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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儒家哲学》侧重于收录梁启超对于儒家哲学方面的内容，并以儒家哲学、儒家政治哲学和儒教
这三个方面，将所收录的文章做一个大致的分类，这样的分类主要是基于梁启超对于儒家哲学论述的
重点和编者对于儒学的理解在内。
　　《儒家哲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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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
、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
汉族，广东新会人。
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学者。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
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
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
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
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
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
　　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
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
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
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
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
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
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
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
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
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
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
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
1929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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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读：梁启超论儒家哲学(干春松)儒家哲学儒家哲学孔子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儒家政治哲学先秦儒家
政治哲学儒家关于法之观念儒教复友人论保教书论支那宗教改革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孔子教义实际裨益
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编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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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时代的研究法，顾名思义就是看各代学说的形成、发展、变迁。
长处是对学术发展的脉络有全面的了解，而短处是把各家关于几个重要问题的答案，截为数段，使问
题的脉络不够连贯。
　　宗派的研究法，其实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学派研究法。
这样的方法，长处在于把各学派的起源、变迁、继承、演化和影响，描述得详尽完备，但学派之问的
关系会被忽视。
　　由此，梁启超认为，这三种研究方法各有长处和短处，最好是要相辅相成。
除此之外，梁启超还认为，因为儒家的思想是在与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互相争鸣并与外来的
佛教相互影响中发展出来的，虽然势力最大，却不能不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冲突和交融。
　　梁启超还特别提到儒家思想与中国社会的关系。
　　中国社会风俗和法律均受儒家影响至深，了解社会风俗的变化，也可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儒家的发
展。
同时，对于晚近传人的基督教和西方的政治、哲学理论也要仔细地分析。
真可谓是面面俱到。
　　梁启超在《儒家哲学》的讲演中，首先是描述了儒家发展的历史。
对于儒家的历史的描述一直是见仁见智，特别是现代新儒家确立以心性之学为道统的第三期发展说出
来之后，关于儒学发展的阶段的讨论，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
　　梁启超对于儒家发展历史的描述，并无专门的说法，而是根据历史的发展逐步展开。
其可注意点有三：　　第一，注意经学和哲学的结合，儒学与别的学派的结合。
　　第二，先秦和清代详细，而别的时代相对简略。
可能是因为梁启超写过《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他对清代儒学的发展脉络描述
尤为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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