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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无论是抗日战争（1937年）以前，投身乡健运动，或抗日战争爆发后，奔走国共团结抗日，本书作
者的根本用心莫不为谋求全国人的团结合作和国家的统一。
而这也是本书上下两编内容的共同主旨，因以此文为“代序”－编者）我为全国人团结合作奔走的事
实经过，约言之可分三段。
一段指抗日战争前我致力乡村建设运动，曾经连续三年开了三次全国性乡村工作讨论会，并组成“中
国乡村建设学会”。
二段指抗战争初起我访问延安，向毛主席提出确定国是国策，建立党派综合体的主张及其后的奔走活
动。
三段指我把两大党之外的小党派和各方面人物联合起来组成“统一建国同志会”。
在新四军被蒋屠杀后奔走于两党之问，又改组成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去香港创办《光明报》，
为民盟发表成立宣言及十大纲领，代表民盟参加旧政协，尽力于两党和谈。
三段事情在我思想上是一贯的，就是想结束30多年军阀纷争之局，树立统一稳定的全国政权，向着建
设社会主义社会前进。
这思想所由来的曲折过程不能不作几句简略的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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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的父亲早年即热心于君主立宪，后又转而参加辛亥革命。
在一九二四年辞去北大教职之后，不久即投身农村，从事乡村工作，前后凡八九年。
一九三七年日寇入侵，又为抗战奔走，从事促进国内团结、一致对敌运动，因而有访问延安，参与创
建民盟及巡历敌后等活动。
至抗战胜利，又曾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建国而尽力。
又因他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的人”，是以“动不盲动，想不空想”；行动之中自
有其主见。
凡此种种，此书所收录的文字多有所反映，故《忆往谈旧录》一书，可视为作者的父亲从事社会活动
、参与现实政治的实录，其中辑录有其自述数十年间的亲身经历，与若干历史人物的交往，以及个人
见闻等。
这些内容多有一定史料性质，因此对了解新中国成立之前约半个世纪间的中国社会与历史，将不无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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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漱溟，后以其字行世，祖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
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要民主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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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研究上倾
注了毕生的精力，主要著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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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序　为全国团结合作而奔走上编　抗日战争时期之前　回顾家世与生平并试作检讨　辛亥革命前后
我的活动与见闻　民国初年的见闻杂记　有关民国初年政史的见闻纪实　忆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双十
节。
　沈钧儒先生与政学会　访章行严先生谈话记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　记彭翼仲先生　怀黄远庸
　张公耀曾生平及家世　纪念蔡元培先生　纪念梁任公先生　回忆李大钊先生　略谈胡适之　怀念我
敬佩的陶行知先生　忆蒋百里先生　怀念卢作孚先生　我国锑矿开发的先驱者　追忆广州往事　读《
李济深先生略历》书后　记十八年秋季太原之行　河南村治学院和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回忆我从事
的乡村建设运动下编　抗日战争时期及胜利后　参加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　访问延安　一九三八年陕
甘边区的人口　记一九三九年敌后之行　统一建国同志会　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赴香港创办民盟言
论机关《光明》前后　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　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之一事　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
　美国马歇尔将军对我的印象　一个英雄两个恶人　我所了解的蒋介石　七七事变前后的韩复榘　国
共两党和谈中的孙科附录　梁漱溟年谱简编编后记增订本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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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辛亥革命前后我的活动与见闻我想谈的就是这个题目：“辛亥革命前后我的活动与见闻。
”分三段叙述：一、辛亥革命前夕；二、反清又反袁；三、清廷退位之后。
一、辛亥革命前夕辛亥革命前，我在北京顺天中学读书，后来顺天中学升为顺天高等学堂。
辛亥革命那一年，我正好在这个学校毕业。
我在顺天中学读书时，有位同班同学，他的名字叫甄元熙，广东人，他是后来插班到我们班上来的。
他从广东来北京前，就有中国同盟会的组织关系。
在学校里，我们两个人经常在一起秘密地讨论是革命，还是立宪的问题。
当时，他是革命派，我还算是站在君主立宪派那一边的。
不过，由于清廷的顽固，我自己思想上受到革命的影响，也起了变化，后来也就成了革命派。
当时有一本在日本出版，秘密流传到北京的书，名叫《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
这是革命派的胡汉民、汪精卫与立宪派梁启超等人，分别发表在《民报》、《新民丛报》、《国风报
》上的，两派之间的论战文章，由旁人汇集起来出版。
那时候我们都秘密地看这本书。
辛亥革命前一年，在上海有一张《民立报》，是由于右任主持出版的，这是革命派的机关报，我们在
北京也能看到。
当时，我们虽然还只是中学生，但已在秘密地搞革命工作了。
那时候在华北一带奔走革命的，有一位叫胡鄂公的湖北人。
他不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在哪里工作说不上来，他的任务是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做革命联络工作
。
那时在北方的秘密革命组织叫“京津同盟会”，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北方的一个分支机
构。
“京津同盟会”的首脑是汪精卫、李石曾、魏宸组他们三位，汪精卫是在清朝末年的宣统年间，同黄
复生从广东秘密地来到北京的，他们的任务是刺杀摄政王。
因为那时宣统皇帝还只是个四五岁的孩子，实际当家的是宣统的父亲－摄政王。
革命派想刺杀摄政王，他们在夜里去埋炸弹，炸弹埋在摄政王每天早晨从他自己的府第入朝，进皇宫
时必经的路上。
结果，汪精卫等人虽在夜里去埋炸弹，还是被人发现而遭逮捕，投入监狱。
当时清廷居然没有杀他，一直关在监狱里。
到了辛亥革命那一年，袁世凯才下令把他给放出来。
当时，袁世凯是清廷的内阁总理大臣，他有他的阴谋和打算。
他一方面站在清廷这一边，来对付南方的革命势力；另一方面，他又借革命派的势力，来威胁清廷。
清廷这时是隆裕太后，小皇上就是那个宣统，刚刚几岁。
袁世凯就利用南方革命派的声势，来威胁清廷，吓唬孤儿寡母，同时又借着清廷方面，向南方革命派
讨价还价。
这时候，我和甄元熙等一些京津同盟会的同志，就开展各种秘密活动。
我们在北京的秘密机关有两处，一处设在东单二条，外面看起来是个杂货铺，里面是我们的秘密机关
。
另一处秘密地点，设在后孙公园的广州七邑会馆。
现在这种各省会馆没有了。
在清朝末年，这种会馆在北京是很多的。
以上这些，都是辛亥革命前夕的事情。
二、反清又反袁底下就要说到反清又反袁。
这里必须把反袁的事情说明一下。
辛亥革命本来是为了反清，反清的时候，首先发动起义是在武昌，那天正好是阳历的十月十日（阴历
是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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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头倡义发难的，本来是一些军队中的下级军官，有好几位，如熊秉坤等人。
暴动起来以后，他们推黎元洪为首，称都督。
这时以大江南北来区分，江南，武昌方面是黎元洪的军队；江北，是袁世凯的军队，由段琪瑞、冯国
璋统帅。
袁世凯的大军压境，有意留在汉口这边不渡江。
如果当时渡江进攻，他们是可以打败黎元洪的，因为他们的兵力强大得多。
袁世凯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想法子培植自己的势力。
当时他并不想消灭南方的革命势力，他要借着南方的革命势力，向清廷要价。
所以他的军队就留在江北岸，不过江。
并且还要段祺瑞、冯国璋领衔，包括其他许多将领，打电报回北京，要清廷让步，实质也就是要清廷
退位。
补充说明一下。
清廷退位之前，清廷的王公贵族都是懦弱不堪，没有勇气与革命派对敌。
亲贵中只有一个人，名叫良弼的主战，他要跟南方打，他是日本留学陆军的。
在这种情况下，京津同盟会决定要除掉良弼，就派彭家珍去刺杀良弼。
当时良弼住在西四红锣厂，彭家珍印了一张名片，假造清廷的官衔，去拜访良弼。
到了良弼住宅门口，扣门问询。
门房回说：“大人还没有回来”。
正说话时，良弼坐着马车来到门前。
彭家珍即向他投下炸弹，彭家珍本人当场被炸死了，良弼先是受伤，后来也死了。
这样一来，清廷方面就没有人再敢主战了。
一方面革命派势力起来；另一方面，在袁世凯的威胁之下，清廷就只好退位了。
我们看出袁世凯这个人太坏，他借着清廷来威胁南方，又借着南方的势力来压服清廷。
我们京津同盟会这个组织，就要想法子除掉袁世凯。
袁世凯当时是清廷的内阁总理大臣，他住在现在东四南边外交部街的一座西式洋楼里。
那个时候，北京还没有汽车，最高贵的是双马驾辕的马车。
袁世凯每次上朝总是坐着马车，前面是卫队长，骑着马开道，前后都有卫队保护。
我们京津同盟会的同志，就在金鱼胡同那条丁字街口的酒馆楼上埋伏着。
那里离东安市场很近，袁世凯去皇宫入朝，都要经过这丁字街拐角处。
那个地方刚好有个酒馆，酒馆有楼，楼上可以供客人喝酒，楼下是卖熟肉和小吃的。
行刺袁世凯是在1912年1月16日，执行刺杀任务的是张先培、杨禹昌、黄之萌等四人（其中一人已忘其
姓名）。
我们称之谓“刺袁四烈士”。
四个人在酒楼上一边喝酒，一边观察，等到袁世凯的马车正好在楼下经过的时候，他们就从楼上投下
炸弹。
炸弹爆炸，结果把袁的卫队长给炸死了，却没有炸着袁世凯本人。
袁就此借口不入朝，不进宫了。
卫队上楼把四个人都抓住了，后来都给枪毙了。
这四位烈士与彭家珍后来被合葬一处，并立有五面碑一座，碑的每一面各镌刻着一位烈士的姓名。
烈士墓和碑的地点，原在今北京动物园内现在熊猫馆的东南面，惜现已不知去向了。
三、清廷退位之后我们虽然认识到袁世凯这个人坏得很，对于革命事业很不利，有刺杀袁的计划，但
是没有成功。
当辛亥革命起来之后，孙中山先生当时还在美国。
他得知革命军已经起来了，就从美国赶回国内。
不久，就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可是他知道革命军的力量在当时还很难达到北方，知道自己兵力抵不过袁世凯的兵力，为了把袁的势
力拉过来，以求得全国的统一，孙中山先生决定把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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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南下就职，政府设在南京，不设在北京。
这个计划很有意思，就是要袁世凯离开他那个老巢，这样就可以在政治上开展一个新的局面。
尽管让袁世凯做总统，可是这样一来，政治空气和政局就不相同了。
因此，南京方面派了蔡元培、宋教仁等六人为“迎袁特使”，来北京迎袁世凯南下就职。
袁世凯很狡猾，他晓得南下于他不利，所以他就趁着迎袁特使到北京的时候，搞了个“兵变”。
那是1912年阴历正月十一日傍晚，那时候市民都还不知道，各戏园子还在唱戏。
那天晚上，我正陪着母亲在大栅栏广德楼看戏。
大家正看得热闹，突然间锣鼓停止了，台上出来一个人，他说：“外边兵变了。
到处抢东西，戏演不下去了，请大家各自回家去吧!”戏不演了，大家只好从戏园子里出来。
我亲自看见变兵朝天放枪，到铺子里面来抢东西。
街上碰见阔人就抢钱、抢表。
热闹街道都放火烧；那次，东安市场就给烧着了。
我当时住在崇文门外花市南边的缨子胡同，我们家的房子有个楼，上楼顶看到城里各处都起火了。
变兵还有意把六位特使的馆驿包围起来，吓唬他们。
欢迎袁世凯的六位特使，这时还没有见过袁世凯。
这个变动来了，袁世凯却先派人去安慰他们，表示北方形势很乱，非他坐镇不可，表示他不能南下就
职。
六位特使没有办法，只好回南京再开会商议。
商议结果，最后只好同意袁世凯留在北京，政府也只好迁就他设在北京，孙先生让位，把大总统的位
置让给了袁世凯。
当时南京公布过一个临时约法，约法的起草人就是宋教仁。
也有个议会，就叫临时参议院。
临时约法由临时参议院通过，最后由临时大总统公布。
没有办法，只好承认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临时参议院也只好北迁了。
临时参议院的组织内容，前后有变化。
开始，由各省都督推派三个人到南京组织临时参议院。
后来起了变化，三人改为五人，不由各省都督派遣，而由各省参议会推举。
说到我自己，清廷退位之后，革命暴力是用不着了，我们京津同盟会的一般同志，不少人转入文字宣
传工作，都去办报了。
我们当时办的报纸名叫《民国报》。
《民国报》的社长大家推举甄元熙担任，总编辑是孙炳文。
当年我是20岁，孙炳文大我9岁，孙是一位老大哥。
我当时的职务是外勤记者，任务就是对外采访新闻，偶而也写一点短评之类的文章。
我在文章上的署名没有一定，有时是写“寿民”，有时还写成“瘦民”。
我们这位孙炳文大哥，有一次在给我写扇面题词时，在称呼上给我写了“漱溟”这两个字。
我一看，这两个字比我的“寿民”、“瘦民”两个字好，从此我就改名为梁漱溟，这名字一直用到现
在。
孙炳文先生号浚明，四川叙州府人。
他是我们办《民国报》的总编辑。
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的孙维世，是我们这位孙大哥的女儿，孙维世的母亲叫任维坤，她是我们《民国报
》的一位女编辑。
任维坤是任芝铭的女儿。
孙、任都是我们报馆的同事，他俩是在报馆工作时相识，而后来结成了伴侣。
其后孙炳文在德国留学，和朱老总在一起，加入了共产党。
因为他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清党时惨遭杀害。
那时他从广州到香港，又从香港坐船到上海，被国民党发现后逮捕，惨遭杀害。
他的夫人任维坤后来在延安工作，改名为任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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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九四六年重庆的旧政协会议开会后，第二次去延安时还见到过她。
当时她告诉我，她有一女一儿，孙维世是她的女儿，儿子叫孙泱，曾任教中国人民大学。
《民国报》开始创办是在天津，后来才迁到北京来了。
民国元年，中国同盟会吸收其他小党派改组成为“中国国民党”，这时就把《民国报》改为国民党的
机关报。
我们这些人就退出来了。
党本部派来接收报馆的是汤漪，他当时是国会议员。
当时参加临时参议院的小党派很多，都是临时发起组成的，并不是原来就有的。
譬如说，一个关系较大的小党派－“统一共和党”，它的头头就是吴景濂。
统一共和党当时在临时参议院里，共有十几位参议员。
因为吴景濂是东三省人，这十几位参议员也大多数是东三省的，同时也有几位是华北的。
原来的临时参议院议长是林森（他后来担任过国民政府主席），副议长陈陶遗。
陈当时在南方没有北上。
林森议长辞职。
为了选举临时议院的议长，本来这个时候还没有组织国民党，这时在参议员中形成了两大派，一左一
右。
以同盟会为背景的为左派，以共和建设讨论会为右派。
在这个基础上后来形成两个大党，一为国民党，一为进步党。
进步党也是几个小党派合起来的，包括共和党。
共和党以南通张季直为首，黎元洪也是共和党的。
最后还说这么一段事情。
临时参议院从南京迁到北京。
我担任外勤记者，有记者证，凭证哪里都可以进去。
临时参议院开会时，我经常去那里采访消息。
有一次正是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在临时参议院行宣誓就职典礼，我亲眼看见袁世凯先在台上宣读誓词，
读完誓词之后，由议长林森领他下了主席台，走出议会大厅，到外边照像留影。
参加照像的有参议院议员，也有政府内阁阁员。
新闻记者不让参加，但是可以远远地望见他们照像的情景。
因为我们在楼上旁听席上赶着下楼来，走得快一点，先出来了。
我正向外张望，林森议长领着袁世凯从我背后走来，正好在我右边身旁走过，所以我当时看得很清楚
。
我看到袁世凯穿了一身陈旧的军装。
他这个人身材很矮，像是腿短了些，上身肩膀宽大，脸上既没有刮脸，也没有正式留胡子，头上也不
戴帽子。
看起来，他对于这次就任大总统并没有当一回事似的，没有郑重诚敬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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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6年初，《忆往谈旧录》再次问世。
这次再次问世，不只是重印，而是增加了许多内容，编排也与原来完全不同。
但由于自己工作的疏失，先父有关记述中国民主同盟的文字竞被遗漏，实为一大缺失。
幸今日有增订的机会，将被遗漏的文字全部补入于增订本内。
先父梁漱溟尝说：“80年来我一生行事，总是自己主动。
一生中许多事情是独自创发，不是步人后尘。
例如我搞乡村建设运动十年，虽赖许多朋友合作，渐渐得各方广泛响应，而风气总是我开的。
又如民主同盟组织的出现，固然没有各方面参加赞助不会有成，但从开头发起，以至后来成立宣言和
十大纲领，都是由我执笔。
”可以说，他曾为投身乡建运动与创建中国民主同盟这两件事，付出了大量心血，并对国家社会发生
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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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认为凡事不作则已，要作便须责任分明，章法清楚。
我只是一个自己有思想又且本着自己的思想而行动的人，其他都说不上，如我所见，我们所缺短的东
西不外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这两样，亟须把它补充到中国文化里来，此外更无其他。
一般国家的教育重在教育青少年。
而社会改造时期应重在教育成人大众，而对成人则应在社会之中进行教育，我从来都是抓住我认为最
要紧的事来作，抓住从大局上看在此时此地最要紧的事来作，抓住别人没有作而只有我能作的事来作
。
假如作的人很多，不一定需要我，我就不来作。
大家要知道，越是不容易成功的事情，越是一个伟大的事情；如果是一个伟大的事情，则一定是不容
易成功的事情。
中国历史的转变，没有法子不是一个大的转弯；中国的社会改造没有法了，不是一个大的工作，没有
法子小就。
我大不同于那些以超政治自居的学者，而相反地我为了中国问题忙碌一生，从不自认是个学者；我自
以为革命，却又实在未能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一起；说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立场吧，又一直
在策划着走向社会主义而反对旧民主。
　　——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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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忆往谈旧录》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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