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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费孝通：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为思想家    梁漱溟先生是我一向尊敬的前辈，是当代中国一位卓越的思
想家。
我学生时代就读过他的书，虽然没有全都读懂。
但梁先生的确是一位一生从事思考人类基本问题的学者，我们称他为思想家是最恰当不过的。
    梁漱溟先生在他自己1984年出版的《人心与人生》一书的第27页这样说：“我曾多次自白，我始未
尝有意乎讲求学问，而只不过是生来好用心思；假如说我今天亦有些学问的话，那都是近六七十年间
从好用心思而误打误撞出来的。
”    好一个“好用心思”，好一个“误打误撞”！
这几句简单的心里话，正道出了一条做学问的正确道路。
做学问其实就是对生活中发生的问题，问个为什么，然后抓住问题不放，追根究底，不断用心思。
用心思就是思想。
做学问的目的不在其他，不单是为生活，不是为名利，只在对自己不明白的事，要找个究竟。
宇宙无穷，世海无边，越用心思追根，便越问越深，不断深入，没有止境。
梁先生是一生中身体力行地用心思，这正是人之异于禽兽的特点，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属性。
人原是宇宙万物中的一部分，依我们现有的知识而言，还只有人类有此自觉的能力。
所以也可以说，宇宙万物是通过人而自觉到的，那正是宇宙进化过程本身的表现。
进化无止境，自觉也无止境。
思想家就是用心思来对那些尚属不自觉的存在，误打误撞，把人类的境界逐步升华，促使宇宙不断进
化。
    我正是从梁先生的做学问和他的为人中，看到了一个思想家之所以成为思想家的缘由。
他的思想永远是活的，从不僵化；他可以包容各种学科，各科学说，从前人用心思得到的结果中提出
新问题，进行新思考，产生新的学问。
环顾当今之世，在知识分子中能有几个人不惟上、惟书、惟经、惟典？
为此舞文弄笔的人也不少，却常常不敢寻根问底，不敢无拘无束地敞开思想，进行独立思考。
可见要真正做一个思想家，是多么不容易。
正因为是物以稀为贵吧，我对梁先生的治学、为人，是一直抱着爱慕心情的。
    我认识到他是一个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认真求知的人，一个无顾虑、无畏惧、坚持说真话的人。
我认为，在当今人类遇到这么多前人所没有遇到的问题的时刻，正需要有更多的这种人，而又实在不
可多得。
什么是文化，文化不就是思想的积累吗？
文化有多厚，思考的问题就有多深。
梁先生不仅是个论文化的学者，而且是个为今后中国文化进行探索的前锋。
限于我本身的水平，我对这位思想家的认识只到这个程度，仅能提供与会的朋友们、同志们作参考。
    (选自费孝通先生1987年10月31日在北京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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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反面教员梁漱溟》是《1949年后的梁漱溟》的增订本。

梁漱溟是20世纪中国文化名人之一，新儒家的开创者，也是颇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

1953年9月，梁漱溟在中央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期间，当众与毛泽东就农民问题发生激烈争辩。
此后，毛泽东认为他可以继续当全国政协委员，还有充当活教材的作用，梁漱溟“反面教员”的称号
不胫而走。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梁漱溟生平所作所为都堪与“反面教员”的声名相称：坚持独特的思想和学识
，特立独行，讲真话，表里如一，不随大流。
但发生在梁漱溟身上的种种与众不同的经历和遭遇，都有其深刻而复杂的思想和社会背景，不可简单
言之。
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许多认识需要更久远的时间和实践的验证。

《反面教员梁漱溟》作者汪东林曾长期在梁漱溟先生身边工作，他的讲述或许可以为您提供一些了解
梁漱溟、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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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东林，男，汉族，曾用郑直淑、郑言、汪洋波等笔名。
中国作协会员，祖籍安徽徽州。
196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
1962年至2004年4月在全国政协机关工作四十余年。
历任全国政协机关干事、秘书、副局长、巡视员，并担任《人民政协报》副总编辑和高级读者，现兼
任《百年潮》、《群言》杂志编委。
是第八届北京市政协委员。
主要作品有：《李宗仁归来》（与他人合作）、《宋希濂今昔录》、《梁漱溟问答录》、《名人传记
集萃》、《十年风暴中的爱国民主人士》等，约一百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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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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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梁漱溟1958年向党交心
六、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梁漱溟
七、1964年：梁漱溟谈自己的思想问题
八、1965年：梁漱溟重申不随大流
九、梁漱溟在“文革”风暴中
十、梁漱溟与赵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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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梁漱溟在年轻时也曾热衷于西方的宪政制度，包括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美国的总统议
会制，他对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以法治国的做法，一直是赞同的。
但后来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研究，尤其是几十年来中国的现状，使他对欧美式的政治，特别是
两党制（一上一下）发生了疑问，认为未必符合中国的国情。
梁漱溟有自己的主张和想法，但在当时的重庆却无人可说，说了也未必有人听。
于是他想到了中共，想到了毛泽东，能不能到延安去向中共领袖们陈述一下自己的想法，即使没有什
么结果吧，也可立此存照。
况且离上次去延安，八年过去了。
多么不寻常的八年，中国终于打败了日本，如同八年前毛泽东所说。
现在再去延安看看，兴许会很有意思的。
主意已定，提出要求，二赴延安很快成行。
梁漱溟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安排下，先搭飞机到北平，然后再由北平赴延安。
同机的有美国驻延安的代表，还有画家尹瘦石等。
梁漱溟到延安第二次见到毛泽东，寒暄后即提出，他希望能有一个机会，请毛泽东找十位中共领导人
（包括毛在内），听他陈述自己对当前中国的一点意见，如能满足，感激之至。
毛泽东当即同意了。
梁漱溟这次赴延安，虽然也是一个人，不代表任何人，但他现时的身份与上次不同。
1938年初赴延安，他是社会贤达，无党无派，现时，他却是民盟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又是民盟总部
的常务委员、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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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1949年后的梁漱溟》的增订本。
在整理、写作此书过程中，翻选一篇篇散落在报章杂志和旧著中的稿件，不由得又一次勾起我对往事
的记忆，再一次缅怀起我曾经多年为他们服务过的梁漱溟、赵朴初、费孝通、程思远、孙起孟、雷洁
琼等老一辈爱国民主人士，我的心绪因此久久不能平静。
这里，我仅就梁漱溟先生一人多说几句并非多余的话。
    梁漱溟先生于1988年6月以95岁高龄辞世。
我有幸在他生命的最后26年因工作关系与他结缘，长达20年每周在学习会上相处两三次。
得益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被“冻结”多年的梁漱溟先生的社会政治和学术生涯也得以“解
冻”，我这个晚生的有心之人也以精心保存的百余本记录本为基础，敢为天下先，最早在报刊发表称
道梁漱溟先生的文章。
如果从1980年11月发表在《北京晚报》的《一位刚直不阿的老人——梁漱溟先生访问记》算起，迄今
已有三十余年。
我没有准确统计，几十年来散见于国内外报章杂志关于梁漱溟的文章，数以百篇计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
仅以专著而论，就有新旧版《梁漱溟问答录》(旧版15万字，1988年出版；新版27万字，2004年出版)、
《梁漱溟与毛泽东》(自1989年初版至本世纪初共4个版本)，而最新的一本，即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年7月出版的《1949年后的梁漱溟》，曾印刷两次。
    坦率地说，旧版《梁漱溟问答录》1988年出版的时候，在国内不但没有第二本有关梁漱溟先生的书
，就是由美国汉学家艾恺撰写的《中国的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在国内也没有翻译成中文出版
。
正因为《梁漱溟问答录》的出版，而引发包括《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在内的数十家大小报刊发
表评论拙作的文章，开始把有关梁漱溟先生的许多鲜为人知的人和事，逐渐公之于众，广为人知。
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滚滚向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的十多年时间内，仅就国内而言，撰写梁漱
溟先生的专著，或评传，或传记，或儒学研究，或佛学探讨，已有几十种之多。
这些著作我大体只是翻阅，有时还是经人推荐才知道的。
总的说是件好事，从无人敢言，到众说纷纭，各种著述均有自己的特点，也免不了有充数其中的。
但就我而言，所有著作凡引用1949年后梁漱溟先生诸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言论的，均注明出自
汪某人的《梁漱溟问答录》或其他著作。
仅此一点也可说明，梁漱溟先生自1953年那场政治风波之后，许多言论均被“冻结”而不为人知，而
笔者因工作之缘，又确是有心之人，才得以保存了梁漱溟先生历时二十多年唯一政治舞台即以人民政
协大小会议上直言的闪亮发光且有史料价值的言论。
现在回想，我这个当年的记录员，或尊称为学习小组的秘书，还真的在1979年之后，为梁漱溟先生立
传做了许多有益于澄清若干重要史实的事情。
    现在再回到这本《“反面教员”梁漱溟》上来。
我要向读者着重推介的是，这次新增的数篇文章中，第五篇是17000字的《梁漱溟1958年向党交心》，
所谓文如其人，梁漱溟先生一生坚守的“独立思考，表里如一”风骨再一次得到印证。
至于《梁漱溟与赵朴初》、《梁漱溟与冯友兰》等数千字的短篇，则勾画出老一辈爱国民主人士的友
情、交往和纠葛，相信读者看着也会有趣味的。
特别是作为本书《代序》的费孝通先生的仅有1400字的《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为思想家》短文，可以
说字字千钧，对梁漱溟先生的学术成就、思想品质和人格魅力作了高度评价。
应当指出的是，费孝通先生的这番话是当着梁漱溟先生的面，面对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千余位学者
、教授、大学生和新闻界人士讲的，说者和听者都肃然起敬，笔者是现场目睹者之一。
是的，梁漱溟和费孝通都是20世纪中国的文化名人，他们都是社会活动家，又是知名的学者。
他们互相敬重，心心相通，是自然而然的。
笔者有幸同他们二位多年相交相知，称得上是忘年之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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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到此，悲从心生。
我真的深深地怀念他们，毕生忘不了他们的爱国情怀，忘不掉他们的崇高品德，忘不掉他们的尊贵人
格⋯⋯    汪东林    2011年7月31写于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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