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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梁漱溟是著名学者，也是关注人生的思想家，本书选编了他广有影响的深入浅出的作品，谈人生、谈
理想、谈生活，启发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活观，对于广大读者积极正确地对待随时遇到的问题，给予哲
理上的解释。
它对于人们理解生活，快乐生活，得到生活的信心与智慧，都有类似于教科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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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漱溟（一八九三——一九八八）中国当代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
他出生于“世代诗礼仁宦”家庭，青年时代曾一度崇信改良主义思想，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同盟会。
 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四年任教于北京大学， 一九二四年后从事乡村建设活动，以后从事爱国民主运
动。
 一九五五年后，他曾遭到批判。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他积极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
他一生重在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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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社会构造问题要从人对人之间的关系来看。
人对人之间的关系最初是很少的。
此中包括：（1）关系不密，（2）相关系的人数少，（3）关系不稳固。
那亦就是说几乎不成社会。
到了氏族共产，始成社会。
但此社会人数乃不多，特别是其间的关系没有从客观上密切起来、稳固起来。
虽构成社会，而构造甚简单。
奴隶社会是社会内部开始分化为阶级，依靠奴隶生产，以营生活。
人类拓大，关系从客观上联系起来，确定下来。
其关系决定于武力与宗教迷信，武力高于迷信。
宗教迷信为从内心形成社会之本。
武力征服为身体结合社会之本。
武力征服为集团对集团之事。
依靠奴隶行生产以为生活，即从客观上建立关系之始。
社会至此乃相当大，相当不简单。
封建社会依靠农奴生产，武力成分减，宗教成分增。
（由迷信进于宗教。
）劳力者得到一步解放。
人与人的关系开始有人性。
生产亦是进了一步。
人和人在生产上结成一种关系，最具客观性，集体对集体（阶级对阶级）结成之生产关系更具客观性
。
思人类文化全在以其发舒人类（多数人）创造活动能力定其高下标准。
集体与个人不可偏废是很明白的。
在人类历史上的各阶段正不外集体与个人更番轮转地逐渐深入地得到其应有价值之觉醒认识之一种先
后层次，亦是已经证明的事。
今天世界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均未得其圆满发展。
英美与苏联互相指摘责怪正为此耳。
心对物之斗争——物压着心而心反抗它。
第一表现在生物演进上，第二表现在社会演进上。
古生物界中人类之出现，为第一次制胜了物——第一次全胜之局。
在社会发展到共产社会之出现，为心第二次制胜了物——第二次全胜之局。
社会演进是生物演进之继续。
但人类生命重点已从个体转移到社会了。
——此时即必须要来看社会。
从社会构造和社会生活来看，初民社会还是物压着心的。
特别是到了奴隶社会更见出它转入另一个压法。
——完全是以对物者对人。
必待社会演进到阶级消灭，共产主义社会出现，人类才不受制于物而控制了物。
所以第二次全胜乃是第一次全胜之后所必须有者。
但是否到共产社会时，这个心物之争就完了呢？
没有。
一定要经过印度式文化即佛教之解脱（之）道而后完成。
社会总是往生产力增高处走。
理性早启的中国人无法倒退于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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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资本主义，只有前进于理性更高的社会主义之路。
新民主主义是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路。
今天工业农村[业]刺激生产发展的都是理性理智并进而以理性为主。
心的发展。
心与生命同义。
生命寄于生物而见，一切生物莫不有心，表现在其或多或少莫不有主动性或云能动性。
心的发展在生物界从低等单细胞生物到人类，在人的个体生命历程中从幼到老，在人的社会发展历程
中从原始人群到末后共产主义世界，一切都是不断地向上提高，愈来愈变化不同的。
其不同即在心的不断发展，亦即主动性愈来愈以高强。
因此，在社会经济基础与其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不应仍然说为上层建筑具有一种反作用而
已。
换言之，上层建筑将转而操主动权也。
心之制胜于物，始终从利用物而来，而不是排斥物或拒绝着物。
此利用首于生物之机体构造见之。
次见于人类之对付自然，控制自然，卒从经济上使人类社会从经济上完成其为一体。
最后，在心物浑然不一不二，超过了对物的利用时，乃为心之完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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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梁漱溟)是个了不起人物，从性情、智慧、个人人格各方面来讲，要找这种人，已经不太容易了。
他的议论不管是对是错，都有真知灼见。
他和一般社会上的名人、名流不同，像胡适之、梁任公等时代名流，没有一个超过他的。
他对中国有极深的关怀，平生所志都在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寻出一条恰当的途径，例如乡村建设运动，
就是梁先生思想见于行动的具体表现，不只是讲说学问而已。
 　　——学者 牟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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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出世入世·梁漱溟随笔》：梁漱溟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他身体力行地宜传中国传统文化。
他的文章随笔思考现实与未来，把思想与行动结合起来，洋溢蕾浓郁的人义火怀，闪烁着真知灼见，
出世与人世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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