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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内容概要

*梁漱溟的成名作，现代新儒家的开山巨著
*重印数十次，被译成英、法、日等10几种文字
*胡适、贺麟、张东荪热烈讨论，于反传统潮流中独树一帜，寻民族自信、中国道路的经典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被誉为“震古烁今之著作”（蒋百里），是梁漱溟先生的成名作，现代新儒学
的开山之作。初版于1921年，后曾多次重版，并被译为英、法、日等十多种文字，公认为东西文化论
争的经典文本。作者在激烈反传统的时代潮流中，一反众议，独树一帜，竭力提倡儒家文化的真精神
。本书将西方的非理性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比较东西文化，对中国固有文化的价值所在，中
国传统文化为什么没有孕育出科学与民主的原因，以及以后我们的文化该向何处走等问题，提出自己
的思考，主张东方文化应该在保持自信的前提下，有选择性地学习有利于提升生活品质的东西，而非
盲目否定自我、全盘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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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三条脉络。读完惊觉今人忽视印度毫无道理。对儒家的见地很有启发。推荐这书是因为这里梁漱
溟太可爱了！较真而不拘束，整个都生气勃发，极其畅快！
2、看不懂，只是看了
3、通篇无注释的演讲稿，胜在出佛入儒，对各种宗教文化都有精到的见解。区别儒家之“生”与佛
家之“无生”，总结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倾欹在外”。说西方“直觉运用理智”，儒家“理智
运用直觉”，佛教“理智运用现量”（虽然后来不认账了），西方是向前去征服自然，中国是安住现
状，佛教是调头逃避等，都是很深入的意见。照他的阶段论，现阶段还是要西化。批孔教和基督教两
段尤其解气。
4、可能不是一个专业的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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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我没有亲历过那样一个年代，不能完全体会那时的恐慌与迷茫。我没有亲历过那样一个年代，但
我可以在这里读出企图力挽狂澜的殚精竭虑。我眼睛所看到的中国，正在经历“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
”，并没有全盘西化，我们有自己的文字，自己的语言，孔子的东西仍旧被敬重，中医仍然坚强的活
在今天。我眼睛所看到的中国，对西方种种技术、思想、科学极其包容，努力的学习着能够帮助我们
生活的更好的种种能力，各个学科越分越细，越来越全。不能说今日中国的种种状态都归功于梁漱溟
，只能说，很巧，不到百年，梁先生的话，正在逐渐实现。向前奋斗的西方的路，走到极致，将使亲
情寡淡、自然破碎、生活无望⋯⋯向后反思的印度的路，出世寡欲，似乎我们还没有发展发达到可以
抛弃自己私欲的境界⋯⋯彼时的中国，泥古不化，排斥改变和抗争，一味顺从，确实也不利于中国走
一条向前的路而不被欺侮⋯⋯学西方的文化、科学、思想，但不能改孔子之态度，批判继承我们已经
延续千年的变化之学、整体之理、生活之念，礼乐之制，才能走出我们自己向前发展的路，而尽量规
避西方光明文化背后的挣扎。梁先生书中的思想并不全是正确的，但如何评价孰正孰误，孰是孰非
呢~在那样的情境下，有如此洞见，许多思想至今受用，能够指导百年之后的人继续向前而不被淘汰
，就足以说明其成功了吧！
2、1、全书共5章，若干小节，乃梁先生于鲁、京演讲之记录。此本共250页，约19万字。2、本书的主
要目的是为中国传统文化找到独立的价值，以应对中国彼时的现实问题。3、本书结论是：第一排斥
印度文化、第二全盘西化，第三却以中国传统态度改造之。印度文化则留给将来的世界。以符合世界
发展的三期说：西洋文化第一期、中国文化第二期、印度文化第三期。4、本书乃比较文化、文化哲
学之著作，其文化概念包括三个子系统：物质、社会、精神。其文化观之分析乃基于人生观之分析，
所以其所谓文化即人的精神心理的展开。本书所谈论之文化，多限于精英文化，或所谓大传统，小传
统或民间文化则于宗教处谈之。5、本书题旨甚大，由心性到社会再到文化之总体，然似不严谨，论
证多模糊，语言少精确，似彼时大学者多如此，如钱穆先生的一些书。6、本书倾向于为理学辩护，
然实汲取改造之，以更近于阳明心学，最推崇心学泰州一派。7、本书的历史观：以天才偶然创造文
化之大框架，历史于此框架内铺展延伸，中国的框架太大，故后来者不能居上，乃至拘泥不前，而西
方的框架较小，所以能不断突破。8、推荐参考陈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中有关梁漱溟的四章。
【2016.2.26始读，3.12即今读完，中有数日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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