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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梁漱溟先生一生著述极丰，主要著作有：《印度哲学概论》、《究元决疑论》、炼西文化及其哲学》
、《乡村建设论文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
、《朝话》、《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我的努力与反省》、炼方学术概观》、《梁漱
溟教育论文集》等数十种。
梁先生生前著有大量探讨人生、治学等方面的文章，此次我们从梁先生众多关于人生和治学的著述中
精选出数十篇，按照其所论述的主题将其分为上下两编。
由梁先生的长子梁培宽先生亲自审定篇目，并将本书命名为《人生的艺术》。
    梁漱溟先生自谓问题中人，并且将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探求人生、社会和学术的问题之中，在本书
中，先生细腻坦诚的笔触之下，其艰难跋涉探求人生、治学、社会等问题之解决途径的躅躅身影清晰
可见；而先生九十多年的人生轨迹中学习之历程、思想之嬗变以及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精神也纤毫毕
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从而为了解和研究中国最后的大儒——梁漱溟先生的人生经历、学术思想以及
生活情操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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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漱溟(1893—1988)，中国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
原名焕鼎，字寿铭。
祖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
1911年加入同盟会京津支部，任该会机关报《民国报》编辑兼记者。
1916年任南北统一内阁司法总长秘书。
1917—1924年，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
1929年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并接办北平《村治》月刊。
1931年与梁仲华等人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39年为促进团结抗日，参与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
1941年该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梁漱溟任中央常务兼同盟机关刊物《光明报》社长。
1946年任该同盟秘书长。
1950—1980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此后任全国政协常委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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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中国
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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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编　我生有涯意无尽　人生的意义　三种人生态度　合理的人生态度　合理的人生生活　人生在创
造　我之人生观如是　生命的歧途　我自己的长短　我的信念　谈生命与向上创造　一般人对道德的
三种误解　道德为人生艺术　一个人的生活　如何才能得到痛快的合理生活　如何可以使人的行为合
理　日常生活的态度　吾人的自觉力　吾侪当何为　在吾人一生中的青年期　欲望与志气　发心与立
志　言志　谈习气　忏悔——自新　心理的关系　心理的调整　谈儿童心理　　青年与时代　青年修
养问题　调整自己必亲师取友　朋友与社会信用　朋友与信　择业　秋意　新年的感触　吾人的生活
与家庭　我的生活实情　　如何成为今天的我下编　心期填海力移山　东方学术之根本　附录　谈戏
　中国文化问题　中国文化的两大特征　中国文化问题略谈　中国本位文化宣言　如何创造中国的新
学术　东西人的教育之不同　中国社会构造问题　中国人的长处与短处　中国民族的力量　中国士人
的心理　中西学术之不同　中西医学比较观　宗教问题讲演　理性与宗教之相差　理性与理智之分别
　谈学问　儒术　在孔子哲学第一次研究会上的演讲　孔子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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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普通人对于道德容易误会是拘谨的、枯燥无趣味的、格外的或较高远的，仿佛在日常生活之外的
一件事情。
按道德可从两方面去说明：一面是从社会学方面去说明，一面是从人生方面去说明。
现在我从人生方面来说明。
上次所说的普通人对于道德的三点误会，由于他对道德没有认识使然；否则，便不会有这种误会。
道德是什么？
即是生命的和谐，也就是人生的艺术。
所谓生命的和谐，即人生生理心理——知、情、意——的和谐；同时，亦是我的生命与社会其他的人
的生命的和谐。
所谓人生的艺术，就是会让生命和谐，会作人，作得痛快漂亮。
凡是一个人在他生命某一点上，值得旁人看见佩服、点头、崇拜及感动的，就因他在这个地方，生命
流露精彩，这与写字画画唱戏作诗作文等作到好处差不多。
不过，在不学之人，其可歌可泣之事，从生命自然而有，并未于此讲求。
然在儒家则与普通人不同，他注意讲求人生艺术。
儒家圣人让你会要在他整个生活举凡一颦一笑一呼吸之间，都感动佩服，而从他使你的生命受到影响
变化。
以下再来分疏误会。
说到以拘谨，守规矩为道德，记起我和印度太戈尔的一段谈话。
在民国十三年时，太戈尔先生到中国来，许多朋友要我与他谈话，我本也有话想同他谈，但因访他的
人太多，所以未去。
待他将离北平时，徐志摩先生约我去谈，并为我们作翻译。
到那里，正值太戈尔与杨丙辰先生谈宗教问题。
杨先生以儒家为宗教，而太戈尔则说不是的。
当时徐先生指着我说：梁先生是孔子之徒。
太戈尔说：我早知道了，很愿听梁先生谈谈儒家道理。
我本无准备，只就他们的话而有所辨明。
太戈尔为什么不认儒家是宗教呢？
他以为宗教是在人类生命的深处有其根据的，所以能够影响人。
尤其是伟大的宗教，其根于人类生命者愈深不可拔，其影响更大，空间上传播得很广，时间上亦传得
很久远，不会被推倒。
然而他看儒家似不是这样。
仿佛孔子在人伦的方面和人生的各项事情上，讲究得很妥当周到，如父应慈，子应孝，朋友应有信义
，以及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等等，好像一部法典，规定得很完全。
这些规定，自然都很妥当，都四平八稳的；可是不免离生命就远了。
因为这些规定，要照顾各方，要得乎其中；顾外则遗内，求中则离根。
因此太戈尔判定儒家不算宗教；而很奇怪儒家为什么能在人类社会上与其他各大宗教却有同样长久伟
大的势力！
我当时答他说：孔子不是宗教是对的；但孔子的道理却不尽在伦理纲常中。
伦理纲常是社会一面。
《论语》上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
从心所欲不逾矩。
”所有这一层一层的内容，我们虽不十分明白，但可以看出他是说的自己生活，并未说到社会。
又如《论语》上孔子称赞其门弟子颜回的两点：“不迁怒，不二过，”也都是说其个人本身的事情，
未曾说到外面。
无论自己为学或教人，其着重之点，岂不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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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单从伦理纲常那外面粗的地方来看孔子呢？
这是第一点。
还有第二点，孔子不一定要四平八稳，得乎其中。
你看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
”狂者志气很大，很豪放，不顾外面；狷者狷介，有所不为，对里面很认真；好像各趋一偏，一个左
倾，一个右倾，两者相反，都不妥当。
然而孔子却认为可以要得，因为中庸不可能，则还是这个好。
其所以可取处，即在各自其生命真处发出来，没有什么敷衍牵就。
反之，孔子所最不高兴的是乡愿，如谓：“乡愿德之贼也。
”又说：“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唯乡愿乎！
”乡愿是什么？
即是他没有他自己生命的真力量，而在社会上四面八方却都应付得很好，人家称他是好人。
孟子指点得最明白：“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
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
”那就是说外面难说不妥当，可惜内里缺乏真的。
狂狷虽偏，偏虽不好，然而真的就好。
——这是孔孟学派的真精神真态度，这与太戈尔所想像的儒家相差多远啊！
太戈尔听我说过之后，很高兴的说：“我长这样大没有听人说过儒家这道理；现在听梁先生的话，心
里才明白。
”世俗误会拘谨，守规矩为道德，正同太戈尔的误会差不多。
其实那样正难免落归乡愿一途，正恐是德之贼呢！
误以为道德是枯燥没趣味的，或者与误认拘谨守规矩为道德的相连。
道德诚然不是放纵浪漫；像平常人所想象的快乐仿佛都在放纵浪漫中，那自然为这里（道德）所无。
然如你了解道德是生命的和谐，而非拘谨守规矩之谓，则生命和谐中趣味最深最永。
“德者得也”，正谓有得于己，正谓有以自得。
自得之乐，无待于外面的什么条件，所以其味永，其味深。
我曾说过人生靠趣味，无趣味则人活不下去。
活且活不下去，况讲到道德乎？
这于道德完全隔膜。
明儒王心斋先生有“乐学歌”（可看《明儒学案》），歌曰：“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
学，不学不是乐。
”其所指之学，便是道德，当真，不乐就不是道德呀！
道德也不是格外的事。
记得梁任公先生、胡适之先生等解释人生道德，喜欢说小我大我的话，以为人生价值要在大我上求，
他们好像必须把“我”扩大，才可把道德收进来。
这话最不对！
含着很多毛病。
其实“我”不须扩大，宇宙只是一个“我”，只有在我们精神往下陷落时，宇宙与我才分开。
如果我们精神不断向上奋进，生命与宇宙通而为一，实在分不开内外，分不开人家与我。
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休惕恻隐之心。
”这时实分不出我与他（孺子）。
“我”是无边际的，那有什么小我大我呢？
虽然我们为人类社会着想，或为朋友为大众卖力气，然而均非格外的，等于我身上痒，我要搔一搔而
已。
后记梁漱溟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后以其字行世。
生于北京，祖籍广西桂林，顺天中学堂毕业，其后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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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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漱溟先生一生著述极丰，主要著作有：《印度哲学概论》、《究元决疑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乡村建设论文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
》、《朝话》、《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我的努力与反省》、《东方学术概观》、《
梁漱溟教育论文集》等数十种。
梁先生生前著有大量探讨人生、治学等方面的文章，此次我们从梁先生众多关于人生和治学的著述中
精选出数十篇，按照其所论述的主题将其分为上下两编。
由梁先生的长子梁培宽先生亲自审定篇目，并将本书命名为《人生的艺术》。
 梁漱溟先生自谓问题中人，并且将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探求人生、社会和学术的问题之中，在本书中
，先生细腻坦诚的笔触之下，其艰难跋涉探求人生、治学、社会等问题之解决途径的躅躅身影清晰可
见；而先生九十多年的人生轨迹中学习之历程、思想之嬗变以及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精神也纤毫毕现
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从而为了解和研究中国最后的大儒——梁漱溟先生的人生经历、学术思想以及生
活情操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资料。
编者2007年11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生的艺术>>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人生的艺术》一书收录了梁漱溟先生对于人生、社会、历史、文化、宗教进行的深入探究与思
考，为了解和研究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梁漱溟先生的人生经历、学术思想以及生活情操提供了丰富而
详实的资料。
书中涉及到的主题有人生的意义及态度、欲望与态度、人生观、道德观、儿童心理及青年修养问题、
朋友与信用、择业、中国文化问题及构造问题、求学与不老、成功与失败、以及谈佛、宗教等方面。
该作品是其哲学思想的总结，也是其一生精华作品的集粹。
本书开篇就提出了“人生有没有目的？
有没有意义？
”的深刻问题。
梁先生在本书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人生意义在于创造，宇宙大生命创造无已的趋势在动植物方面业
已不见，现在全靠人类文化来表现了。
我们生在今日谁都推脱不了这责任。
这样方是合于宇宙大生命的创造精神，而实践了人生的意义。
” 同时，书中还给我们提到了三种人生的态度问题“逐求、厌离、郑重”。
在“道德为人生艺术”中，梁先生提到了道德。
他对道德方面的问题，有自己的理解，一面是从社会学方面去说明，另一面是从人生方面去说明。
围绕“道德是什么”回答了道德的定义即生命的和谐，也就是人生的艺术。
一个人凡是在他生命某一点上，值得旁人看见佩服、点头、崇拜及感动的，他的生命就会因这个地方
而流露精彩，这与写字画画唱戏作诗作文等作到好处差不多。
关于宗教问题，书中谈到，在梁先生准备去找泰戈尔先生去谈话时，正好碰到泰戈尔与杨丙辰先生谈
论宗教问题，泰戈尔判定儒家不算宗教；而很奇怪儒家为什么能在人类社会上与其他各大宗教有同样
长久伟大的势力！
梁先生当时答他说，孔子不是宗教是对的；但孔子的道理却不尽在伦理常纲中，并引用《论语》中的
论述一一解说，还提到了孔孟学派的真精神真态度，对“儒学”与“儒教”之争提出了中肯而深刻的
见解。
他把孔子、孟子的儒家思想，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
、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又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
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主为“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生存者也”，“生活就是没尽的
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
以上观点在书中都作了详细的介绍。
而在东西文化观上，梁先生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
为调和、持中国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别。
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
要来得“高妙”。
他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定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
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
《人生的艺术》下编中提到“中国文化问题”及“中国文化构造问题和两大特征”分别描述了中国现
实存在的现状和前途问题，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生活在理智高度发展的今天，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满足人类求生本能的物质生活得到了空
前的提高，梁先生在他的人学中，大声疾呼，唤起人类理性的觉醒，克服种种困难，以理性代替暴力
，以无私的情感对已对人，使人类得以和谐相处，共存共荣。
总之，梁先生一生研究不外乎两个问题——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在他的笔下出版发行的作品有三十
余部，都曾多次再版发行。
这也是他被誉为一代国学大师、思想家、学者、哲学家之称的原因。
我们在敬仰狂流激浪的雄伟时，也无法不去缅怀那些被岁月凋凌的人生在波折困苦中的凄婉与孤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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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谏”背后的儒者风骨1953年9月的一个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第27次会议正在北京怀仁堂内举行
。
在身着旧式长衫的梁漱溟一段发言过后，毛泽东的脸立刻沉下来，并不断地喃喃自语，显得非常生气
。
梁漱溟显然也发现自己已经激怒了毛泽东，于是马上要求再次发言。
但是他刚一开口，毛泽东就打断了他的第二次发言，几百名与会者一瞬间都惊恐地盯着发言者的讲台
，几乎没有一个人见过毛泽东这样发过脾气，空气都凝固了。
在先前的发言中，梁漱溟大胆批评了政府关于采纳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决定，这一幕多少让我们看到
一点“争谏”的意味，成了儒家传统最后一次有意识的公开展现。
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固执的儒者，在这场冲突中显得弱势而孤独，然而他长期以来在道德上表现
出来的英雄气概，却被当时称作是中国“最后一名儒家大师”、“最有骨气的人”。
梁漱溟的第二次发言究竟要说些什么，我们已不得而知，因为中国千百年来的儒学传统已经在这最后
一句争辩中落下了帷幕，从此被请进了博物馆。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只能到梁漱溟先生的思想遗产中去寻找答案。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最近将梁漱溟一生的著作中最为重要的、经典的杂文和学术讲稿及部分从未示人
的遗稿集结成册，并由梁漱溟的长公子梁培宽先生亲自审订出版了《人生的艺术》一书，为我们了解
这位一代大儒的文人风骨和思想精髓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分别向我们展示了梁漱溟一生对两个问题的苦苦探求和思索——人生问题和中国
社会问题。
上篇探讨人生问题，多为精辟简练的小短文。
读这一部分，我们如同和一位儒雅严肃的老先生对坐，听他谈人生，谈道德，谈志向，谈修养。
他言语精炼而字字珠玑，恳切却又严厉。
在人生问题上，他眼见当时的社会在波澜起伏的转型期所遭遇的道德和价值上冲击和摇摆，深感传统
道德观念和人生意义的重要性，迫切地想要回复和稳固世人高尚的道德修养和积极的志向追求。
在下编中梁漱溟展现给我们的是另一种大气而深刻的学者风范。
在这一部分，他往往长篇大论侃侃而谈，使读者感受到一种睿智的感染力。
他深入地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中肯地提出批评和褒扬，为中国学术和文化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恳
切的建议。
他论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细致地分析二者的差别和优劣，言谈间对中国传统智慧的褒扬和热爱展露
无遗。
他解读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民族心理，结合当时的社会状况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剖析。
这本书完整地为我们展现了一位优雅而又带着些须执拗的大儒的形象。
说他保守也许并不为过，但此时保守不再是一个简单贬义的词语。
他并不固守传统中国的一切，而是有所扬弃，而对于其中的精华，他固执地坚守着不愿意放弃。
他对于这个国家有着一种超乎个人的温情和敬意，而对于千百年来作为国家根基的农民更是有着深厚
的情感，并且终其一生献身于乡村工作。
此时，我们不难再理解他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那一场冲突，两人虽然立场不同，却同为坚定而
诚挚的爱国者。
梁漱溟骨子里对于这个国家的情感以及他对于儒家道德那种根深蒂固的信仰，使得他不惮于冒犯这位
高高在上的毛泽东。
“最有骨气的人”这一头衔，加在梁漱溟的头上，恐怕是再贴切不过了。
重温经典之国学大师、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梁漱溟先生，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
著作有三十余部，为后人留下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和总结。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期编辑出版《人生的艺术》，此作较之季羡林《阅世心语》和林语堂《人生不
过如此》可谓各有千秋，并且在对人生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上研究得更为透彻与深刻。
《人生的艺术》一书收录了梁漱溟先生对于人生、社会、历史、文化、宗教进行的深入探究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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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和研究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梁漱溟先生的人生经历、学术思想以及生活情操提供了丰富而详实
的资料。
书中涉及到的主题有人生的意义及态度、欲望与态度、人生观、道德观、儿童心理及青年修养问题、
朋友与信用、择业、中国文化问题及构造问题、求学与不老、成功与失败、以及谈佛、宗教等方面。
该作品是其哲学思想的总结，也是其一生精华作品的集粹。
本书开篇就提出了“人生有没有目的？
有没有意义？
”的深刻问题。
梁先生在本书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人生意义在于创造，宇宙大生命创造无已的趋势在动植物方面业
已不见，现在全靠人类文化来表现了。
我们生在今日谁都推脱不了这责任。
这样方是合于宇宙大生命的创造精神，而实践了人生的意义。
” 同时，书中还给我们提到了三种人生的态度问题“逐求、厌离、郑重”。
在“道德为人生艺术”中，梁先生提到了道德。
他对道德方面的问题，有自己的理解，一面是从社会学方面去说明，另一面是从人生方面去说明。
围绕“道德是什么”回答了道德的定义即生命的和谐，也就是人生的艺术。
一个人凡是在他生命某一点上，值得旁人看见佩服、点头、崇拜及感动的，他的生命就会因这个地方
而流露精彩，这与写字画画唱戏作诗作文等作到好处差不多。
关于宗教问题，书中谈到，在梁先生准备去找泰戈尔先生去谈话时，正好碰到泰戈尔与杨丙辰先生谈
论宗教问题，泰戈尔判定儒家不算宗教；而很奇怪儒家为什么能在人类社会上与其他各大宗教有同样
长久伟大的势力！
梁先生当时答他说，孔子不是宗教是对的；但孔子的道理却不尽在伦理常纲中，并引用《论语》中的
论述一一解说，还提到了孔孟学派的真精神真态度，对“儒学”与“儒教”之争提出了中肯而深刻的
见解。
他把孔子、孟子的儒家思想，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
、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又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
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主为“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生存者也”，“生活就是没尽的
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
以上观点在书中都作了详细的介绍。
而在东西文化观上，梁先生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
为调和、持中国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别。
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
要来得“高妙”。
他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定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
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
《人生的艺术》下编中提到“中国文化问题”及“中国文化构造问题和两大特征”分别描述了中国现
实存在的现状和前途问题，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生活在理智高度发展的今天，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满足人类求生本能的物质生活得到了空
前的提高，梁先生在他的人学中，大声疾呼，唤起人类理性的觉醒，克服种种困难，以理性代替暴力
，以无私的情感对已对人，使人类得以和谐相处，共存共荣。
总之，梁先生一生研究不外乎两个问题——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在他的笔下出版发行的作品有三十
余部，都曾多次再版发行。
这也是他被誉为一代国学大师、思想家、学者、哲学家之称的原因。
我们在敬仰狂流激浪的雄伟时，也无法不去缅怀那些被岁月凋凌的人生在波折困苦中的凄婉与孤傲。
                                                              评书人：雅妮后记梁漱溟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社会
活动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后以其字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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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北京，祖籍广西桂林，顺天中学堂毕业，其后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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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漱溟先生一生著述极丰，主要著作有：《印度哲学概论》、《究元决疑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乡村建设论文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
》、《朝话》、《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我的努力与反省》、《东方学术概观》、《
梁漱溟教育论文集》等数十种。
梁先生生前著有大量探讨人生、治学等方面的文章，此次我们从梁先生众多关于人生和治学的著述中
精选出数十篇，按照其所论述的主题将其分为上下两编。
由梁先生的长子梁培宽先生亲自审定篇目，并将本书命名为《人生的艺术》。
 梁漱溟先生自谓问题中人，并且将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探求人生、社会和学术的问题之中，在本书中
，先生细腻坦诚的笔触之下，其艰难跋涉探求人生、治学、社会等问题之解决途径的躅躅身影清晰可
见；而先生九十多年的人生轨迹中学习之历程、思想之嬗变以及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精神也纤毫毕现
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从而为了解和研究中国最后的大儒——梁漱溟先生的人生经历、学术思想以及生
活情操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资料。
编者200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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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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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生命的和谐，也就是人生的艺术。
所谓生命的和谐，即人生生理心理——知、情、意——的和谐；同时，亦是我的生命与社会其他的人
的生命的和谐。
所谓人生的艺术，就是会让生命和谐，会作人，作得痛快漂亮。
——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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