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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者，新文化的创造
者，近代中国人的精神之父，中国数百年一遇的百科全书式的划时代的学者。
梁启超在政治上叱咤风云，他极力提倡教育救国，努力寻找一条能使中国人民获得新生、国家兴旺的
和平渐进式的发展之路。
他一贯歌颂马克思并追求科学社会主义，是最早最全面系统地将马克思学说及其社会主义思想输入中
国的学者。
但他同时坚持社会发展的渐进性、阶段性。
1921年，他甚至设想了一条借助资本主义逐步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
他也因此而受到激进社会主义者的批判。
学者们对他的评价因此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1929年梁启超逝世后，学界对他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1929-1947年，发表的文章有100篇左
右，包括祭文、追忆、评论等。
这些文章言简意明，充分客观地肯定了梁启超的业绩、功勋及个人品格。
但也有人对他“善变”的性格不是很理解，并曾提出指责和批评。
二、1948-1977年，受政治运动的影响，学界认为梁启超是资产阶级上层人士的代表，猛烈批判梁启超
的改良主义观点和社会发展阶段论、渐进论，对其论著也断章取义，歪曲理解，或无中生有，脱离实
际。
梁启超本人也被扣上“保守”、“保皇”、“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爬行主义”的帽子，这
种批判以吴泽《康有为与梁启超》（上海华夏书店，1948年）的出版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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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集八十余年梁启超研究著论目录于一体，是梁启超研究者案头必备的检索工具书。
内容包括：梁启超原著及笔名、梁启超著述编年初稿、梁启超研究专著、梁启超研究相关论著、梁启
超研究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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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方奎 男，1929年5月生，湖北松滋市人。
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196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生班。
此后，在华中师大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多次出席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护国运动及康有
为、梁启超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长期致力于梁启超及近代社会政体转型模式之研究，发表一系列颇有新意的学术观点。
出版学术专著有《梁启超与立宪政治——清末政体变革与国情之论争》、《梁启超与护国战争》、《
旷世奇才梁启超》等80余万字，参与主编，编写《中国史学千题》、《简明中国近代史》、《湖北通
史》、《中国行政史》等。
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主要有《论戊戌变法的策略错误》、《梁启超为什么放弃美式共和政体》、《
简论梁启超民主进程渐进论的科学性》、《近代民主政治的超前构想》、《论清末实行预备立宪的必
要性及可行性》、《梁启超社会主义观再认识》(发表于台湾最高学术刊物《郭廷以先生九秩诞辰纪念
论文集》及《华中师大学报》，其《君主立宪制与现代化——为康有为“保皇”一辩》在1993年“康
·梁及维新派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后，得到与会者一致好评，先后刊于台湾《丘海学刊》、《华中
师大学报》及《戊戌后康梁维新派论文集》，又发表《梁启超近代中国精神之父》，在《安徽史学》
发表首倡《应该为梁启超摘帽平反》的文章。
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研究学风，是我国迄今发表有关梁启超论著最多的学者之一，在史学界有一定
影响。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梁启超研究著论目录>>

书籍目录

前言一、粱启超原著及笔名  (一)梁启超原著  (二)梁启超笔名  (三)梁启超主办及主要撰稿日报二、粱
启超著述编年初稿  (一)梁启超著述编年初稿(一)  (二)梁启超著述编年初稿(--)三、梁启超研究专著四
、梁启超研究相关论着  (一)理论  (二)资料  (三)专史  (四)人物：传、集、谱五、梁启超研究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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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附：梁启超研究会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梁启超研究著论目录>>

章节摘录

插图：凡要研究清末的思想和文学，无论如何都必须阅读梁启超的文章。
最常用的不外乎上海中华书局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出版的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共40册，
或近年在台湾再版的《饮冰室文集》共8册、《饮冰室专集》共10册。
可是，在运用这些资料时会碰到一些困难。
首先是不易记住原载收录梁启超文章的杂志名称、卷号和发行年月。
而在历史的追溯梁启超思想的形成的时候，上述的这些著作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必须详细地编制《时
务报》以来的杂志索引。
幸运的是，《时务报》的目录已刊载在《近代中国研究》第5辑上，而且在第3辑上还刊载了《清议报
》的目录。
《新民丛报》的目录以前曾由京都大学人文科研究所的中国革命史研究会编辑刊印过。
现在，台北艺文印书馆再版的《新民丛报》17册的合订本第1册录里，附载了全部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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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梁启超研究著论目录》：崇文学术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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