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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梁漱溟先生毕生治学，性悟古今，学贯中西，道德文章堪称一代宗师。
本书是在200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梁漱溟先生年谱》的基础上增订修善完成的，是一部向
读者展现现代儒学大师梁漱溟先生生平的著作。
书中通过大量引用梁漱溟先生的著作以及作者与其谈话的内容，将梁漱溟先生的一生展现出来。
从治学之历程到乡村之实践，从情感之所依到思想之嬗变，从怀抱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理想为抗日斗
争、民主和平积极奔走于重庆、延安，到为新中国建设直言不讳，殚精竭虑，梁漱溟先生的一生数度
沉浮、浓墨重彩。
故“年谱”两字实不能涵盖本书所包蕴的全部内容，编辑遂迳将书名定为《梁漱溟》，以这位现代圣
人之名来承载书中丰富的内涵。
    本书由梁漱溟先生提出撰写，在撰写过程中又两度亲自审改，临终前还念念不忘书稿写到哪一年了
，由此可见，梁漱溟先生对本书是有所寄托的。
希望本书能把梁漱溟先生的这一寄托完整真实地传达给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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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渊庭（1906—1994），又名李澂，男，内蒙古托克托县人。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毕业，重庆北碚私立勉仁书院研究员。
长期追随梁漱溟、熊十力两位先生治学，对中同优秀传统文化、儒家学说有较深造诣。
1941年以乡建派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建国后存全同政协工作，1985年补办离休。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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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一九五○年（庚寅）一九五一年（辛卯）一九五二年（壬辰）一九五三年（
癸巳）一九五四年（甲午）一九五五年（乙未）一九五六年（丙申）一九五七年（丁酉）一九五八年
（戊戌）一九五九年（己亥）一九六○年（庚子）一九六一年（辛丑）一九六二年（壬寅）一九六三
年（癸卵）一九六四年（甲辰）一九六五年（乙巳）一九六六年（丙午）一九六七年（丁未）一九六
八年（戊申）一九六九年（己酉）一九七○年（庚戌）一九七一年（辛亥）一九七二年（壬子）一九
七三年（癸丑）一九七四年（甲寅）一九七五年（乙卯）一九七六年（丙辰）一九七七年（丁巳）一
九七八年（戊午）一九七九年（己未）一九八○年（庚申）一九八一年（辛酉）一九八二年（壬戌）
一九八三年（癸亥）一九八四年（甲子）一九八五年（乙丑）一九八六年（丙寅）一九八七年（丁卯
）一九八八年（戊辰）附录一　粱漱溟先生生平附录二　粱漱溟的最后一次发言附录三　发挥中国的
长处吸收外国的长处附录四　论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附录五　哀悼梁漱溟先生附录六　悼念梁漱溟先
生附录七　以发扬儒学为己任为同情农夫而执言——悼念梁漱溟先生附录八　我所认识的梁漱溟先生
附录九　沉痛悼念梁漱溟老师附录十　在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发言附录十一　梁漱
溟先生与中国民主同盟附录十二　社会各界人士哀悼梁漱溟先生挽联选摘附录十三　李闻案调查报告
书附录十四　萨空了著《香港沦陷日记》（摘录）梁漱溟专著、主要文集及论文后记增订本后记第二
次增订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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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八九三年（癸巳　清光绪十九年）　　十月十八日（农历九月初九日——重阳节），先生出生
于北京紫禁城附近的安福胡同的一个小屋。
汉族。
父为取名焕鼎，字寿铭。
早年曾用笔名寿民、瘦民，二十岁后又取字漱溟。
祖先是元朝宗室后裔。
①原籍广西桂林。
曾祖遵化公以会试来京师，遂未归桂林。
祖父永宁公。
父名济，字巨川，亦字孟匡，四十入仕，官内阁中书，后晋升为侍读，加四品衔。
拥护维新，关心国是。
　　曾祖、祖父、父亲都是举人或进士而做官的。
外祖父也是进士而做官的，是白族，云南大理人。
祖母和母亲都读过不少书，能为诗文，是所谓“书香门第”、“仕宦之家”。
但曾祖作外官卸任时，无钱而负债。
祖父为父还债，债未清而身故，去世时年三十六岁。
当时父亲只有七八岁，靠着祖母开蒙馆教几个小学生度日。
父亲稍长到十九岁，便在“义学”中教书，生活依然寒苦。
二十七岁中举。
后来，借钱捐了个没有俸银俸米的官——内阁中书，在“皇史宬”抄国家历史档案，因而后又提升为
内阁侍读。
全家生活靠父亲为人写禀帖、对联和证明函件的收入来维持。
家庭景况从没有舒展过。
①　　先生说：“吾父是一秉性笃实底人，而不是一天资高明底人。
”“他与我母亲一样天生地忠厚。
”“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
⋯⋯所以遇事认真⋯⋯行为只是端正，而并不拘谨。
前人所云‘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的话，正好点出我父一副心肝。
我最初底思想和做人，所受父亲影响，也就是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
”“我母亲温厚明通，赞助我父亲和彭公（翼仲）的维新运动，并提倡女学，参加北京初创第一间女
学校——女学传习所，担任教员等类事情⋯⋯”　　先生排行第二，有一长兄，两个妹妹。
长兄名焕鼐，字凯铭；大妹名焕诘，字新铭；二妹名焕绅，字谨铭。
长兄留学日本明治大学，两妹亦于清朝末年毕业于京师女子师范学校。
兄妹四人教育费用，常常是变卖母亲妆奁支付。
　　先生回忆说：“自幼瘠弱多病，气力微弱，未到天寒，手足已然不温。
五六岁时，每患头晕目眩，一时天旋地转，坐立不稳，必须安卧始得。
七八岁后，虽亦跳掷玩耍，总不活泼勇健。
”“在中学时，常常看着同学打球、踢球，而不能参加。
人家打罢，踢罢，我一个人方敢来试一试。
因为爱用思想，神情颜色皆不像一个少年。
同学给我一个外号‘小老哥’。
”“却不料后来年纪长大，倒很少生病。
”“小时候，我不但瘠弱，并且很呆笨底。
约莫六岁了，一八九三年（癸巳）自己还不会穿裤子。
因裤上有带，要从背后系到前面来，打一结扣，我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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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早起，母亲隔屋喊我，为何还不起床？
我大声气愤地说：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
招引得家里人都笑了。
原来天天要妹妹替我打这结扣才行。
”　　一八九八年（戊戌　光绪二十四年）　　六岁。
　　开始读书。
是由一位孟老师在家里教底。
那时的儿童，人手多是《三字经》、《百家姓》，接着就是四书五经了。
先生在读了《三字经》之后，即读《地球韵言》，而没有读四书五经。
《地球韵言》一书，内容多是一些欧罗巴洲、亚细亚、太平洋、大西洋之类。
不读四书五经，而读《地球韵言》，是出自父亲的意思。
他不主张儿童读四书五经，这在当时自是一破例底事。
先生说：“考其所以然，大约由于父亲平素关心国家大局，而中国当那些年间恰是外侮日逼。
例如：　　清咸丰十年（一八六○年）英法联军陷天津，清帝避走热河。
　　清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中法之战，安南被法国占去。
　　又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缅甸被英国侵占。
　　又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中日之战，朝鲜被日本占去。
　　又光绪廿一年（一八九五年）台湾割让日本。
　　又光绪廿三年（一八九七年）德国占胶州湾（青岛）。
　　又光绪廿四年（一八九八年）俄国强索旅顺、大连。
　　在这一串事实之下，父亲心里激动很大，他很早倾向维新。
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却有一种为清流所鄙、正人所斥，洋务西学，新出各书，断不可以不看。
盖天下无久而不变之局，我只力求实事，不能避人讥讪也。
”①　　“到光绪廿四年，就是我读书这一年，正好赶上光绪帝变法维新。
停科举，废八股，皆是他所赞成，不必读四书，似基于此。
⋯⋯而《地球韵言》亦是便于儿童上口成诵，四字一句底韵文，其中略说世界大势，就认为很合用了
。
”①　　一八九九年（己亥光绪二十五年）　　七岁。
　　北京出现了第一个“洋学堂”，名日中西小学堂。
父亲便命入学。
这是新派人物福建人陈鑅所办，念中文，又念英文。
①　　一九○○年（庚子　光绪二十六年）　　八岁。
　　义和团举事，专杀信洋教（基督教）和念洋书的人。
英文念不成了，并将当时的课本《英文初阶》、《英文进阶》一齐烧毁。
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中西小学堂停办，遂辍学。
　　一九○一年（辛丑光绪二十七年）　　九岁。
　　庚子变后，新势力又抬头，学堂复兴，入南横街公立小学堂读书。
先生说：“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底。
”“小时候，我是既呆笨又执拗底，他很少正颜厉色地教训，而毋宁说是受一些暗示。
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底压迫。
”“还记得九岁时，有一次，我自己积蓄底一小串钱（铜钱）忽然不见，各处寻问，并向人吵闹，终
不可得。
隔一天，父亲于庭前桃树枝上发见之，心知是我自家遗忘，并不责斥，亦不喊我来看，他却在纸条上
写了一段文字，大略说：‘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
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
次日，其父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
’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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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后交与我看，亦不作声。
我看了，马上省悟，跑去一探即得，不禁自怀惭意。
——即此事亦见先父所给我教育之一斑。
”　　一九○二年（壬寅光绪二十八年）　　十岁。
　　与两位妹妹一起入蒙养学堂读书。
　　是年春，先生的父亲赞助其好友彭翼仲先生创办报纸，为“灌输新知，启迪童蒙，用白话”。
同时，创办蒙养学堂，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教科书教学生，并有英文，男女同学，所以先生与两
妹奉父命就学该校。
读到十一岁，因病辍学。
　　先生父亲的挚友彭翼仲先生是苏州人，长大在北京，祖上状元宰相，为苏州世家巨族，为人豪侠
勇敢；是先生的谱叔，与先生父亲结为兄弟之交，并且是先生大哥的岳丈；又是先生的老师。
　　彭先生是位“爱国志士，维新先锋”。
先生讲到彭先生办报，父亲资助时说：“他们一心要开发民智，改良社会。
这是由积年对社会腐败之不满，又加上庚子（一九○○年）亲见全国上下愚蠢迷信不知世界大势，几
乎招取亡国大祸，所激动底。
”“彭公在一九○二年，在全国首都北京——创办了第一家报纸，计共三种：《启蒙画报》、《京话
日报》、《中华报》。
”“我所受益底是《启蒙画报》；影响于北方社会最大底，是《京话日报》；使他自身得祸底，则是
《中华报》。
《启蒙画报》最先出版。
它是给十岁上下儿童阅看底。
内容主要是科学常识，其次是历史掌故，名人轶事，再则如‘伊索寓言’一类的东西⋯⋯我从那里面
不但得了许多常识，并且启发我胸中很多道理，一直影响我到后来。
　　“《启蒙画报》出版不久，就从日刊改成旬刊（每册约三十多页）；而别出一小型日报，就是《
京话日报》。
内容主要是新闻和论说。
新闻以当地（北京）社会新闻占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是‘紧要新闻’。
包涵国际国内重大事情。
论说多半指摘社会疖痛，或鼓吹一种运动，所以甚有力量，能生很大影响；绝无敷衍篇幅之作。
它以社会一般人为对象⋯⋯因为是白话，所以我们儿童亦能看，不过不如对《启蒙画报》之爱看。
”　　“当时风气未开，社会一般人都没有看报习惯，虽取价低廉而一般人家总不乐增此一种开支。
两报都因此销数不多。
⋯⋯自那年（一九○二）春天到年尾，从开办设备到经常费用，彭公家产已赔垫干净，并且负了许多
债。
年关到来，债主催逼；家中妇女怨谪，彭公忧煎之极，几乎上吊自缢。
本来创办之初父亲实赞助其事，我家财物早已随着赔送在内；此时还只有我父亲援救他。
”“前后干余金，大半出于典质。
”先生于二十年后曾检得当时折卷，老父亲有批语云：“以财助报馆譬犹拯灾救难，虽立此卷，亏失
不还亦所心甘。
”先生称赞老父亲：“生平勇于为善赴义大都类此。
”“⋯⋯这事业屡次要倒闭，终经他们坚持下去，最后居然得到亨通。
第三年，报纸便发达起来了。
主要还是由于鼓吹几次运动，报纸乃随运动之扩大而发达。
⋯⋯最大一次运动，是国民捐运动。
这是由报纸著论引起读者来函讨论，酝酿颇久而后发动底。
大意是为庚子赔款四万万两分年偿付，为期愈延久，本息累积愈大，迟早总是要国民负担，不如全体
国民一次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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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国四万万人口计算，刚好每人一两银子，就可成功。
此时报纸销路已广，其言论主张已屡得社会拥护。
其影响之大真是空前。
自车夫小贩、工商百业，以至文武大臣、皇室亲王，无不响应，后因彭公获罪，此事就消沉下去。
然至辛亥革命时，大清银行（今中国银行之前身）尚存有国民捐九十几万银两。
”“报纸的发达确是可惊。
⋯⋯其所以这样发达⋯⋯因这报纸的主义不外一是维新，一是爱国；浅近明白正切合那时需要。
”“《中华报》最后出版。
这是将《启蒙画报》停了后才出底。
⋯⋯内容以论政为主，文体是文言文。
⋯⋯似乎当年彭公原无革命意识，而此报由其妹婿杭辛斋先生（慎修，海宁人）主笔，他却是革命党
人。
⋯⋯到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中华报》出版有一年半以上，《京话日报》则届第五年，清政
府逮捕彭、杭二公，并封闭报馆。
这已是彭公第二次被捕⋯⋯这次罪名是‘妄论朝政’、‘附和匪党’。
⋯⋯彭公被发配新疆，监禁十年。
其内幕真情，是为袁世凯在其北洋营务处（今之军法处）秘密诛杀党人，《中华报》揭出之故。
⋯‘后来革命成功，民国成立，举行大赦，彭公才得从新疆回来。
《京话日报》于是恢复出版。
不料袁世凯帝制，彭公不肯附和，又被封闭。
袁倒以后，再出版。
至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彭公病故，我重视它的历史，还接办一个时期。
就从这一环境，给我种下了自学的根本：一片向上心。
一面从父亲和彭公的人格感召，使我幼稚的心灵隐然萌露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而鄙视那般世俗
谋衣食求利禄底‘自了汉’生活。
更一面是从那维新前进底空气中，自具一种迈越世俗的见识主张，使我意识到世俗之人虽不必是坏人
，但缺乏眼光见识，那就是不行的，因此一个人必须力争上游。
顷所谓一片向上心，大抵在当时便是如此。
”“这种心理，可能有其偏弊；至少不免流露一种高傲神情。
若从好一方面来说，这里面固含蓄得一点正大之气和一点刚强之气——我不敢说得多，但至少各有一
点点。
我自省我终身受用者，似乎在此。
”“⋯⋯十岁时爱看《启蒙画报》、《京话日报》，几乎成瘾，已算是自学，但真底自学，必从这里
（向上心）说起。
”“我大约从十岁开始即好用思想。
”“十岁前后，在小学里的课业成绩，比一些同学都较差，虽不是极劣，总是中等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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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
　　——梁漱溟自撰座右铭　　这是一部年谱——全书以年代为经事件为纬，逐年记录梁漱溟95年的
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又是一部传记——两位追随梁漱溟半个多世纪的老人以第一手材料再现了他跌
宕起伏的一生；更是一部自传——梁漱溟两度亲修亲审，大部分内容分自他的亲书亲述，还原了历史
的真实。
　　比初版增加了近十万字的原始资料，首次恢复了在特定政治背景下梁漱溟删改的部分内容；完整
记录了梁漱溟与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李宗仁、胡适等历史人物错综复杂的交往关系；通篇经梁
漱溟亲修亲审，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细节来源于梁漱溟与作者的私人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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