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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00-2000百年美文：哲思卷（上下）》收集了值得您反复阅读的优美文字，让您尽情领略文学
大师的笔下风光，学习他们的写作技巧，汲取他们的人生智慧，感受百年历史的文化底蕴。
书中鲜为人知的作者逸事，将使您的阅读更有情趣。
“百年美文”丛书共5卷12册，分为生活卷、读书卷、地域卷、哲思卷和女性情感卷。
所收录的散文中，既有鲁迅的沉郁雄浑，冰心的隽秀玲珑、朱子清的淳朴淡泊，也有沈从文的轻灵曼
妙，丰子恺的厚重平实，杨朔的镂紧错彩，其余各家也别有千秋。
《1900-2000百年美文：哲思卷（上下）》为“百年美文”之《哲思卷》。
　　浓缩百年，萃取经典，营造迷人书香，大师手笔，传世名篇，奉献千古美文，智慧文字，行云流
水，享受品位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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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　　惜名　森纾　　名为实宾，宾之主即实也。
得实矣，奚息不名？
顾因实得名，或名被天下，名乃愈不可恃。
其败也，亦捷迅不逾一瞬。
小儿之踬也，轻而委地，故不得伤。
老至则否。
若乘屋而骑危，登峰而造极，一坠而颅脊立碎。
故名高者不宜踬，踬必莫救。
身既为众所睊娼，方求其间而不得，一旦自授以隙，欲乞湔涤，谁复许之？
君子之于名，未尝不尚。
孔子之疾没世，虽圣人亦尚矣。
　　余则以为得名易也，求所以保此名，则非易。
不惟大不逾闲，即小德之出入，亦足为累。
恃盛名而弛防，谓举世决无敢议我而轻我。
即有轻而议者，有识之人尚为吾谅。
呜呼，此念萌，大名随之而隳矣。
王船山、胡致堂其议古人也无完肤，虽大人长德弗免。
矧今之持议者，非船山复非致堂，蛆酷过于妒妇，科纲严密，君子值之其能免乎？
人果知猝得大名为不祥，息息敛抑，坚持其不敢快意者，斯寡过矣。
　　余非有名于时者也，笃念父母师保之恩，亦日患名之委堕以滋戾，为制斯文铭诸座右。
　　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　严复　　西人之论物理者日：凡物成形之后，若无别力加之，则此物永
不变异。
然天下之物，点点密移，前后相续，无间变易者，则以有阻力与离心力也。
阻力者，如此物有欲行之方向，而有他力阻之使不行，或阻力四面俱生，亦可使本物受其极大之逼迫
，而更其面目。
离心力者，由万物极微合成，内具向心力，若失其互相吸引之性，而每点各相推拒，则可使本物失其
形性，而化为乌有。
此二力均能改物，而离心力尤甚。
因物遇阻力时，若无离心力，则物不过失其本形，而别成新形；设再加之以离心力，则此物遂灭而别
为他物矣。
尝持此说以论群学，则其验尤不爽。
譬如有一家于此，本非富贵之裔，上无奥援，外无凭借，内无恒产，欲有所图，其力辄若有物以限制
之。
其限之者，即群中之阻力也。
然若其家之父子兄弟，齐心耦意，沉毅有为，既不躁动，亦不馁败，将见如此久之，而阻力渐次变小
，终至于无。
家业之兴，其始若或限之者，其究莫之能御，此阻力终为向心力所胜也。
若其家之父子兄弟，互相猜忌，借助外援，自相鱼肉，以取一时之快意，则其一家所成之离心力，外
侮之来未迫，而内讧之势已不可支矣。
即使家本富贵，亦不能久，况其为贫贱乎！
故曰：离心力尤可畏于阻力也。
　　今者中国幅员万里，人民数百兆，天下之人，举皇皇然若有不终日之势。
问其何故，则必以为欧洲各强国之阻力也。
从大至小，无论何事，考其情状，无不见屈于西人。
谓为阻力，诚阻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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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试思此阻力之何以行于吾土，而吾竞无拒力哉？
则知吾中国有离心力之故也。
夫离心力者，非权臣内奸，外藩跋扈，士民朋党，大盗移国之谓也。
盖此数者，虽可使玉步迁移，神州板荡，势浪所及，或数十百年而后已，然其先必有数十人或数百人
，同一心志，生死不渝，而后能成滔天之祸，其后则杀人既多，祸机渐弭，亦终有小康之一日，必不
至无声无臭，全种沦胥。
故仅可谓为阻力，而非离心力也。
然则离心力之情状何如？
其情状之可见者，朝野义安，除外侮之外，晏然无事，野无盗贼，即偶有，亦旋擒搜荡平之。
士林无横议，布帛菽粟之谈，远近若一，即有佻达，亦其小小。
朝士彬彬，从容文貌，威仪繁缛，逾于古初。
听天下之言，无疾言也；观天下之色，无遽色也；察天下之行事，无轻举妄动也。
而二万里之地，四百兆之人，遂如云物之从风，夕阳之西下，熟视不见其变迁，逾时即泯其踪迹，其
为惨栗，无以复逾。
究其本原，其细已甚。
　　尝考欧人之富强，由于欧人之学问与政治。
当其声光化电动植之学之初发端时，不过一二人以其余闲相论讨耳。
或蓄一垆一釜，凡得金石，举加热以察其变化；或揉猫皮，擦琥珀，放风筝，以玩其相吸；或以三角
玻璃映日以观其彩色；或见水化汽时，鼓动其器之盖，而数其每时之动；其尤可笑者，或蓄众微虫而
玩之，或与禽兽同卧起以觇之。
其始一童子之劳，锲而不舍，积渐扩充，遂以贯天人之奥，究造化之原焉。
以若所为，若行之中国，必群目之曰呆子。
天下之善政，自民权议院之大，以至洒扫卧起之细，当其初，均一二人托诸空言，以为天理人心，必
当如此，不避利害，不畏艰难，言之不已；其言渐著，从者渐多，而世事遂不能不随空言而变。
以若所为，若移之中国，又必群议之日病狂。
其菲薄揶揄，不堪视听，或微词婉讽，或目笑不言，始事者本未有心得之真，观群情如此，必自疑其
所学之非，而因以弃去。
故不必有刀锯之威，放流之祸，仅用呆狂二字，已足沮丧天下古今人材之进境矣。
人材既无进境，则教宗政术，自然守旧不变，以吉为宗。
夫数千年前人所定之章程，断不能范围数千年后之世变，古之必敝，昭然无疑，更仆难终，不能具论
。
综其大要，不过日，政教既敝，则人心亦敝而已。
人心之敝也，浸至合群之理，不复可言，不肖之心，流为种智，即他人之善政，而我以不肖之心行之
，既有邪因，必成恶果，守旧之见，因之益坚。
　　当斯时也，游于其野，见号为士者，习帖括，工摺卷，以应试为生命。
当其应试，偶不如志，哗然称罢考。
已而有贱丈夫焉，默计他人皆不应试，而我一人独应之，则利归我矣，乃不期然而俱应试如故。
行于其市，实业之学不明，商隋日棘，亦尝奋然日齐行。
乃又有贱丈夫焉，默计他人如彼，而我阴如此，则利归我矣，乃不期然而行之不齐如故。
及观乎其朝，夫今日之卿大夫，即士子帖括之所换，市贾金钱之所买者也。
当其少年，本无根蒂，一行作吏，习气益深，陈力就列，所治之事，彼此不相知，各凭私见，以为独
断。
若国之内政，无往非伪，以伪应伪，无从证其是非，但见事事合例而已。
及猝有外交之事，则本无例之可援，万不能以己之伪，应他人之真，遂不得不互相推诿，互相蒙蔽，
直至其事已临不能再缓之限，乃以一二志气颓唐，本无学问，而又互相猜忌之人，凭其影响之见闻，
决以须臾之意见。
其职愈要，则其见闻之来历，转展愈多，故其影响亦愈甚，而差谬愈远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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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局一成，局中即有明哲人，亦必随俗迁流，无能为役。
盖明知一立异同，则其身不能一日安，于事毫无所补，不如姑回翔以待之也，而此待遂千古矣。
　　今日中西人士论中国弊政者，均沾沾以学校、官制、兵法为辞，其责中国者，何其肤廓之甚哉！
夫中国之不可救者，不在大端，而在细事，不在显见，而在隐微。
故有可见之弊，有不可见之弊，有可思及之弊，并有不可思及之弊。
蒙等生长乡闾，见闻狭隘，三途六道，干诡万变，无由得知，仅就平日所闻于朋友者，而已若此。
此病中于古初，发于今日，积之既久，疗之实难。
无以名之，名之日离心力而已。
夫中国实情，其或有不止于此者乎？
或有不若此之甚者乎？
非所知也。
　　文明之消化　蔡元培　　凡生物之异于无生物者，其例证颇多，而最著之端，则为消化作用。
消化者，吸收外界适当之食料而制炼之，使类化为本身之分子，以助其发达。
此自微生物以至人类所同具之作用也。
　　人类之消化作用，不惟在物质界，亦在精神界。
一人然，民族亦然。
希腊民族吸收埃及、腓尼基诸古国之文明而消化之，是以有希腊之文明；高尔、日耳曼诸族吸收希腊
、罗马及阿拉伯之文明而消化之，是以有今日欧洲诸国之文明。
吾国古代文明，有源出巴比仑之说，迄今尚未证实；汉以后，天方、大秦之文物，稍稍输入矣，而影
响不著；其最著者，为印度之文明。
汉季，接触之时代也；自晋至唐，吸收之时代也；宋，消化之时代也。
吾族之哲学、文学及美术，得此而放一异彩。
自元以来，与欧洲文明相接触，逾六百年矣，而未尝大有所吸收，如球茎之植物，冬蛰之动物，恃素
所贮蓄者以自赡。
日趣赢瘠，亦固其所。
至于今日，始有吸收欧洲文明之机会，而当其冲者，实为我寓欧之同人。
　　吸收者，消化之预备。
，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
食肉者弃其骨，食果者弃其核，未有浑沦而吞之者也。
印度文明之输入也，其滋养果实为哲理，而埋蕴于宗教臭味之中。
吸收者浑沦而吞之，致酿成消化不良之疾。
钩稽哲理，如有宋诸儒，既不免拘牵门户之成见；而普通社会，为宗教臭味所熏习，迷信滋彰，至今
为梗。
欧洲文明，以学术为中坚，本视印度为复杂；而附属品之不可消化者，亦随而多歧。
政潮之排荡，金力之劫持，宗教之拘忌，率皆为患想自由之障碍。
使皆浑沦而吞之，则他日消化不良之弊，将视印度文明为尤甚。
审慎于吸收之始，毋为消化时代之障碍，此吾侪所当注意者也。
　　且既有吸收，即有消化，初不必别有所期待。
例如晋唐之间，虽为吸收印度文明时代，而其时《庄》、《易》之演讲，建筑图画之革新，固已显其
消化之能力，否则其吸收作用，必不能如是之博大也。
今之于欧洲文明，何独不然。
向使吾侪见彼此习俗之殊别，而不能推见其共通之公理，震新旧思想之冲突，而不能预为根本之调和
，则臭味差池，即使强饮强食，其亦将出而哇之耳！
当吸收之始，即参以消化之作用，俾得减吸收时代之阻力，此亦吾人不可不注意者也。
　　敬业与乐业　梁启超　　我这题目，是把《礼记》里头“敬业乐业”和《老子》里头“安其居乐
其业”那两句话断章取义造出来。
我所说是否与《礼记》《老子》原意相合，不必深求；但我确信敬业乐业四个字，是人类生活不二法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百年美文哲思卷（上下）>>

门。
　　本题主眼，自然是在敬字乐字。
但必先有业才有可敬可乐的主体，理至易明。
所以存讲演正文以前，先要说说有业之必要。
　　孔子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
”又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
”孔于是一位教育大家，他心目中没有什么人不可教诲，独独对于这两种人便摇头叹气说道“难！
难！
”可见人生一切毛病都有药可医，惟有无业游民，虽大圣人碰着他，也没有办法。
　　唐朝有一位名僧百丈禅师，他常常用两旬格言教训弟子，说道：“一日不做事，一日不吃饭。
”他每目除上堂说法之外，还要自己扫地擦桌子洗衣服，直到十岁日日如此。
有一回他的门生想替他服劳，把他本日应做的工悄悄地都做了，这位言行相顾的老禅师，老实不客气
，那一天便绝对的不肯吃饭！
　　我征引儒门佛门这两段话，不外证明人人都要正当职业，人人都要不断的劳作。
倘若有人问我：“百行什么为先？
万恶什么为首？
”我便一点不迟疑答道：“百行业为先，万恶懒为首。
”没有职业的懒人，简直是社会上蛀米虫，简直是“掠夺别人勤劳结果”的盗贼。
我们对于这种人，是要彻底讨伐，万不能容赦的。
有人说：我并不是不想找职业，无奈找不出来。
我说：职业难找，原是现代全世界普通现象，我也承认。
这种现象应该如何救济，别是一个问题，今日不必讨论。
但以中国现在情形论，找职业的机会，依然比别国多得多；一个精力充满的壮年人，倘若不是安心躲
懒，我敢信他一定能得相当职业。
今日所讲，专为现在有职业及现在正做职业上预备的人——学生——说法，告诉他们对于自己现有的
职业应采何种态度。
　　第一要敬业：敬字为古圣贤教人做人最简易直捷的法门，可惜被后来有些人说得太精微，倒变了
不适实用了。
惟有朱子解得最好，他说“主一无适便是敬。
”用现在的话讲：凡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事上头，一点不旁骛，便是敬。
业有什么可敬呢？
为什么该敬呢？
人类一面为生活而劳动，一面也是为劳动而生活。
人类既不是上帝特地制来充当消化面包的机器，自然该各人因自己的地位和才力，认定一件事去做。
凡可以名为一件事的，其性质都是可敬。
当大总统是一件事，拉黄包车也是一件事，事的名称，从俗人眼里看来有高下，事的性质，从学理上
解剖起来并没有高下。
只要当大总统的人信得过我可以当大总统才去当，实实在在把总统当作一件正经事来做；拉黄包车的
人信得过我可以拉黄包车才去拉，实实在在把拉车当作一件正经事来做，便是人生合理的生活。
这叫做职业的神圣。
凡职业没有不是神圣的，所以凡职业没有不是可敬的，惟其如此，所以我们对于各种职业，没有什么
分别拣择。
总之人生在世是要天天劳作的，劳作便是功德，不劳作便是罪恶。
至于我该做那一种劳作呢？
全看我的才能何如境地何如。
因自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种劳作做到圆满，便是天地间第一等人。
　　怎样才能把一种劳作做到圆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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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秘诀就是忠实，忠实从心理上发出来的便是敬。
《庄子》记疴瘘丈人承蜩的故事，说道：“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惟吾蜩翼之知。
”凡做一件事，便把这件事看作我的生命，无论别的什么好处，到底不肯牺牲我现做的事来和他交换
。
我信得过我当木匠的做成一张好桌子，和你们当政治家的建设成一个共和国家同一价值；我信得过我
当挑粪的把马桶收拾得干净，和你们当军人的打胜一枝压境的敌军同一价值。
大家同是替社会做事，你不必羡慕我，我不必羡慕你。
怕的是我这件事做得不妥当，便对不起这一天里头所吃的饭。
所以我做事的时候，丝毫不肯分心到事外。
曾文正说：“坐这山，望那山，一事无成。
”我从前看见一位法国学者著的书，比较英、法两国国民性，他说：“到英国人公事房里头，只看见
他们埋头执笔做他的事，到法国人公事房里头，只看见他们衔着烟卷像在那里出神；英国人走路，眼
注地上，像用全副精神注在走路上，法国人走路，总是东张西望，像不把走路当一回事。
”这些话比较得是否确切，姑且不论；但很可以为敬业两个字下注脚。
若果如他们所说，英国人便是敬，法国人便是不敬。
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职业不敬，从学理方面说，便亵渎职业之神圣；从事实方面说，一定把实情做糟了
，结果自己害自己。
所以敬业主义，于人生最为必要，又于人生最为有利。
庄子说：“用志不纷，乃凝于神。
”孔子说：“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
”我说的敬业，不外这些道理。
　　第二要乐业：“做工好苦呀！
”这种叹气的声音，无论何人都会常在口边流露出来。
但我要问他：“做工苦，难道不做工就不苦吗？
”今日大热天气，我在这里喊破喉咙来讲，诸君扯直耳朵来听，有些人看着我们好苦；翻过来，倘若
我们去赌钱去吃酒，还不是一样的淘神费力？
难道又不苦？
须知苦乐全在主观的心，不在客观的事。
人生从出胎的那一秒钟起到咽气的那一秒钟止，除了睡觉以外，总不能把四肢五官都搁起不用，只要
一用，不是淘神，便是费力，劳苦总是免不掉的。
会打算盘的人只有从劳苦中找出快乐来。
我想天下第一等苦人，莫过于无业游民，终日闲游浪荡，不知把自己的身子和心子摆在那里才好，他
们的日子真难过。
第二等苦人，便是厌恶自己本业的人，这件事分明不能不做，却满肚子里不愿意做，不愿意做逃得了
吗？
到底不能，结果还是皱着眉头哭丧着脸做去，这不是专门自己替自己开玩笑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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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900-2000百年美文:哲思卷(上下)》所选，是百年来中国散文最经典的顶级作品，是值得您反复阅读
的优美名篇，是诸多文学大师奉献的华章盛宴。
传世名篇开卷有益，作者逸事雅俗共赏，展现出一道靓丽的文坛风景线⋯⋯百年美文，浩如烟海，
《1900-2000百年美文:哲思卷(上下)》为您挑选出了最为脍炙人口的经典篇章，让您尽情领略文学大师
的笔下风光，学习他们的写作技巧，汲取他们的人生智慧，感受百年历史的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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