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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说佛》

内容概要

梁氏在去世的前一年却告诉我们说，他“自己是一个佛教徒”，“我前生是一个和尚，是一个禅宗和
尚”，只是“怕人家笑话”，所以“从来没有向人说过”等等，并发表《佛学大意》一文。这大概是
梁氏今生最后的作品，也是最令人震惊的作品。
    说到梁漱溟先生，这位以孔子思想为立身行事标准的儒门弟子，给世人的另一个形象就是——“不
穿袈裟的和尚”。本书既收录了梁氏的佛学思想，同时也将梁氏的生平做了一一介绍，让我们在了解
他的佛学思想的同时也能更为走近他的内心深处。  
    一个以孔子思想为立身行事标准的儒门弟子，一个自称与哲学无缘的哲学家，一个从事事功的实干
家，一个终身茹素的“最后的儒家”，这个人便是——梁漱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去世的前一
年却告之众人“自己是一个佛教徒”，更甚至，“自己的前生是一个和尚，是一个禅宗和尚”；并发
《佛学大意》一文。这大概是梁氏今生最后的作品，也是最令人震惊的作品。而今，就让我们走近这
位最后的儒家，去了解下他的那片独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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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说佛》

书籍目录

序言：梁漱溟的今生与前世(麻天祥)人生智慧编  出生寒苦仕宦家  天地之间一孤僧  一生归宿于佛法  吃
饭是应酬自己，饮酒是应酬人家  非学问中人，乃问题中人  以利害得失，说是非善恶  苦乐原不在外境
 梁漱溟的三种人生之态度  无我为大，有本不穷  人生相似相继，非断非常  我身此心，何处着落  践形
尽性  世事放不下，修持自难得力  游走在出世间与随顺世间之间  “我去也”，“我来了”佛学思想编
 开言立论话宗教   西化潮尖尚佛儒   年少识愁欲出世  身赴北大说释迦   横亘中西说唯识  文化人生三段
式  意欲与生命意志  出世仍回世间来附录1：梁漱溟先生佛学相关著述要目附录2：梁漱溟先生生平大
事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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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说佛》

章节摘录

书摘四、学然后知不足    古人说“学然后知不足”，真是不错。只怕你不用心。用心之后就自知虚心
了。自己当初一点见解之浮浅不足以解决问题，到此时才知道了。问题之不可轻谈，前人所看之高过
我，天地间事理为我未及知者之尽多，乃打下了一向的粗心浮气。所以学问之进，不独见解有进境，
逐有修正，有锻炼，而心思头脑亦锻炼得精密了，心气态度亦锻炼得谦虚了。而每度头脑态度之锻炼
又皆还而于其见解之长进有至大关系。换言之，心虚思密实是求学的必要条件。学哲学最不好的毛病
是说自家都懂。问你，柏拉图懂吗?懂。佛家懂吗?懂。儒家懂吗?懂。老子、阳明也懂；康德、罗素、
柏格森⋯⋯全懂得。说起来都像自家熟人一般。一按其实，则他还是他未经锻炼的思想见地；虽读书
，未曾受益。凡前人心思曲折，经验积累，所以遗我后人者乃一无所承领，而贫薄如初。遇着问题，
打起仗来，于前人轻致反对者固属隔膜可笑，而自谓宗主前人者亦初无所窥。此我们于那年科学与人
生观的论战，所以有大家太不爱读书，太不会读书之叹也。而病源都在不虚心，自以为没什么不懂得
的。殊不知，你若当真懂得柏拉图，你就等于柏拉图。若自柏拉图、佛、孔以迄罗素、柏格森数理生
物之学都懂而兼通了，那么，一定更要高过一切古今中外的大哲了!所以我劝同学诸君，对于前人之学
总要存一我不懂之意。人问柏拉图你懂吗?不懂。柏格森懂吗?不懂。阳明懂吗?不懂。这样就好了。从
自己觉得不懂，就可以除去一切浮见，完全虚心先求了解他。这样，书一定被你读到了。    P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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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个以孔子思想为立身行事标准的儒门弟子，一个自称与哲学无缘的哲学家，一个从事事功的实干家
，一个终身茹素的“最后的儒家”，这个人便是——梁漱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去世的前一年
却告之众人“自己是一个佛教徒”，更甚至，“自己的前生是一个和尚，是一个禅宗和尚”；并发《
佛学大意》一文。这大概是梁氏今生最后的作品，也是最令人震惊的作品。而今，就让我们走近这位
最后的儒家，去了解下他的那片独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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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说佛》

精彩短评

1、什么也没说，作者瞎编的
2、对于了解梁漱溟的生平是很有帮助的。
3、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我希望的是真正的梁老的关于佛学的探讨，但实际原来不是。有些类似于
后人立传的感觉，所以评了个还行。可是相对于类似传的文字来说，算是很不错的。让人可以更深切
的了解梁老。
4、正解
5、堆砌之作。前后内容多次重复，引用与评论混淆不清。有些插图更是不知所云，纯粹为图而图。
再次证明应看先生原作，以免浪费时间。
6、大国学基金会于2010年6月22日捐赠
7、这五分是给梁漱溟的，作者本身归纳之功大概三四分吧。梁漱溟一执拗之人，不失君子之风。顶
撞毛泽东，说自己若死，天地变色，历史改辙的狂妄，很有趣。关于唯识之处，不太明白，打算多找
些来看看。遗憾的是书中没有关于梁漱溟婚姻的论述，对于完整了解一个人有所欠缺。
8、我们都该坚定自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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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说佛》

精彩书评

1、梁漱溟提出了很多的“三”。他将世界文化体系分为：【西方文化】 【中国文化】 【印度文化】
他认为这三种文化的对象分别为：【人对物】   【人对人】   【人对自身生命】他将这三种文化分为三
种导向，也就是著名的文化三路向：【自然之真】 【道德之真】 【宗教之真】他也将人生态度分为
三种：【逐求】       【郑重】     【厌离】他认为人生的路向也分为三种：【向前】     【活在当下】   【
向后】在中国水生火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后的巨大混乱中，他提出中国的三条路：1.全盘西化2.复兴儒
学3.东西融合最终梁先生否定了好听但不实际的东西融合，否定了全盘西化，踏上了儒学复兴的道路
。也以儒学大师的身份会见了来中国讲学的泰戈尔。梁先生被冠之以“最后一个大儒”。当之无愧。
围绕其众多关于三的学术思考，梁先生终于变成了唯一的梁漱溟。无人替代。无人能及。他是个认真
并且执着的人。巨大的悲悯。纯洁的良知。深厚的学术。奔走的实践。他是唯一的一个实在的学者。
让我觉得真实、感动、被触动。他从没有放弃自己对于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整个中国文化的拯救改革。
他身上那些健康的自觉的向上的力量给了我很多启示。我应该怎样生活。我应该怎样看待当下的很多
事情。合上书卷。（书分为人生智慧&amp;佛学思想）人生智慧编略比厚重些。围绕着对梁漱溟先生
单纯的崇拜和认可，这书读来轻松快乐。很有启发。有空翻开，是人生幸事。纵然我们已经没有为了
家国奔走呼号的机会，也不会勇敢到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然而那些洁净晶莹的良知和踏实的踏上求
知求证之路的勇气和力量依然对我们的现在很有意义。依然带给我们很多思考。活在当下。自觉自知
尽力于生活。我想这就是梁先生希望我们应该做的。
2、满怀着希望读此书，结果是失望。书中只是一些简单资料的堆砌。而且还没来由的有一些佛家的
壁画，天晓得我是在看一本关于梁先生生平的评传，还是一本佛教壁画集。相信作者这本书如果认真
的搜集资料写上哪怕一年也会好些。纯粹是看到梁先生现在活了，在无良书商的建议下花了2个月时
间攥的骗钱之作。呵呵，最后这句话是我不负责任的臆测，但是，如果你看这本书，发现这种臆测在
书中充斥。
3、“志不在学问，只不过好用心思来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而已”---- 梁漱溟这本书是对梁漱溟生平和
主要思想理论的总编。对我这种误打误撞对“国学儒家”没什么概念的人，反而看起来特别容易和清
晰。从没想到我会读这些“大儒”的书，因为“之乎者也”之类的东西让我觉得有种“腐朽”的味道
。但不知道是自己探寻的结果，还是某种神秘力量的引导，绕来绕去，还是绕回来了。更没想到的，
这个我印象中的“儒家大师”竟然在离世前告诉大家“自己是一个佛教徒”！“志不在学问，只不过
好用心思来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而已”这是梁先生对自己博学的解释，也是我非常认同的一种精神生
活方式。近些年我看书的速度越来越快，浮光掠影，囫囵吞枣，有时候甚至觉得是对作者的一种“不
敬”。但没有办法，看书对我来说，不是消遣娱乐，不是积累谈资，更不是去学习某种技能。我有一
个很深刻的困惑，我相信只有书中才能找到救赎⋯⋯一本书看完，我一般很快忘掉大部分东西，但是
会记住阅读中让我“怦然心动”的一些东西。书山书海里，我就是要挑拣这些零零散散的“怦然心动
”。我也相信这些东西，会最终把我引向某种答案。梁先生说“我很容易感觉到事理之矛盾，很容易
感觉到没有道理，或者有两个以上的道理。当我觉得有两个以上的道理的时候，我便失了主见⋯⋯”
梁先生之所以能在24岁就到北大任教，可能就是因为他超出常人早早进入了这种“混乱状态”。我直
到这一两年，才开始感觉到他所说的那种“事理之矛盾”，这种矛盾也随着探寻的深入加剧。人必须
找到一个能够“安心立命”的点。心不安，命就不立，命不立，这辈子意义又在哪里。让我心惊的是
，身为儒学大家的梁先生在世纪的探寻中，最后找到的这个点竟然是在佛。梁先生著名的三段论：人
类发展必须经过三个阶段。1）人对物：目的是满足基本欲求；2）人对人：在基本欲求满足基础上，
人会开始在人与人之间寻求一种情感丰富和生活本身的乐趣；3）人对生命本身：试图突破生命短暂
性和死亡必然性。这三种阶段恰好代表了三种文明：1）西方以征服自然“对物”为主的物理文明；2
）中国为达到平衡“对人”为主的儒家文明；3）印度为灭绝生死“对生命本身”的佛教。最让人有
启发的地方时，梁先生认为儒家在中国“早产”，也就是说在古代人的物质基本欲求还没有实现的时
候，直接强迫来了个“跳级”。所以儒家的理论并没有契合入社会生活，而总有些别扭。也没有给中
国带来平和，相反是反反复复的征战和纠结。对于佛教，梁先生认为是更高于儒家的，所以在现阶段
中国更是无法推行的。因为一定会因大众悟性未到而引发更多的“迷信和谬误”。相反西方文明目前
的发展，已经到了该“升级”的时候了。升到哪里？中国文明。梁先生一生，最终确认自己对人生苦
乐的探寻与佛学合拍。不知道我，最后的合拍点，又会在哪里⋯⋯* 根据我对佛学的粗浅认识：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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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艰深晦涩，绝不是烧香许愿那么简单。真正需要绝对的理性，深厚的慧根，和坚持不懈的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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