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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梁启超（1873—1929），影响近代中国历史命运的关键人物之一。
本书以信而有证的史料，秉公立论，分段评说，准确地勾勒了梁的政治生涯，探讨了改良主义与近代
中国社会变迁的复杂关系，同时对梁的思想和学术文化作了富有哲理性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颇有创见
的新观点。
书中还对梁的家庭生活、个人性格、业余爱好、人际关系等作了介绍，轻重谈雅恰到好处，人物形象
呼之欲出。
    在为梁启超登场所作的时事铺垫中，吴氏也特于结尾处设置了“暴日蓄志亡华的深心”一段论说，
揭出早在明治之前，日本的维新志士即以吞并中国为日本强大的国策。
而吴氏1942年发表的《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与《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无论是写作心境还是叙
述思路，均与《梁启超》一传相通。
二文所勾勒的梁氏日本观之转变，如何从“戊戌亡命日本时”“觉日人之可爱可敬”，到“护国一役
以后，始惊讶发现日人之可畏可怖而可恨”（《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以及作者不断提示的梁对
日本的警惕，放在抗日战争的特定背景下解读，才可以得到准确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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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其昌（1904—1944），字子馨，海宁硖石人，著名文史学家。
1920年考入无锡国学专修馆，受业于唐文治，好治末明理学。
以才思敏捷，与王蘧常、唐兰合称“国专三杰”。
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从王国维治甲骨文、金文及古史，从粱启超治文化学术史及宋史
。
钻研不辍，时有著作发表，深得王、梁两先生器重。
1928年任南开大学讲师，后任清华大学讲师，1932年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
抗战军兴，随校迁至四川乐山，旋兼历史系主任，直至逝世。

    生平著述颇丰，治学范围广博，除前所述外，于训诂、音韵、校勘、农田制度等亦有研究。
主要著作有《朱子著述考》、《殷墟书契解诂》、《宋元明清学术史》、《金文世族谱》、《三统历
简谱》、《北宋以前中国田制史》以及时论、杂文集《子馨文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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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一世纪来中国的命运——从鸦片战争至梁氏诞生的前夕  第一节  绪说  第二节  梁氏生前中国一
般的惨况  第三节  梁氏生前中国一般的教育状况  第四节  梁氏后来对于祖国命运的影响  第二章  亡国
景象与维新初潮——从梁氏诞生至戊戌政变  第五节  综叙  第六节  亡国现象的种种——梁氏生后的中
国惨况  第七节  梁氏幼年的家庭生活及家乡环境    第八节  康梁会接——关于思想、学术、政治的渊源 
第九节  梁氏独立事业的开始第三章  维新的失败与革命的成功——自戊戌变法至梁氏亡命  第十节  促
成戊戌变法的原因    第十一节  戊戌政变史剧的绘影  第十二节  政变失败原因的解析附录  三十自述  论
中国人种之将来  论中国国民之品格  论独立  服从释义  说希望  敬告我国国民  余之死生观  作官与谋生  
吾今后所以报国者  “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  为学与做人梁任公先生年表（华言实）
吴其昌小传（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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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一世纪来中国的命运——从鸦片战争至梁氏诞生的前夕　　第三节　梁氏生前中国一般
的教育状况　　够了！
这本“地狱底层的官场现形记”的电影，在此重映一通，青年们！
会使你哭笑不得，血泪倒流，是不是？
你看了这本电影，你才知道清末的志士仁人，革命英烈，所抛的头颅，所喷的碧血，其意义如何的壮
烈伟大了。
中山先生，自然是最伟大的建国成功者，而梁启超冒九死一生，首先发难，勇往直前地冲锋。
他自己承认“陈胜、吴广”之功，但天下后世的公评，他的勤劳，他的气魄、精神、声威，实在比陈
胜、吴广要高出万倍！
　　这些暂且搁起，这电影还有下半本，是当时“地狱底层的文化界现形记”，也请今日青年一看。
　　还在梁氏四岁的时候，美国的电话已经装起来了，而同时在中国呢，　　⋯⋯记得光绪二年，有
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
有二千年的文明。
”嗳哟，可了不得！
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
人人唾骂，日日奏参，闹得奉旨毁版，才算完事。
⋯⋯（《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更前十年（同治六年），宰相名儒倭仁，反对李鸿章在北京设同文
馆的怪事，那更不必说了。
　　一三 童年生活是怎样的　　既然全国没有半个学校的教育，我国民自“童年”以至“青年”最宝
贵的一段光阴，所受的生活熏染是怎么样的呢？
　　⋯⋯若其髫龄嬉戏之时，习安房闼之中，不离阿保之手。
耳目之间所日与为缘者，舍床篑、筐箧、至猥极琐之事，概乎无所闻见。
其上焉者，歆之以得科第，保禄利；诲之以嗣产业，长子孙；斯为至矣。
故其壮也，心中目中，以为天下之事，更无有大于此者。
万方亿室，同病相怜；冥冥之中。
遂以酿成今日营私趋利，苟且无耻，固陋野蛮之天下，⋯⋯且恬然不以为怪。
故试取西人幼塾乳臭之子，与吾此间庞壮硕老之士大夫相掣，其志趣学识。
必有非吾此间此辈之所能望者！
岂其种之特异哉，无亦少而习焉者之不得其道也。
⋯⋯（《论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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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吴其昌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撰写的《梁启超》虽仅成上篇。
却足以显现其学术精神。
⋯⋯而展开该书，又可以发现，吴作明显沿用了1901年梁启超著《李鸿章》所开创的现代评传做法。
⋯⋯明显体现出将1898年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与传主梁启超的个人史相绾合的立意。
”　　——（夏晓虹《梁启超与吴其昌》）　　“吴其昌为其师抱病撰写传记，成书《梁启超》（上
册）。
就在1944年1月l9日封笔之后，2月23日。
年仅四十岁的吴其昌在乐山病逝，结果，这本只完成了半部的传记遂成为他的遗著和绝响。
”　　——（散木《海宁“二吴”——吴其昌、吴世昌兄弟简记》）　　“学术的崇高，向以高屋建
瓴的视角审视问题并提出新锐思考；学术的美誉，亦以一贯之的谨密与严肃赢得。
⋯⋯然而，我们往往会在学术研究中发现，无视这一基础与前提，造成学术的疏漏并导致学术遗憾或
误导的现象并不鲜见，其中著名国学家吴其昌、吴世昌两兄弟在学术上的被疏漏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
例子。
”　　——（王学海《追问吴氏兄弟学术上的被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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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吴其昌是被学术史遗忘的著名国学家。
本书是承继《李鸿章》所创“现代评传做法”的坐标作品。
这是本梁启超的弟子为其所写的传记。
主要从梁启超的政治活动角度着眼，辅以一些社会大背景、家庭小背景的描述；从细节着眼，通过一
些朋友对梁任公的回忆，使我们更直观、生动地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梁启超。
　　“吴其昌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撰写的《梁启超》虽仅成上篇。
却足以显现其学术精神。
⋯⋯而展开该书，又可以发现，吴作明显沿用了1901年梁启超著《李鸿章》所开创的现代评传做法。
⋯⋯明显体现出将1898年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与传主梁启超的个人史相绾合的立意。
”（夏晓虹《梁启超与吴其昌》）　　“吴其昌为其师抱病撰写传记，成书《梁启超》（上册）。
就在1944年1月l9日封笔之后，2月23日。
年仅四十岁的吴其昌在乐山病逝，结果，这本只完成了半部的传记遂成为他的遗著和绝响。
”（散木《海宁“二吴”——吴其昌、吴世昌兄弟简记》）　　“学术的崇高，向以高屋建瓴的视角
审视问题并提出新锐思考；学术的美誉，亦以一贯之的谨密与严肃赢得。
⋯⋯然而，我们往往会在学术研究中发现，无视这一基础与前提，造成学术的疏漏并导致学术遗憾或
误导的现象并不鲜见，其中著名国学家吴其昌、吴世昌两兄弟在学术上的被疏漏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
例子。
”（王学海《追问吴氏兄弟学术上的被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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