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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曾
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主要著作有：《西潮》、《孟
邻文存》、《谈学问》、《文化的交流与思想的演进》、《新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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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前半部分还是很不错的。不过第一次发现原来对于历史的评判不同立场竟是如此不同！
2、民國時期的中國夢。歷史+自傳，全書都充滿著對祖國的愛。可想蔣先生在臺灣寫下迷人的北京這
些篇章時，應該和現在看書的我一樣流淚吧。遺憾的是先生筆下的中國是那個時代的夢想，在50多年
后的今天再看，那些都是好久遠的情懷，像根被抽離般難受
3、“一件事若过于注重实用，就反而不切实用。”蒋梦麟的这句话，我思考了很久。
4、坦诚的讲述
5、想来作者一定是平和冲淡之人，无论多大的事情，在作者笔下都是很平静地描述出来，这本书告
诉我们一切并非中共历史书上那般暴戾之气，相反很多时候，确实是我们错了，而且我觉得咱应该感
谢西方文明，没有西潮的冲击，中国现在不知道还有多少悲剧要重演唻。
6、牛B的神人，见过罗斯福演讲，看着孙中山去世，到过溥仪刚逃走的房间，日本侵略时还有日本军
官的真朋友，跟蒋介石建议把西南联大选址昆明，经过乱世又能活下来。此书像画卷一样把历史缓缓
展开，都说历史是沉重的，在蒋先生的笔下却不是。

7、蒋梦麟在跟了蒋介石去了台湾之后，在现在内地的影响力明显弱了许多。内容纵横捭阖，再加上
求学路途的每一次进步，以及学问与行动之间的磨合，真的可以关照到一个自我的变化。文笔的好，
有一种古风，几个字就能将一个情境点出来，意犹未尽、妙不可言
8、如果我是生在那个年代，看此书定会更热血澎湃。
9、时有热血 但断断续续读完有点难受 以后还是一口气来得有滋味
10、这本书很不错
11、北大治校时间最长的校长，对北大发展为一所现代大学功劳卓著。他说蔡先生是北大“功臣”，
自称北大“功狗”。由于政治原因，蒋氏较少被提及，但相信历史会有公论。本书娓娓道来，阐述了
那个特殊时代的不同面向。
12、中华书局的那本没有《新潮》，这一本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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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蒋梦麟自传》的笔记-第69页

        我开始了解东西方的整体性，同时也更深切地体会到宋儒陆象山所说的“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
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的名言。同时开始体会到紊乱中的同意，因为我发
现基本道理原极有限，了解这些基本道理之间的异同矛盾正可以互相发明，互相印证。使我感到头晕
眼花的只是细微末节的纷扰而已。孟子和陆象山告诉我们，做学问要抓住要点二舍弃细节，要全凭我
们的理智辨别是非。于是我开始发展以理解为基础的判断能力，不再依据传统的信仰。这是思想上的
一次大解放，像是脱下一身紧绷绷的衫裤那样舒服而自由。也许我们平时思想上的困扰确实大多是应
该抛弃的细枝末节，我觉得越来越有必要学习哲学了，中外都要学。

2、《蒋梦麟自传》的笔记-第178页

        人们因探索新的有效的团结而引起各式各样的纷乱。首先受到新思潮影响的是学生，首先闹事的
也是他们；新兴工业的工人们丧失了旧日行业的维系力量，因此也就跟着学生一起滋生事端。军阀之
间的内战，宪政的失败，以及败坏风气的陋规制度，既未阻止旧有社会组织的瓦解，亦未阻滞社会的
进步。军阀所引起的祸乱只是中国广大的”社会之海“面上的泡沫。不论有没有互相残杀的军阀，或
者声誉扫地的国会，或者败坏风气的陋规，海面底下的潜流仍在滚滚而进。军阀、国会、陋规只是浮
面上的祸患，那些自治单位本省仍然宁静如恒，在道德方面也洁白无暇。透过热点看出社会发展的本
质才是关键

3、《蒋梦麟自传》的笔记-第167页

        我有一位朋友当时正搭乘火车从南京到上海，火车驶近苏州时，车中乘客被苏州城内的一片爆竹
声弄得莫名其妙。到达车站时他们才得到这个好消息，乘客也想放几个鞭爆以发泄抑积已久的情绪，
但是车站上买不到爆竹，于是车上女学生们就放开喉咙高唱起来了。
军阀蹂躏国家达二十五年之久，人民一直渴望能产生一位全国领袖来扫除这些统一的障碍。他们发现
蒋介石正是一位这样的领袖。他遭遇到双重的困难，他一方面要把那些作势噬人的“虎狼”从各省的
巢穴驱逐出去，一方面又须建立足够的实力抵抗日本的侵略。但是舆论民心却一致支持他达成他的任
务。一直觉得蒋介石是因为能力不足才让中共得逞的，但读此发现至少在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一直
都处理得很好，也一直是民心所向。也许真是张学良的莽撞之举才让蒋没能成功地在抗日和驱逐“虎
狼”两者之间平衡好。双十二之前蒋何尝不想抗日，可是他需要考虑全国大局，张弄乱了蒋原来的计
划，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埋下了种子。

4、《蒋梦麟自传》的笔记-第68页

        我生来体弱，进了南洋公学以后，开始体会到要有高深的学问，必须先有强健的体魄。除了每日
的体操和轻度的运动之外，还给自己定了一套锻炼身体的方法。每天六点钟光景，练习半小时哑铃，
晚间就寝前再练一刻钟。继续不断地练了三年，此后身体一直很好，而且心情也总是很愉快。
包括德、智、体三要素的斯宾塞尔教育原则这是已经介绍到中国。为了发展德育，就温习了四书，同
时开始研究宋明的哲学家以及历代中外伟人的传记，希望借此机会学习他们的榜样，碰到认为足资借
鉴的言行时，就把它们摘录到日记本上。然后仔细加以思考，试着照样去做，同时注意其成绩。这些
成绩也记载在日记上，以备进一步的考核。一定要好好学习蒋先生的这个方法

5、《蒋梦麟自传》的笔记-第55页

        这种反抗运动可说是新兴的知识分子对一向控制中国的旧士大夫阶级的反抗，不但是知识上的反
抗，而且是社会和政治的反抗。自从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以及其他科学领域观念输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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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以后，年轻一代的思想已经起了急剧的变化。18世纪的个人观念与19世纪的工业革命同时并临：个
人自由表现于对旧制度的反抗；工业革命则表现于使中国旧行业日趋式微的舶来品。中国的旧有制度
正在崩溃，新的制度尚待建设。
全国普遍显得扰攘不安。贫穷、饥馑、瘟疫、贪污、国际知识的贫乏以及外国侵略的压力都是因素，
青年学生不过是这场战乱的急先锋而已，使全国学府遍燃烽火的，不是一只无足轻重的墨水瓶，不是
一个在教会学校里被刮了耳光的学生，也不是一次学生与轿夫之间的龃龉而已。影响近代社会被迫现
代化的因素：1、舶来品，主要是用来改善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如煤油灯，当乡村人对此不以为意只是
买来用用之时，却不知这一类的商品越来越多，甚至产生了新职业如买办、直至整个传统手工业被击
垮。2、自然灾害产生的贫穷、饥馑政府无力解决，治安不力又导致抢劫、盗窃猖獗，乡村人只有或
反抗、或逃离，没有生计、无法生产的他们变得更需要舶来品，逃到租界内寻求安全的则是接触到了
整个的西方文明，沉浸在先进之中。3、这个时候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如蒋梦麟开始学习社会进化论，
西方的个人主义观念也输入了他们的脑海，和他们青春时的反抗心理交融，使学生群体成为变乱的先
锋。所谓变乱，其实就是对旧士大夫阶级（即旧统治阶级）乃至于旧的社会形态的反抗。4、有待补
充。

6、《蒋梦麟自传》的笔记-第65页

        至于我自己，简直有点迷惘。两个互相矛盾的势力正在拉着，一个把我往旧世界拖，一个把我往
新世界拖。我不知道怎么办。
在乡间住了三个星期，学校重新开学，我又再度全神贯注地开始研究新学问。在浙江高等学堂再逗留
了半年光景，到暑假快开始时，又离开了。满脑子矛盾的思想，简直未成熟的心灵无法忍受，新与旧
的冲突，立宪与革命的冲突，常常闹得头脑天旋地转，有时觉得坐立不安，有时又静坐出神，出神时
，会觉得自己突然上冲霄汉，然后又骤然落地，结果在地上跌得粉碎，立刻被旋风吹散无踪了。我常
常想其实当今的中国也正处于交替之际，虽不如近代时的变动之大，但对于努力推动如今之变的众人
来说，其间的际遇与挑战也是极多的。（窃以为现代的交替在于：体制放权之变，政治上的民主化、
经济上的自主化、思想上的多元化；以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崛起；中国互联网经济与
文化的发展。我甚至认为我们这一代恰巧处于这风云际会之时。）读此书也正好学学蒋先生于此际的
作为。

7、《蒋梦麟自传》的笔记-第20页

        读者或许要问：什么叫“四勿”呢？那就是《论语》里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
勿动四句话。我们玩具店里所看到的三只猴子分别蒙起眼睛、耳朵、嘴巴，就是指这回事。至于为什
么没有第四只猴子，因为那三只猴子坐着不动，就可以代表了。但是我们那位御史公却把这四勿改为
勿欺心，勿欺主，勿求田，勿问舍，人称之四勿先生。这些自古流传下来的处世格言是很多的。我们
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诸如寺庙、戏院、家庭、玩具、格言、学校、历史、故事等等，来灌输道德观
念，使这些观念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习惯。以道德规范约束人民生活是中国社会得以稳定的理由之一。
即中国社会是一个以道德为最高约束准则的人本社会，蒋梦麟以朴素的语言几笔便大致勾勒出了。以
前看钱穆先生的著作，他详细地讲述了中国人本社会和西方法治社会的区别，钱老很明显地表达了对
中国社会框架的推崇，虽然当时中国已是满目疮痍。

8、《蒋梦麟自传》的笔记-第151页

        民国十四年3月12日早晨，行辕顾问马素打电话通知我，孙先生已入弥留状态。我连忙赶到他的临
时寓所。我进他卧室时，孙先生已经不能说话。在我到达前不久，他曾经说过：“和平、奋斗、救中
国。......“这就是他的最后遗嘱了。大家退到客厅里，面面相觑。”先生还有复原的希望吗？“一个
国名党元老轻轻地问。大家都摇摇头，欲言又止。
沉默愈来愈使人感到窒息，几乎彼此的呼吸都清晰可闻。时间一分一秒无声地过去，有些人倚在墙上
，茫然望着天花板。有些人躺在沙发上，闭起眼睛沉思。也有几个人蹑手蹑脚跑进孙先生卧室，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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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声不响地回到客厅。
然后客厅里的的人都尖起耳朵，谛听卧室内隐约传来的一阵啜泣声，隐约的哭声接着转为嚎啕痛哭—
—这位伟大的领袖已经撒手逝世了。他的公子哲生先生坐在床旁的一张小凳上，呆呆地瞪着两只眼睛
，像是个石头人，孙夫人伏身床上，埋头在盖被里饮泣，哭声凄楚，使人心碎。汪精卫站在床头嚎啕
痛哭，同时拿着一条手帕擦眼泪。吴稚晖老先生背着双手站在一边，含泪而立。这段看哭了，中国就
这样失去了一个高瞻远瞩、一心想着救国的伟人领袖。我一直想说中国建国之初发展时缺少一个像美
国国父华盛顿那样淡泊名利、又有智慧能建设的领导者，其实孙先生就是中国的华盛顿，也是中国国
父，还应该说比华盛顿更厉害，毕竟中国当时的问题比解放时的美国要复杂的多。唉，真是伤心中国
失去了一个正常发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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