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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问答录》

内容概要

《梁漱溟问答录》原由湖南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1991年再版，是汪先生与梁先生相互对谈的记录，
当然经过汪选生据史料和梁著整理加工而成，也可以算是汪先生整理的梁先生的口述历史。外国史学
界颇时兴口述历史的工作，我国史学界也开始使用这种史学方法。虽然因口述者年事已高，史实上未
必确精当，但作为当事人的回忆，仍不失一种资料，供后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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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问答录》

作者简介

汪东林，男，汉族，曾用笔名郑直淑，郑言，江郎山，汪洋波等。祖籍安徽徽州，1938年1月出生于浙
江江山，1955年毕业于浙江省江山中学，1960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从1962年至今在全国政
协机关工作40余年。曾任《人民政协报》副总编辑、高级记者，全国政协机关副局长、巡视员。是第
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新闻出版界）。现已出版的主要长篇作品：《李宗仁归来》（与他人合
作）、《宋希濂今昔录》、《梁漱溟问答录》、《梁漱溟与毛泽东》、《名人传记集萃》、《10年风
暴中的爱国民主人士》等约有100多万言。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兼任期刊《百年潮》、《群言》编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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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问答录》

书籍目录

序一
序二
补遗一：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特殊年代的特殊群体
第一章 四书五经与ABCD
家世简述——父亲梁巨川殉清自杀——中西小学堂——八国联军进北京记忆点滴——启蒙学堂与《启
蒙画报》——彭翼仲与《京话日报》、《中华报》——考进顺天中学堂
第二章 投身革命与笃信佛学
顺天中学堂杂忆——甄元熙促我加入同盟会——皇帝祭天及“驾崩”——辛亥革命在北京——《民国
报》记者生涯——与袁世凯一面之缘——“兵变”市剧——“八百罗汉”登台——同盟会改组为国民
党——退出国民党及笃信佛学之始末
第三章 北大讲坛与乡村建设
蔡元增主持北京大学——进北大教授印度哲学——陈独秀其人其事——李大钊与我——在北大任教的
胡适——与辜鸿铭一面之缘——北大情况补充——我与梁启超——章上钊旧事点滴——会晤印度诗哲
泰戈尔——我为什么离开北大——与李济深交往及在广东办“乡治”——与陶行知、黄炎增之相识—
—由河南村治学院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七年
第四章 见蒋介石与会毛泽东
韩复榘这个人——抗战爆发，春蒋介石之召赴南京——陪蒋百里返山东视察抗战防务——赴延安与毛
译东长谈——巡视适后抗日游击区纪略——中国民主同盟之创建及赴香港创办《光明报》
第五章 二赴延安与奔走和谈
⋯⋯
第六章 耳提面命与思想变化
第七章 错误始末与闭门思过
第八章 科学道德与阶级斗争
第九章 林彪接班与林批孔
第十章 “文革”闭幕与人治法治
第十一章 著述不辍与重登讲坛
附录一：梁濑溟先生之后以成为思想家
附录二：新儒家事功主义者梁濑溟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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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问答录》

编辑推荐

汪乐林先生在这一新版中增加了九篇补遗，每一篇补遗都是一篇厚实的文章，增加、补进了许多珍贵
史料，披露了原书出版时因这样那样的原因不能公布的一些内容，澄清了原书出版后的某些误会，方
便读者进一步走近梁濑溟。新版增加了大量的图片，使得本来就颇有可读性的《梁漱溟问答录》图文
并茂，更加便于读者比兴、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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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问答录》

精彩短评

1、风云人物俱在。当然，往事并不如烟更细致。
2、不同于《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大版的“口述自传”
全文内容详见此书附录二：
一位很值得纪念和研究的人物──新儒家事功主义者梁漱溟
此文可在知网查得。
3、这本书启发了我对学术研究的兴趣
4、装订不是很好，没两天就散架了
5、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6、他是一颗良心，赤裸裸
7、因为梁漱溟向来以敢言、不服从著称，所以这本书是先定了一个套子，然后让梁老往里面钻，怎
么看怎么像是在写检讨
8、这个倔老头，真才实学的，27岁当北大教授，还是自学成才的。
9、国学大师啊
10、梁漱溟顽固得可敬！
11、打通中国近代关节，命中当代中国不可绕开的人物。
12、是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13、匹夫不可夺志
14、只有时间能还历史一个清白
15、为什么我的眼里全是沙子。又是位可爱的怪老头！ 书一般，垃圾访谈录
16、很不错，抽空好好写篇书评。
17、在人格上不轻易怀疑人家，在识见上不过于相信自己。
18、梁也看透了毛，后期的沉默不语大概是他最好的选择
19、关于个人的，关于历史的，关于哲学的和关于报业的，感受很复杂。梁先生年轻时思考的两大问
题，也是我思考过的，但我只能给予一个无解之解，那就是先做着试试看。我困惑的是，在我们的这
个社会分工精细，阶层固化，人们对物质追求大于精神追求的时代，是否真的具有一个人实现其为人
价值（或者说这种价值观已经适应不了这个时代了）的土壤。每次走近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总会产
生一个感慨，没有比那更自由的年代了。
20、口述历史
21、翔实的记录了梁一生重大事件和他所经历年代的变故，包括文革时期的公案也有详细记载。
较1988年香港三联书店的那个版本增加了丰富历史图片。
22、没有什么惊奇的东西，很平淡
23、08年冬
24、了解梁漱溟的一本书
25、大概八几年从《人物》上看到了一部分，一直很想看到全部内容。内容很不错，从一个方面了解
了很多历史。书的内容很不错。装订较差，看完一遍，就有掉页的了。部分相片印刷不清楚而且位置
不正。应该不会是盗版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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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问答录》

精彩书评

1、梁漱溟先生是众多中国的世纪老人之一，但不同于其他政治人物的是他没有参加社会组织和党派
，不同于其他文化人物的是他随著书立说却不是埋头作学问学者而是社会改革家，不同于其他民主人
士的是他少年得志并不张狂，中年受难并没被击胯。他被冠以“新儒家”“中国的脊梁”诸多熠熠生
辉的名号。在一轮又一轮的社会运动中，也不得不放低自己，但起码他保持了难能可贵的尊严。
2、书以问答录的形式组织，实际上可以算是梁的口述自传。书中内容的跨度很大，从1893年梁氏出
生(也是毛泽东的生年)，直到1988年去世，对于梁的生平介绍全面。梁氏在上世纪得享大名，主要源
于三件事。一是“五四”时期那篇《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梁作为坚定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在
那个西学汹涌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风口浪尖，对中西文化比较问题提供了自己深入的思考。二是上世
纪二三十年代与妟阳初等人在河南、山东等地倡导并实践的乡村建设运动。三就是50年代初与毛的那
场著名的论争。梁在50年代起长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由于作者曾是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的秘书，有
机会亲历了很多历史事件并留下了重要的历史记录，这也是本书的价值之一。正因为这样的原因，问
答录实际上更着重1949年以后的历史事件的讲述，包括：1、1953年那场与毛的论争。事件源于梁对解
放后工人农民九天九地的境况描述。梁对当时的情况作了详细的回忆，毛的表现确实很个性。另外书
中前面的章节也交待了梁在20年代在北大时初见毛，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两赴延安见毛等人长谈
，以及重庆谈判时期作为民盟秘书长与中共的接触等，可以与这次争论互相参看。另外，修订版增加
了一些补遗的内容，比如点出了人大会上带头批判梁的是周恩来。2、1965年对梁的批判。梁把建国
前17年的建设成就归结为“科学”与“道德”问题，而不强调阶级斗争为纲，遭严厉批判。3、1970年
，在讨论新宪法问题上，梁提出两点：一是宪法是限制个人权力的，因此不应把接班人写进去；二是
国家主席是大问题，由谁来当是可以具体考虑，但不应不设。语惊四座。4、1974年“批林批孔”时，
梁写成一代雄文《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并说出那句著名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这本书的价值主要还是对解放后这些历史事件从梁的角度做了较详细的交代和还原。另外，比如
民盟的建立始末(三党三派)，包括民盟机关报《光明报》的创办，在重庆谈判时期民盟的作用，等也
作了详细的回忆。缺点是对于他的中西文化比较和乡村建设运动描述较简。当然，可以直接去读他的
《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和《人心与人生》。一个很好的选本是曹锦清编的《梁漱
溟文选》。另外，书中谈到了一个具体事件，就是文革后冯友兰与梁的那次晤面。今年三联周刊第8
期上有一篇梁培宽的口述，谈到了那次晤面的真实情况。书中的记录实际上是有错误的。梁培宽和宗
璞也都写过文章订正此事。
3、一本口述回忆录一个伟大的文人直言、无私、为国为民胸怀天下他试图改造旧中国，并付诸行动
他一生参与政治，坚守信仰，却也不能不为政治所羁绊他是新中国40年的沧桑的见证者是政治运动的
观察者更是一个敢说真话、勇于探究真理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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