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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想我的一生正是一自学的极好实例。
若将我自幼修学，以至在这某些学问上“无师自通”的经过，叙述出来给青年朋友，未始无益。
于是着手来写《我的自学小史》。
学问必经自己求得来者，方才切实有受用。
反之，未曾自求者就不切实，就不会受用。
俗语有“学来的曲儿唱不得”一句话，便是说：随着师傅一板一眼地模仿着唱，不中听的。
必须将所唱曲调吸收融会在自家生命中，而后自由自在地唱出来，才中听。
学问和艺术是一理：知识技能未到融于自家生命而打成一片地步，知非真知，能非真能。
真不真，全看是不是自己求得的。
一分自求，一分真得；十分自求，十分真得。
“自学”这话，并非为少数未得师承的人而说；一切有师傅教导的人，亦都非自学不可。
不过比较地说，没有师承者好像“自学”意味更多就是了。
像我这样，以一个中学生而后来任大学讲席者，固然多半出于自学。
还有我们所熟识的大学教授，虽受过大学专门教育，而以兴趣转移及机缘凑巧，却不在其所学本行上
发挥，偏喜任教其他学科者，多有其人；当然亦都是出于自学。
即便是大多数始终不离其本学门的学者，亦没有人只守着当初学来那一些，而不是得力于自己进修的
。
我们相信，任何一个人的学问成就，都是出于自学。
学校教育不过给学生开一个端，使他更容易自学而已。
青年于此，不可不勉。
此外我愿指出的是，我虽自幼不断地学习以至于今，然却不着重在书册上，而宁在我所处时代环境一
切见闻。
我还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者，而大抵为了解决生活中亲切实际的问题而求知。
因此在我的自学小史上，正映出了五十年来之社会变动、时代问题。
倘若以我的自述为中心线索，而写出中国最近五十年变迁，可能是很生动亲切的一部好史料。
现在当然不是这样写，但仍然可以让青年朋友得知许多过去事实，而了然于今天他所处社会的一些背
景。
一、我生在这样一个家庭距今五十年前，我生于北京。
那是清光绪十九年癸巳，西历1893年，亦即甲午中日大战前一年。
甲午之战是中国近百年史中最大关节，所有种种剧烈变动皆由此起来。
而我的大半生，恰好是从那一次中日大战到这一次中日大战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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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大抵是由梁漱溟先生生前关于自身生平的文章辑录而成。
先生自谓问题中人，且将其穷毕生之力孜孜探求的问题归之为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在先生细腻坦诚的笔触之下，其披沥此心艰难跋涉于探求社会、人生两大问题之解决的征途上的踯躅
身影清晰可见；而先生九十多年人生轨迹中自学之历程、情感之所依、思想之变化以及天下兴亡为己
任之社会实践等诸多方面也纤毫毕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从而为了解和研究中国最后的大儒梁漱溟先
生的人生经历、学术思想以及生活情操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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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
中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
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其主要著作包括：《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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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研究的问题，到现在还来研究。
如果说某种科学里面也是要解决老问题的，那一定就是种很接近哲学的问题；不然，就决不会有这种
事。
以此，有人说各种科学都有进步，独哲学自古迄今不见进步。
实则哲学上问题亦非总未得解决，不过科学上问题的解决可以摆出外面与人以共见，哲学问题的解决
每存于个人主观，不能与人以共见。
古之人早都解决，而后之人不能不从头追问起；古之人未尝自闷其所得，而后之人不能资之以共喻；
遂若总未解决耳。
进步亦是有的，但不存于正面，而在负面，即指示“此路不通”是也。
问题之正面解答，虽迄无定论，而其不可作如是观，不可以是求之，则逐渐昭示于人。
故哲学界里，无成而有成，前人功夫卒不白费。
这样一来，使哲学系的同学就为难了：哲学既是学不得的学问，而诸位却已经上了这个当，进了哲学
系，退不出来，又将怎么办呢？
所以我就想来替大家想个方法补救。
法子对不对，我不敢断定，我只是想贡献诸位这一点意思。
诸位照我这个办法去学哲学，虽或亦不容易成功，但也许成功。
这个方法，就是我从前求学走的那条路，我讲出来大家去看是不是一条路，可不可以走得。
不过我在最初并没有想要学哲学，连哲学这个名词，还不晓得，更何从知道有治哲学的好方法？
我是于不知不觉间走进这条路去的。
我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序中说：“我完全没有想学哲学，但常常好用心思；等到后来向人家说
起，他们方告诉我这便是哲学⋯⋯”实是真话。
我不但从来未曾有一天动念想研究哲学，而且我根本未曾有一天动念想求学问。
刚才已经很老实地说我不是学问家，并且我没有法子讲学问。
现在更说明我从开头起始终没有想讲学问。
我从十四岁以后，心里抱有一种意见（此意见自不十分对）。
什么意见呢？
就是鄙薄学问，很看不起有学问的人，因我当时很热心想做事救国。
那时是前清光绪年间，外国人要瓜分中国，我们要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一类的话听得很多，所以一心要
救国，而以学问为不急之务。
不但视学问为不急，并且认定学问与事功截然两途。
讲学问便妨碍了做事，越有学问的人越没用。
这意见非常的坚决。
实在当时之学问亦确是有此情形，什么八股词章、汉学、宋学⋯⋯对于国计民生的确有何用呢？
又由我父亲给我的影响亦甚大。
先父最看得读书人无用，虽他自己亦尝读书中举。
他常常说，一个人如果读书中了举人，便快要成无用的人；更若中进士点翰林大概什九是废物无能了
。
他是个太过尚实认真的人，差不多是个狭隘的实用主义者，每以有用无用，有益无益，衡量一切。
我受了此种影响，光绪末年在北京的中学念书的时候，对于教师教我的唐宋八家的古文顶不愿意听，
讲庄子《齐物论》、《逍遥游》⋯⋯那么更头痛。
不但觉得无用无聊之讨厌，更痛恨他卖弄聪明，故示玄妙，完全是骗人误人的东西！
当时尚未闻“文学”、“艺术”、“哲学”一类的名堂，然而于这一类东西则大概都非常不喜欢。
一直到十九、二十岁还是这样。
于哲学尤其嫌恶，却不料后来自己竞被人指目为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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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先父梁漱溟的自述类文字，经我之手辑录结集出版的至今前后有四本；而这本《我生有涯愿无尽——
梁漱溟自述文录》就是那第四本。
这第四本首次问世为2004年底。
回顾早在1987年，应漓江出版社之约，出版了第一本，书名《我的努力与反省》（文集）。
当时先父尚健在，所以这第一本是先父能亲见其自述类文字结集出版的唯一一本。
九年之后，1996年9月以第一本为基础，加以扩充又出了第二本；字数由原来的27万，扩增至35万。
为与第一本有所区别，书名也改为《梁漱溟自述》。
仍由漓江出版社出版。
1998年江苏文艺出版社为推出一套“名人自传丛书”来组稿，于是又编成《梁漱溟“自传”》一书。
这是先父自述类文字结集问世的第三本。
“自传”二字加了引号，意在表明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自传著作，而仅是其内容大体上可以反映一个
人的一生，且所收文字均出自作者本人之手，与真正的自传著作不等同，而仅相近而已。
这第四本与前三本比较，是较好的一本。
这是理当如此的事。
因为有了前三本在先，就有了可供比较勘对的对照物，有了可借鉴的经验便于汲取；第四本即应有所
改进，而“后来居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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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生有涯愿无尽》：1958年我访问延安⋯⋯曾与毛主席会见八次，其中两次作竞夜谈。
关于对旧中国的认识，意见不同，多有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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