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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家书》

内容概要

梁启超的女子众多，个个成才，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人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这在中国家庭
中最为少见的。
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梁启超把思成、思永、思庄、思忠送到国外学习，他与孩子们有密切的书
信往来。梁启超作为一个父亲，用自己的爱，自己的素养，自己的情怀将他的孩子们引上成才之路。
本书由梁启超之子梁思礼院士撰写前言，梁思成之妻林洙女士亲自整理编辑。书里收录有梁启超与孩
子们的家庭照片和极为珍贵的梁启超家书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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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启超，相信这个名字大家并不陌生。
梁启超不仅是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也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
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其中史学研究成绩最为显著。他比他的老师康有为更早和更多地
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他的爱国精神和“变法”思想影响了几代中国知识
分子，包括鲁迅、胡适、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等人早年受其启蒙，走上了拯救中国、解放民众的
革命道路。
两年前，我由于编辑梁启超大公子、中国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的著作《大拙至美——梁思成最美
的文字建筑》，常常去梁思成先生遗孀林洙先生家里，有机会看了不少梁思成与家人的照片。尽管对
学识渊博、胆识过人、思想超前的梁启超有很多的遐想，但第一次见到梁启超的照片，心中还是感到
了很大的震撼，除了他那非常硕大的脑门和极为明亮的眼睛，显示出一个人非凡的才华外，最难忘记
的是他那犀利的目光，隔着那发黄的相纸似乎立刻就能穿透我的心灵。
之后常常听林先生说起梁启超一家的事，得知梁启超共有十个子女，除了英年早逝的思忠和夭折的“
小白鼻”，其余八个儿女全部成才，每一个都是各自专业领域的专家，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
三人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我不知道在中国，一个家庭里出了三个科学院院士是不是绝无仅有的，但至
少是极为罕见的。
除了梁启超那过人的聪敏遗传给了他的孩子们外，我想那最重要的就是他对孩子们的教育和引导。而
恰巧在20世纪20-30年代，梁启超先把思成、思永、思庄、思忠四个儿女送到国外学习，远隔重洋，他
对孩子们的引导和教育都是通过信件往来实现的，这也有幸使这些宝贵教育经验以家书的形式得以留
了下来。
由此出一本“梁启超家书”的念头立刻在我脑海闪现，幸运的是林先生保存有梁启超的家信有几百封
之多。经过林先生的细心挑选，选出了那些关于对子女教育的近一百封信。
当我第一次通读全稿时，我完全惊呆了，也明白了为什么梁家的孩子如此有出息、如此爱国，答案全
在这厚厚一叠家信中。信中表达了一种最特别也是最超前的教育理念，即使放在21世纪的今天也毫不
过时，因为它包含着永恒和经典的做人真理。
梁启超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他教育他的孩子们必须爱国。爱国，就像一颗种子，他把它种在每个
孩子的心里，生根、发芽、成长⋯⋯而梁启超的爱国思想又不是守旧的、固步自封的，他深知国外先
进的科学技术和知识是旧中国最需要的。他让孩子们像海绵一样吸收国外最好的知识。为了使得最大
化地吸收知识，他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让他们选择了不同的专业方向，这些专业方向又是中国最需要
的最有用的。而放到国外的孩子们又像牵在他手中的风筝，当祖国需要之时，他就把他们拉回来为国
效力。
梁家所有的孩子没有一人留在国外，无论当时的中国是战火连天还是贫穷困苦。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
的爸爸梁启超是那么地爱国，他心里没有小小的“我”，他让每个孩子都志存高远，从小就把责任放
在心里。
梁启超亲自为孩子们选择人生伴侣，他是个多么“爱管闲事”的爸爸啊！他最得意之作就是长女梁思
顺的丈夫周希哲和长子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当然他从来没有强迫孩子，他只是太了解自己的孩子，
知道他们会喜欢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来做终身伴侣，而他阅人的本领又是那么厉害。他欣赏林徽因的才
华，对她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当得知林徽因的父亲意外离世后，他第一时间在给梁思成的信里写了
这样的话：“我从今以后，把她（林徽因）和思庄一样看待，在无可慰藉之中，我愿意她领受我这种
十二分的同情，度过她目前的苦境。她要鼓起勇气，发挥她的大才，完成她的学问，将来和你共同努
力，替艺术界做些贡献⋯⋯” 梁启超从此承担了林徽因全部的学费，当时的林徽因和梁思成还没有结
婚。
当女儿梁思庄刚到国外学习，一时无法适应，在学习上有些跟不上时，感到非常沮丧和痛苦。梁启超
在信中写：“至于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
。”
当梁思成在国外的学习中感到进入“瓶颈期”，不知道该如何前行时。梁启超在信中说：“至于将来
能否大成，大成到什么程度，当然还是以天才为之分限。我平生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
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它作甚？着急它作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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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
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
我在编辑文稿的过程中，常常在想，一百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模样，从那些旧照片中我们看到的是长辫
子、三寸金莲、长袍马褂和那无一例外的透露着愚昧的眼神。而此时的梁启超在给儿女的信中称呼自
己的孩子叫“宝贝”“baby”，常常说：我爱你们，我想你们，想得厉害⋯⋯”他一时兴起就会在信
里写：“我晚上在院子里徘徊，对着月亮想你们，也在这里唱起来，你们听见没有？”如今的父母能
这么直白对孩子表达感情也许还不算多，孩子对父母说些动感情的话也常常觉得难为情，而百年前的
梁启超已经这么对他的孩子做了，将自己的情感直白地、坦诚地告诉孩子们，使得他的孩子们每一个
都成为了感情丰富、激情澎湃的人。
梁启超在家信中有一句话，我看了之后非常感动：“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
盼望你们在苦困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练出来。”其实这不仅是梁启超对自己孩子的期望，也是他对所有
中国年轻人的期望。自信的梁启超从来都把自己当作年轻人的榜样。晚年的梁启超除了大量的政务缠
身之外，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到各地大学去演讲，他无论是病情恶化还是疲劳不堪，对于做于年轻人
有益的事他从来都不推辞。在他著名的《少年中国说》中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
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美哉，我少
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梁启超家书》是我编得最辛苦也最幸福的一本书。辛苦是由于我个人学识不够，常常有力不从心之
感。而一直激励着我把这本书做完做好的动力又是因为那家书中字里行间的父爱，那么深厚、那么坦
诚、那么温暖，隔了近一个世纪，也同样激励着同为青年的我，让我感到特别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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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是当爸爸的，体会不了
2、原只为任公爱儿女觉得萌才看，没想到费心力到这样的程度，羡慕不来，抄写笔记用于自勉。任
公文笔多少年后热力并无半分衰退，诚哉一生中国之少年。上周末与熊君从南五环站到北五环寻着任
公墓园，庄庄碑后外孙竟是杨念群，真·近代史都是一家子呀。不惑、不忧、不惧，为做人而求学，
记着这些教诲TVT（看完陕师大本子觉得这本好槽，光就偷懒连注释都不改这点，中青社能及格就不
错了，五星是打给任公书信的来)
3、梁启超，这样一个有血有肉，有真性情的伟人，对大多数当今国人来说，无非是一个冷冰冰的名
字，这是谁之过，誰之失？
4、梁家儿女多才俊，梁公家教资可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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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读完《梁启超家书》，对一个之前“只闻其名”的中国近代知名文化人士，有了初步的了解。相
信对大多数同龄人来说，对“梁启超”这个名字，都是熟悉而陌生的。说熟悉，是因为大家中学都学
过历史，但教科书对人物的描述——尤其是近、现代诸多知名人士的描述——都是冷冰冰的，没有血
和肉。而此书，恰好将一个梁启超赋予了血和肉，让他成为我们认知中的一个完完整整的人。这个人
，对子女用一种言传身教的方式扮演着严父和慈母的角色。这个人，毫无疑问是中国过去100年中最著
名的文化人士之一，但同时，他又和我们一样，有着平凡的一面。整本书中，表现最多的是一种对子
女在做人、做学问上的教诲——这不奇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父亲往往扮演一种严父的角色。但梁
先生在度和方式上的把握，却值得我们欣赏。这种严父，不是一味的打骂说教，引起子女的逆反心理
，而多是采取鼓励，以自己做榜样的方式，和子女成为朋友，并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做好严父的同时
，梁先生也对子女展现了比一般的“慈母”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一面，更令人惊奇的是——在我一向认
识的中国人对感情表达的羞涩、内敛一面——梁先生却像足了西方人。对子女的爱、关心，无处不散
发出一种令人歆羡的柔情。试问我们多少人不敢当面表达对父母、对子女的爱，以致空留遗憾。其实
我们与梁先生并无距离，他也像我们一样，有着普通人的感情——这种感情包括对世间万物的喜怒哀
乐，甚至包括对钱财物的患得患失，但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不虚伪的人。读这本书，让我脱离历史的
冰冷感，去读懂一个拥有真性情的、作为普通人的梁启超。再回过头来说句题外话，梁先生在书中提
到的学校教育中知育、情育、意育三个教育层次中的厚此薄彼，在百年后的中国教育中，问题仍然存
在、甚至病入膏肓，令人不禁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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