结集问世，以及十年后的增订再版，都是唐先生的首倡，以上已提过，即
不再赘述。
    此书这次再版的整理编选，实为以唐现之先生主持下的先前两版基础上的后续工作。
此后续工作拖延甚久，与因病住院有关，如今终告结束，其不妥与欠缺之处，尚望读者、特别是从事
教育工作的同志，多予指教与评说。
    此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又有雍薇同志的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她为之付出劳动甚多。
现此书终于编成将付印之际，是应记之于此的。
    梁培宽    2012年4月30目    时年八十又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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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梁漱溟编著的《教育与人生(梁漱溟教育文集)》内容介绍：所谓教育，不但在智慧的启牖和知识的创
造授受，尤在调顺本能使生活本身得其恰好。
教育的本意，是要把人们养成有本领、有能力。
教育要本于生活，教育必须教学做合一。
教育的功用，不外为“绵续文化而求其进步”。
教育是帮助人来实现他自己、完成他自己。
教育一事应当一面在事实上不离开现社会，而一面在精神上要领导社会。
我们的精神陶炼。
含有三方面，即合理的人生态度与修养方法的指点，人生实际问题的讨论，及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析。
教育应当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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