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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话（校订重排版）》

前言

辑校说明一、本书是梁漱溟先生对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历届（自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研究部同
学，在朝会时讲话的笔录所集成。但只是笔录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二、本书非系统的学术讲演，而
只是对同学之日常生活有所诏示启发，或自同学提出之问题，予以当下指点。故其内容包括有治学、
修养及人生、社会、文化各方面之问题。多由阅历得来，语重心长，亲切隽永，足以发人深省，其有
裨于青年者，至为深钜。兹不忍令其零佚，爰特编印成册，以供同好。三、本书各篇之题目是后加的
，朝话原无题目也。各篇先后之序，原宜以其年月日为准，唯已不易查明，今只有以其内容意义相连
类者，而编次之，不复问其年月日先后。四、本书内有一部分先曾陆续发表于《乡村建设》半月刊；
其大部分则为黄省敏同学整理誊抄者。至某篇为某人所记，中因互相传抄，已无由记证。本书印行时
，以先生事繁，复未经核阅。其有与先生原意不符或小有出入者，当由笔记者与辑校者负责。辑校者
志民国二十六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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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话（校订重排版）》

内容概要

“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的人生语录
唤醒困惑的心灵  敲响人生的晨钟
聆听喷薄朝阳下的大师箴言
"如在冬季，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来后在月台上团坐，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皆在静默，
惟间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时此景，最易令人兴起，特别的感觉心地清明、兴奋、静寂，觉得世人都在 
睡梦中，我独清醒，若益感到自身责任之重大。"
本书是将梁漱溟先生对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历届（1931年至1935年）研究部同学，在朝会时的讲话辑
录而成。后经梁漱溟本人及其后人屡次增补再版，形成现今模样。这些讲话并非系统的学术演讲，而
是对日常生活有所昭示启发的即兴言谈。内容涉及人生修养、治学方法、社会问题、学术文化，发自
肺腑，亲切隽永，深受青年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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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话（校订重排版）》

作者简介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后以漱溟行世。生于北京，祖籍广西桂林，顺天中学堂
毕业，其后皆自学。中国现代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1917
—1924年执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30—1937年从事乡村建设活动。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期间，为国
事奔走，谋求国内团结。其主要著作包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教育论文
集》《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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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001朝会的来历及其意义 讲到朝会的来历，就要谈到我的生活。大体上说，我自二十岁至二
十九岁为一段落。此段落为出世思想，走佛家的路。二十九岁以后重转回人世的路，一直到现在。二
十九岁那年，在济南教育厅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先时已在北大讲过），民国十年付印，其中有
一段意思曾说到求友；在结论中又曾说到我的主张和希望——要复兴古人讲学之风，使讲学与社会运
动打成一片。近十数年来我就是如此做，从那时（民国十一年）起也就有了许多朋友跟我在一块。于
是我的生活几乎是成了两面的了：一面是家庭，一面是朋友；一面是家庭之一员，一面是朋友团体之
一员。朋友们在一起相处，虽然是一种团体生活，但没有什么会章。大家只是以人生向上来共相策励
，每日只是读书，讲一讲学问。民国十三年，我辞去北大教职，和一些朋友到曹州去办高中，后来又
辞职回北平，高中学生即有一些随着我们到北平的。 在北平师生共约十人，我们在什刹海租了一所房
，共同居住，朝会自那时就很认真去做，大家共勉互进，讲求策励，极为认真。如在冬季，天将明未
明时，大家起来后在月台上团坐，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皆在静默，惟间闻更鸡喔喔作啼
，此情此景，最易令人兴起，特别的感觉心地清明、兴奋、静寂，觉得世人都在睡梦中，我独清醒，
若益感到自身责任之重大。在我们团坐时，都静默着，一点声息皆无。静默真是如何有意思啊！这样
静默有时很长，最后亦不一定要讲话，即［使］讲话也讲得很少。无论说话与否，都觉得很有意义，
我们就是在这时候反省自己，只要能兴奋反省，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一刹那。 民国十七年我在
广东接办省立第一中学，朋友团体也随着到了广东，当时我同黄艮庸先生等拟了许多办法，都是与其
他学校不同的。其中最要紧者有五点，现在邹平还保存有两点，即朝会与部班主任制。十八年创办河
南村治学院，其学则是我拟的，内容大多是从那边——广东一中转来的。现在邹平则又是从河南转来
的。 在第一届研究部时，朝会每由我来讲话，初时都作静默，要大家心不旁骛，讲话则声音低微而沉
着，话亦简切。到后来则有些变了，声音较大，话亦较长。但无论如何，朝会必须要早，要郑重，才
能有朝气，意念沉着，能达入人心者深，能引入反省之念者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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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朝话》一书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于1937年6月首次出版，那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距今已有六十
多年了。这样一本字数不多，早在六七十年曾出版过的书，如今还有重印的意义吗？说重印，这已非
第一次。自1939年底，先父将此书点改增订以之，自1940年至1946年，先后由商务印书馆（长沙）、
中国文化服务社（桂林、上海）等印行不少于六七次。解放后，又由教育科学出版社与安徽文艺出版
社先后重新出版两次。2004年3月，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在台湾又将此书印行（此前台湾曾有盗版）。事
实证明，此书始终为一些读者所需要。此书本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1931年—1935年）作者在朝会上
与同学的部分谈话辑录。其内容或谈论人生修养，或讲述治学方法，或议论社会、学术文化等问题，
莫不本于个人感悟，出自切身体认，与凭借空泛议论有根本之不同。此书为若干读者所认可，与此不
无关系。此次出版仍以1939年点改增订版为准，并有所增补。朝会上的谈话增加两篇：《以出家精神
做乡村工作》、《谈儿童心理》。都是编辑《梁漱溟全集》时寻得的。附录部分，原有三篇，现又增
加了《青年修养问题》、《谈修养》与《人生的意义》三篇。在此书再次出版时，不应忘记已故的倡
议辑录这些谈话的广西唐现之先生，和为辑印此书尽力最多的黄省敏（孝方）同学，因为没有他们在
数十年前的努力，就不可能有今日的《朝话》一书。为保持此书的历史原貌，1937年首次出版时的《
辑校说明》与1939年作者所写《增订版叙言》，仍置于全书之首。梁培宽2004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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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朝话(校订重排版)》编辑推荐：“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的人生语录，唤醒困惑的心灵，敲响人生
的晨钟，聆听喷薄朝阳下的大师箴言。如在冬季，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来后在月台上团坐，疏星残
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皆在静默，惟间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时此景，最易令人兴起，特别的感觉
心地清明、兴奋、静寂，觉得世人都在睡梦中，我独清醒，若益感到自身责任之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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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觉得是一本以后可以再三翻阅的书，现在仍有许多懵懂的地方希望以后可以有很深的理解。
2、运输途中被折了，有损
3、朴实的语言道出思想的真谛。
4、师兄赠书，勉之。
5、认真。
6、有些话让人确实有所悟。不过，更多的仍然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东西，拿到今天未必合适。梁漱溟
不是儒者、哲学家，我觉得说他是位优秀的教师就足够了。
7、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8、很庆幸在自己最迷茫也是内心最浮躁的时候遇到了这本书，解答了我很多对于人生的困惑。无论
何时何地，切记有向上之心，平和地面对人生中的未知。
9、"如在冬季，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来后在月台上团坐，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皆在静
默，惟间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时此景，最易令人兴起，特别的感觉心地清明、兴奋、静寂，觉得世人
都在 睡梦中，我独清醒，若益感到自身责任之重大。"——“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的人生语录
10、似故人端坐面前谆谆教诲。闭卷合目思当下，百感交集。类梁漱溟先生，中国不会再有了。
11、苦于看不下科幻小说，遂淘了几本大师的杂文手记来看，首翻了梁大师的书，虽篇幅精致，但处
处有理，值得读，值得多读
12、是我高三一年的精神寄托，我总是用这本书安慰自己去忍受一些痛苦的事情，总是看这本书强迫
自己平静下来。高三很难挨，谢谢梁漱溟先生。
13、《我的自学小史》！！！！这书看过两遍，第一次是在《梁漱溟全集》中找来看的。
14、我人生中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怎么做人，怎么靠自己养活自己，怎么活得高贵。
15、这本书能告诉你，为啥儒学不同于其他的哲学，而能够同身心性命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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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如在冬季，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来在月台上团坐，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皆在静默
，惟间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情此景，最易令人兴起，特别的感觉心地清明、兴奋。静寂，觉得世人都
在睡梦中，我独清醒，若益感到自身责任之重大。～朝会的来历及其意义在这时代，有一个大的欺骗
他，或耽误他，容易让他误会，或让他不留心的一件事，就是把欲望当志气。这样的用功，自然不得
其方。～欲望与志气须知虽然是粗浅的事情，如果能集中整个精力来做，也都能做到精微高深的境界
。古人云：“洒扫、应对、进退，即是形而上学。”又云“下学而上达。”都是指此而言。～如何才
能得到痛快的合理的生活在佛家禅宗的书里面，叙述一个故事，讲一个大师对许多和尚说：“你们虽
有一车兵器而不能用，老僧虽只寸铁，便能杀人。”这寸铁是他自己的，所以有用；别人虽然眼前摆
着许多兵器，但与自己无关，运用不来；～谈学问随外缘机会以尽自己的心力来表现自己。这时自己
虽无所择而自然有择。这个态度一点也不执著。也是很大方的。    我识人任事似非所长，所以有时会
觉得苦。可是我不固执，几乎把我摆在那里就在那里，顺乎自然的推移，我觉得把自己态度放得宽大
好一点。不固执，随缘，多少有一点儒家“俟天命”的意思。我自己每因情有所难却，情有所牵，就
顺乎自然地随着走。～择业这放任非不管，另有他的意思，即于放任中有信任——给我的好处帮助太
大，完全从这消极的大的帮助，让我有后来的一切。大概在先父看到这一点：这孩子虽然是执拗错误
，但自己颇有自爱要强的意思，现在虽错，将来可“对”，这“对”可容他在找，现在不要干涉。先
父的意思，恐怕就是这样。     ～先父所给予我的帮助人生是靠趣味的。对于什么事情无亲切意思，无
浓厚兴趣，则这件事一定干不下去。～生命的歧途意思多就是不诚。不诚，则自己全副生命不能凝聚
于一处。意思纷歧，念头就拴不住，仍然是不由自主地在活动。～我自己的长短三种人生态度——逐
求、厌离、郑重。～三种人生态度按照我的理解，道德就是生命的和谐；也就是人生的艺术。所谓人
生的艺术，就是会让生命和谐，会做人，做得痛快漂亮。～道德为人生的艺术一个人的生命究竟还是
完全无所不足的。高明的宗教，其所以持禁欲态度之真根据，即在此。他是有见于生命的完全无所不
足而发挥之，在别人谓之禁欲，在他则不如此。婚礼本身就是一个目的——人就是要求婚礼。当人将
要结婚时，几乎真挚的情感，要求一个郑重的表示，不如是则心不安。仿佛学校开学不行开学礼，未
免把这种求学生活看得太不当事了。开学行一个敬谨恳切的开学礼，大家自然郑重起来，以后才不致
懈忽下去；一切事情都是如此。短一个礼，虽然说不上缺短了什么，可是缺短很大。结婚为吾人一生
大事，更是如此。在男女两方彼此之情愈真实，意味与深厚，则要求礼者亦愈切。佛家解释生命说：
一个人不单有一身体，各人还各有其宇宙；而彼此的宇宙互相联通，大家在我的宇宙中，我亦存于大
家的宇宙中。此宇宙佛家谓之依报。正报即其本身。此意是说，身体固为生下来的，而环境也是生下
来的。那么，妻子同我生命是最近的一件事，我们何可认为是偶然的。一切事绝无胡乱凑合成功的。
我们明白自己同父母的关系，不能设想离开父母可有个我；那么亦不能设想妻子是外来的，而只有个
我。我不自我，而是连上我的亲眷，我的友人，我的仇敌而为一我；无远无近，亦不论见面不见面，
都脉脉相关，息息相通，毫无隔阂。语云“千里姻缘一线牵”，固然不是真有一条线，然而人生正仿
佛有无数的线呢！明乎此，就是了解天命。～婚姻问题戏剧最大的特征，即在能使人情绪发扬鼓舞，
忘怀一切，别人的讪笑他全不管。有意的忘还不成，连忘的意思都没有，那才真可即于化境了。能入
化境，这是人的生命顶活泼的时候。化是什么？化就是生命与宇宙的合一，不分家，没彼此，这真是
人生最理想的境界。所谓“仁者浑然于物同体”者是。这时心里是廓然大公的，生命是流畅活泼自然
自得的。心眼多、爱计算的人，就惯会化一切生活为手段，他的情绪常是被压抑而不能发扬出来，他
的生命常是不活泼，而阴冷、涩滞。这个危险常随着人类进化而机会愈多，更容易发现。反过来说，
譬如野蛮人，他们的生命却常是发扬的，情绪常是冲动的。越文明越是不疯不傻，但也正是一个危险
。所以我推想，戏剧怕是越到将来越需要的，需要它来调剂人的生活，培养人的心情。～谈戏剧真正
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动他的心肝，牵动他的生命；他看到众生均循环沉沦于生死之中
，很可怜的，所以超脱生死，解决生死，遂抛弃一切，不顾一切。现在我来做乡村运动，在现在的世
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了朋友，抛弃
了亲属，像和尚到庙里去般地到此地来。因为此事太大，整个的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
只有这件事。～以出家的精神做乡村工作附录：————————————————唱戏听戏的最大
特征，是使人解脱于分别计较，从支离破杂的心理得到很浑然整个的生命，发扬出真的有力的生命，
把一切俗俚琐碎的事都忘了。这个时候，正是人类的生命最活泼、最真切的时候。这时候，唱的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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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的人的心里，感觉到最畅快最解脱。这种艺术，才是最值得看、值得听、值得感动、值得佩服的艺
术！进一步说，不但唱戏的人要疯，看戏的人要傻，就是实在的人生也正要如此，实在的人生也正要
疯一点、傻一点才好。一切都先看看是为什么，把一切手段都化作目的，生活不能于当下满足。当下
的都不是目的，都感不到舒快，这就是到了阴冷、沉滞、麻痹的时候。艺术正好与此相反，它处处是
发舒、流畅，给人得到当下的满足。～谈戏吾每当春日，阳光和暖，忽睹柳色舒青，草木向荣，辄不
胜感奋兴发而莫明所为。吾每当家人环处进退之间，觉得熙熙融融，雍睦和合，辄不胜感奋兴发而莫
明所为。吾每当团体集会行动之间，觉其同心协力，情好无间，辄不胜感奋兴发而莫明所为。吾或于
秋夜偶醒，忽闻风声吹树，冷然动心，辄不胜感奋扬励而莫明所为。又或自己适有困厄，力莫能越，
或睹社会众人沉陷苦难，力莫能拔，辄不胜感奋扬励而莫明所为。又或读书诵诗，睹古人之行事，聆
古人之语音，其因感奋兴起又多多焉。如我所信，我与二中学会同人与大地上古往今来之人，盖常常
如是自奋而自勉焉。此之谓有生气，此之谓有活气，此之谓生物，此之谓活人，此之谓生活。生活者
生活也，非谋生活也。事事指而目之曰“谋生活”，则何处是生活？将谓吃饭睡觉安居享受之时乃为
生活耶?适不知生发活动之为生活，其饮食则储蓄将以为生发活动之力者也，其休息则培补将以为生发
活动之力者也，而倒转以饮食而为生活，岂不惑耶？天下之惑也久矣！率天下而为贪夫贱子半死之人
者由此道也！昔者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      孔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奋忘食，乐
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这便是我的人生观学问必经自己求得来者，方才切实受用。学问和
艺术是一理，知识技能未到融于自家生命而打成一片地步，知非真知，能非真能。真不真，全看是不
是自己求得的。一分自求，一分真得；十分自求，十分真得。自学最要紧是在生活中有自觉。读书不
是第一件事；第一件事，却是照顾自己身体而如何善用他——用他来做种种事情，读书则其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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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朝话（校订重排版）》的笔记-第11页

        如在冬季，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来后在月台上团坐，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皆在静
默，惟间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情此景，最易令人兴起，特别的感觉心地清明、兴奋、静寂，觉得世人
都在睡梦中，我独清醒，若益感到自身责任之重大。在我们团坐时，都静默着，一点声息皆无。静默
真是如何有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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