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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梁漱溟是一位信奉佛教而又蜚声海内外的儒学大师，性格耿直，敢说敢为。
他是毛泽东的挚友、诤友，也是一位身份特殊的老朋友，在三十多年的交往中，有过彻夜友好的长谈
，有过面红耳赤的争论，也有在大庭广众之下针锋相对的吵骂，这其中的恩恩怨怨，让人惊叹，也让
人称道⋯⋯    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举行开国大典，梁漱溟远在四川未能参加，据说，当天周恩来
在天安门城楼上曾感慨地说过：可惜今天的盛会有两个人不在场，一个是梁漱溟，一个是邵明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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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吉庵，云南省建水县人，1930年生。
1979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著有《胡适传》《章士钊传》《物来顺应——梁漱溟传及访谈录》等书；发表《论辛亥革命的两种起
义方式》及研究章士钊、胡适等人的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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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 家世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溟，后以字行；笔名寿民、瘦民、漱溟等。
广西桂林人，1893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九年九月九日）出生于北京。
梁漱溟祖先是元朝宗室后裔。
其祖先与元朝皇帝同宗室，姓“也先帖木耳”，蒙古族。
元灭，末代皇帝顺帝携皇室亲属逃回北方（即今蒙古），其祖先家族未走，留在河南汝阳，地属大梁
（开封），故改汉姓梁。
至第十九代梁星由河南迁徙广西桂林居住。
梁重的儿子即梁漱溟的曾祖父梁宝书，应乡试中举人后，又进京会试中进士，历任直隶、正定等地知
县和遵化知州。
此后，全家住在北京，未再回桂林。
梁漱溟的祖父梁承光在北京即顺天府应乡试中举人，后在山西离石县（当时叫永宁州）做官。
梁漱溟父亲梁济，字巨川，光绪十一年举人，在京城贵族那苏图家中任教（塾师），课其子女，后官
拜内阁中书等职。
梁济秉性笃实，为清室忠臣，但思想比较开明。
他认为：中国积弱，全为念书人专务虚文，与事实隔得太远之所致。
因此，平时最看不起做文章的人，而以“务实”二字为其一贯的主张。
生于官宦之家，“书香门第”，但事实上梁家生活却并不富裕。
因为梁济的祖父做外官卸任时，无钱而负债；父亲为祖父还债，债未清而身故，逝世时年36岁。
当时梁济只有七八岁，靠着祖母开蒙馆教几个小学生度日。
梁济19岁，便在“义学”中教书，生活仍然清苦。
“二十多岁的时候，有官宦之家愿意把女儿许配给他，他还愁娶一个不能过苦日子的媳妇不好办，竟
因之拖延了数年才成婚。
”自清末至民初，梁济大都是在民政部门负责一些慈善事业，如慈幼堂和罪犯教养所等，其中有几年
在皇史晟（清皇家档案馆）工作。
清廷腐败，外患频仍，身为文官的梁济深知自己没有机会效命疆场，但他读起兵书来却手不释卷，喜
爱有加。
遇到风雨天别人多躲进屋，他却顶风冒雨在外面跑。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闻中国军队不经严加整顿即开拔东调，便“顿足挫胸，谬矣谬矣！
”光绪下诏要实行变法，他建言“欲革弊政必先革弊风弊俗”。
梁漱溟后来养成写日记的习惯亦与其父梁济大有关系。
青年时期的梁济悲天悯人，却对中国的政治、民情无可奈何，常常把自己的愤懑和忧虑写进日记里。
此处仅举其1893年至1894年的几则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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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6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白吉庵先生问我，是否愿意与他合作，将他
于1997年年末出版的《物来顺应——梁漱溟传及访谈录》一书补充扩写，共同完成一部梁漱溟的传稿
。
我当时有点犹豫，觉得自己的学术功力不够，对于梁漱溟先生的佛学、儒学思想所知甚少。
白先生说这是梁漱溟先生家人的心愿，可他眼睛不好，不能较长时间看书或查阅资料，一个人难以完
成扩写的工作。
我考虑再三，还是同意了。
但是，当我大量地翻阅从图书馆借来的图书资料和白先生提供的书稿资料时，一方面，我被梁漱溟先
生对国家、民族那种深厚的大爱；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孜孜不倦地对真理的探求；一生为追求佛学、儒
学，致力于城市与乡村教育，为抵御外敌、国共合作奔走呼吁，为新中国建设积极献言，为完成其一
生的写作计划不懈努力，一生始终敢讲真话的精神和品格所深深感动。
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人物并不好写，如何准确地记述、评论其一生的思想脉络与变化、学术观点、
生活态度，应该说很不容易。
在白先生的鼓励下，我翻阅梁漱溟先生的著作、文集，近年来出版的有关梁漱溟的各种传记、年谱、
论文集、资料集等，开始了艰难的写作。
近三年来，我边查阅资料边写作，查阅、选择资料的时间远远超过写作的时间，这也是人格与学术思
想接受洗礼的一个过程，使我的心灵得到净化。
尽管如此，当完成最后一章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我仍然感到很不满意，因为自己这枝拙笔实在不能高
度地概括梁漱溟先生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高尚品质与生活情操，只有留待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
另外，我能够接受这个任务，不知深浅地写下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粱漱溟先生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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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五四运动那个时期，在反对孔学，反对中国古老文化那么厉害的气氛中，梁先生提出未来世界文化
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话，是很有胆识的。
　　——熊十力梁漱溟的十四字格言：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为人类文化的早熟，中国被美国师爷责以没有人权不讲民主，梁漱溟对此的解释
和中国为什么科学不发达是一个原因——文化早熟，病在高明，非失之愚笨。
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
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抑压，被抹杀。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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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梁漱溟口述实录》作者受梁老之约为其立传，故自1985年6月起至1988年1月19日，最后一次谈话为
止，前后约三四十次听其讲过去的经历⋯⋯开国大典上，周恩来感慨地说：可惜今天的盛会梁漱溟先
生不在场⋯⋯新中国成立以后，梁漱溟是唯一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毛泽东公开辩论的大儒。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梁漱溟口述实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