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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年谱在原有版本的基础上，增加了丰富的内容和材料，从而更为完整地展现了梁漱溟先生充满传奇
色彩的一生。
梁先生一生不仅致力于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探索和发扬，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孜孜探求救国之路
。
他忧国忧民、仗义执言、勇于实践，充分体现了一位儒者的真性情与真境界。
本书绝不只是对梁先生其人其事的记录，活跃于文字中的，更有先生深厚的思想和高远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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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漱溟，原名换鼎，字寿铭，后以漱溟行世，生于北京，祖籍广西桂林，顺天中学堂毕业，其后皆自
学。
中国现代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1917-1924年执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30-1937年从事乡村建设运动，1941年参与发起创建中国民主政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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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先生到北大，正是“五四”运动前夕，国人接受西洋近代思潮(代表资产阶级的)似较以前为深
入，而现代思潮(代表无产阶级的)则适于此时发端，整个学术界风气是极其菲薄东方固有学术的。
    先生主讲研究东西文化之经过说：“那时我很苦于没有人将东西文化并提着说，也没有人着眼到此
地。
以为如果有人说，就可以引起人研究。
在我研究的时候，很有朋友劝我，说这个问题范围太广，无从着手。
”“但我对于此问题特别有要求，不肯放松。
”    “我们要知道：中国历史的长久，国土的广大，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一个民族以他自己独创
的文化，来维持他民族的生命，能像中国这样长久的，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国家。
中国从来不以武力胜人，从来不欺凌弱小，中国文化程度高，从来是以理服人，而不以力胜人。
四邻小国对他心悦诚服，不知不觉地跟着走，就化而为一了。
中国广土众民就是靠他崇高优异的文化所取得的伟大成功。
至于中国民族寿命的绵永、历史的长久，也是靠文化而有的成功，中国也曾两次被外族征服，但赖文
化的力量，历史终未中断。
例如满洲人以武力征服了中国，他仍得用中国文化来统治中国，因此中国文化照样延续下去，到末了
连征服者自己也变成中国人，让他自己也认不出自己曾用武力征服过中国而同化于中国了。
他用武力征服了中国，中国却用文化征服了他。
”    “我们说：中国文化这样高，这样优越有效用，为什么呢？
这有两点原因：    一、中国文化是非宗教的——中国文化是非宗教的，它是以儒家道理为根本精神。
宗教是强人信它(信宗教)，而儒家道理则是让人自信，让人各自信自己心里的道理，如所谓‘是非之
心人皆有之’，他认为道理就在各人身上，无假外求，他只是启发你本来的有理性，尊重自己就够了
。
这样一来，我们虽是信从儒家，跟儒家走，也等于信从自己，靠自己走了。
儒家所指示给人的道理是最合乎人类理性，最合乎人类心理要求了。
所以人人都愿意信从他，跟他走。
而以如此儒家道理为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也就最合乎人类理性，最合乎人类心理要求，因而它能延续
的久，传播的广，无论哪个民族遇到了它，都安之若素，感到非常合适。
——这是中国文化所以能同化外族，所以优越有效的最要紧的一个原因。
    二、中国文化是非团体的——    前边说过中国缺乏团体，向来不划小范围，视天下为一家，与人不
分彼此，没有狭隘的国家观念，没有排外性所以他容易与人合一，因而就让中国的疆土日渐扩大，人
口日渐加多，民族生命与文化历史延续不断了。
”    “本来在今日竞争剧烈的世界上是须要有团体的，而人类社会最初的团体，多半由宗教来，如西
洋有宗教亦有团体，而中国二者都缺，所以相遇之后就非吃亏不可，非失败不可。
不过现在中国固然失败了，可是不要忘记从前也曾有过很大的成功，并且今日的失败正是从过去的成
功来的。
俗话说‘飞得高，跌得重’，中国正是如此。
我们要知道：中国文化的优越之处就是：和平、宽厚、廓然大公、对人存好意、不狭小、不排外、不
存成见⋯⋯凡此都是合乎人类理性，合乎人类心理要求的。
这是我们固有文化的长处，也正是西洋人与日本人的短处，他们将来是要来学我们的。
我们还要知道：今日世界上演出了许多惨剧，都是由缺乏理性，缺乏中国文化的长处而来，例如今天
充满世界的种种斗争，彼此利用科学技术(如飞机大炮各种武器)来互相惨杀；如此下去，岂不要毁灭
人类，毁灭文化，毁灭大千世界!”    “我们要问：人类(包括文化)如何才能得救呢?那只有大家都发挥
理性，都认取中国文化的长处，才能免除毁来的惨剧。
所以人类历史再往前进，是要归到中国文化这条路上来的。
我们不要短视，要放大眼光来看，人类的得救，正要靠我们，靠我们发挥中国固有文化的长处，发挥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梁漱溟先生年谱>>

人类的理性。
我们相信：中国固有精神必然重光，中国文化必然复兴！
”    先生的一席话，震惊四座，短时间的沉默后，便有人提出：“在小组学习中出现这种‘恶毒攻击
’的言论，绝对不能听之任之，必须批判！
”也有人说：“这种反动言论要在外头讲，当场就会被革命群众批倒斗臭，砸个稀巴烂的！
”气氛立刻紧张起来，但这次小组会政协军代表不在场。
主持小组会的召集人之一于树德立刻宣布：一、情况向上反映，听候处理；二、谁都不许向外扩散，
谁扩散责任自负。
    不料几天后，小组召集人在会上宣布：“上级的指示，因为是征求意见，提什么意见建议都是可以
的。
”    就这样，先生这次逃脱了批判。
那么这个发“指示”的上级又是谁呢？
当时谁也不敢深问。
在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大家才知道当时是周总理办公室发来的电话指示。
    ⋯⋯书摘2    是年，《东方》杂志“中国美术专号”发表婴行(丰子恺先生)写《中国美术在现代艺术
上的胜利》一文，先生说他：“申论中西画法之异，适与厨川白村说相合。
盖西洋人无在不持其有对之态度，中国人无在不以超有对为蕲求，又可于艺术证之。
”    夏天，四川刘鉴泉先生之弟子双流徐利宾至北京，先生当时已回北京，徐先生常谒先生，送刘先
生所著《外书》与先生。
先生读后讲：“读之惊喜以为未曾有，《外书》都若干篇；兹所见两篇：一曰《进与退》；一曰《动
与植》。
其《动与植》一篇，指出动物生活与植物生活二义，为东西文化分殊之点指点说明，极新颖而确凿。
”    六月，接编《村治月刊》，先生在该刊一卷一期发表《主编本刊之自白》一文，全文分四小节：
一、我是怎样一个人?二、过去几年的烦闷，产生今日的主张。
三、最近努力所在和主编本刊的由来。
四、我对国民党的态度。
    在陈述乡治运动的主张一段讲：“我眼中的乡治，是看作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的一新方向。
”“我所要做的社会运动看出，正是一种最实在的文化运动。
我的乡治主张正是切就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为人生大道的指点。
”文中批评民国以来社会上的政治、思想运动说：“谁若没梦想过西洋政治制度在中国的仿行实现，
则他不注意这仿行的困难，实现，的无望，自无足怪。
然而我是做过这迷梦来的；数十年间，眼看着事实上是怎样的格格不人，愈去愈远，如何能轻易放过
而不深求其所以然?于是⋯⋯发见了中国民族精神和西洋政治制度间的大刺谬点。
”“十三年以来的革命潮流，便是这样由社会上有力分子所形成的倾向。
然而自我们一度经历尝试过后，我们知其无能为矣!他与我们民族精神是大相刺谬的。
”“而以我们的精神实超迈于他之故，他将无成功之望。
这有一个我们所信的大原则在，就是凡高过我们固有精神的，便能替我们民族开新生机；若低下一些
，便只益死机；⋯⋯我们所以敢于否认西洋政治制度的在此，所以敢于否认共产党的亦在此。
”先生在最后一大段——我对国民党的态度——中，还申述了他那时对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看法，先生
讲：“我认为自十三年(1924)改组以后，至蒋中正提出整理党务案的时候，只算党史的一段落。
此一段落可谓受惑又受制于共产党的时期，抄袭共产党的理论，模仿共产党的方法，随着共产党走。
⋯⋯简直可以说唯十三年改组以后的才不是国民党；因为此一时代，是失掉自家精神，而濡染于共党
习气甚深的时候。
⋯⋯我所批评多在此一面，是则所批评者并非国民党之本身，乃国民党之袭取诸他人者耳。
”先生还认为国民党“亟当回头认取吾民族固有精神来作吾民族之自救运动耳”。
    六十岁。
    在北京，住颐和园西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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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初，写完《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一文，约四万多字。
    头年十二月，《大公报》和《进步日报》邀请好多位学者、专家开座谈会，批判改良主义思想。
发表在报纸上的发言和讨论，先生都看过。
文中说：“我个人的情形和发言的几位先生不相同。
他们都是留洋学生，在资本主义国家求过学，而且差不多全是学社会科学的，所以他们就多从改良主
义在马克思主义前后发生的来历如何，类别如何这面来说。
我既没有去过欧美，又不是什么社会科学家，但我从事于一种社会运动，我将直接了当来讲我自己的
事情。
”    全文分十五节，先生从第一节“对于中国革命问题一种似是而非的判断和处理”开头，用了五节
篇幅叙述了自己在抗战前后以及抗战胜利后的言论和行动。
在第六节“说明如此判断和处理的由来”，即强调“中国问题的特殊”，“中国缺乏阶级”，“中国
不属一般国家类型，因而中国革命应当别论”，“中国革命不是政权属谁问题，而是能不能统一稳定
问题”，“问题是在树立统一的国权，而其功夫则要促成各方的团结、合作”。
“问题在武力缺乏主体”，“旧中国社会无秩序”，“深感无秩序之苦”以及“不走武力夺取政权之
路”，“不求统一于上，而求统一于下”等等错误言论作了初步检讨和自我批评。
文中讲：“总括说，我的错误，实错在过分强调中国问题的特殊。
”“我不该片面强调联合，把联合与斗争对立起来，以为二者不能相容。
”“联合是可以讲的，却要在斗争中讲就对了；特殊处理是应有的，但离开一般而作特殊处理那就错
了。
”“我是在中国特殊论的根柢上，否定了一般革命之路，而另自提出中国所应走的路线。
”“旧著《答乡村建设批判》把这一路线说得最分明，因其从头至尾都对照着一般革命之路——分化
而斗争之路——来说的。
仍不外根据原先的《乡村建设理论》而来。
”“我所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不是旁的，正是看中了时机到来而努力奔赴的全国统一运动。
”“这就是求统一于下”，“乡建运动既不与武力牵连，更不自己组织政府，只是保持其社会在野的
地位。
”“共产党的老话：‘要站稳阶级立场’，‘要分清敌我’；而我却要把全社会统一于一个立场，一
定要‘从团结求统一’，彼此路道正好相反。
可以说国内有本有源、彻头彻尾反共的只有我。
我有一套‘既从今以追古，又由古而达今，事事与外国相比较，纵横往复’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作根据
，我认定他们把中国问题当作一般革命来搞是错了。
直至全国解放前夕，我写《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还是反对以武力求统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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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自叙两则弁于年谱之前（代序）我自谓负有沟通中外古今学术思想的历史使命，心心念念唯在写出(人
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书，今者——一九七六年四月——(人心与人生)等著作基本完成，则清
理一生经历是亦余年可以着手之事乎。
爱在年谱编订之前，自撰叙言两则如下：    (甲)    我以清光绪十九年(西历一八九三年)九月九日生于北
京，父母为命名焕鼎，字寿铭，其后通用名号为漱溟二字。
早从曾祖父香初公(讳宝书)由桂林来北京会试得中，游宦北方以来，流寓北京良乡等处，未得南归。
先祖父稚香公(讳承光)、先父巨川公(讳济)均以桂林籍得中顺天乡试，因而至我一辈人犹沿用桂林籍
贯，参加广西旅哀同乡会，而实际则在北京生长，生活上多染北方习惯，说话悉从北京口音，殆无异
乎北京本地人。
此从吾父以来即如是矣。
  然从另一方面育之，祖父童年始寓桂林北来，嫡祖母刘则贵州毕节人，吾父生母陈则桂林人，亲戚
故旧大抵桂林人，或其他南省人，社会生活环境自有所不同。
及至我先母张来归则又原籍云南大理，盖外祖父张公士铨始从大理北来者。
我生长如是家庭中，一切习俗风尚介联着中国的西南方与北京这一大都会，一面若有拘守，一面又通
达无固陋。
在清季，吾父警觉世界变化，真挚地倾向变法维新，却未接近尔时维新党人；我十几岁关心国事，倾
向革命，夫岂偶然哉!    先祖母刘幼通书史，既寡居清苦，尝设蒙馆于家，招收儿童，为之课读。
先母亦复通习文墨，清季女学初兴，北京有女学传习所之设，曾受聘任教其中。
如所周知，中国旧社会绝大多数妇女不识字者，不可以例吾家。
    我兄弟姊妹四人。
长兄焕鼐字凯铭，清季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商科毕业，竟以通习日语，当日寇侵占华北、华东期间，受
敌伪任用为天津统税局长。
虽在日寇失败之前，自动辞职且身故，犹言之可耻。
大妹新铭，二妹谨铭均在清季女子师范学堂毕业。
新铭适吴县邹应莪，不幸早寡，去世亦已多年。
谨铭常斋礼佛者十年，卒于家。
四人存于今者独我一人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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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梁漱溟先生年谱》绝不只是对梁先生其人其事的记录，活跃于文字中的，更有先生深厚的思想
和高远的人生境界。
本年谱在原有版本的基础上，增加了丰富的内容和材料，从而更为完整地展现了梁漱溟先生充满传奇
色彩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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