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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思想平议》

内容概要

《梁启超思想平议》根据梁启超多达千余万言的论著，首先叙述梁启超生平，之后按照梁启超的重大
贡献所在，从政治、哲学、伦理、文化四个方面深入系统地阐述和评议了梁启超思想。指出中国民族
危机日益深重的时代背景决定了梁启超一生探求中国变革之路，最终成为近代改良主义道路的“标本
”；与近代多数变革者不同，梁启超在从事社会变革、政治斗争的同时又对文化领域的革新给予高度
关注，因而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体系的主要建设者之一和一代学术宗师；同时，既由于个人原因，更
由于时代原因，造就了梁启超的思想学术庞杂且多变的明显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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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锡勤，男，1939年7月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市。1961年9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同年分配至黑
龙江大学历史系任教，1963年9月转入哲学系任教。现任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哲学与文化以及中国伦理思想史的研究，已出版专著（含主编与合作）10部，在
《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历史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国家一级刊物30
余篇，承担国家教育部及黑龙江省人文社科项目多项，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1991年获国务院政
府津贴，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国际儒联学术委员，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学术顾问、中国实学研究
会理事、黑龙江省哲学学会副会长、黑龙江省伦理学学会副会长、黑龙江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
系黑龙江省重点学科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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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
第一章不断求索、曲折多变的一生
第一节从新会神童到维新派的杰出宣传家、组织者
一、新会神童，康门翘楚
二、维新派的杰出宣传家
三、在“百曰维新”中
第二节言论界的骄子、革命派的论敌、立宪派的理论家
一、热心传播新思想的言论界之骄子
二、“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子胸中
三、与革命派的论战
四、立宪派的理论家
第三节从民初政坛的活跃人物到不能忘情政治的学者
一、从去袁到拥袁
二、“护国之役”的策划者和精神领袖
四、不能忘情于政治、与时代潮流渐行渐远的学者
第二章政治思想
第一节戊戌时期救亡图存、变法维新，“兴民权”、“开民智”的呼吁
一、论“中国无可亡之理而有必强之道”
二、论“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
三、反对洋务派的“补苴弥缝”之变
四、为伸国权而兴民权
五、论“兴民权以开民智为第一义”
第二节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与“新民”说
一、对时代特征的总概括：民族主义时代、过渡时代
二、提倡民族主义，呼吁建立近代民族国家
三、对积弱中国“病源”的诊断书：《中国积弱溯源论》
四、医治积弱中国的药方：《新民说》
五、国民观、权利义务观、自由观
六、“破坏主义”与“无血之破坏”
第三节1905年前后与革命派的论战及其“开明专制”论
一、反对革命
二、质疑共和
三、“开明专制”论
四、论“社会革命”非“今日中国所必要”
第四节“预备立宪”期间的君主立宪论
一、对“开明专制”论的修正，关于开展“国民运动”的主张
二、要求速开国会、尽早立宪的强烈呼吁
三、关于君主立宪的具体主张
第五节辛亥革命中的“虚君共和”论和辛亥革命后的“共和专制”论
一、“虚君共和”论
二、“共和专制”论
三、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
第六节五四后的社会改良主义
一、呼吁“解放与改造”
二、对社会主义的矛盾态度
三、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试图走第三条道路
第三章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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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心物论
一、心学、佛学的崇信者
二、“境者心造”说
三、“非唯”与“心物合一”论
四、论“唯心派造人物”
第二节历史观
一、戊戌时期的进化史观及晚年的质疑
二、英雄史观及其局部修正
三、地理环境决定论与“心力造历史”说
第四章伦理思想与“国民性”改造
第一节伦理思想
一、“利群”的伦理观、论“公德”与“私德”当并重
二、论道德与法律、经济、政治的关系
三、在道德变迁论与道德不变论之间的摇摆/229
四、论利己与利群、爱他
五、论苦乐生死、论“无我”
六、责任人生观、趣味人生观、以仁为“全体大用”的人生观
七、论道德修养
第二节论“国民性”改造与新理想人格的建立
一、对“国民性”改造的高度关注
二、批判“奴隶性”，呼吁培养新的精神风貌、理想人格
第五章文化革新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文化革新方针的前后异同，文化“革命”的渐次展开
一、20世纪初的文化革新方针
二、欧游后的文化建设方针
三、文化革新的实践一一发动文化领域的各种“革命”
笫二节“史界革命”与史学理论
一、对中国旧史学的批判
二、呼吁“史界革命”，建立新的史学理论
三、对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贡献
第三节文学革命与文学理论
一、“诗界革命”
二、“小说界革命”
第四节对孔子和儒学的态度
一、早年呼吁“发明孔子之真教旨”，抨击后儒之学
二、20世纪初对孔子和儒学的公开批判
三、辛亥革命后对孔子和儒学的态度
结语
梁启超生平大事简表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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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次添加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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