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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艾恺教授序我非常荣幸能为这本小书作序。
我想先说说我与梁漱溟先生两人对谈的因缘。
我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对梁先生的生平志业产生兴趣，以他作为博士论文的主题，在台湾与香港收集
相关资料，寻访他的故友旧交。
碍于当时中美政治局势，我始终无法前往中国，亲见我研究的对象梁先生。
1973年初，我头一次有机会前往中国。
在当时，一个美国人能到中国去，仍是极不寻常的异例。
为什么我能成行呢？
这是因为在尼克松总统访中后，几个中国代表团在1972年陆续来美，而我充当中文翻译，起了沟通两
国的桥梁作用，所以在1973年时，我与内人才有这个难得的机会可以造访中国。
当时，我向中方提出的第一个请求，便是希望可以同梁先生见面，但由于正值“文革”，时机敏感，
我并没有如愿以偿地拜见到梁先生，只能抱憾返美。
1979年，在我的梁漱溟研究《最后的儒家》出版成书的同时，中国的政治起了巨大的变化。
这波改革开放的潮流也改变了梁先生的生活。
原本与夫人蜗居在狭小房间的梁先生，被政协安置到有部长楼之称的22号楼，与文化名流如丁玲等对
门而居。
有了舒适的房舍，梁先生认为比较适宜见客，便即刻想办法与我联系。
某日我突然接到一通陌生的来电，电话那头是一位高龄八旬的石老先生。
他是梁先生20年代在北大的学生，刚从北京来美，受梁先生所托，捎来口讯，说是梁老已经知道《最
后的儒家》出版了，希望可以与我见面。
又过了几个月，一天课后，有个中国学生突然来见我。
他不久前才从北京来美与父亲团圆。
他拿着梁先生的联络地址，告诉我他旧日的邻居梁伯伯，十分希望可以见到我，看到我所出版关于他
的著作。
我即刻将拙著寄给他，不久便获得梁先生友善的回应，约定好隔年一定到北京去拜访他。
1980年我到北京第一天，马上便去寻找梁先生，他告诉了我他是如何搬到22号楼来。
第二天早上，我到梁家正式拜见，梁先生所有的亲人都出现在那里，对于我的来访相当郑重其事。
梁先生将我介绍给他的家人，我则送予他哈佛大学的纪念品，以及一幅他父亲的遗作。
经过种种波折，在这多年之后，我终于得以与梁先生，仅仅隔着一方小几，相对而坐，开始对谈。
之后的两周，我天天一早便到梁家拜访，请教梁先生。
我将对话的内容录音整理，后来收进梁先生的全集，现在又单独出版成书。
回顾两人对谈因缘，真是感慨万千。
在我们的对谈中，我透过梁先生理解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特质。
这是最值一提的部分。
在我们密集谈话的两周里，头两三天梁先生多与我说关于佛家的想法，让我很感疑惑，便问：“您不
是早在多年前便公开放弃佛家思想了吗？
”他说他都放弃也没放弃，谈到拙作的标题《最后的儒家》将他定位为一位儒者，他表示他可以接受
。
然而有时他也向我表示马列主义的科学很好；当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他亦赞美道教。
有次提到他因组织民盟而见到马歇尔，他对马歇尔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是个好人，因为他是一个虔诚
的基督徒。
那时我相当不解，一个人如何可以既是佛家又是儒家？
既认同马列思想又赞许基督教？
后来终于想通了，这种可以融合多种相互矛盾的思想，正是典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质。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虽有许多辩论，但百家学者并不认为自己是特定的一家，比方说现在我们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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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与荀子，认为他们虽然一言性善，一言性恶，但都是儒家，是孔子的信徒，然而在当时，即便是
孔子也未必认为自己是儒家。
我们今日习以为常的学术分类，其实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论及其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
，为诸子百家分门别派，而发明出来的体系。
我认为中国文化本就是个融合许多看似不相容的思想于一体，却同时又喜欢分门别类的文化。
只需留心便会发现，其实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融合各类的思想于一身。
比方程朱陆王，同为新儒家，虽然讲义理心性，歧异很大，但他们的思想中都含有许多佛家的成分。
晚清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章太炎，固然在政治立场与今古文经学上分踞两极，但同样都将佛家、
西方思想及儒家融入他们个人的学思中。
这解释了为什么对于受现代学术规范训练的我而言，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儒家，又是马列信徒；但对
梁先生来说，这完全不是问题。
从这点看来，梁先生仍是一个相当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
依我浅见，先秦诸子虽然路线不同，但他们都共享一个宇宙观，认为宇宙是一体而有机的，天地间的
每个成分跟其他的成分相互关连，所以在这样的宇宙观里，没有绝对的矛盾，只有相对的矛盾。
这种宇宙观，经历数千年，仍深植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底层，是以各种不同的思想成分，可以共存
在一个人的思想里，运行不悖。
梁先生与我谈话的内容，有一大部分是我向他请教20世纪初的人事。
为何我不静静听梁先生抒发他的想法，而要询问他许多过去的交往呢？
我是历史研究者，自然会希望多多保存历史资料，而梁先生是我所知最后一个健在且头脑清明的人，
曾经亲身经历参与过这几十年中国文化剧变，并且和许多重要知识分子相知相交过。
他的回忆是宝贵的，所以我才僭越地主导谈话，希望可以将这些独一无二的经验记录下来。
像我这样，等到传记完成出书之后，作者才终于见到传主，在中国近代史学界中可能是空前未有的特
例。
与梁先生谈话之后，我在《最后的儒家》一书最后加上一章，增补修定了原书的一些未竟之处，特别
是他在“文革”期间受苦一节，由于我未能在书成前与他见面，也没有相关记录流通，所以不知悉细
节，也无法载入书中，后来与他谈话后才知道实情，补充在这最后一章里。
大体来说，我并没有在亲见梁先生之后，修改拙作的结构与内容。
与他谈话之后，我发现梁先生表里如一，他的文章诚实地反映出他的观感，未曾因为要顺应时局而掩
饰真心，所以我透过文字所见到的梁先生，与我后来实际上对谈的梁先生，是一致的。
是以我虽无缘在书成前见到他，但透过他的文章，我仍然深刻地认识到梁先生的真实的性格与想法。
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看来，我认为就算再过一百年，梁先生仍会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
单单是因为他独特的思想，而是因为他表里如一的人格。
与许多20世纪的儒家信徒相比较起来，他更逼近传统的儒者，确实地在生活中实践他的思想，而非仅
仅在学院中高谈。
梁先生以自己的生命去体现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理想，就这点而言，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
2005年9月于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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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梁漱溟说：人类不是渺小，是悲惨；悲惨在受制于他自己（制与受制是一）。
渺小是最错误的见解。
几时你超脱了自私，几时你超脱了渺小。
不可战胜的是谁？
是生命。
被战胜的是什么？
是特质。
生命是心，是心表见在物上的，是心物之争。
历史（宇宙史）一直是心对物之争，一次一次无数次，一步一步无数步，征服了物，凭藉物，利用物
，表演出来的。
深深地进入了解自己，而对自己有办法，才得避免和超出了不智与下等。
——这是最深渊的学问，最高明最伟大的能力或本领。
然而却不是一味向外逐物的西洋科学家之所知矣。
经济生活分散了人心，而组联了人身。
政治形成集团对抗，划时分比疆彼界。
今日世界总是之形成由于西方文化。
要避免人粝之毁灭只有转向中国文化。
中国问题之陷于今日局面正为盲目学西洋之结果。
欲把僵局化归缓和而达于统一必须矫正划界限与用武力之两点错误，而超脱于世界两大壁垒则为其入
手。
着急贪求，表见了人类的卑微；歆羡涎流，显露了人类的场丑陋；忍耐不下，烦恼苦愁，见出了人类
的无用。
学问是解决问题的，而且真的学问是解决自己的问题。

　　本书文字根据梁漱溟先生家属现有艾恺教授所存录音磁带（共计30盒）整理而成，直接由声音转
为文字，逐字逐句，未作任何修饰及增删，完全以录音为准。
为帮助读者理解梁漱溟先生的思想，本书特意摘录《梁漱溟全集?思索领悟辑录》（卷八，1993）中的
相关论述，置于正文相应部分的开头，以作对照，并将正文里谈及有关人事的评价、作者重要的观点
提取出来，置于原文对应的书口，以作强调。
同时，在编辑过程里，将整理者添注的说明文字，以楷体字标出；对全书前后不统一的译名，如艾恺
教授序里的人名、地名，进行了规范统一；对文中的年代、时间、数字作了一致处理，如公元纪年均
写为阿拉伯数字，中国纪年（如“民国十七年”）保留中文数字等。
本书内容首次全文公开出版，是对《梁漱溟全集》第八卷内容的完整补充。

　　总的来说，梁漱溟是一个幸福的，惬意的老人，世间万事都不足以动其心，有的人也许以为他在
历史这场大游戏中是失败的一方，然而他对我说：我“并不失望”，“也没有遗憾”。
“我做完了我这一生要做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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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漱溟先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
生于北京，祖籍广西桂林，顺天中学堂毕业，其后自学。
中国现代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1917-1924年执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30-1937年从事乡村建设活动。
40年代抗日战争期间，为国事奔走，谋求国内团结。
其主要著作包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197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任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
著有《最后的儒家》《南京十年的乡村建设》《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思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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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
整理说明
艾恺教授序（艾恺作）
一、我的思想的根本
　001　儒家跟佛家　
　002　什么是佛
二、从中国文化的精神说起
　001　为何我还乐观
　002　人与人相处的问题
　003　情理与物理
　004　什么是戒、定、慧
　005　我做记者的时候
　006　陈独秀、李大钊和我
　007　当代儒家代表人物还有谁
　008　熊十力和唯识
三、中国的道路
　001　美国人和台湾问题
　002　毛主席这个人　
四、我是怎样一个人
　001　凡夫
　002　素食
　003　说说自己的身体
　004　独立思考，表里如一
　005　与毛的分歧
　006　我不是一个学者
　007　我想做的事情都做了
五、我受到的影响
　001　东西文化的调和
　002　我一生最重要的事情
　003　我最佩服的中国人
　004　得力于佛学　
　005　希望跟着王阳明走
　006　生活中对我有影响的人
六、生活之学
　001　自主自如的生活
　002　看戏和看书
　003　文革中的故事　
七、发展总是好的
　001　我的期望
　002　人类怎样才能减少斗争
　003　我是一个乐天派　
　004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八、我的社会交往（上）
　001　与晏阳初等人的交往
　002　我的部分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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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　对蒋介石的印象
　004　蒋介石最大的贡献　
　005　韩复榘　
　006　与李宗仁的相识　
九、我的社会交往（下）
　001　跟冯玉祥的接触
　002　乡村自治的时候
　003　张东荪和张君劢
　004　关于辜鸿铭
十、从忙碌到清闲
　001　前定与算命
　002　亲戚　
　003　对我的公开批评
　004　中国农村的变化
十一、与圣人相比
　001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002　王阳明的彻悟　
　003　说说康有为　
　004　再谈孔学与佛学　
　005　中国还是以农村为根本的　
十二、天下事
　001　中西方的分别　
　002　世间出世间　
　003　对灵性的认识　
　004　没有永久不变的真理　
　005　人类的和平相处　
十三、现代化的危机
　001　教育的力量　
　002　回顾此生的感想　
后　记（梁培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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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假如某一个东西是人类的共同有的，这个东西怎么会是中国的特产呢？
我知道，您刚才是从社会发展背景来解释，我一直觉得是个矛盾，我书里提到的、我所觉得的矛盾的
地方是，您20年代、30年代提倡把中国固有的“理性”、或者“仁”复兴起来，这样中国才能全国复
兴，才能现代化，才能吸收西洋的科学技术。
团体组织可以发展中国固有的东西。
矛盾何在呢？
假如原来中国没有现代化，科学技术不发达，没有团体组织，基本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先发展“理性”
，为什么假如原来是现代化的障碍，为什么到了现在这个“理性”突然不是个障碍反而是个⋯⋯梁：
它没有障碍，它过去也没有障碍。
艾：过去也没有障碍？
梁：它是社会发展走的路子不同。
艾：好，不过为什么路子不同呢？
梁：所谓路不同是指什么说呢？
在远古（艾：是，在很远的古代。
）人的生活都是离不开人群的，都是成群的。
这个群的范围越古的时候越小。
每一个群都有两面，一面是血缘的关系、血统的关系，还有一面是地域的关系。
总而言之，开始远古的时候生活是集体的，一方面是家庭，一方面也是超乎家庭的集团。
中国的社会发展、演进是侧重家庭这一面，外国是偏重在集团一面，最初的这些它又是集团，又是家
族，这个偏到这面走了，那个偏到那面走了，那么各有所偏了。
让这个各有所偏的帮助那个各走一偏的路子的，就是宗教问题。
宗教帮助人走集团的一面，儒家的东西帮助人走家族、家庭、家庭伦理这一面，这样就分开了。
在家庭、家族上它就讲一个“亲疏长幼”，注意“亲疏长幼”这个观念，并且把这个观念从家庭向社
会上去推广。
所以管君臣的君叫“君父”，为“君”的对于自己的百姓称为“赤子”，“赤”就是红颜色，就是小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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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3年前，美国学者艾恺教授访问先父梁漱溟，连续长谈十余次，存有录音磁带，如今全部转为文字成
书问世。
可说这是原本不曾料想到的事，而今竟成为现实；也可以说这是来之不易吧。
使此事得以实现者，首推今已98岁高龄的田慕周老先生。
正是田老提出，并经手从远在美国的艾恺教授处索取到这批录音磁带的，那是先父身故后两三年的事
，随后又是田老亲自邀约8位年轻朋友（他们名字是：孙明磊、高琳、周伟、周毅、陈波、苏怡、孙
艺、田雷），并自己也参与其中义务地将录音转为文字。
因此，才得以将这一珍贵的访谈的详细摘录，约四万字收入《梁漱溟全集》最后一卷（卷八）内。
这是这一访谈内容首次与读者相见；时间为1993年。
又过去了十多年，现在又由“一耽学堂”的逄飞、徐君、蔡陆、张来周、张佳等同志，再次据录音逐
字逐句，不作任何删节、修饰或润色，全部转换为文字（录音质量欠佳或因存放过久而模糊不清者除
外），共得十余万字。
由于强调了要“逐字逐句”，因此口语中常出现的单词或语句重复，甚至整段的内容完全相同，仅是
词语上大同小异而重复出现者，均照录不误。
这样就为读者提供了近于原汁原味东西，使读者有若现场亲自聆听的感受。
现在此书即据此为内容。
当此书出版事粗具眉目之后，又与艾恺教授联系，请他为此书作序。
他很爽快地应允，随后不久即将序言寄来，并附一相片。
艾恺教授的汉语真可以说是棒极了；无论是文笔或口语，水平均甚高。
由于同一汉字常有四声变化，外国人难掌控，说话时多给人奇声怪调之感，而艾恺教授不在此列。
他的文字功夫由所写这篇序言也可见。
这是他直接以汉语写成的，不仅顺畅，而且具有一些文言文色彩。
这对一位外国人来说是十分不易的。
1980年他首次与先父相见时，我有幸见过他。
先父故去后，他差不多隔三五年都有机会来北京，来后也多与我们家属联系相见，聊聊家常，我也曾
请他来家中做客。
家里面积较小，又无什陈设可言，称之为“寒舍”，再恰当不过。
如果备有饮食，也甚简单，而艾恺教授是位平易近人、十分随和的人，对此全不介意。
现在他为此书写出序言，使此书增色不少。
但他对此书所作贡献远不止此。
访谈有问与答两方，缺一不可；而且他是一位对被访者作过专门研究的学者，并著有被访者的传记专
著，其提出的诸多问题，就深度与角度而言，都非泛泛，这也使谈话内容多事关重要。
因此可说，这次访谈富有内容，取得了成功，其中自有艾恺教授的功劳。
还可以说，他与田老二人同为对此书成书有很大贡献之人；当然他们尽力的方面是有所不同的。
访谈内容涉及方方面面，读者读后便能知晓，无须赘述。
但在此愿指出先父在言谈中所显示出的那种心态与神情，值得一说。
此次长谈时，先父已87岁高龄，可算时届垂暮之年了，可他不仅头脑清晰、思维敏捷，而且话里话外
不时流露出平和而乐观的心态，毫无老年人易见的感伤、消沉的影子。
例如谈到中国文化的传承，儒家思想如今尚保存在人们的心目中有多少时，他承认旧习俗多遭破坏，
可他说“但不能说一扫而光啊！
”“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他还有一种中国人的气味吧！
”，因此他对中国文化在中国的“前途并不悲观”。
至于说到世界的未来、说到人类的前途，他说：“我是比较乐观的。
”那为什么如此乐观呢？
这自然与他自有其坚信不移的理念有关，而这一理念又正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自己所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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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人类面临有三大问题：人对物的问题；人对人的问题；人对自身的问题。
三者先后各成为人生的主要问题，而一旦求得其基本解决之后，人类生活的主要问题便势必由前一个
转为下一个了。
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自上世纪20年代中叶即提出“世界的未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的主张，至今不
移不摇，那么，他为什么自认为“我好像是个乐天派”就不难理解了。
不仅如此，他对自身种种经历遭遇，如“文革”受冲击、批林批孔运动中遭围攻等，当艾恺教授问起
他时，他承认当时“心里有点不愉快”，可“几天我就过去了”，且发出笑声，可说是谈笑自若。
而当谈起先父也曾遭遇过苦难有类似于王阳明先生所经历的“千灾百难”时，如1939年出入敌占区时
，他说那“差得多”。
可问起他什么时候最快乐时，他却说都“差不多”；如说有什么差别，就是“有时忙，有时比较清闲
”罢了。
甚至在谈及生死时，他承认，人都是“不愿意死的，其实不需要怕，不需要希望长生，任其自然”就
好了。
至于一生的成败得失，如乡村建设运动的失败，奔走国共和谈中的挫折、失误等，在先父的心里反有
尽责尽力一念，成败似是在所不计的。
末了应指出，此访谈内容对研究了解先父梁漱溟有一定价值，而对这一资料的保存最为关心、最为重
视的，莫过于田慕周老先生；现在终于得以成书，流传于世，保存下来，这是可以告慰于田老的。
最后，祝田老健康长寿！
梁培宽2005年11月20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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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看来，我认为就算再过一百年，梁先生仍会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
单单是因为他独特的思想，而是因为他表里如一的人格。
与许多20世纪的儒家信徒相比较起来，他更逼近传统的儒者，确实地在生活中实践他的思想，而非仅
仅在学院中高谈。
梁先生以自己的生命去体现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理想，就这点而言，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
——艾恺梁漱溟被人称之为“最后的儒家”。
本书是美国学者艾恺在梁漱溟晚年时做的一个长谈，话题涉及到诸多方面。
这次谈话不仅向世人展现了一个思想家的画像，更令普通读者感兴趣的是呈现了梁漱溟日常生活中的
状态。
——中国首届报纸媒体评出的“2006年度十大好书”《这个世界会好吗》是梁漱溟晚年接受美国梁漱
溟研究专家艾恺采访时所做的口述历史。
该书大部分内容是梁漱溟点评现代史上与自己有过交往的政学两界重要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陈
独秀、李大钊、胡适、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辜鸿铭、张君劢等。
“他的看法明显是真实感受，看不到有掩饰和修饰的痕迹。
甚至可以说，梁漱溟提供的许多事例，使我们不能不对现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进行重新评估
。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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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编辑推荐：1.现代思想大家梁漱溟晚年口述全文发表，体味梁漱
溟出入儒释道三家的人生智慧，亦是了解中国近代文化与社会的重要参考。
2.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看来，我认为就算再过一百年，梁先生仍会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不单单是因为他独特的思想，而是因为他表里如一的人格。
与许多20世纪的儒家信徒相比较起来，他更逼近传统的儒者，确实地在生活中实践他的思想，而非仅
仅在学院中高谈。
梁先生以自己的生命去体现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理想，就这点而言，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
——艾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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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梁漱溟被人称之为“最后的儒家”。
本书是美国学者艾恺在梁漱溟晚年时做的一个长谈，话题涉及到诸多方面。
这次谈话不仅向世人展现了一个思想家的画像，更令普通读者感兴趣的是呈现了梁漱溟日常生活中的
状态。
——中国首届报纸媒体评出的“2006年度十大好书”《这个世界会好吗》是梁漱溟晚年接受美国梁漱
溟研究专家艾恺采访时所做的口述历史。
该书大部分内容是梁漱溟点评现代史上与自己有过交往的政学两界重要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陈
独秀、李大钊、胡适、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辜鸿铭、张君劢等。
“他的看法明显是真实感受，看不到有掩饰和修饰的痕迹。
甚至可以说，梁漱溟提供的许多事例，使我们不能不对现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进行重新评估
。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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