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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本充满了智慧的书。
这里面所包涵晶莹的智慧，不只是从学问的研究得来，更是从生活的体验得来。
　　读这本书好像是泛舟在时间的洪流之中，一重一重世间的层峦叠嶂激湍奇涛，都在我们民族和个
人的生命中经过。
而且这段时间乃是历史上一个极不平凡时代的新序幕，举凡人类中各个集团的冲突，乃至东西文化中
的磨合，都集中在这个风云际会。
　　时代的转变愈快，被人们忽略的史实愈多。
若当时的人不予以记载，则后起的人更无从知道，无从了解。
这种忽略和遗忘都是人类很大的损失，因为在不断的历史的过程中间，以往的经验正是后来的教训。
　　了解这种意义，才能认识蒋梦麟先生这本书所蕴藏的价值。
他生长在这极不平凡时代已经过了七十年。
他从中国学究的私塾到西洋自由学府，从古老的农村社会到近代的都市文明，从身经满清专制的皇朝
到接受革命思想的洗礼，他多年生活在广大的外国人群里面，更不断生活在中国人群尤其是和知识青
年群众里面，他置身于中西文化思想交流的漩涡，同时也看遍了覆雨翻云沧海桑田的世局。
经过了七十年华，正是他智慧结晶的时候，到此时而写出他富有哲学内涵和人生风趣的回忆，其所反
映的绝不是他的一生，而是他一生所经验的时代。
　　《西潮》这本书里每一片段都含有对于社会和人生的透视。
古人所谓“小中见大”正可于此中求出。
其将东西文化相提并论之处，尤其可以发人深省。
著者好举平凡的故事，问杂以微妙而不伤人的讽刺，真使我们感觉到一股敦厚醇朴的风味。
这种风味在当今是不容易尝到的。
至于其中的妙语妙喻，不断的流露，正像珍珠泉中的泉水，有如粒粒的明珠，连串的喷了上来。
　　这本书最难达到的境界，就是著者讲这个极不平凡时代的事实，而以极平易近人的口吻写出来，
这正像孟邻先生做人处世的态度。
若不是具备高度文化的修养，真是望尘莫及的。
我何敢序孟邻先生的大著，只能引王荆公两句诗以形容他的写作和生平。
诗云：　　“看似平常最奇绝，成如容易却艰难。
”　　罗家伦　　民国四十八年十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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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潮》是一本充满了智慧的书。
这里面所包涵晶莹的智慧，不只是从学问的研究得来，更是从生活的体验得来。
读《西潮》好像是泛舟在时间的洪流之中。
一重一重世间的层峦叠嶂激湍奇涛，都在我们民族和个人的生命中经过。
而且这段时间乃是历史上一个极不平凡时代的新序幕，举凡人类中各个集团的冲突，乃至东西文化中
的磨合，都集中在这个风云际会。
我所写下的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
它记录了我心目中不可磨灭的景象，这些景象历历如绘地浮现在我的脑际，一如隔昨才发生的经历。
在急遽递嬗的历史中，我自觉只是时代巨轮上一颗小轮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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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又号孟邻。
浙江余姚人。
著名教育家。
其人其事：平生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育学博士。
归国后，任孙中山先生秘书。
1928年，成为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一任部长，后就职于北京大学，掌校长长达17年。
1950年到台湾，后病逝于台湾。
主要著作：《西潮》《新潮》《孟邻文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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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乡村生活　　我出生在一个小村庄里的小康之家。
兄弟姊妹五人，我是最小的一个，三位哥哥，一位姊姊。
我出生的前夕，我父亲梦到一只熊到家里来，据说那是生男孩的征兆。
第二天，这个吉兆应验了，托庇祖先在天之灵，我们家又添了一个儿子。
　　我大哥出生时，父亲曾经梦到收到一束兰花，因此我大哥就取名梦兰。
我二哥也以同样的原因取名为梦桃。
不用说，我自然取名为梦熊了。
姊姊和三哥诞生时，父亲却没有梦到什么。
后来在我进浙江高等学堂时，为了先前的学校里闹了事，梦熊这个名字入了黑名单，于是就改为梦麟
了。
　　我出生在战乱频仍的时代里。
我出生的那一年，英国从中国拿走了对缅甸的宗主权；出生的前一年拾恰是中法战争结束的一年，中
国对越南的宗主权就在那一年让渡给法国。
中国把宗主权一再割让，正是外国列强进一步侵略中国本土的序幕，因为中国之保有属国，完全是拿
它们当缓冲地带，而不是为了剥削他们。
中国从来不干涉这些边缘国家的内政。
　　这情形很像一只桔子，桔皮被剥去以后，微生物就开始往桔子内部侵蚀了。
但是中国百姓却懵然不觉，西南边疆的战争隔得太远了，它们不过是浩瀚的海洋上的一阵泡沫。
乡村里的人更毫不关心，他们一向与外界隔绝，谈狐说鬼的故事比这些军国大事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
但是中国的国防军力的一部分却就是从这些对战争不感兴趣的乡村征募而来的。
　　我慢慢懂得一些人情事故之后：我注意到村里的人讲起太平天国革命的故事时，却比谈当前国家
大事起劲多了。
我们乡间呼太平军为长毛，因为他们蓄发不剃头。
凡听到有变乱的事，一概称之为长毛造反。
大约在我出生的三十年前，我们村庄的一角曾经被太平军破坏。
一位木匠出身的蒋氏族长就参加过太平军。
人们说他当过长毛的，他自己也直认不讳。
他告诉我们许多太平军掳掠杀戮煮吃人肉的故事，许多还是他自己亲身参加的。
我看他的双目发出一种怪光，我父亲说，这是因为吃了人肉的缘故。
我听了这些恐怖的故事，常常为之毛骨悚然。
这位族长说，太平军里每天要做祷告感谢天父天兄(上帝和耶稣)。
有一天做祷告以后，想要讨好一位老长毛，就说了几句“天父夹天兄，长毛夺咸丰”一套吉利话。
老长毛点头称许他。
他抖了。
就继续念道“天下打不通，仍旧还成丰。
”“妈”的一声，刀光一闪，从他头上掠过。
从此以后，他不敢再和老长毛开玩笑了。
　　这样关于长毛的故事，大家都欢喜讲，欢喜听。
但是村里的人只有偶然才提到近年来的国际战争，而且漠不关心。
其间还有些怪诞不经的胜利，后来想起来可怜亦复可笑。
事实上，中国军队固然在某些战役上有过良好的表现，结果却总是一败涂地的。
　　现代发明的锋芒还没有到达乡村，因而这些乡村也就像五百年前一样地保守、原始、宁静。
但是乡下人却并不闲，农人忙着耕耘、播种、收获；渔人得在运河里撒网捕鱼；女人得纺织缝补；商
人忙着买卖；工匠忙着制作精巧的成品；读书人则高声朗诵，默记四书五经，然后参加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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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成千上万这样的村落，因为地形或气候的关系，村庄大小和生活习惯可能稍有不同，但是
使他们聚居一起的传统、家族关系，和行业却大致相同。
共同的文字、共同的生活理想、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科举制度则使整个国家结为一体而成为大家所知
道的中华帝国。
(我们现在称中华民国，在辛亥革命以前，欧美人称我们为中华帝国)。
　　以上所说的那些成千成万的村庄，加上大城市和商业中心，使全国所需要的粮食、货品、学人、
士兵，以及政府的大小官吏供应无缺。
只要这些村镇城市不接触现代文明，中国就可以一直原封不动，如果中国能在通商口岸四周筑起高墙
，中国也可能再经几百年而一成不变。
但是西洋潮流却不肯限于几个通商口岸里。
这潮流先冲激着附近的地区，然后循着河道和公路向外伸展。
五个商埠附近的，以及交通线附近的村镇首先被冲倒。
现代文明像是移植过来的树木，很快地就在肥沃的中国土壤上发芽滋长，在短短五十年之内就深入中
国内地了。
　　蒋村是散布在钱塘江沿岸冲积平原上的许多村庄之一，村与村之间常是绵延一两里的繁茂的稻田
，钱塘江以风景优美闻名于世，上游有富春江的景色，江口有著名的钱塘江大潮。
几百年来，江水沿岸积留下肥沃的泥土，使两岸逐步向杭州湾扩伸。
居民就在江边新生地上筑起临时的围堤截留海水晒盐。
每年的盐产量相当可观，足以供应几百万人的需要。
　　经过若干年代以后，江岸再度向前伸展，原来晒盐的地方盐份渐渐消失净尽，于是居民就在离江
相当远的地方筑起堤防，保护渐趋干燥的土地，准备在上面蓄草放牧。
再过一段长时期以后，这块土地上面就可以植棉或种桑了。
要把这种土地改为稻田，也许要再过五十年。
因为种稻需要大量的水，而挖池塘筑圳渠来灌溉稻田是需要相当时间的，同时土地本身也需要相当时
间才能慢慢变为沃土。
　　我童年时代的蒋村，离杭州湾约有二十里之遥。
围绕着它的还有无数的村庄。
大大小小，四面八方都有，往南一直到山麓，往北到海边，往东往西则有较大的城镇和都市，中间有
旱道或河汉相通。
蒋氏族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先是从徽州迁到奉化暂驻，又从奉化迁到余姚。
徽州是钱塘江的发源地，我们的祖先到余姚来，可能就是为了开垦江边新生地。
在我幼年时，我们蒋氏家庙的前面还有古堤岸的遗迹，那家庙叫做“四勿祠”，奉祠宋朝当过御史的
一位祖先，他是奉化人，名叫蒋岘。
然而一般人却惯叫“陟塘庙”，因为几百年前，庙前横着一条堤塘。
　　读者或许要问：什么叫“四勿”呢？
那就是《论语》里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四句话。
我们玩具店里所看到的三只猴子分别蒙起眼睛、耳朵、嘴巴，就是指这回事。
至于为什么没有第四只猴子，因为那三只猴子坐着不动，就可以代表了。
但是我们那位御史公却把这四勿改为勿欺心，勿负主，勿求田，勿问合，人称之为四勿先生。
这些自古流传下来的处世格言是很多的。
我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诸如寺庙、戏院、家庭、玩具、格言、学校、历史、故事等等，来灌输道
德观念，使这些观念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习惯。
以道德规范约束人民生活是中国社会得以稳定的理由之一。
　　几千年以来，中国的人口从北方渐渐扩展到南方，先到长江流域，继至珠江流域，最后到了西南
山区。
中华民族一再南迁的理由很多，南方土地肥沃、塞外好战部落入侵，以及人口的自然繁殖都有关系，
且从宋朝以后，黄河一再泛滥，更使人们想念江南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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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先在早期就由北而南，由南而东，最后终于在杭州湾沿岸定居下来。
　　蒋姓的始祖是三千多年前受封的一位公子王孙。
他的名字叫做百龄，是代周成王摄政的周公的第三个儿子。
他在纪元前十二世纪末期被封在黄河流域下游的一块小地方，他的封地叫做“蒋”，他的子孙也就以
蒋为氏了。
蒋是茭自古名。
那块封地之所以定名为蒋，可能是那一带地方茭白生长得特别繁茂的缘故。
　　在三国时代，也就是公元第三世纪，我们的一位祖先曾在历史上露了脸。
他的名字叫蒋琬，住在长江流域南部的湘乡，从蜀先主入蜀。
诸葛亮称他是社稷之才。
这证明住在长江以南的蒋姓子孙，在第三世纪以前就从黄河流域南迁了。
从我们的始祖起到现在，所有嫡系子孙的名字，在我们的族谱上都有纪录可考。
至于确实到什么程度，我却不敢说，因为他们的生平事迹很少有人知道，考证起来是很困难的。
但相传江南无二蒋，所以我们至少可以说一句：住在长江以南所有姓蒋的都是同宗同支的。
究竟可以正确地追溯到多远，我们可不知道了。
不过我们确切知道：住在浙江省境的蒋姓子弟，都在徽州找到了共同的宗脉。
　　我在宗谱中从迁余姚的始祖传到我为第十七世。
蒋姓首先定居在我们村里的是五百多年前来的，那是元朝末年的事。
这五百多年之中，两个朝代是外来民族建立的，一个是汉族自己的王朝，蒋姓一族曾经看到元朝的没
落，明朝和满清的兴衰，以及几乎推翻满清的太平天国。
朝代更换了，蒋村却依然故我，人们还是照常地过活、做工，最后入土长眠。
　　太平军到了村子里，村中曾经有几所房子焚毁，留在村子里的老弱有被活活烧死的，有一处大门
口残存的石阶上留有红斑，据传说是某位老太婆在此烧死时所流的血。
大多数的老百姓都逃到山里躲起来，但是战事一平定，大家又像蜜蜂回巢一样回到村里。
在我童年时代，村里还可以看到兵燹以后留下来的残垣断瓦。
　　村里的人告诉我，满洲人推翻明朝的消息，一直到新朝廷的圣旨到了村里时，大家才知道。
清帝圣旨到达村里时，邻村还正在演社戏呢！
改朝换代以后，族人生活上的唯一改变是强迫留辫子，同时圣旨严禁男人再穿明朝式样的衣服。
大家敢怒不敢言，但是死后入殓时，男人还是穿明朝衣冠。
因此我们族中流行着一句话“男投(降)女不投，活投死不投。
”就是说男人投降，女人却不投降，活人投降，死人却不投降。
一些人一直维持这个办法到一九一一年清室覆亡民国建立为止，中间经过两百五十年之久。
　　我们村上只有六十来户人家，人口约三百人，是个很小的村庄。
它的三面环绕着河汊，南面是一条石板路，通往邻近的村庄和城镇。
小河汊可以通到大河，再由大河可以到达杭州、苏州和上海等大城市。
　　蒋村虽然小，水陆交通却很便利。
河汊上随处是石桥，河的两岸则满是绿柳垂杨。
河中盛产鱼、虾、鳝、鳗、龟、鳖。
柳荫之下，常有人悠闲地在垂钓。
耕牛慢慢地踱着方步，绕着转动牛车，把河水汲到水槽再送到田里。
冬天是连阡穿陌的麦穗，夏天是一片稻海，使人生四季长青之感，麦穗和稻穗随着微风的吹拂，漾起
一片涟漪，燕子就在绿波之上的蓝空中穿梭翱翔。
老鹰忽高忽低地绕村回旋着，乘老母鸡不备的时候就俯冲而下，攫走小鸡。
　　这就是我童年时代的背景，也是我家族的环境。
他们安定地在那里生活了五百多年，他们很少碰到水灾或旱灾，在这漫长的几百年中也不过遇上一两
次的变乱和战争。
他们和平而满足地生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贫富之问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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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饶的稻谷、棉花、蚕丝、鱼虾、鸡鸭、蔬菜使人民丰衣足食。
　　几百年来，不论朝代如何更换，不论是太平盛世或战祸频仍，中国乡村里的道德、信仰，和风俗
习惯却始终不变。
乡下人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很不错，不必再求进步。
生命本身也许很短暂，但是投胎转世时可能有更大的幸福。
人死以后，据说灵魂就离开肉体，转投到初生的婴儿身上。
我自己就亲眼看到过绑赴刑场处决的罪犯，对围观的群众高喊：“十八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
”这是何等的达观！
　　我们村子里的人说：一个坏人或作孽多端的人，死后要转世为穷人，或者变马变猪，甚至灵魂支
离割裂，变为蚊蝇小虫。
好人善士的灵魂转世时则可以享更高的福禄。
这些都是随佛教而来的印度传说而被中国道教所采用的。
佛教本身，倒不大理会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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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自然是中国的国师。
她的道德观念和她的一切文物都建筑于大自然之上。
中国文化既不足以控制自然，她只好追随自然。
中西之不同亦即在此。
道德家和计价的责任是追随自然；科学家的责任则是控制自然。
　　一生做事，全凭“三子”：以也已　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
　　我所写下的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
它记录了我心目中不可磨灭的景象，这些景象历历如绘地浮现在我的脑际，一如隔昨才发生的经历。
在急遽递嬗的历史中，我自觉只是时代巨轮上一颗小轮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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