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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前言

我很感谢我这本讲演录发表后，得承许多位师友和未及识面的朋友给我以批评诲示。但惜我很少——
自然不是绝没有——能从这许多批评诲示里，领取什么益处或什么启发。我对大家的批评诲示自始至
终一概没有作答；这一半是为大家的批评诲示好像没有能引起我作答的兴味。不过我将来会当作一次
总答的。我虽没能从诸师友处得着启发，但我自己则既有许多悔悟。在这许多悔悟中，此时只能提出
两个重要地方；在这两个地方也只能消极的表明知悔的意思，不能积极的提出新见解。现在我分叙如
后。头一个重要的悔悟是在本书第四章讲孔家哲学所说“中庸”是走双的路之一段。这一段的大意是
补订上文，单明孔家走一任直觉随感而应的路还未是，而实于此一路外更有一理智拣择的路；如所谓
“极高明而道中庸”便是要从过与不及里拣择着走。这样便是我所谓双的路；原文表示双的路云：（
一）似可说是由乎内的，一任直觉的，直对前境的，自然流行而求中的，只是一往的；（二）似可说
是兼顾外的，兼用理智的，离开前境的，有所拣择而求中的，一往一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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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内容概要

我这书于民国十年秋间出版后，不久便有几处颇知自悔。所以于十一年付三版时曾为自序一篇特致声
明。其后所悔更多，不只是于某处某处晓得有错误，而是觉悟得根本有一种不对。于是在十五年春间
即函请商务印书馆停版不印。所以近两三年来外间久已觅不到此书了。
这书的思想差不多是归宗儒家，所以其中关于儒家的说明自属重要；而后来别有新悟，自悔前差的，
亦都是在此一方面为多。总说起来，大概不外两个根本点：一是当时所根据以解释儒家思想的心理学
见解错误；一是当时解释儒家的话没有方法，或云方法错误。
大凡是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必有他所据为基础的一种心理学。所有他在伦理学上的思想
主张无非从他对于人类心理抱如是见解而来。而我在此书中谈到儒家思想，尤其喜用现在心理学的话
为之解释。自今看去，却大半都错了。盖当时于儒家的人类心理观实未曾认得清，便杂取滥引现在一
般的心理学作依据，而不以为非；殊不知其适为根本不相容的两样东西。至于所引各派心理学，彼此
脉路各异，亦殊不可并为一谈；则又错误中的错误了。十二年以后始于此有悟，知非批评现在的心理
学，而阐明儒家的人类心理观，不能谈儒家的人生思想。十三四五年积渐有悟，乃一面将这书停版，
一面拟写成《人心与人生》一书；欲待《人心与人生》出版再将这书复版。因为这书所病非是零星差
误，要改订直无从下手，只能两书同时出版，以后作救正前作。
其他一点根本不对的，所谓解释儒家的话没有方法，其觉悟更早于此，十一年的三版自序固已露其端
。序文所云“⋯⋯我当时所怀抱‘格物’的解释亦同许多前人一样，以自己预有的一点意思装入‘格
物’一名词之下⋯⋯”便是。大凡一种为人崇奉的古书，类如宗教中的经典或有其同等权威者，其注
解训释都是歧异纷乱不过。不惟是种种不同，直是互相违反，茫无凭准。这一面由古人不可复起，古
时社会一切事实背影不复存在，凡其立言之由，出语所指，均不易确定；或且中经作伪篡乱，错简讹
夺，一切文字上待考证校订处，益滋纷淆；而一面由后人各就己意发挥，漫无方法准则，有意地或无
意地附会牵和，委曲失真。仿佛听说有人考过《大学》格物的解释古今有几百种不同。试问若此，我
们将何从置信？所以除史实上文字上应亟作考证校理功夫外，最要紧的便是大家相戒莫再随意讲，而
试着谋一个讲解的方法以为准则。庶几不致于无从置信的几百种说外又添多一种；而糊涂有清明之望
。我深自觉在这本书中所为儒家的讲说没有方法，实无以别于前人。因有《孔学绎旨》之作，期望着
有点新的成功；曾于十二年至十三年间为北大哲学系讲过一个大概。所有这书中讲的不妥处亦是预备
以新作来救正。
却不谓十五年以来，心思之用又别有在，两种新作到今十八年了，俱未得完成。而由近年心思所结成
的《中国民族之前途》一书，却将次写定出版。是书观察中国民族之前途以中国人与西洋人之不同为
主眼，而所谓中西之不同，全本乎这本书人生态度不同之说，所以两书可算相衔接的。因此，这本书
现在有复版的必要。我尝于自己所见甚的，不免自赞自许的时候，有两句话说：“百世以俟，不易吾
言。”这本书中关于东西文化的核论与推测有其不可毁灭之点，纵有许多错误、偏颇、缺失，而大端
已立，后之人可资以作进一步的研究。即上面之所谓根本不对的，其实亦自经过甘苦，不同浮泛；留
以示人，正非无谓。不过《人心与人生》《孔学绎旨》既未得一同出版，只好先以此序叙明年来悔悟
改作之意，俾读者知所注意而有别择；是亦不得已之一法。改作的内容新义，未获在这里向读者请教
。实是有歉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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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作者简介

梁漱溟(1893—1988)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学历计经过家塾、中西小学堂、启蒙学堂、顺天中学
，至1911年中学毕业而止，其后皆自学。毕业后即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又任《民国报》记者
。1917—192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其后致力于社会运动，先后参加河南村治学院工作(1929)，创
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1931)。抗日战争期间，奔走国事，为谋求国共两党团结抗日，1940年参与发
起中国民主同盟，随后赴香港创办《光明报》。1946年作为民盟代表，参加旧政协(重庆)，参预国共
和谈。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常委等。主要著作计有：《印度哲学概论》(1919)、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2)、《乡村建设理论》(1936)、
《朝话》(1936)、《中国文化要义》(1949)、《人心与人生》(1984)、《东方学术概观》(文集，1986)、
《我的努力与反省》(文集，1987)、《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198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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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书籍目录

第三版自序第八版自序附录《人心与人生》自序第一章 绪论一般人对这问题的意思以为这问题还远的
不对随便持调和论的不对以为无从研究的不对我研究这问题的经过第二章 如何是东方化？如何是西方
化？(上)我们所要求的答案西方化问题的答案一西方化问题的答案二西方化问题的答案三西方化问题
的答案四我求答案的方法我对于西方化问题的答案答案讲明的第一步西方化的科学色采西方化的德漠
克拉西精神结果西方化的面目如此第三章 如何是东方化？如何是西方化？(下)　答案讲明的第二步　
客观说法的未是　生活的说明　人生三种问题　人生的三路向　中国文化问题印度文化问题之答案的
提出　答案讲明的第三步　答案讲明的第四步　西方人精神的剖看　中国文化的略说　印度文化的略
说第四章 西洋中国印度三方哲学之比较　三方思想情势简表　现量比量直觉三作用之说明　西洋哲学
之情势　罗素的意思　柏格森的意思　印度哲学的情势　佛教的形而上学方法　西洋印度两方哲学之
动机不同　宗教问题之研究　宗教是否必要之研究　宗教之真必要所在　宗教是否可能之研究　宗教
的真可能所在　印度文明之所由产生　中国哲学之情势　中国形而上学的大意　孔子对于生之赞美　
孔子之不认定的态度　孔子之一任直觉　孔子所谓仁是什么?　孔家性善的理　孔子之不计较利害的态
度　礼运大同说之可疑　孔子生活之乐　孔子之宗教　试说从来的中国人生活　西洋人生哲学　三方
生活之真解第五章 世界未来之文化与我们今日应持的态度　我们推论未来文化的态度　事实的变迁　
经济改正之必要　因经济改正而致文化变迁　见解的变迁　态度的变迁　倭铿的态度　罗素的态度　
社会主义之变迁　克鲁泡特金的态度　泰戈尔的态度　对世界未来文化的推测　就生活三方面推说未
来文化　一般对未来文化的误看　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　我们现在应持的态度　我提出的态度　今日
应再创讲学之风　世界的态度补遗自序著者告白一著者告白二1980年著者跋记附录一 《东西文化及其
哲学》导言自序  这个问题的现状  这个问题的真际  这个问题解决将在何人附录二 我对人类心理认识
前后转变不同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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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章节摘录

插图：我们预定讲明西方化的四步，此刻已算把第一步就许多西方文物求其特异采色的事做到了。现
在要进而作第二步更求诸特异采色之一本源泉。若问“科学”与“德谟克拉西”是怎么被西方人得到
的？或西方化怎么会成功这个样子？据我所闻大家总是持客观说法的多。例如巴克尔（Buckle）说的
：“欧洲地理的形势是适宜于人的控制天然。这是欧洲文明发展的主因。”又金子马治说的：“尝试
考之，自然科学独成于欧洲人之手者何故？何以不兴于东方？⋯⋯据予所见希腊人虽为天才之民族，
其发明自然科学应尚别有一原因。盖希腊国小山多，土地硗瘠，食物不丰，⋯⋯以勤劳为生活，欧式
文明之源实肇于此。”他又去请问米久博士，米久也说中国地大物博，无发明自然科学之必要，所以
卒不能产生自然科学。又如持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以为一切文物制度思想道德都随着经济状态而变迁。
近来的陈启修胡汉民几位大唱其说。因此吾友李守常很恳切的忠告我讨论东西文化应当留意他客观的
原因，诸如茅原山人的《人间生活史》等书可以去看看，因那书多是客观的说法。他自己的《东西文
明之根本异点》便是如此的，后来又作了一篇《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胡适之君
也有同样的告诫于我。他们的好意我极心领，只是我已经有成竹在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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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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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精彩短评

1、关于老梁论述的许多问题，其实至今都难于定论，也许永远都难于定论。但重要的是，我们应当
学学梁先生那“一以贯之”的精神。自己怎么思考就怎么生活，不人云亦云，不浮夸做作。这种精神
在先生的治学中有体现，在他与多舛命运的抗争中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的学者，如今真的不多
了。
2、找了好长时间哎。。。
3、有一些收获
4、梁先生对孔子之学的解读十分切中要害。如今流行的对孔子庸俗化的解读或意识形态化的宣扬，
都不及梁先生的一句“生活的恰好”：”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着自然的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去
生发。”
5、难想象写于上世纪初，而近百年过去，今人似乎还在老调重弹，甚至不如前人之见解深刻独到。
关于“文化”一事，应该怎样做喊了这么些年，却鲜少有人真正去做，无论结果是好是坏。——仿佛
大道理说了又说，前路看了又看，却只伸出腿，悬着，怎么也迈不出那一步。
6、第五章部分观点论据不足，偏颇得近乎强词夺理。仍不掩其真知灼见之光芒。既“我觉得我所说
的不过是一篇话罢了”，也不必多计较。
7、对此书无爱。。。
8、不能当做严格的学术著作来看
9、人与物，人与人，人与己的三种哲学层次。
10、与《中国文化要义》相比 虽然啰嗦，多少年心气，但判断是否武断偏颇并非重点。重视实际和伦
理学的特点，整全性的视野，让梁漱溟的著作总是非常熨帖。无论何种心境与阶段，都能在其中找到
一份关切。 甚至对于我自己思考写作，也大有启发。
11、应战之作。确有发明之处。
12、作为中国学术上最后一位儒家的青年之作，虽然有些说法在后期重新做了阐述，但是这本书可以
让你一窥梁漱溟年轻时思维的力量，与自信的豪情！
13、这本书是神作啊，强烈推之。虽然印度哲学部分有些还不太明白。
梁漱溟认为作为现世的中国文化，能够解决安身立命的人生，因此应当成为目前的世界哲学。但梁先
生忽视了一条，人生的问题是第二层次问题，第一层次的问题是生存，而生存技能的哲学，或者说科
学哲学必须是西方的主客二分式的。
14、似乎觉得有挖掘的空间，开发出啥梁漱溟的身份建构理论 想起老兄你博士论文的某一部分了
@WaltzWendt
15、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追问，2009年
16、讲得很有深度，有的内容不是很好理解！不愧是哲学大家，认识独到且有深度！很值得推荐！书
的装帧一般，个人觉得！
17、语言稍显晦涩。
18、书很棒书很棒
19、选读
20、逻辑清晰，辩证有力，文化三路向非常深刻
21、梁漱溟先生在北大讲演此书时，与我年龄正相仿。其识见与认真劲头，后辈弗如。
22、这本书写的很好。
23、关于西方化的几个讨论比较有意思
24、以前觉得儒学枯燥乏味，都是些教条的东西，现在才赫然发现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孔子真天才
也。
25、梁老的经典之作,绝对值得一读!
26、帮助了解中国自身处境的好书
27、重读~
28、呜呼哀哉！
29、人生三路向說：向前進（科學），保持靜止（玄學），向後退（宗教）。
30、书的质量还行，内容等到看完才知道&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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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31、挺好的一本书，赞一个。
32、用户553826605评价
33、结论不探讨，思维缜密严谨，自圆其说，逻辑推倒，问题那么大，说的那么好，而且没出过国门
，完成时刚刚28岁，几十年后又继续修正
34、不过，这书没细看，我其他更喜欢看他的对话录和演讲录。哈哈。
35、梁漱溟著作
36、6
37、把三类文化宏观看作为线性发展
38、作者是个很会自省的人，光是批评自己的序就有好几篇，怎么说呢，他还是站在一个西化的中国
学者的角度，也许并不客观不过作为学者他真是绝对合格的。
39、這是第二本書，讀與這位先生相關的書，我開始對佛學產生興趣。斷二取，破二執。這些詞都深
深地吸引著我，我感到像末那識和阿賴耶識這樣的詞彙很好玩，很有意思，我讀了第一本佛經《圓覺
經》，抄了一遍終於會斷句了，嘿嘿，請不要笑話我。嘿嘿
40、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
41、写作方式大大在南怀瑾之上，写作思路非常喜欢
42、目前能够打通中西文化的人不多，像这样精彩的著作也就少了。此书还未过时呢。哈哈
43、所有人类的生活大约不出这三个路径样法：（一）向前面要求；（二）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
和、持中；（三）转身向后去要求；这是三个不同的路向。
44、梁漱溟先生的成名作，有志于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朋友必读书
45、有点点混乱，待再细读
46、有局限有讹误，但大体上阐释奥义简易明白，指点学界捭阖任性。第三路向（情志必趋敏锐）的
提法似显唐突，但关于儒家的一系列观点结论极振奋人心。
47、梁漱溟先生的文笔很真挚。总体说人类发展的三条道路：一是西方化的向前走；二是西方中国化
的调和持中；三是印度化的向后要求。读完觉得后半部分感悟还是挺多的，值得再读第二遍。
48、非常不错的一本书，推荐大家读一下！不过，有点难度啊！
49、梁老这本书很经典，但我本人更喜欢他做人的那种拽劲！！呵呵
50、逻辑！
51、不错的书。。。对东西文化有个基本了解
52、很深刻,需要反复读
53、名家之作，内容比较权威。
54、去年还读过这本书，忘记标记了。如果在25岁之前读此书，一定会心潮澎湃吧。
55、本书的精华是论儒学的那部分。其他的一般把
56、“愈是看得周全，愈是看得通，也必愈無主張；惟其那祇見一隅的，東一點，西一點，倒有很多
主張。”本書論證不足（可能是身為講演的壞處），立論基礎比較薄弱（他自己也说不能以学术眼光
视之），但勝在對儒家精神的分析、對西哲發展的敘述很精到；至於印度和佛教的内容我不甚瞭解，
據老師講，梁的理解是有一些謬誤的（不过他自己也说只是己见而非全乎佛家）。总之，仔细读了本
书就知道，很多人对梁的批判实在都有很大误读。或许学者工匠总没法了解全意生活者的心吧。放在
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份心便更显得可贵。
57、人生的方向有三。
58、有见地，关于佛学，孔子，儒家西方认识深刻，只是西方引用书籍较少。
59、这个可亲可敬的倔强老爷子
60、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凭直觉的生活才是理想的生活。
61、梁先生的书写得很是深刻和有理，对我的学习有很大帮助
62、前半部分还是不错的，后面看不懂啊。
63、其实老头子做学术、倡儒学何尝不是出于恻隐之心呢？是为仁也。
64、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人，可以读读，不错。
65、为了写文化史读书报告，囫囵吞枣读完了
66、新儒家的开山之作，对中西文化差异的原因分析很是到位，但对西方文化转向孔子文化的判断未
免武断。两者的内核完全不可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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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读这本书时存了颇多主观意见，不太喜欢梁先生的文笔，费了很大劲才读完。等以后状态好有劲
头时还要重读，并认真作读书笔记
68、虽与今天观点有不同，但以当时一个28岁的青年的能力看来相当优秀。
69、是需要在心思安静一点的时候重新读的，不过其实除了儒学的部分，别的都还有所感悟，刚才又
想到，其实和乡村建设理论，是紧密相连的
70、虽为梁老爷子年轻时的作品，其独到眼光中的继往开来却值得我们反复品味
71、真是后悔没有早点看过,是一本好书
72、视角独特，极具启发，梁先生有大智慧。
73、所读非此版，却也是商务印书馆的。
74、关于仁究竟是个什么，梁漱溟的说法很有意思
75、对孔家的重新解读让人精神一振；欣喜地看到李猛老师课上谈到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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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是他的讲演的集合，当时，他才不到三十岁！比较了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和欧美的文化。其实
就是佛教影响下的印度文化，儒家影响的中国文化，和基督教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哲学和文化相互渗
透相互影响。很大的命题，然而梁讲的很从容，颇有一些自负。是我很喜欢很敬仰的那种自负，就是
一般女子所梦想中的男人的所应该具有的“刚”，这大概是来自他对信念的坚定；也许还来自他那一
代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自觉的责任感；是个好的儒生，实现和实践者儒家的格言“为天地
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一种稀缺的品质，而拥有这种品质的人拥
有强大的内心力量，者正应该是知识分子的气节所在。梁漱溟的气节有目共睹的，建国后一系列的运
动，考验知识分子的时候来了，很残忍。然而在那种情势下坚定不移的，是怎样的刚强？梁漱溟就是
这样的刚强，他的性格就这样。他的信念不允许他低头。对一个不低头的男人，你能不喜欢不敬仰么
？
2、本書論證不足（可能是身為講演的壞處），立論基礎比較薄弱（他自己也说不能以学术眼光视之
），但勝在對儒家精神的分析、對西哲發展的敘述很精到；至於印度和佛教的内容我不甚瞭解，據老
師講，梁的理解是有一些謬誤的（不过梁自己也说只是己见而非全乎佛家）。其实仔细读了本书就知
道，很多人对梁的批判实在都有很大误读。他自己模糊的地方，他自己便给你指出；用法两可之处，
他也先请求原谅。这么做虽有逃脱指摘的嫌疑，但实在不能无视他的一份真诚。或许学者工匠总没法
了解全意生活者的心吧。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份心便更显得可贵。另，奉唯物的陈独秀在搞新
青年时不知考虑了几分马克思，只见他深信改造思想（上层建筑）就能促进变革（经济基础）；相反
，奉儒佛直觉的梁漱溟，却在用马克思的唯物论来预测未来世界的思想变迁。同样有趣的是，新儒家
开山掌门梁漱溟是在父亲西学的指导下长大的；而极力倡导西学者无论陈独秀还是胡适，其童年都浸
淫于传统私塾的之乎者也。最后，以书里我最有共鸣的一句话结束：“愈是看得周全，愈是看得通，
也必愈無主張；惟其那祇見一隅的，東一點，西一點，倒有很多主張。”-----------------------再附个
梁晚年接受美国教授艾恺的采访录音吧遥遥无【礼包】码：5lbborhfa2z （要记得前边是加/lb/）对应书
目http://book.douban.com/subject/5915924/
3、最近，读起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虽不完全赞同梁老的论述，但他关于东西
文化和思想的比较，对我有着抛砖引玉的作用，从他的论述里，我找到了自己对于印度哲学倾向的深
层次原因。梁老的观点虽不能解释我全部的人生观，但却部分解释了我之前并没有意识到的地方。梁
老主要比较了西洋、中国和印度哲学，并有如下三方思想情势简表（略）P76。梁老在这表之后的“
西洋印度两方哲学之动机不同”中，论述道：“现在需要说明的有一桩事：何以西洋印度哲学研究一
样的问题（即宇宙本体）而印度人单开辟出这条路来（即宗教占思想之全部）？请拿我前面所列的表
中，西洋同印度的情形一比，便知不同。表云：印度形而上学与西洋为同物但研究之动机不同，随着
宗教甚盛且不变动。盖两方唯一之不同只在研究的动机上，此不可不注意者。西洋人是什么动机？可
以说作知识的动机，科学的动机；印度人是什么动机？可以说作行为的动机，宗教的动机。西洋人无
论为希腊时或文艺复兴后，其研究哲学都是出于好知的意思，他们叫做“爱智”。印度人像是没有那
样余闲，他情志上迫于一类问题而有一种宗教行为，就是试着去解脱生活复其清净本体，因为这个原
故，所以他们没有哲学只有宗教，全没想讲什么形而上学，只是要求他实行的目标。例如吠檀多讲“
梵天”，他就要去实做梵天；僧佉人讲“自性”、“神我”，他就要实做到神我、自性的各归其位；
都不是在那里谈什么哲理。总而言之，他们的厌生活，求出世，是他们的动机所在⋯⋯”梁老的这段
论述，或多或少地解释了我对印度哲学的喜好倾向。西洋人一直以来向外的对物质世界的研究，从泰
勒斯的论述“万物源于水”开始就可见一斑。科学在求解“是什么”的问题。西洋人通过工具把整体
事物一步步分解下去，并形成了各种科学：医学、生物学、天文学、物理学⋯⋯而东方，尤其是印度
哲学，注重对内的人心、人这个个体精神的探索。不仅探索，并通过修行的途径使之整体与宇宙精神
相连。我热爱知识，敬仰那些伟大科学家的逻辑思维。但我发现，在这二十几年的求知过程中，我并
不快乐，获得知识并没有解决我作为一个个体的精神问题。我必然不会成为一位科学家，因为，相比
探索物质的本原，我更关心：我不知道也不那么急切地想知道为何来到这个世界（我的本原在哪？）
，既然已到来，我这个独一无二的生命应该怎样度过？相比死亡，我如何活着？
4、去年国庆，读了梁老先生的《论佛儒道》，开首就感到这位老先生治学是谦虚而严谨的。今年又
在无意间翻出这本书来读，却一开头就吓了一跳，见他说多谢诸位师友的来信，却绝少能从这些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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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益。看来梁老先生的狂不是浪得虚名，与那熊十力老先生倒真是一对相得的高人。既然他自己都
说这书写的有诸多错处，我也就打算匆匆翻过了事，却不想越看越有兴味，直看到说完孔夫子的学问
方才能罢手。不管其中究竟有多少问题不够透彻，有多少疑点需要讨论，梁老先生的风骨却是无疑，
治学态度之凌厉干脆狠劲，足以令吾辈学人汗颜。
5、本书基于南京七分钟悦读会口头分享整理。 作者微信公众号：abirdbook。每天一分钟语音读书，
一个星期分享一本书。 作者微信号：ajoybird。欢迎就读书话题进行交流探讨。暗号：豆瓣。各位小
伙伴，今天和大家分享《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作者是梁漱溟。当初，我的一位领导向我推荐了两个
文化巨匠，辜鸿铭和梁漱溟。我之前分享过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今天分享梁漱溟的《东西文
化及其哲学》。梁漱溟是个牛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他有两个事很出名。第一，他24岁
被聘为北大教授。第二，就是他和毛泽东的轶事。解放前，梁漱溟去延安，八次和毛主席交谈，其中
两次通宵达旦。解放后，在政协会议上和毛主席发生激烈争吵。解放后胆敢和毛主席吵架的，而且还
没有道歉，可能就这一位。言归正传，咱们说这本书。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921年，梁漱溟同学那年28
岁，这本书被誉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之作。这本书虽是白话文，但是读起来比较费力，但是值得一读
，希望我的分享能勾起你的阅读兴趣。这本书到底说了什么呢？我们顺着作者的思路来。中国人对待
西方文明，最开始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以清末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告诉我们，这个不靠
谱。然后我们学习更进一步，开始废科举，办学校，修铁路等，然后是戊戌变法失败和八国联军进北
京。看来要再进一步，开始政治改革，清朝搞立宪，孙中山搞革命。结果还是不理想，在这本书出版
的时候，中国还是一团糟。所以，作者认为，最核心的问题在于文化。当时很多人认为西方文明就是
德先生和赛先生，梁漱溟觉得这是表象，不是实质。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精神文明高于西方，梁漱溟和
胡适看法一样，自欺欺人。梁漱溟的结论是：西方文化是以向前为根本的，中国文化是以自我调和、
持中为根本的，印度文化是以反身向后为根本的。听着有点绕，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说明：说房顶漏
雨了，西方人会选择修房顶，实在修不好就搬走，这是向前的文化，是进取的文化。中国人发现屋顶
漏雨了，怎么办呢？沏壶茶，欣赏着屋顶漏雨，吟诗作对，或者发奋读书，也是别有一番滋味。或者
想着自己空有报国之志，满腹经纶，却只能欣赏屋顶漏雨，唏嘘不已。这是中国人，这是调和的文化
。要是印度人呢，漏雨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他根本就不过这辈子，他想的是来生的世界，是向后的
文化。所以西方人要求幸福，中国人安遇知足，印度人解脱生活。西方能产生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
国则产生玄学的态度，不管是《易经》中的亢龙有悔，飞龙在天，还是“降龙十八掌”中的亢龙有悔
，飞龙在天，都不是真有龙，得靠你去领悟。比如金木水火土，不是真的金木水火土，所以中医的语
言是：生姜泡黑了用，入肾，肾属水，其色黑，这里面的肾不是真的肾，水不是真的水，颜色不是真
的颜色。没错，我们中国人喜欢玄乎。梁漱溟的结论是，人类要先走西方的路，等到物质文明高度发
达了，走不通了，自然会转到中国文化的道路上，调和的中国文化才是最终出路。我觉得，一百年过
去了，全世界应该还在走西方的向前的路，还没有看到物质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世界。但是，读这本
书对我启发非常大。首先，读天才的文字，感受大师的思想，非常幸福。其次，通过这本书我又去读
了梁漱溟的传记，感悟牛人的人生，受益匪浅。读这本书对我最直接的影响有两个：其一，我们对待
人生的态度应该是西方的向前的、进取的路向，少一点自欺欺人。同时，我们对于内心，可以多一点
调合的心态。其二，他这本书教会了我要从原点看问题。比如梁漱溟把中西方差别推导到最根本的文
化差别。那么，在生活中，我会学习抛开纷繁复杂的表象，问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以此为原点，做出
各种选择。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选择，源于内心，注定幸福。最后，我推荐大家了解一下梁漱溟。超
级牛人一枚，你值得拥有。谢谢大家。
6、读了这本书以后, 我对论语有了新的认识, 对于儒家思想有了新的认识, 对于我的人生观有了新的提
高.感谢梁老师.
7、这本书前面一半不错，比如用中/印/西各一个人对自己住房的态度来比喻中印西三方的文化，非常
的传神和凝练，但自提到孔子之后开始，一直到结尾，就犯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老毛病了，这个老
毛病就是老想“兼济天下”。在被西方打败之前，对西方就是一个”教化“的情怀，被人家揍了，超
越了，就想着人家发展出问题来，从中国传统文化这边来抓药，梁漱溟前半部对中国文化看的比较透
，但后来还是透漏了这种虚妄的拯救情怀，他预测西方建立在民主和科学基础上的现代化会使西方人
精神上出现很多问题，这是不错的，但最后断言中国传统文化将来融入世界文化并且存在的意义就在
于可以解决西方人将来面临的精神问题，就显得有些可笑了。这本书是1921年的讲话笔录，放到今日
就看到他的局限性。   事实上，现代人是遇到很多精神问题，但这些问题孔老二解决不了，现代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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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社会学/等倒是解决的不错。梁漱溟的局限在于对科学的看法过于狭窄，以为只在物质世界方面，
其实，科学远不止于此，美国关于种族歧视的法律建立，建立在大量心理学社会学科学实验上，关于
工业化对人心理的影响和应对方法，也是建立在大量的科学研究之上。罗素在西方哲学史说古典哲学
的最大缺点——为了体系的完美，忽视基础，结果成为沙上之楼阁。而现代哲学——例如英国的洛克
——是寻找和建立一个一个坚实的基点，在有限的基点上做有限的建设，久而久之，竟然真的有了一
片实实在在的城池。中国的哲学家显然还处在沙漠阶段，甚至沙上之楼阁也是那老几位的，自己的却
是没有。
8、《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梁漱溟 著    商务印书馆   2005年1月第一版东西文化，其界定范围是“东”
“西”，地域性的限制。记得在学校时，上选修课写论文，自己对文化的定义是：“一个地方，一群
人，共同生活，他们共同的思想，一级这思想所产生的行为就是文化。”（和当时老师对文化的定义
有相同的地方）。但是随着现在国际化的程度，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是否会产生影响，还是如孙隆基
的说法：文化是深层次的东西。目前，文化的融合还未出现，但貌似在改变（是过程，不是结果）。
美国人经常拿人权说事就是一个例子。文化碰撞，其影响虽是表象的，这是否会改变深层内容？或者
是，从表象上就没有变化，其表象是本土文化对其他文化的改造（对中国来说，国外不知）？若现在
文化碰撞并未使各自的文化发生改变，那将来呢？个人理解是：会改变。其前提是：打破地域性限制
。本土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以致改变。此书成于1921年，由于作者处于的时代，西方工业社会对中
国农业社会带来的冲击，各种工业化的事物，对农业社会的中国人是十分新鲜的。这里我强调的是工
业社会和农业社会，那这是文化的冲击，还是社会生产力的冲击？或说是，文化的表象与社会生产力
，那一个占主导作用？单从例举这种现象上来说，应该是社会生产力，书中有“西洋的火炮，铁甲，
声，光，化，电，西医”等等举例。那这样从社会生产力这个角度一路思考下去，应选择同一生产力
时代来比较，拿中国的农业社会与西方的农业社会相比。当然，若跳到这个圈子外面，还可以考察下
，是否是中国的文化使中国一直停滞在农业社会，没有像西方一样进入工业社会（对历史不了解）。
征服自然，说西方文明是征服自然的，同意。但是同时也不能抹杀中国人征服自然的欲望，只不过是
中国人习惯于逆来顺受，征服自然的欲望没有西方人那么强烈罢了。（这可以作为上一段最后疑问解
答的一个素材）科学，先写在前面，不记得在那里看到过对科学的一个解释，大概意思是：科学就是
，事物是什么就是什么。然后再来说文中的科学，第一点，还是前面提到的，作者所处时代和社会的
局限性。王小波在自己文中提到过的，许倬云说的：“中国人先把科学当作洪水猛兽，后来把它当作
呼风唤雨的巫术，直到现在，许多学习科学的人还把它当成宗教来顶礼膜拜。”这样的观点使作者对
中国的科学产生了偏见，而信奉于西方的科学，譬如文中提到的西医和中医。但是现在我们依旧在使
用中医，并在用更为严谨的方式来解释和完善中医，并不是像过去用中药效果来解释。当然，也像作
者对中医的看法一样，过去我们不乏对中已有许多不科学的认识，但我们该肯定的还是要肯定，该否
定的就是要否定，事物是什么就是什么。第二点，还是生产力不同。不同生产力条件下，对自然世界
的认识不一样，或说是，处于落后的生产关系下，不需要科学发展那么先进。2008.5.23--27看完第一章
和第二章文化的形成，作者倾向于“缘”。摘录书中一段话，（虽有断章取义之嫌，但就其全文来看
，已经是作者想表达的中心思想）。“这客观的说法，我们并不是全部承认的，我们固然是释迦慈氏
之徒，不认客观，却不像诸君所想像那种不认客观。只是像巴克尔，金子那种人文地理的说法未免太
简易了。陈启修先生所述的那种唯物史观，似亦未妥。他们都当人类只是被动的，人类的文化只被动
于环境的反射，全不认创造的活动，意志的趋往。其实文化这样东西点点俱是天才的创作，偶然的奇
想，只有前前后后的“缘”，并没有“因”的。这个话在夙习于科学的人，自然不敢说。他们守着科
学讲求因果的夙习，总要求因的，而其所谓因的就是客观的因，如云只有主观的因更无他因，便不合
他的意思，所以其结果必定持客观的说法了。但照他们所谓的因，原是没有，岂能硬去派定，恐怕真
正的科学还要慎重些，实不如此呢!我们的意思只认主观的因，其余都是缘，就是诸君所指为因的。却
是因无可讲，所可讲的只在缘，所以我们求缘的心，正不减于诸君的留意客观，不过把诸君的观念变
变罢了。”当然也可以这么说，作者强调于主观因素，认为是主观因素推动了文化的发展。但人的主
观思维依旧来于客观世界，并不是凭空就有的，对于主观过于强调的作用，使作者着重于主观的“缘
”，而忽略了客观的“因”，或说是，太过于繁杂的客观的“因”，使作者认为是“缘”。打个比方
，通常我们说两人相遇是缘，“有缘千里来相会”，为什么两人会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地点，许多
原因都会影响这结果，如果早上出门路上行人多，走慢了点，遇了个红灯又慢了一点，路过报亭。看
见报纸很吸引人买张报纸，再慢了一点。许多原因叠加起来，就构成了所谓的“缘”，因为难以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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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原因是哪一条，但这些影响，都是客观原因。科学的起源，作者认为是科学起源于抽象科学，譬
如“几何，天文，算术”。但是我们肯定知道，科学起源于自然科学，抽象科学是后来发展的，抽象
的数也是来源于具体的物。作者迷信于科学的强大，而使他忽略了科学的本质。文中还有一些佛家用
语，看不是很懂。还有印度文化，我也不了解，不便于多说些什么。书看到这里，自己对作者有了不
少偏见，但最主要的是自己的想法与作者的中心思想不合，书读下去也没有意义，希望若干年后，或
许有心情能读完，发现其有价值的地方。2008.5.31--2008.6.6看完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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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笔记-第147页

        大约情欲要分界线是没用的；然大概可以说情感是对已过的与现在；欲望是对现在与未来；所以
启诱情感，要在追念往事；提倡欲望，便在希慕未来。祭礼之所以重，无非永人念旧之情。

2、《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笔记-第36页

        虽直接说中国全然没有学问这种东西亦无不可，因为唯有有方法的乃可为学，虽然不限定是科学
方法而后可为学问的方法，但是说到方法，就是科学之风流而非艺术的味趣。

3、《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笔记-第158页

        一个社会实在受此社会中天才的影响最大，天才所表出之成功虽必有假于外，而天才创造之能力
实在无假于外。...如果只有平常的天才，那么，道理可以一点一点的接续逐渐发明，其文明可以为积
累的进步不已；若开头是个非常大天才，其思想太玄深而致密，后来的天才不能出其上，就不能另外
有所发明，而盘旋于其范围之中。

4、《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笔记-第204页

               梁先生于中国人对于未来世界文化应持的态度说道“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
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而在200页中又以“未来
世界文化是融合了东西两方文化而产生的”为谬。我不禁疑惑，梁先生既认为未来世界文化要全盘承
受西方文化也要融进中国儒家之态度，那么两种文化怎能不发生碰撞呢？那么还不是需要东西两方文
化之相调和吗？
    其实这实是梁先生玩的一文字游戏，梁先生不赞成在未来世界中、西文化可融合并用，而语中之态
度、西之文化可相磨合并行，在我看来实为矛盾。实际上梁先生于中国之“态度”一词有谬，梁先生
所言的态度是始自儒家的人生之态度，但此态度不是单独抽离出来的，也是依附于文化的，换言之，
梁先生所言之“态度”是包含在文化之内的，再看之前那句话，也就是说，西方文化须要，中国文化
亦必复之，那么既然都要，两方便不可能毫不相关的自顾自发展，必是有碰撞、有磨合的，那么我说
未来世界文化是东西文化两相调和而成的也就不为谬了。所以，不得不说这是年轻时之梁先生自我矛
盾之处。

5、《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笔记-第129页

        西方靠个体的极端来获得整体的调和，中国更讲求个体的完满中正。因为单向推理容易偏颇失衡
，为求完满，则更注重针对具体事物的具体对策。儒家认为本心的直觉绝对正确，于是为了保证这种
具体的切合本心的正确，就没有生发出基于单向推理的系统见解，这便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为何中国传
统里不存在理论体系。

6、《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笔记-第62页

        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
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
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7、《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笔记-第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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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第一章：绪论

由儒家心理学到儒家伦理学
人生哲学转变到根本思想转变到制度移植
中国文化转向世界文化的必要性
西方文化顺转 东方文化翻转

思考1：
作为主观意志的操守确实在整个儒家思想体系当中占据着核心的地位，但是所谓的中国的传统社会结
构也在其中根深蒂固，所以简而言之的堂而皇之的改造儒家心理，期冀由人生哲学转变进而转变根本
思想在到制度移植是有问题的。是否过高的估计了国民性的通式。以民国时代言之，社会结构中的基
本组成，市民往往因生计而跌宕流转，农民只知面朝黄土，本身并不以此为圭臬。显而言之，其中的
转变是根植于的是民间的推动还是少数精英的觉醒呢？儒家的伦理体系依附于家庭结构，因而单纯的
文化发动不足以是整个文化为之改观。人生哲学的转变存乎疑虑。

群众没有观点。群众总是在狂热和跟随中将整个变革践踏成一滩烂泥。鄙夷革命暴力者，慎思之，这
是狂热之后的狼藉。走在时代之前的精英更为具有悲剧性色彩。他们必将作为领头羊带着羊群一往无
前，也毕竟作为替罪羊献祭给时代，这是异常残酷的教训。他们如果选择如此，必须如耶稣，行十字
架的道路，用血来洗一洗时代，而后来的人，会看着这种牺牲，不是为伟大，视为闹剧。

第二章第三章  东方化 西方化

第一步：西方化的异彩 

金子教授讲授的有文明归结于科学，再溯源到希腊，成为了地理文明决定论的一体思想尚存疑窦
杜威：西方征服自然 东方与自然融洽亦太过简而言之

西方化两个特别精神：科学的方法；个性的伸展。同于新青年的民主与科学。仍有不称心之处。二者
没有达到同一，追溯到根本的源泉。没有表现出征服自然的原则精神。

李守常的动静观 只有列举而没有深刻探讨，没有标明一个文化在整体人类文化之中的位置。

梁漱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活法，而生活是一场无止境的欲望。
科学的精神：寻求客观的标准
艺术的精神：推崇天才，蔑视规范和规矩
中国科学是艺术化的科学，重应用，片断零散，不成一体。有玄学的方法求知识。
西方化根本精神：意欲向前要求，产生科学与民主。

思考2：
西方化的补充：
人文的探讨：我们不能忽视非理性主义思潮中引发的一些线索。在西方文化之中，并非是简而言之的
科学与民主产生的动力，作为文化的源头，希腊罗马所涵养的人文艺术气息，亦是推动了整个西方式
的进步。科学艺术并不能混同，但是科学和艺术暗含在西方精神文明的表面之下。尼采论述的酒神精
神和日神精神表达着西方文化内在复杂的表达。
宗教的言说：西方的基督教的受众之广，不可简单忽略。尽管科学自文艺复兴始终与宗教作斗争，但
是不可忽视的是宗教本身也在限定着科学的界限，我们理智有限的边界。所以在认识世界之时，。西
方化的精神必然也包含着这样的虔诚。这种虔诚无法解释，却是在给科学让步之后给科学以支撑。牛
顿依然要问上帝借点儿东西。（科学反对这世界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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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cracy
人的个性化延展：
公众的是集体做主，私人的事个人做主。这里面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威权。
人的社会性发展
二者呈现的是组织的分子，与分子的组织关系（不是矛盾）。需要在二者之中把握，一方面人的个性
化不致在社会的发展中因而磨灭；另一方面，不能因人个体的延展而丧失了社会的组织发达。
（个性不是的社会组织）
家族的分散，有利于社会单元的重组。
中国讲私德而忽视公德。
             
思考3：其实梁漱溟先生讨论的这其中的社会交往暗含着变更。在原有的社会之中，中国文化讲求邻
里以及亲朋之间的密切关系，只是一种血缘纽带与地域纽带的关系。中国基本的社会组织是血缘上的
宗族，以及在政治地域上划分的同乡。这两类社会关系，一直深深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随着
商业化的流动，社会的流动性增强，因而这两样的社会关系有所削弱，而涉及社会关系的参与进了利
益的因素，以利益为根本进行的交流。资本运作形成的追求绩效的交流，但是，尴尬的是，这并未打
破中国固有的社会关系格局：而是与前者形成了蜘蛛网般更复杂的社会交流。该如何考量尚待进一步
思考？（q：中国民主建构之时所需要的社会关系变化应当仰仗于何物？是单纯的换掉所谓的精神即
能力的长成性格即可吗？）

第二步：西方化的源泉

巴克尔 金子的人文地理说过于鄙陋
文化并非单纯受制与自然因素，文化是天才的创造与累积，只有前前后后的缘，没有因。
批判马克思因果观：将马克思原意中的作为论理的必要转化成为了自然的因果关系。而作者认为不管
原意还是曲解都带有错误性，这是一种宗旨的必要。改革与否，如何改革，是视人的意见而定的。

为用求知科学的两大用途

唯物史家说物质决定意识还好，但是精神与意识混同实在不对。
思考4：怎么辨别精神与意识？大致有轮廓

生活是什么？
相续。
宇宙托于生活而存。
一见分一相分，涌出不已，是为相续。
现在的我对于前此的我的一种奋斗的努力。前此的我是现在的我的碍。（不同于海德格尔）（q：如
此前次的我始终作为一个延续的碍阻挡现在的我的得到？）
有碍者：根身 他心  一定的因果
不能一律视为奋斗，因为其中的艺术冲动不可简而言之
思考5：一如老生常谈，生活之义，言多即寡淡。补全还是打破，无非为了向上。生命之本能。

人生三种问题
可满足者的奋斗
满足与否不定者。他人的存在。
因果之势不作他想。
自然情感的发挥。

Page 17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人生问题的解决：人生三路向：
本来的路向，设法努力争取获得的路向
与问题不求解决，改造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的自我满足
禁欲之人，取消此问题
西方文化是第一条路向 西方文化三异彩 科学，民主，征服自然；
中国是中庸式思维，意欲调和，持中为其根本。
印度式反身向后。印度文化追求对现世的超脱。（道家虽近似，但始终未在中国的思潮中）

第三步：西方文化的发展源流
从根本的路向态度着手
 
第四步：西方文化的动力
经验论哲学的产生推动科学发展
人类的觉醒 人类的本性带来了民主
直接间接动力·都自第一条态度而来

理智上活动太强太盛

中国文化略说：
中国文化不是走的太慢，而是必然走不出那样的道路，
中国民族精神决定的事物：安分，知足，寡欲，摄生，随遇而安。民主不会出现- -

印度文化略说：
出世

第四章：三方哲学比较之说
情形表略
现量：感觉其表象及本质
表象与本质分离，人构造表象，
比量智：理智
非量：直觉————意味
（知识的形成）

罗素的意思：
开放的理论体系
柏格森：
直觉 流动观念

印度哲学
佛教的形而上学
宇宙本体只现量的变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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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笔记-第109页

        从印度式的怕老病死产出了慈悲勇猛的佛教。从中国式的怕老病死产生了一般放浪淫乐唯恐不遑
的骚人达士，同访药求仙的修炼家。⋯⋯中国总是想“一个人不过几十年顶多一百年的活头，眼看要
老了！要死了！还不赶快乐一乐吗？”或者“还不想个长生不死的法子吗？”你看自古的文艺如所谓
诗、歌、词、赋所表的感情何莫非前一种；而自古以来的本土宗教如所谓方士、道家者流，其意向何
莫非后一种呢？像这样的感想，姑无论其可鄙，实在是错谬不合。——为什么只觉一种呆萌感，而且
中国从儒至道向来不是以理性上的错谬与否来断事，而是跳跃式的顿悟和点化，只求通达，或潇洒，
不求逻辑。

9、《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笔记-第81页

        构成知识的三种作用：现量（感觉，性境）；比量（理智，独影境），直觉（非量，带质境）。
以现量提供材料，直觉产生分别的意识，比量进行整理综合。

10、《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笔记-第102页

        说道宗教的动机分等，梁认为印度和西洋为高等，大约是拷问人生终极意义，中国只有低等动机
——祸福长生求仙之类。我想来，或并无高低等级之分，中国之宗教自古立于中国人民之需求，若人
心无此诉愿，则无发展必要，况且假使没有外来之印度西洋宗教相比，则更没有高低之说。如此分出
等级，实源于试图进入他人之评价体系罢了。——是否过于文化相对论？

11、《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笔记-第三四五章

          从人生的三种问题，到人生的三种路向或态度，既然演变为三种文化。在此基础上谈论世界文化
发展之趋势，中国又应当何去何从。
  人生有三种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可满足者，即对于物质世界之奋斗；第二个问题是满足与否不可定
者，如我欲向前要求时为碍的在有情的“他心”，第三个问题是绝对不能满足者，如要求永远不死。
 生活的内容即上述的三种问题。生活的样法不同，或者说文明不同，是因为某一民族对于某一方面成
功的多少不同，进一步说就是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此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即为人生的三种路向
或态度。第一种为本来路向，为一种奋斗之态度，向前面要求，此即西方之态度；第二种态度是对于
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适中，是一种回想的随遇而安，此为中国式态度：第三种则转身向后求去，
遇到问题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要求，为印度的态度。
  由这三大根本态度演变为个别不同的三大系文化。最妙的是随问题的转移而变其态度——问题问道
哪里，就持哪种态度。于是古希腊人，古中国人，古印度人，各以其种种关系因缘凑合不觉就单自走
上了一条路，以其聪明才力成功三大派系的文明——迥然不同的三种成绩。
   文化本身并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只有个合宜不合宜。我们唯一致误所由，所有不及人家之点，就是
步骤凌乱，成熟太早。他认为的首先应当走第一路向，即西方人的路向。因为人类原处于第一项问题
之下，人类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路，但中国人却不待把这条路走完，便中途拐弯到带二路上来，成
为人类文化的早熟。中国在近代遭受的苦痛正是因为这种早熟。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正是从第一路向像第二路向转变的过渡时期，他指出中国人现在应持的态度
应当是，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保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
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判地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中国“西化”所遭受的苦痛，正是西方人走尽第一路的苦病。而梁先生已提出避免西洋弊病之告诫
，他提倡一种奋往向前的风气，而同时排斥那向外逐物的颓流。显然，中国今后的发展并没有注意这
告诫，扭转错误路向时始终未能实现一场“中国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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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梁先生讲述的人生的三种路向也可以套用于个人的一生。年轻时，向前面要求，以一种奋斗
的态度求得今后生活的一定基础。而立之年之后，将重心转向内部，意欲调和，以乐天的方式获得活
泼自由充满生机的生命，再年老些，或可以求助于佛教，寻求脱离生死之法，渡得彼岸。

12、《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笔记-第61页

        人生三路向：一，改造局面；二，随遇而安；三，取消问题。
生活的根本在意欲而文化不过是生活之样法：
西方化各种异彩，如科学民主之本源是向前要求的态度
中国文化以意欲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
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

13、《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笔记-第214页

        我们最好是感觉着这局面的不可安而奋发；莫为要从前面有所取得而奔去。...要求自由，不是计算
自由有多大的好处便宜而要求，是感觉着不自由的不可安而要求的。

14、《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笔记-第138页

        若处处持这样[分离手段和目的]的态度，那么就把时时的生活都化成手段——例如化住房为食息之
手段，化食息为生殖之手段——而全一人生生活都倾敧在外了。不以生活之意味在生活，而把生活算
作为别的事而生活了。其实生活是无所为的，不但全整人生无所为，就是那一时一刻的生活亦非为别
一时生活而生活的。

15、《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笔记-第33页

        就民国时期面对东西文化三谬误：认为问题还远；认为二者可以调和融会；认为问题太大，无从
研究。
东西方文化差异由浅至深：器物，制度，文化（科学民主），精神（动静之别）。
所谓一家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概括有三：精神生活方面，社会生活方面，物质生活
方面。通是个民族通是个生活，何以他那表现出来的生活样法成了两异的采色？不过是他那为生活样
法最初本因的意欲分出两异的方向，所以发挥出来的便两样罢了。对于西方问题的答案分四步走：一
，从西方各种文物抽出他那共同的特异采色（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二，从这些特异采色中寻出一本
的源泉（向前要求的态度）；三，以这一本的精神揽总去看西方化的来历是否如此（希腊文化，文艺
复兴）；四，分别按之各种事物是否如此（工业革命，政治变革）。
前两步是一往，后两步是一反。

16、《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笔记-第114页

        但我们就事实考之，[基督教等一神教]也还是因人有所不知而就着所有的知识去构成的，以应他自
己情志方面的需要。不过这所不知者，却是宇宙的、人生的根本究竟普遍问题，与前不同罢了。

17、《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笔记-第104页

        这因多情多欲，一味向前追求下去，出处认得太实，事事要有意义，而且要求太强，趣味太浓，
计较太盛。将一个人生活的重心，全挪在外边。一旦这误以为实有的找不着了，便骤失其重心，情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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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动摇起来，什么心肠都没有了。只是焦惶慌怖，苦恼杂集，一切生活都作不下去。

18、《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笔记-第7页

        附录《人心与人生》自序
在民国十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序中，我曾自白，我起初实在没有想谈学问，没有想著书
立说；而且到现在还是不想，并且也不能，谈学问和著书立说。我只是爱有我自己的思想，爱有我自
己的见解--为我自己生活作主的思想和见解。这样子，自然免不了要讨论到许多问题，牵涉到许多学
问。而其结果，倘若自己似乎有见到的地方，总愿意说给大家。如此便是不谈学问而卒不免于谈学问
，不著书而卒不免于著书之由。现在要为这本《人心与人生》作序，依旧是这个意思。
梁老先生的这个态度，实在是喜欢得要紧。
而他那种“我只是爱有我自己的思想，爱有我自己的见解--为我自己生活作主的思想和见解”的想法
，也是我一直抱持的想法。

19、《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笔记-第11页

              大约两三年来，因为所谓文化运动的原故，我们时常可以在口头上听到、或在笔墨上看到”东
西文化“这类名词。但是虽然人人说的很滥，而大家究竟有没有实在的观念呢?据我们看来，大家实在
不晓得东西文化是何物，仅仅顺口去说罢了。大约自从杜威来到北京，常说东西文化应当调和；他对
于北京大学勉励的话，也是如此。后来罗素从欧洲来，本来他自己对于西方文化很有反感，所以难免
说中国文化如何的号。因此常有东西文化的口头说法在社会上流行。但是对于东西文化这个名词虽说
的很滥，而实际上全不留意所谓东方化所谓西方化究竟是何物？此两种文化是否象大家所想象的有一
样的价值，将来会成为一种调和呢？后来梁任公从欧洲回来，也很听到西洋人对于西洋文化的反感的
结果，对于中国文化有不知其所以然的一种羡慕。所以梁任公在他所作的《欧游心影录》里面也说到
东西文化融合的话。于是大家都传染了一个意思，觉得东西文化一定会要调和的，而所期望的未来文
化就是东西文化调和的产物。但又像是这种事业很大，总须俟诸将来，此刻我们无从研究起的！&lt;
原文开始&gt;
     很久以前就听说过东西方文化调和的论调，甚至有冯友兰、季羡林等所谓大师二十一世纪西方文化
要从东方吸取智慧、中国哲学必将发扬光大之语。实在搞不懂这些独断论从何而来。哲学虽然不是科
学，但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精神是必不可少的。想一下日常生活中，对于中医、对于中国文化的
普遍的、无根据的自信，实在不知从何而来。民国以来，胡适”整理国故“的理想从来没有落到地上
。先是战乱，后是各种运动、变形的马恩列斯。近来国学的沉渣泛起，也不知从何而起，归于何处？
不知何时何人能再有”整理国故“的勇气与实力。也许永远不会有

20、《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笔记-第4页

        第八版自序
大凡是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必有他所据为基础的一种心理学。所有他在伦理学上的思想
主张无非从他对于人类心理抱如是见解而来。
对人类心理的见解，往往也即是对人性的见解吧。
而无论是对人类心理的见解，或是对人性的见解，往往都是经由对自己的心理如何发展产生、如何运
作行为的反省而来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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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笔记-第132页

        大家要晓得，天理不是认定的一个客观道理，如臣当忠，子当孝之类；是我自己生命自然变化的
流行之理，私心人欲不一定是声、色、名、利的欲望之类，是理智的一切打量、计较、安排，不由直
觉去随感而应。孔家本事赞美生活的，所有饮食男女本能的情欲，都出于自然流行，并不排斥。若能
顺理得中，生机活泼，便非常之好的；所怕理智出来分别一个物我，而打量、计较，以致直觉退位，
成了不仁。

今日方知孔子极高明而道中庸。

22、《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笔记-西洋中国印度三方哲学之比观

        梁先生对中国人笼统模糊的说法甚不满意。如说“我中国人又头脑笼统，绝少辨察明利的人，从
来讨论这两家异同问题的，多是取资禅家的话，愈没有明确的见解；只有吴检斋先生作过一篇《王学
杂论》是从唯识上来批评的，很能够一扫游词浮论，把两家的根本分别之处得到了”（P128）

又批评胡适”仁就是理想的人道，尽人道即是仁“，及蔡孑民先生，认为孔子所说的仁是”统摄诸德
完成人格之名“是空荡笼统的说法。（P131）

先生在头的开头便表明自己的写作著述的初衷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思想，并为自己的生活作主张的独立
态度。于是在思考撰文中，时时处处可见他运用分析明辩的工夫，对那些不明来龙去脉，迷惑于表象
便认为是真理的”游词浮说“进行一一的批驳矫正。先生虽散发着传统气息的文人，又极具西方学人
明辩是非的头脑。

23、《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笔记-第132页

        
孔子所谓仁是什么，就是不麻木！直觉敏锐且强！

大家要看这个不安时那里来的？不安者要求安的表示也，要求得一平衡也，要求得一调和也。直觉敏
锐且强的人其要求安，要求平衡，要求调和就强，而得发诸行为，如其所求而安，于是旁人就说他是
仁人，认其行为为美德，其实他不过顺着自然流行求中的法则走而已。

大家晓得，天理不是认定的一个客观道理，如臣当忠，子当孝之类；是我自己生命自然变化流行之理
，私人心欲不一定是声、色、名、利的欲望之类，是理智德的一切大量、计较、安排，不由直觉去随
感而应。孔家本是赞美生活的，所有饮食男女本能的情欲，都处于自然流行，并不排斥。若能顺理得
中，生机活泼，便非常只好的；所以怕理智出来分辨一个无我，而大量、计较，以致直觉退位，成了
不仁

24、《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笔记-第58页

        生活与生活者无异
有情即是相续
已成的我是器界根身
现在的我是精神，是心
现我努力变换已我的状态，就是奋斗
奋斗的障碍有三：物质世界，他心，因果法则
人类生活并不总是奋斗，如乐极而舞，是潜力之抒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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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笔记-第130页

        人自然会走对的路，原不须操心大量的。遇事他便当下随感而应，这随感而应，通是对的，要于
外求对，是没有的。我们人的生活便是流行之体，他自然走他那最对，最妥帖最恰当的路。他那遇事
随感而应，就是个变化，这个变化自要得中，自要调和，所以其所应无不恰好。

26、《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笔记-第169页

        乐要待寻，乐即是苦。而况要急寻，则无非淫过不乐；这境界真惨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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