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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寥寥数语。
2、读了一半，读不下去了，是否是考验读者的耐心？
3、中国最后一个大儒
4、食之有味
5、“最后的儒家”之称的梁漱溟
6、最喜欢看名人日记了～
7、先生“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的行履，就在这一天天，一年年的流水账中。
8、对佛门想起来是用了真心的
9、梁老，丰富的生活，繁忙的工作，发现老先生特爱吃点心。
10、大师的前半生与后半生对比，虽然本人仍勤学自警，但时不我予。抗战时期他遇到两个厌战的日
军俘虏，叹息战争之错误。文#革“被押游行，甚苦。腰骨痛，尚能睡”
11、这儿子坑爹啊
12、是我自己没有静下来的心 
13、粗略翻过，收藏吧
14、没啥内容，且全集中有。上当受骗。
15、最为欣赏的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基本上是他的每本书必读。
16、在图书馆看到梁先生的信息展，遂借了这本书，没仔细看下来，不太喜欢看这种日间记录，几乎
没有故事，但佩服著者的坚毅！
17、食和大便是困扰梁先生晚年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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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那天下着倾盆大雨，一早挤地铁赶到长宁图书馆，去听一场关于《梁漱溟日记》和儒家生活世界
的读书会。读过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和《这个世界会好吗》，对他的日记颇有些兴趣。据说，
这是一部经历“文革”劫后余生的精神秘档，共80万字，编者撰写了导读性质的前言和每一年大事提
要，修订及增补注释600余条，并编制主要人名索引近2000条，是深入研究梁漱溟和了解20世纪中国社
会与政治变迁的珍贵的实录。《梁漱溟日记》的主要编者是梁漱溟先生的大儿子梁培宽，那天的主讲
人是梁漱溟先生的小儿子梁培恕。在上世纪80年代，梁漱溟先生就提倡文化的改造，一直认为一个社
会的状况跟人心有关，今天的我们和当下的社会又重新回到了这个议题。以下是梁培恕先生演讲内容
的整理。先父（梁漱溟）去世以后，如何把他的思想财富保存下来，变成我和家兄的一个任务了。我
们都是在退出工作以后才注意自己的父亲。当然也还不算太晚，但是也是晚了。【梁漱溟，从佛学到
儒家】今天我的题目是从他的几个朋友那里的角度去看先父的儒家思想。在民国初年，清朝刚刚倒了
之后不太久，主要是向西方学习风气的同时，也有一些人，一些少数知识分子，他们很注意谈佛、谈
儒，并且形成了一种无形的交往，好像一个社团的样子，说社团又太重了一些。那么就在这些活动当
中，先父就结识了一些谈佛、谈儒的人，有的时候是他向别人请教，有些时候是别人向他请教
，1918-1923年这段时间，他们互相认识，而且都是一辈子的朋友。我今天讲两个人，通过讲这两个人
说明同是研究儒学，实际上个人的路子、路向有很大的不同。再加上父亲本人，这三个人，按自己的
气质、个性来研究或者是来传播儒学。我父亲之所以转向儒学，基本思想就是他明白一个道理，他说
佛学的宇宙观、人生观，是一个终极的真理，但是太多的人不可能懂得他，不可能接受他。世界上没
有彼此之分，万物一体的，这个万物一体和我们的实际生活相差太远了，我们现在生活在什么情况下
呢？完全不是万物一体的，而是对立的，我们和物是对立的，和人也是对立的，体会不到万物一体，
悲悯众生也不存在。佛家的真理，好是好，但是只有极个别的人认识它。所以他说怎么办呢？他把我
的救世的想法转向儒，因为他看了儒书之后，认为孔子的生活态度是最适合于人类的，他觉得再也没
有比儒学更积极、乐观，同时也很稳妥。他能够把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实际日常生活都打理的很妥
当，人要想提高一步，就只能提高到儒学这一步就正合适。佛学太高，所以他后来是为了大众而放弃
了佛学，转向研究和推广儒学，这是他自己一个很明确的宣示：他就是这样转过来的。因此，他的这
个态度和我下面要说的两个好朋友的态度就不一样，那两个人，应该说造诣也很高了，但是三个人都
不一样，刚才我把我父亲的情况大致说了一下，大家再听我说另外两个，会感觉三个人各有一套。【
人人都知熊十力，却不知还有位伍庸伯】我先说一个叫伍庸伯的先生，这个人我是比较熟悉，因为熊
十力先生和伍先生我都见过。由于有这样一个父亲，别人见不到的我都见到了。熊先生大家都知道，
但是大家都没有听说过伍庸伯，也不知道是怎么样称呼他。是新儒家还是什么，我认为这些称号都不
必要。在我父亲心中，伍先生是可以补朱熹、王阳明的不足，评价非常高。但是大家不知道他，我就
先说一下伍先生。伍先生他原来是学军事的，是第一名的毕业生，而且很快就在军界一帆风顺。等
到1916年中国买了几架飞机想要组建空军的时候，他是管几架飞机的空军。有一次他笑着对我说，我
是中国第一个空军司令，我吃惊。他说我不会开飞机，是别人扶我上去的，这是他对自己的自嘲。一
个人做军人活一辈子对吗？他一定要弄清楚，不弄清楚这个问题他没有办法活，他活着就处在一种迷
惑的状态，所以他一定要先弄清楚这个问题然后再说，其他他不能干了。所以他就辞职。别人说你辞
职吃什么穿什么？他不管。后来他辞职了，而且他的陆大的同学和同事们，一人给他几块钱，他靠这
个活着，在北京找各方面的基督教的牧师、和尚、道士，北京大学去旁听。他用6年的时间，最终他
选定了，儒家最好。并且还有一个特点，他选定儒家之后，再也不评价其他的学派或者是其他的宗教
有什么长短。我就认为这个好，其他有什么我不说，他就是这样的态度。伍庸伯先生另外一个特点，
他此后再也没有回到部队，但是在北伐的时候出任后方办公的厅主任，掌握最繁重的工作，前面在打
仗，他是这个办公室的主任，北伐一完成他就辞职。他有两次代理广东省的主席，主席一回来他就交
权，他的力量就是利用在本乡，办教育，缴土匪，他的儒家学问只在本乡跟他的一些乡亲们中间有兴
趣的人，讲给他们听。我想说的是，他选择的儒家的路就是差不多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同时周遭靠
近他的，他也关心，或者说他也愿意辅助人们来解决问题。他没有更多的要求，这就是跟我父亲不一
样了。我父亲是说他要用儒学来拯救人类，因为佛家太高，这中间关切的范围是区别非常之大了。我
只能用很少的几件事情来说明伍庸伯先生的不平凡，以及修身方面及其认真来让大家有一个印象。他
的老家是在广州以北几十里的地方，他进广州通常都是坐火车，几点几分有一个火车离他们村几里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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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他坐这一趟火车进广州。以前都是火车到他也到。但是有一次是火车已经到了他还没有到，
如果他跑还能够赶得上，但是他不跑，他立刻就决定我今天回去了。回想今天我为什么没有赶上火车
，因为火车是定时的，我去火车站需要走多少时间也是一定的，都是非常清楚的，为什么我今天没有
赶上。就是这样一件事情，他可以用来检查自己，防止一时之懈。顷刻之间心不在，他们强调心要刻
刻在当下，不要走作，中国成语说心猿意马，人在做这个事，其实脑子里面在想着别的事，这是他们
非常反对的。伍先生决定不赶上火车，我今天就是有所走作，心有懈，就是懈怠的懈，当我们把这个
作为小事放过的时候，他不放过。他后来在北京生病住院的时候，我去看他，我进屋就看他的嘴唇缩
上去了，上嘴唇盖不住牙齿了，有手指那么宽的缝子露出来，正好他拿着一个小镜子在看，他也看到
牙齿露出来了，他说了一下，恐怕大势已去了，然后他就不吃药了。同时还对别人说了一句话，我这
个时候死正好。什么意思呢？因为当时他身上没有任何的责任，对于乡土，对于其他的人都不负有任
何的责任，此时生命的在与不在只关系到个人，所以他说此时正好，他不吃药就死了，这就是伍先生
的儒家工夫实践的一面。他在讲书解书，他解书在我父亲看来是最正确的，为什么正确？朱熹、王阳
明这些大家，常常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加到古书里面。有一个毛病，解书的时候，多有转折，把一
个意思加以改动，经过3、5次的改动成了他自己的意思，不是古书的意思。用我父亲的语言说：古人
就我。让古人来迁就我的意思。但伍庸伯先生没有这个意思，他不善改古书，他对王阳明和朱熹的批
评就是他们有这个问题，王阳明讲着讲着就要讲“良知”，就是“格物致知”，王阳明加了一个“良
”，加了究竟好不好，它不是古书的意思了。这个古书在我父亲看基础是摆在那里大家看的，每个人
自己去体会，不要你去改，靠自己的心得去理解古书，所以他说伍先生的态度最好，他讲解书的时候
最原原本本，一字一意，一句一意，而王阳明他们不是这样做的。我父亲对于伍庸伯先生长处的评价
是什么呢？伍先生这样的解书，这样的实践，好在什么地方，可以利于初学普济一般人，他更明确的
说，不要用心太过，虽然你是研究孔子的精神，但是你用心太过，用力太大都不好，这里面好像也是
对于朱熹、王阳明的不赞成，反过来说伍先生在解书的时候没有这个毛病。【我眼里的熊十力先生】
下面说一下熊十力先生。他是一个新儒家，但是这个新字我不太同意，但是我们不说了。熊先生很有
名声，在我父亲看来他在后期有很大的毛病，他起初是不错的。但是这个人肯定是才气很高，对于儒
学也有真知灼见，但是他有太多的毛病。这个最根本的毛病就是，说是要破我执，但是从来不破我执
。虽然我执是谈佛的，但是我执强的人做什么都不好。熊先生他是有很多毛病，我跟大家说一些事，
你们就知道他的毛病了，他的特点也非常有意思的。熊先生，我十几年前台湾杂志让我写一个熊先生
的介绍，当时我给他两个字“率真”，但是今天改一个说法，他有率真的一面，但是更应该代表他的
一句话，熊先生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对外面的世界几乎没有感受，他也不想适应外界的变化，
他终生都是穿中式的衣服，袜子、鞋子都是自己做的，腰带必然是一个布带子，不会是皮带，说话非
常不顾忌环境。有一次我去看他，那里有一对夫妇已经在场，结果他骂起（吴晗），骂完了（吴晗）
，几乎把他妈也骂起来了。他很容易兴奋，兴奋之后他就管不住自己，说话非常粗，也离题很远，什
么意思？就是这个人主观太强，他把科学说得非常简单，汉代的时候出现了什么偏差，然后到宋明又
出现什么偏差，好像是几个思想家造成中国文化里面缺乏科学，当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但是熊先生
就可以说得这么简单。我父亲在晚年做了两个事，一个是写长篇文章，给伍先生撰书。伍先生不著书
，我父亲替他著，伍先生笑了，你听我的教导不但不反省还要给我著书。我刚开始说的，我父亲转向
儒学就是惦记他人众生，所以他的注意力放在“他”字上其实就是他的感情，伍先生的感情不像他那
样扩散的非常大，伍先生不仅不扩散，连他自己都管不住。我父亲晚年也为熊先生做了两篇文章，一
个就是（《熊著选粹》），把他书里面正确的东西摘录出来成为一篇文章，又把他的错误从早先一直
到晚年，从小的地方到大的地方，都给他罗列出来，他的晚年已经到了不可救的地步，掷笔兴叹。熊
先生这个朋友，当初好的状况不可能在见了，这就是我父亲为他的好朋友在晚年的时候各写了一篇文
章。古今交错的背景中，儒家何为？梁先生在面对这样的主义会说什么？在座的各位，年轻人比较多
，虽然不年轻，但是对于几十年前的事不太知道，像我这样经历了国民党、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
时期，这个事是很麻烦，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所谓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中国人把他的全部力量转向追
求物，而且正因为如此，所以见效非常快，中国从来没有以这样高的速度发展物，一下子变成世界第
二位，所以常常提到大国。但是我非常担心。中国是一个虚弱的大国，因为我们很多旧的道德观念都
没有了，新的道德观念又不知道往哪找，我们现在的军队是很好，但是打起来能不能顶得住，我不知
道。这个问题在毛泽东的施政或者是思想里面，其实有很多东方的东西。比如他非常强调决心、人心
的力量大。当时的大跃进，他之所以提出那么多高的要求，就是因为他觉得在他的领导下，这个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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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简直是无穷，他就不知道人心的力量是无穷的，但是物质是有限的。物质的力量，我们当时为
了每年造1300万吨钢，把全国人累得半死，但是现在我们有6亿吨钢，怎么来的呢？它是物质条件渐渐
聚集在一起，中国人生产6亿吨钢，所以这是一个配合的事情，身与心要配合，一旦只用一种力量就
出事。谢谢大家。
2、转载自东方早报。梁培恕说，父亲梁漱溟的应付方法是，采取合作诚恳的态度，让红卫兵知道，
他不坏。一个红卫兵头头后来几乎向梁漱溟先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跟梁漱溟谈话时很恭敬，到后来
甚至带有请教的性质。86岁的梁培恕和哥哥梁培宽在退休以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收集、整理父亲梁
漱溟的精神、文化遗产，这套由他们整理的《梁漱溟日记》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两卷本的《
梁漱溟日记》刚刚由世纪文景在上海书展上首发。8月14日，梁漱溟次子梁培恕来到上海长宁图书馆参
加了文景艺文季活动，精神抖擞地做了20分钟的讲演，介绍了父亲与伍庸伯和熊十力两位友人的往事
，及对二人所代表的两类不同的儒者的评价。“‘文革’中我们尽量避免去看父亲”8月15日，早报记
者按照约定的时间去跟梁培恕先生见面时，梁先生首先抱歉地说，能否把见面的时间缩短一点，“昨
天演讲有点累，晚上见了民盟的老朋友有点兴奋，回来休息得太晚，吃得又太油腻，现在精神不是太
好。”梁培恕毕竟已经86岁了，但在过去的20多年以及今后的时间里，都要对父亲梁漱溟的精神文化
遗产进行收集整理工作，“事情一直很多。”在聊天中，早报记者只说了一句便打开了梁培恕的话匣
子：“以前只知道，您父亲梁漱溟先生在‘文革’中扫大街、扫厕所，结果翻开日记，真的是如此。
他还很细致地把每天扫大街的情况都写下来了。”“其实扫大街的事情，我们也只是知道而已，但不
知其详。因为当时本单位的运动也很紧张，当时我家兄在北大，我在建国门，他在新街口，骑车都得
一个小时，挺远的。‘请假去看看父亲’这个理由就不好，这是不积极参加革命。所以尽量避免去看
他。‘文革’前三四个月很少见他。”梁漱溟经历红卫兵第一次抄家是在1966年8月24日，他在日记里
这样记录：“约八时红卫兵来抄家。两儿曾应其电话来家一次即去。政协来人两批，对我夫妇有斗争
，书籍文稿及衣物均被拉去，用具多被打碎。是夜开始宿南屋中间一间，因灯光太强，睡不好，然心
境尚平。”抄家被斗细节，梁漱溟在日记里没有详细记载。“日记里，父亲都是记账式的，不太细谈
别人和事情。偶然特别注意的时候，多说几句，通常就是某某人来了。他的很多事情，就是备忘形式
记录，很少写感想。”“第一次红卫兵到我家破四旧，父亲被斗，我在场。那天，我正在机关开会，
正好有电话过来说：我们是123中学的红卫兵，我们在斗梁漱溟，你回来一下。我就告诉我们那的‘文
革’小组领导人，然后骑车回家，有一个多小时路程。到家时是下午两点，批斗我父亲是从上午九十
点开始的。我到的时候，政协的十几个造反派也来了，他们开着卡车来，是来拉东西的。”“父亲对
红卫兵：少说话，不对抗”梁培恕后来知道，其实是政协造反派通报了太平123中学，告诉他们一个线
索，谁谁住哪。所以红卫兵去斗梁漱溟，也就几句话，“因为不知道他是谁，干什么的。那个时候，
红卫兵也很忙。一天要走好几场。”梁培恕到的时候，院子很乱，都没有下脚的地方，被褥、衣服、
书籍、报纸、家具、碎瓶子撒满了院子，根本没地方走路。“这是红卫兵最放肆的时候，好好一个家
具、收音机跟‘四旧’有什么关系，要以砸碎为快。那时，几十个红卫兵正在斗他，向他喊：‘你知
道你有什么样的错误吗？’”“我父亲的态度就是几乎不回答。我觉得他有聪明应付的地方。比如红
卫兵不许他戴眼镜，把他眼镜没收了。后来红卫兵找出个东西要他念，他就说：‘我看不清！’其实
他还不至于看不见。这样就把眼镜还给他了。总之，他对付红卫兵的办法就是少说话，不采取对抗的
态度。”梁培恕在队伍里，看着别人喊口号，“我想的事情是他们（父亲和继母）晚上怎么吃饭怎么
睡觉，因为厨房的东西全被砸烂了，床也被砸了，被褥也全扔在外面了。”因为在想这些问题，居然
忘记和红卫兵一起举手喊口号了。有一个政协工作人员看到了，就问：“你怎么不喊口号？”然后梁
培恕才意识到，坏了！他只好说实话，“我在想他们俩晚上的吃睡问题。”他最后没有揭发梁培恕。
梁培恕的哥哥梁培宽比他晚到几十分钟，他们商量了策略，觉得还是用诚恳的态度跟红卫兵谈。“我
还提了意见，‘你看所有的书都被扔在院子里乱踩，这里有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不要踩。还有政协
发的预算文件，是保密文件，别流传出去。’他们不甘心，但也没办法不接受。最后我问，‘我们可
以走了哇？’他们说，‘可以！’。”在抄家后的头两个礼拜里，作为儿子的梁培恕没有去找父亲，
也没通电话。当时没人照顾梁漱溟，挨斗的那天，梁培恕的继母还被人打出血了，“可能她与邻居有
些纠纷，有人乘机报复揭发了她。但我父亲没有挨打。”后来时间够长了，梁培恕才写了一封信给父
亲。“他被斗后禁止出门，连柴米油盐都不能去买，报纸当然也不能看，他没有任何获得信息的渠道
。所以他不知道，红卫兵的行为是遍及全北京全国的。在信里，我首先让他知道，这是普遍现象，别
紧张。”写完信，梁培恕不敢直接寄给父亲，晚上带到继母的妹妹家去，让她带过去。“她有点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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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刚去过，所以我让她过几天送。送信的时候让她带了一罐六必居酱菜。父亲看了信后，就好多
了。”梁培恕说，父亲梁漱溟的应付方法是，采取合作诚恳的态度，让红卫兵知道，他不坏。“这就
缓和了关系。第一次抄家过了六七天，两个女红卫兵还进屋问老太太，你背上的伤怎么样了。”红卫
兵也很想知道，这两人被斗后有什么想法，结果发现，他们没有抱怨也没有反对“文化大革命”，“
我父亲还劝我母亲，这是反修防修风刮得大才这样的。他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释红卫兵的狂躁。”
一个红卫兵头头后来几乎向梁漱溟先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跟梁漱溟谈话时很恭敬，到后来甚至带有
请教的性质。“他离开的时候，还对父亲说他调工作了，以后这里由某某负责。意思是，他已经交代
过了，不会为难你。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来了，一直坐到半夜，一直想说，但又好像欲言又止。”“
仇恨心在我心里起不来”即便被抄家了，周围的邻居也知道梁漱溟是好人，所以尽可能少骚扰他。“
比如有个王大姐，一起劳动抬土，抬了两筐后，大声说：您歇着吧，岁数够大的！邻居们也都知道，
这是给个机会让他走。虽然只是一句话半句话的保护，但说明红卫兵能改变，邻居更容易改变。”后
来梁漱溟不被允许住在新街口的院子，就搬到鼓楼的小杂院，都是平民居住的地方，房子矮小，很热
不通气。但时间一长，大家还是觉得这是好人。“那个时候‘深挖洞，广积粮’，他们还排队去远处
挖洞。有一次两点钟集合，但我父亲没有赶上大家的队伍。结果回来日记里写：‘怅然而返’。他不
是庆幸没去，而是怅然。”这些细节都是梁培恕从《梁漱溟日记》里看出来的，“看日记要耐心看，
不要觉得这篇没意思，那篇没意思。我一直说，要研究我父亲就一定要看日记，看多了，就知道了。
”在《梁漱溟日记》里，提到毛泽东的次数很少，而且也仅仅是提到名字而已。“他不太谈毛泽东，
即便谈也是称赞。”梁培恕还记得中共八大（1956年）的时候，他告诉父亲，“我们机关已经传达，
八大不要铺张，只要写经验总结就可以了”。梁漱溟听了很高兴。那时候，中国正跟着苏联反对个人
崇拜。他听到这个情况，在日记里记下这么句话：毛公可谓贤矣。但是他其实并不知道内情。梁漱
溟1956年在北戴河的时候曾打算写一本书叫《中共何以拯救中国》，但他后来没有写。“这是他从他
的角度拯救中国，他写，一定是跟中国文化连着，跟中共后来的历史连着，跟毛、周的成功连起来，
还要把群众写进去，主要写自己要写的东西，不是（为党）宣传。”梁培恕说。从历次政治运动中，
梁培恕看到的父亲都“不记仇”，“但他还说，‘我认识阶级斗争的道理，但我要说句老实话，仇恨
心在我心里起不来’。”梁培恕说，在他父亲看来，人是互通的，感情是可以交流的，“用儒家的话
说，正己再正人。在这种特殊状态下，要知道如何先正己，我的反应如何，我如何用好的影响改变他
们，而不是抱怨。这就是儒家功夫。”
3、转载自深圳商报作者：刘悠扬时间： 甲午年七月十三     西历2014年8月8日近80万字的《梁漱溟日记
》全本将首次出版单行本，并收录30余张首次公开的私家历史照片。记者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文景公
司获悉，梁漱溟现存日记始于1932年，终于1981年，长达50年的行止经历及感受心境，在日记中都有
朴实的记录。该书责编何晓涛告诉记者，梁漱溟日记是20世纪中国诸多重大事件的见证，梁漱溟长子
梁培宽专门为该书撰写了导读性质的前言和每一年的大事提要，修订及增补注释、人名索引。此外，
书中还附有数十幅首次公开的梁漱溟私家照片，如考察山西村政，1949年迎接北碚解放，1973年参观
毛泽东故居等珍贵的历史留影。《梁漱溟日记》将在即将开幕的2014上海书展上正式亮相。出版方透
露，届时，该书整理者、梁漱溟之子梁培恕也将与刘东、张大春、顾红亮、止庵、吕新雨等共同亮相
主题论坛，从梁漱溟出发，探讨“儒家的生活世界”。劫后余生的日记始于1932年终于1981年世纪文
景审读室主任、社科一部主任何晓涛是《梁漱溟日记》的责任编辑。据他介绍，《梁漱溟日记》是梁
漱溟现存全部日记的汇编，此前曾被收录在《梁漱溟全集》中，此次是经重新校勘首次全本单行出版
。梁漱溟早年起即有记日记的习惯，但多有散失，比如20岁前后闭门研读佛典时期的《楞严精舍日记
》，在抗战时期留存于北京故居，被人当废品卖掉了；后来被抄家也致使有6年的日记全部丢失，4年
日记严重残损。不过即便如此，劫后余生的日记仍有70多万字，始于1932年，终于1981年，前后跨
越50年。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在该书前言中表示，这些日记是梁漱溟全为自己备忘而写，并无身后发表
之意；可是如今它却可为人们了解他，提供了一个“窗口”。那么，日记中的梁漱溟是怎样的形象？
何晓涛告诉记者，例如，日记中记载了上世纪50年代初，梁漱溟暂居于颐和园，常与三五友人聚谈，
爬山、划船次数之多，连梁漱溟的家人都极为惊讶；为撰写书稿，梁漱溟多次前往北京图书馆查阅资
料，常于凌晨早起写稿，除夕、春节节日亦笔耕不辍；晚年为与衰老作斗争，“力行不搭车之决定”
，外出多赖步行，每日坚持练太极拳⋯⋯诸如此类生活细节，在日记中都有记录。有趣的是，梁漱溟
被后人冠以“最后的儒家”、“现代新儒家三圣之一”等桂冠，而他本人则说自己前生是个和尚。何
晓涛举例说，梁漱溟的日记里常有茹素、抄写佛经、闭关习静的记载；“文革”抄家后，梁漱溟被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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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街，回家后写下偈语“一声佛号观世音，声声唤醒自家心⋯⋯”夫人陈树棻去世后，他曾连续数日
为之诵《地藏经》，“日记的记载可以侧面证实，梁漱溟确有佛徒的一面”，何晓涛说。日记中的梁
漱溟感受最深是个“真”字梁漱溟曾被美国汉学家艾恺称为“最后的儒家”。何晓涛告诉记者，在读
梁漱溟日记的时候，感受最深的就是一个“真”字，“他写日记不是为了后来出版，而是作为生活的
备忘录来写的，而他日记中的很多想法与他公开发表的都是完全一样的，这是非常难得的，很多公众
人物尤其是现在的名人都是人前、人后形象很分裂的，表面说一套，但内心想的是另一套，梁漱溟在
人格上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独立思考，表里如一”不仅是梁漱溟的自我评判，也为后人所公认，
其率真无伪、反躬自省之诚在日记中多有表露。梁漱溟多次公开表示负有“为往圣继绝学”的历史使
命，日记中也常见梁漱溟所作的自我反省：“夜醒后思年来俗念盈胸，没出息到家”，“我一生得力
在处处‘有自己’，然而今日最大病痛亦正在脱不掉个人主义，‘不能没有自己’，“有人纠正，思
之不能释然，小气极矣”。“由此可以理解，梁漱溟甘冒生命危险，坚持巡视抗战敌后游击区八个月
之久；在常被称为荒废了特殊岁月中，却撰就了《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传世之作；遭
全国性大批判，而能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此类所谓传奇，对梁漱溟自身而言
，不过是其践履笃实的生活常态。”何晓涛说。何晓涛说，梁漱溟一生思考的是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
，这些问题在当下也依然存在，这也是今天的人们阅读梁漱溟作品的意义所在。在他看来，梁漱溟的
独立之风骨和数十年如一日的治学精神，正是当下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所缺失的。文献价值更重要30
年前著作曾难以出版除了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梁漱溟以外，此次出版的梁漱溟日记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
文献价值。何晓涛认为，它是20世纪中国诸多重大事件的见证。例如，1939年，梁漱溟深入华北敌后
游击区，亲见民众生活之苦，萌生组织调停国共两党冲突共同抗敌，这在日记中有清晰的记录。新中
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过渡时期总路线、“文革”抄家批斗、红卫兵游行、“外调”、“批林批孔”
、新宪法的讨论等。“这些事件，梁漱溟多曾亲历或有见闻，有的甚至是事件的中心人物，日记中对
此或详或略或直接或间接都有述及。”何晓涛告诉记者，为了让日记更具文献价值，书中有导读性质
的前言和每一年大事提要，修订及增补注释600余条，并编制主要人名索引近2000条。近几年，学界对
梁漱溟的研究越来越多。时间退回到上世纪80年代初，梁漱溟的著作却很难找到一家出版社出版。梁
漱溟长子梁培宽退休后一直整理父亲的著作，他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谈到：“当时找一家出版社太不容
易了，父亲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人心与人生》，经历了很多波折才出版，那是在1982年年底，我们得
知有一家出版社可以自费出书，书稿出来后又出了问题。当时只印了2000本，而且不能在新华书店公
开出售。”据何晓涛介绍，世纪文景的“梁漱溟作品集”，近期还将出版新校勘的两部梁漱溟代表作
，一是其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可视为梁漱溟晚年定论的《东方学术概观（增订本）》，一是他
的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此外，将增收数百封书信的新版《梁漱溟书信集》也正在编辑中。
4、转载自深圳商报编者按梁漱溟之子梁培恕说，“文革”与父亲梁漱溟直接发生关系是从红卫兵抄
家开始的。“生活被彻底打乱，失去起码的生活条件。这都不要紧，唯有不能写作无法忍受。‘文革
’期间一共给毛泽东、周恩来写过三封信，都是为了要继续工作。”“早起监督劳动，扫街道”，这
样的句子时常出现在梁漱溟的日记里，几乎就是他“文革日记”的主题，读来让人唏嘘。这篇文章是
对梁漱溟“文革”日记的专门解读，节选自梁培恕今年在香港出版的新书《我生有涯愿无尽——记父
亲梁漱溟》，文章原名《耕耘与收获的年代》，作者委托出版社授权本报刊发。他和大家一样只能干
着急写“文革”十年用“耕耘与收获的年代”为标题，读者恐怕不免要疑心我是在标新立异吧。不是
，真的不是。大家想理解他，那么请看在人们普遍身不由己浪费着生命的十年里，他是怎样度过的。
他比正常年头工作得更多，超计划完成自己的写作计划。他是知名度很高的“反面教员”，按说日子
应该很不好过。而且事实上凡斗争对象遭遇到的，他都不曾幸免。然而他耕耘了，收获了。在分几个
方面介绍这十年的生活之前，还需要回答读者心中的一个问题：梁先生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持”何种态度？和全国人一样，先是赞成，后来不赞成。读者当能记得我父亲在《中国——理性之国
》里预言苏联由于其民族历史短浅不免要“补课”，还说中国革命如果丧失高度自觉也难免要补课。
他反对“文革”中发生的许多事，例如纵容打砸抢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为口号胡作非为。国家陷
入乱局，他和大家一样只能干着急。受冲击始于红卫兵抄家不妨说，“文革”与他直接发生关系是从
红卫兵抄家开始的。生活被彻底打乱，失去起码的生活条件。这都不要紧，唯有不能写作无法忍受。
“文革”中一共给毛泽东、周恩来写过三封信，都是为了要继续工作。请看抄家后第十三天至第二十
天，一周之内日记摘录：九月七日“天冷，以毛巾连于短裤，穿在内面”。此可见生活困苦已极。八
月，山西来人外调，谈话又写书面材料，耗去上半天时间，叹息耽误写稿。下午房管来人，宣布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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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公。九日，为找回文稿事致信毛泽东，自认“心境较正大开明”。十日，扫街后发信。下午覆阅《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十一日再阅《卓姬》书并加圈识。十二日，天阴，早起室内光线不足，“坐于
门前看书”。十三日，早起扫街，活动身体。“思当致力于反躬自省，无虚度时光”。如果将第八天
加上，那么，这天早四时醒，“悟口诵佛号唤醒自心，克化一切渣滓。昨日所谓自修应在此”。下午
在街上见到重庆告急的大字报，忧虑各地颇有问题。良性互动是指那些原本把他当做敌人的人，于不
知不觉中受他影响，凶蛮的心态回归正常，甚至有一点（不能表露的）敬意。《人心与人生》半部手
稿虽说被抄去，起初一段时间，其实近在咫尺。他此时住在小南屋，而手稿就在北屋地上。这是父亲
讲给我听的。红卫兵没有将手稿随其他物品一并装车运走（这是万幸）。红卫兵撤走，那一摞纸赫然
放地板上。自此，时时在他的目注“守护”之下。开门的钥匙在一位姓韩的民警手里，他对这位民警
说：那一摞稿纸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它对别人没有用，能够还给我吗？民警说，自己的责任是看守这
屋子不让人进来，没有权力动这里的东西，但是他可以注意着不让人随便拿走。父亲对这个答复的评
价是：这个意思也很好。——一个善意的答复。二十六日（编者注：1969年10月）日记：“早起监督
劳动，扫街道厕所。”我们一向很委婉地将“文革”中发生的这类事情称为“受冲击”。他受冲击始
于红卫兵抄家，继之是长期群众专政。最后的日子在孤寂中度过“革命行动”猝然加之于身，一直都
心境平稳吗？那倒不是，起初非常想不通。他这个人爱讲理，因此我想，抄家之后对他最有帮助的莫
过于帮他了解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已进入非常无序状态，凡按诸常理不该有的事，此时都可以有。
自己只是北京市被无端抄家的数万家之一。一旦了解到这个基本事实，他便会知道何以自处。第一个
（敢于）去看他的友人是王星贤。（十月七日）两个星期之后，“晚饭后久候恕儿不至”。（十月二
十四日）次日，“收恕儿信说明不来之故”。又过四天，“晚饭后渊庭、大中来谈彼此情况，盖不见
面已有两月有余”。又过两天，“八时半宽恕两儿先后来家，为我安装屋内火炉，整理厨房天窗，解
决许多琐碎问题，亦略谈彼此情况，知诸孙情形”。凡事，只要开始做了，继续做就不难。我希望由
我去看他，这比他到我宿舍来要好——不显眼。可是这一点他不体会。也许，一个人越被社会孤立越
想与人亲近，“写发恕儿胡真一信，告以星期日去看他”。我始终不曾开口说：少来为好。下面要告
诉读者的是：是别人而不是我们为人子者，在“文革”期间给他极多关心和具体帮助。他们（那些我
至今怀着感激的心情回想起来的人，如今过半已经逝去）是真正不可少的。特如陈氏兄弟所做的事，
虽子侄辈也不易做到。父亲尝说，危险总是与他擦肩而过———这种感觉一再得到验证。如今我想补
上一句，在困境中他从别人那里得到关爱同是一般人所没有的。当然，在那失常的岁月中，也有一些
人从他那里得到关爱。这两个方面都值得写下来。一月八日的日记里写着，“陈维博之弟来”。而一
九六七年十月六日，日记里第一次提到“陈维博来赠书，又托他代购香油”。这是陈氏兄弟次第出现
的相关记载。他们的身份是工人，赵氏姐弟是学生，当时，学生需要接受再教育，工人则无须为受教
育而离开北京。第三个冷清的阴历除夕“维志晚来，为讲社会结构为文化骨干之义”。这个观点我比
陈维志晚知道二十年，而且是为了写这本书研读全集而后得知。我在父亲生前没有机会，首先是没心
情听他讲这些期望传之后人的话。通过读这一时期的日记，我有一个发现，父亲日常生活最需要的是
可以与之对谈的人，不够条件对谈，有人能够听他讲也好。“文革”前始终有人可以对谈，即早年的
学生和友人，“文革”把这些人赶走了，维志遂成为此时惟一够条件听他讲的人。进入“文革”后期
，可以对谈的人一度重聚，旋又因亡故而失去，永远的失去。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最后的日子（八十
年代）是在孤寂中度过。
5、如题。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梁漱溟全集》第八卷（最后一卷）收“思索领悟辑录”、“
书信”、“日记”、“附录”（答美国学者艾恺先生访谈记录摘要）及“编后记”。日记部
分387-1136，每页双排排印。对照《全集》“日记”的目录，跟《梁漱溟日记》也悉数相同。“全本
首次公开单行”，重点不在“首次”，而在“单行”也。

Page 11



《梁漱溟日记（上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