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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中国国民性与中国政治、中国国民性与中国文化精神、中国国民性与中国地理、中国国民
性之自觉、中国国民性综合研究等角度，完整呈现了梁启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思考和认识。

　　梁启超是中国的太阳，对于中华民族、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充满了起死回生、凤凰涅槃的信心。
他对中国的批评，对外国文化精华的礼赞，从来没有丧失过民族尊严。
对于中国文化的价值及其主体地位，从来没有怀疑过。
对于殖民者为了侵略他者所编造的说辞，常常一针见血地予以揭露和批判，对于西方殖民者变换各种
花样的殖民伎俩，他也从来不曾失去体察和洞见。
梁启超的国民性思想充分体现了太阳普照天下、滋润万物的温暖光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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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摩罗，本名万松生，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江西都昌人，先后出版过《耻辱者手记》《自由的歌谣》《因幸福而哭泣》《不死的火焰》《大
地上的悲悯》《中国站起来》等著作，以其文字率真，思想敏锐，被读者誉为“民间思想者”。
　　近年一度搁笔，闭关读书，专注于原始宗教、史前史、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
一个偶然的机缘促其开始全力关注五百年殖民史与中国近代史，并由此对80年代以来盛行的近代史观
进行了全面的审视与反省，对于与近代史密切相关的近现代文学史，也有了不同于以前的体会和认识
，遂有《中国的疼痛——国民性批判与文化政治学困境》一书。
同时与杨帆合编《太阳的朗照——梁启超国民性研究文选》《月亮的寒光——鲁迅国民性批判文选》
《人性的复苏——“国民性批判”的起源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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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中国人最大的缺点，在没有组织能力，在没有法治精神。
拿一个一个的中国人和一个一个的欧美人分开比较，无论当学生，当兵，办商业，做工艺，我们的成
绩，丝毫不让他们。
但是他们合起十个人，力量便加十倍，能做成十倍大规模的事业；合起千百万个人，力量便加千百万
倍，能做成千百万倍大规模的事业。
中国人不然，多合了一个人，不惟力量不能加增，因冲突掣肘的结果，彼此能力相消，比前倒反减了
，合的人越发多，力量便减到零度，所以私家开个铺子都会赚钱，股份公司什有九要倒帐，很勇敢的
兵丁，合起来做个军队，都成败类，立宪共和便闹成个四不像。
总之凡属要经一番组织的事业，到中国人手里，总是一塌糊涂了结。
但是没组织的社会和有组织的社会碰头，直是挤不过去，结果非被淘汰不可。
然则人家的组织能力从何而来？
我们为什么竟自没有呢？
我想起来，争的只是一件，就是有无“法治精神”的区别。
一群人为甚么能结合起来，靠的是一种共同生活的规条，大众都在这规条的范围内分工协力。
若是始终没有规条，或是规条定了不算帐，或是存了一个利用的心，各人仍旧是希图自己的便利，这
群体如何能成立？
便不能共同生活。
欧美人的社会，大而国家政治，小而团体游戏，人人心坎中，都认定若干应行共守的规则，觉得他神
圣不可侵犯。
这种规则，无论叫做法律叫做章程叫做条例叫做公约，无论成文或不成文，要之，初时是不肯轻易公
认，一经公认之后，便不计违反又不许利用。
一群人靠了这个，便像一副机器有了发动机，个个轮子自然按步就班的运行。
我国人这种观念，始终没有养成。
近来听见世界有个“法治”的名词，也想捡来充个门面。
至于法治精神，却分毫未曾领会。
国会省议会，天天看见第几条第几项的在那里议，其实政府就没有把他当一回事，人民就没有把他当
一回事，议员自身更没有把他当一回事。
什么公司咧，什么协会咧，个个都有很体面的几十条章程，按到实际，不过白纸上印了几行黑墨。
许多人日日大声疾呼，说最要紧是合群结团体，你想在这种脾气之下，群怎么能合？
团体怎么能成？
其实提倡的人，先自做了这种脾气的奴隶，这还有什么好说呢？
我初时在那里想，这个不要是我国民天赋的劣根性罢，果然如此，便免不了最后的生存淘汰。
真可惊心动魄！
后来细想，知道不然，乃是从前的历史，把这种良能压住了，久未发达。
因为从前过的是单调生活，不是共同生活，自然没有什么合理的公守规条。
从前国家和家族，都是由命令服从两种关系结构而成。
命令的人，权力无上，不容有公认规则来束缚他。
服从的人，只随时等着命令下来就去照办，也用不着公认规则。
因此之故，法治两字，在从前社会，可谓全无意义。
人类的开化是向共同生活而趋，便叫我们觉得没有组织便不能存活。
若不把组织的良能重新浚发出来，这身子从何托命？
什么是良能？
只法治精神便是了。
　　选自《饮冰室合集》（7），中华书局1989年版　　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　　我觉得我们
因此反省自己从前的缺点，振奋自己往后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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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着这条大路，把国家挽救建设起来，决非难事。
我们的责任，这样就算尽了吗？
我以为还不止此。
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向人类全体有所贡献。
为什么呢？
因为人类全体才是“自我”的极量，我要发展“自我”，就须向这条路努力前进。
为什么要有国家？
因为有个国家，才容易把这国家以内一群人的文化力聚拢起来继续起来增长起来，好加入人类全体中
助他发展，所以建设国家是人类全体进化的一种手段，就像市府乡村的自治结合，是国家成立的一种
手段。
就此说来，一个人不是把自己的国家弄到富强便了，却是要叫自己国家有功于人类全体。
不然，那国家便算白设了。
明白这道理，自然知道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
什么责任呢？
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
我在巴黎曾会着大哲学家蒲陀罗（Boutreu，柏格森之师）。
他告诉我说：“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好像子孙袭了祖父遗产，就要保住他
，而且叫他发生功用。
就算很浅薄的文明，发挥出来，都是好的，因为他总有他的特质，把他的特质和别人的特质化合，自
然会产出第三种更好的特质来。
你们中国，着实可爱可敬。
我们祖宗裹块鹿皮拿把石刀在野林里打猎的时候，你们不知已出了几多哲人了。
我近来读些译本的中国哲学书，总觉得他精深博大。
可惜老了，不能学中国文。
我望中国人总不要失掉这分家当才好。
”我听着他这番话，觉得登时有几百斤重的担子加在我肩上。
又有一回，和几位社会党名士闲谈，我说起孔子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不患寡而患不均”，跟着
又讲到井田制度，又讲些墨子的“兼爱”、“寝兵”。
他们都跳起来说道：“你们家里有这些宝贝，却藏起来不分点给我们，真是对不起人啊。
”我想我们还彀不上说对不起外人，先自对不起祖宗罢了。
近来西洋学者，许多都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
我仔细想来，我们实在有这个资格，何以故呢？
从前西洋文明，总不免将理想实际分为两橛，唯心唯物，各走极端。
宗教家偏重来生，唯心派哲学高谭玄妙，离人生问题，都是很远。
科学一个反动，唯物派席卷天下，把高尚的理想又丢掉了。
所以我从前说道：“顶时髦的社会主义，结果也不过抢面包吃。
”这算得人类最高目的么？
所以最近提倡的实用哲学创化哲学，都是要把理想纳到实际里头，图个心物调和。
我想我们先秦学术，正是从这条路上发展出来。
孔老墨三位大圣，虽然学派各殊，“求理想与实用一致”却是他们共同的归着点，如孔子的“尽性赞
化”、“自强不息”，老子的“各归其根”，墨子的“上同于天”都是看出有个“大的自我”、“灵
的自我”和这“小的自我”、“肉的自我”同体，想要因小通大，推肉合灵。
我们若是跟着三圣所走的路，求“现代的理想与实用一致”，我想不知有多少境界可以辟得出来哩。
又佛教虽创自印度，而实盛于中国。
现在大乘各派，五印全绝，正法一脉，全在支那。
欧人研究佛学，日盛一日，梵文所有经典，差不多都翻出来。
但向梵文里头求大乘，能得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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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创的宗派，更不必论了。
像我们的禅宗，真可以算得应用的佛教，世间的佛教，的确是要印度以外才能发生，的确是表现中国
人特质，叫出世法和现世法并行不悖。
现在柏格森、倭铿等辈，就是想走这条路还没走通。
我常想，他们若能读唯识宗的书，他的成就一定不止这样。
他们若能理解禅宗，成就更不止这样。
你想，先秦诸哲，隋唐诸师，岂不都是我们仁慈圣善的祖宗积得好几大宗遗产给我们吗？
我们不肖，不会享用，如今倒要闹学问饥荒了。
就是文学美术各方面，我们又何尝让人？
国中那些老辈，故步自封，说什么西学都是中国所固有，诚然可笑。
那沉醉西风的，把中国甚么东西，都说得一钱不值，好像我们几千年来，就像土蛮部落，一无所有，
岂不更可笑吗？
须知凡一种思想，总是拿他的时代来做背景。
我们要学的，是学那思想的根本精神，不是学他派生的条件。
因为一落到条件，就没有不受时代支配的，譬如孔子，说了许多贵族性的伦理，在今日诚然不适用，
却不能因此菲薄孔子。
柏拉图说奴隶制度要保存，难道因此就把柏拉图抹杀吗？
明白这一点，那么研究中国旧学，就可以得公平的判断，去取不至谬误了。
却还有很要紧的一件事，要发挥我们的文化，非借他们的文化做涂径不可。
因为他们研究的方法，实在精密，所谓“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不然，从前的中国人，那一个不读孔夫子，那一个不读李太白，为甚么没有人得着他好处呢？
所以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
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
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
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
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
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
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
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
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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