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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把书名拟作《至大至刚——记父亲梁漱溟》，表明这是儿子写父亲，还避用一个“传”字。
这有两层意思：以这种身份写，写的着重点和方式有异于旁人，料想读者感兴趣的也在这里。
我将朝这个方向努力。
再者，传记有传记的体例，假如不拘泥于体例较便于反映他的为人，我这样做了，料想读者是愿意接
受的。
    虽然整本书都是说明他是怎样一个人，我想在进入正文之前，先向读者扼要地、也是从最根本处—
—他的精神世界、他的胸怀，作一介绍。
读者从这里对他有了理解，他一生的行事就比较好理解了。
    读者也许知道，他十七岁迄于二十九岁决心出家为僧。
出家只解除个人烦恼，国家怎么办？
为国家寻出路，寻到先前不注意的固有文化，憬然有悟于西方制度何以总不能安设于中国。
至于有人倡言佛化救国，实属荒唐，必须反对而且就由自己来反对。
这个醒悟写下来就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此，把本愿放在一旁，开始了三十岁以后的人世牛活
。
    他是兼以佛儒两家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生命。
佛家虽不肯定人生，但是悲悯众生；儒家肯定人生，对人对己都负责任。
佛“不舍众生而救世”，儒“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
    因此，他尝说：“我这里没有旁的念头，只有一个念头：责任。
”所说责任自然不是与职守有关的那种责任，是出于心愿、志向加之自身的。
    人可以处处有心，但没有可能处处参与。
做事必有人手处。
所以，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便占据着他的全部心思。
在精力分配上，有时重在前者，有时重在后者。
而深入去看，两个问题原不可分割。
这使他工作于社会政治领域及哲学领域。
    为解决中国问题，早年他提过一个原则：“从进步达到平等，以建设完成革命。
”唯帝国主义是敌人，中国人一方没有敌人，没有相与竞争者。
    说到这，我想补上两句话：佛家思想在他思想感情上，仿佛是“底色”(姑且借用这个词)，即或不
显，其实在深处。
    他钟爱生命，认为人类有理性，有善恶可言，因此之故，唯人类有向上、向善改变自己的无限可能
。
这是儒家的态度。
    他原是决心出世的人，可是当回顾一生，觉得想做的事或未做好，或未做完，便在日记里写着，愿
意再次回到世间来。
    我谨以上述几段话概述先父一生，倘能略略有补于读者认识他，有补于理解后面说的事，便算实现
了我小小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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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梁漱溟（1893-1988），现代中国的伟大儒家，他的人格与思想具有动人心弦的力量，他的历史影响注
定悠远绵长。

　　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在梁漱溟身上看见了甘地。
著名学者林毓生认为，梁漱溟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

　　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是构思宏大的社会改造试验，尝试将西方现代化的优点与中国文化
的优点融合起来，为此进行了积极而可贵的探索。

　　梁漱溟开创了现代新儒家学派。
他在反传统的浪潮中挺身而出，表示中国文化经过调整还能继续存在并复兴，他相信中国本身拥有走
向现代化的力量。

　　是梁漱溟，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更足以与鲁迅构成表面对立、其实互补的两极。
他们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批判者，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发扬者。

　　梁漱溟说：“我愿终身为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
”
　　大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本书是梁漱溟之子梁培恕追述其父的文录。
在作者细腻坦诚的笔触之下，梁漱溟先生其披沥此心艰难跋于探求社会、人生两大问题之解决的征途
上的躅躅身影清晰可见；而先生九十多年人生轨迹中自学之历程、情感之所依、思想之嬗变以及以天
下兴亡为己任之社会实践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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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培恕，梁漱溟之子。

　　1933年随父母到山东邹平。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从邹平到四川。
1944年秋从勉仁中学去广西桂林，入中山中学读书。
日本投降后，从广西回到重庆。
1946年夏考入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解放后改为中央美术学院），校长是徐悲鸿。
当时，梁漱溟先生积极参与民盟活动，是国民党特务注意的对象。
培恕在艺专学习时，隐瞒了父亲的真实姓名，把堂姐梁培昭作为家长填在表上。
但是，时间一长，很多人还是知道了他是梁漱溟的儿子。
在内战爆发，国难当头的时刻，艺专的学生也同北京其他大学的学生一样，反内战，要和平，举行游
行示威。
当时艺专参加的有200多人。
1947年放暑假时，学校当局开除了包括梁培恕在内的闹学潮的10名同学。
青年时期的梁培恕对政治的兴趣很大，一心想学新闻，被学校开除后，一九四八年前往解放区参加革
命。
　　1948年秋，20岁的梁培恕经陈道宗介绍，到冀东解放区参加了革命。
陈道宗是梁漱溟先生的学生陈亚三之子，陈亚三曾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训练部主任，是山东乡建运
动的核心人物，同梁先生关系密切。
陈道宗在北京大学政治系学习时就进行党的地下活动，后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工作。
　　梁培恕参加革命后，先在唐山市军管会干训班工作，
1949年5月，经陈道宗介绍到了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担任编辑。
1951年3月调人民日报社国际部，1961年调黑龙江安达日报社，做农村采访工作。
1964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文革”时下放干校待分配，靠边站达10年之久。
1976年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研究所。
1984年调美国研究所，曾任该所副编审。
离休后从事先父梁漱溟文稿的编辑、出版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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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我久已熟知他思想上的自主，至于多次自悔，一则以前不知道，二则不禁感慨于积极
把自悔公开。
世间举目多是不自悔的人，自悔的人少，自悔且肯公开的更少。
研究是关起房门来干的，却不关起门来自悔，既然讲给别人知道了，发觉有错，必须公开。
仿佛不公开自悔，别人就会如何如何似的。
《全集》卷一里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按一九二九年第八版排印的。
首页是第i版自序，接着是第八版自序，然后是附录《人心与人生》自序。
第一版自序反而放在书后。
这样子编排有什么用意吗？
我的解释是：这是为了让读者翻开书就看见那自悔。
第三版上的自悔是关于治学态度。
书中第四章批评了宋学明学。
事后觉得那番话是全错了抑或不全错，说不准，但态度肯定错了。
“当初我说这些话时，原自犹疑未有决断，到现在我还是犹疑未有决断，不过当初疑其或是，现在疑
其或非罢了。
从前疑其或是，现在疑其或非，这自然有所悟有所悔，而我兹所痛切悔悟的实在当时不该以未能自信
的话来发表，或者发表，也要用疑词，不应该用决定语。
以决定语来发表未能自信的见解，这全出于强撑门面之意，欺弄不学的人。
孔学是恳切为己之学，怀强撑门面之意发挥恳切为己之学，这是我现在最痛自悔悟的。
所以我头一桩先声明取消这一段话或取消这一段之决定语气。
”还有一件事使他挂心和歉疚。
我觉得有趣，其所以有趣是这事非常个性化。
在第四章末尾有这么一段话：“西洋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印度生活是理
智运用现量。
”我看时便觉别扭，意思也搞不懂。
果然，下文是“这话乍看似不通”，可是心里有一个意思非说不可，“不得不说这种笨拙不通的话”
。
希望读者理解意思，不要追究文句上的通不通。
可是大家不留意他的声明，许多人倒纷纷把“直觉”、“理智”滥用、误用起来，好像惹出一桩祸事
。
他希望收场，“所有这一段话我今愿意一概取消，请大家不要引用他或讨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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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请不要寻思人能不再到世间来。
他那乘愿再来的心情无疑是感人的。
让我们看看，如果再来，他践履的将是什么心愿——最终肯定此生的什么思想主张。
    一九七六年(八十四岁)即自认使命已告完成的那一年，写《老来回忆此生》。
数百字而已。
    这么短？
想来是只说最要紧的话。
可注意的是，通篇未见有自谦的句语，更未见有半点悔意。
肯定自己一生的作为。
假如这尚在我以及我的读者意料之中，则唯独把《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提出来说，并给予充分
地肯定，确实没有想到(作于1933年，见前《再度奔赴理想》的第三章结尾处)。
一生做的事唯独肯定这一件？
虽说想不到，找出来重读，仿佛理解得了。
    回忆一生，他先剖析自己的思想行动“一若忽此忽彼、率尔行动者”，实则“沉思熟虑是吾生性，
其间审决于衷者固非外人想象所及”。
    对于普遍认为事涉理想主义的乡村建设运动，他觉得是“继以日寇入侵，未竟其意”。
他真的这样认为吗？
我想是的。
如果不认为邹平的实验是有理想的可行之举，这个《草案》便不会得到这般的肯定了。
《草案》实际上是把同出一源——他自己的思想主张——改造社会的远景计划提交中国社会教育学会
。
《草案》的部分设想在邹平已在实施，国内其他的地方未见有后续行动。
    一九五三年九月原本想提交给全国政协扩大会议的，也正是这个《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
    看来他真是执着得很了。
    势须最扼要地介绍一下社会本位教育的基本观念。
    一提到教育，我们决是想到各种程度、各种类型的学校，想到从那里得到知识技能的传授。
换言之，是从将来或眼前的生计着想而接受教育；我们也会想到智育、德育；我们还承认应对天才和
残障人给予特别地教育。
我们认为教育不只关系到个人，同时也关系着社会如何发展，但总之是为着一个个的人。
可是，当我父亲提到教育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一切人类社会的不完善或病态都经由教育加以改造和改
善。
着眼点不在个人。
当然，施教的对象必是一个个人的人，但施教的目的是使各个人参与社会改造工程，适应社会变化。
受教育者远不限于学龄儿童和青年，是各年龄阶段和业别的人。
    社会本位教育(不是个人本位)的含意就在于此。
试问为什么要以社会为本位施教？
    他认为就人类社会而言，无论政权形式如何，“社会秩序之最后维持端赖武力而非理性”，假如人
类较进于理性，对社会存在的问题随时进行修缮，在种种自觉的安排中都有教育在其中发挥作用，社
会的新建本可避免做机械的解决。
    至于中国，预期将建设的新社会机构因缺乏历史的孕育，有赖于教育之处比其他国家更多，需要“
全社会共同学习人家、创造自己”。
中国的建国运动“不是教育工程是什么呢？
”再者，建国运动成功的“前提是政治统一和有方针、有计划”，需要“革命意识更加明澈”，办法
就是“纳社会运动于教育之中，从改造教育完成社会改造”。
    读者可能已产生疑问：这一革命运动是尚待形成或未来将会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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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已经出现于中国的某个革命运动？
读者还会想到，理想必借助于有形的力量方得成为现实，这个力量应是一个政治团体。
但是梁先生既已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与此一设想不符，而乡村建设运动又不准备形成组织
，整个地设想岂非不得落实了吗？
    然而我相信，读者不但有见于此还理解到《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并不是什么别的，它是把邹
平实验向全国推广的设想，而这个设想筑基于他对人之所以为人的认识，筑基于对中国民族文化历史
及其所面对困难的认识，以及中国富于理性的文化未来将发煌于世界的信念。
    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仔细寻绎，多年后写的《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中国——理性
之国》，无一不是在印证、在深一层地解说和发挥，从未踌躇和迷失，并且确信它们都是可以实现的
。
    难怪他要乘愿而来。
    亲爱的读者，让我们为他那勇于探求、勇于践履，锲而不舍的精神叫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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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佩服的，文的是梁漱溟，武的是彭德怀。
　　——季羡林梁(漱溟)是历史上的大人物⋯⋯他是20世纪数一数二的，不，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思想
家。
　　——美国汉学家艾恺中国的圣雄甘地。
　　——美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马歇尔“五四”以后最大的问题就是浅薄，造成了学风浅薄，思想
界的浅薄。
从“五四”到现在，梁漱溟是真正认认真真想问题的人⋯⋯梁漱溟是了不起的。
　　——著名历史学大师许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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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记父亲梁漱溟》是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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