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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论人生》

前言

自然具有无穷的威力，在时间和空间上，它都是无限的。人的个体生命却是极其有限的，是非常短暂
的。即便是作为类的人，据说也有终结的时候。说人是万物之灵长，确也见得是人的孤芳自赏，或者
竟是人的自以为是。然而人与自然中其他一切物种确有着本质的差异，人有思想。这便是人的全部秘
密，是人无上尊严之所在。思想使我们意识到自己是有限的存在，自然是伟大的，但自然却没有这样
伟大的能力。人类因此超越了自然。思想使我们能够自觉而深入地考究自然的奥秘，探索人自身生命
的价值和意义。追求人生的意义的过程使我们清楚地意识到，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我们能够现实地占
有多少财富，占有多大的空间，而是要能够彰显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性的东西，即人的尊严——生活
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孟子云：“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
养其大者为大人。”此中所谓的贱而小者是指口腹之欲的满足，而小人也就是津津于物质生活中的人
；而所谓的贵而大者则是追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理想。孟子所谓的大人可能其物质生活十分清贫，
但却具有崇高伟大的人生理想，并为实现这一理想而积极努力奋斗不已。不明了人生的意义，不真正
懂得生命的价值，而虚度了自己的一生，实在是人的终生遗憾，甚或可说是人的悲剧。我们可能在弥
留之际还不甚了了人生的真谛或价值，但至少在漫长或短暂的人生旅途中，我们曾经思索过这样令人
困惑不解的神秘问题，当离开这个世界，结束自己人生的时候，我们的内心至少因此可得到某种慰藉
，不枉来此尘世走了一遭。寻找到了人生的意义无疑是幸福的，但未曾找到却也思索或探索过人生的
意义这样的问题，也会在我们的心头时时充溢着崇高、伟大和愉悦的感觉。其实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
，我们中国人造就形成了自己对于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行之有效的价值系统，儒、道思想便是这种价值
系统的代表。其中特别是儒家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以修身为本
的教化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起着主导的作用，教导着人们如何实际而有意义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晚清以来伴随着强大的器物文化，西方的人生哲学思想也趁势大量地涌人中国，西学几乎主宰着中国
思想界的走向，对于中国传统的人生理念几乎具有颠覆性的作用。当时的那种情势逼迫国人焦虑着如
何强国、如何保种，而不是怎样依照传统的人生理念勾画设计自己的人生。西方的民主、自由、科学
、法治、市场经济等理念在中国的现代社会中已经具有无比重要、人人称道的地位。于是问题也就是
中国传统的人生理念是否仍然具有自己的价值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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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论人生》

内容概要

《梁漱溟论人生》内容简介：《名家论人生丛书》是有感于现在社会上弥漫的急功近利、过度注重经
济实业发展的风气，坊间又缺乏可供青年人阅读的人生思想方面的成套的上乘佳作这一现状而策划的
选题。该丛书既是为了给现代青年们提供关于人生思想方面的优秀读本，也是便于专家学者对中国现
代人的人生思想的深入研究。旨在在此一论丛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撰写出反映现实生活内容且适合于青
年阅读的人生哲学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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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论人生》

作者简介

胡军，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教授、博导，校学位委员会委员、人文学部委员，哲学分会学位委员会
主任，兼任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哲学会秘书长，冯友兰学术研究会秘书长，国际中国
哲学会中国大陆分会秘书长、民进中央常委、民进中央文化艺术委员会主任，民进北京市委副主委、
北京市人大常委等职。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中国近现代哲学、知识论、哲学概论。出版专著有：《
道与真》《金岳霖》《知识论引论》《知识论》《分析哲学在中国》《哲学是什么？》；合著有：《
哲学百年》《金岳霖思想研究》《中国儒学文化大观》；主编的书籍有：《诠释与建构》《传统与创
新》《探寻真、善、美》《观澜集》《反思与境界》等；发表学术论文约150篇；学术著作曾先后获得
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第八届“全国青
年优秀读物奖”一等奖、国家优秀输出版图书奖等国家及省部级十几项奖项。编者简介马亚男，女，
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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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论人生》

书籍目录

序导读一个人的生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节选)宗教问题讲演自述(节选)朝话——梁漱溟讲谈录(节选)青
年与时代儒佛异同论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认真读书改造世界观科学与宗教为同根并生之二物谈乐
天知命人心与人生(节选)谈我的自学我的自学小史这个世界会好吗？(节选)——梁漱溟晚年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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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论人生》

章节摘录

就生活三方面推说未来文化以下分就文化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三方面简单着一为推说：(
一)物质生活一面今日不合理的经济根本改正是不须说的；此外则不敢随便想设。我于这上也毫无研究
，所以说不出什么来；只不过基尔特一派的主张好多惹我注意之处，使我很倾向于他。大约那时人对
于物质生活比令人(指西洋人)一定恬淡许多而且从容不迫，很像中国人从来的样子；因此那时社会上
，物质生活的事业也就退处于从属地位，不同现在之成为最主要的；那么，便又是中国的模样。在生
产上，必想法增进工作的兴趣，向着艺术的创始这一路上走；那么，又与中国尚个人天才艺术的采色
相合。(参看第二章 )这些都是现在大家意向所同，似无甚疑问；还有基尔特派中一部人有恢复手工业
的意思，这就不敢妄测，恐事实上很难的。假使当真恢复手工业而废置大机械，那么，又太像中国从
来不用机械用手工的样子了。(二)社会生活一面在这一面，如今日不合理的办法也不能不改变。不论
是往时的专制独裁或近世的共和立宪，虽然已很不同，而其内容有不合理之一点则无异。这就是说他
们对大家所用统驭式的办法，有似统驭动物一般。现在要问，人同人如何才能安安生生的共同过活？
仗着什么去维持？不用寻思，现前哪一事不仗着法律。现在这种法律下的共同过活是很用一个力量统
合大家督迫着去做的，还是要人算账的，人的心中都还是计较利害的，法律之所凭藉而树立的，全都
是利用大家的计较心去统驭大家。关于社会组织制度等问题，因我于这一面的学术也毫无研究，绝不
敢轻易有所主张；但我敢说，这样统驭式的法律在未来文化中根本不能存在。如果这样统驭式的法律
没有废掉之可能，那改正经济而为协作共营的生活也就没有成功之可能。因为在统驭下的社会生活中
人的心理，根本破坏了那个在协作共营生活之所须的心理。所以倘然没有所理想的未来文化则已，如
其有之，统驭式的法律就必定没有了。仿佛记得陈仲甫先生在《新青年》某文中说那时偷懒的人如何
要责罚，污秽的工作或即令受罚人去作，或令污秽工作的人就工作轻减些。其言大概如此，记不清楚
，总之他还是藉刑赏来统驭大众的老办法。殊不知像这类偷懒，和嫌恶污秽无人肯作等事，都出于分
别人我而计较算账的心理，假使这种心理不能根本祛除，则何待有这些事而后生问题，将触处都是问
题而协作共营成为不可能；现在不从怎样泯化改变这种心理处下手，却反而走刑赏统驭的旧路，让这
种心理益发相引继增，岂非荒谬糊涂之至。以后只有提高了人格，靠着人类之社会的本能，靠着情感
，靠着不分别人我，不计较算账的心理，去作如彼的生活，而后如彼的生活才有可能。近世的人是从
理智的活动，认识了自己。走为我向前的路而走到现在的，从现在再往下走，就变成好像要翻过来的
样子，从情感的活动，融合了人我，走尚情谊尚礼让不计较的路——这便是从来的中国人之风。刑赏
是根本摧残人格的，是导诱恶劣心理的，在以前或不得不用，在以后则不得不废；——这又合了从来
的孔家之理想。从前儒家法家尚德尚刑久成争论，我当初也以为儒家太迂腐了，为什么不用法家那样
简捷容易的办法？瞎唱许多无补事实的滥调做什么？到今日才晓得孔子是一意的要保持人格，一意的
要莫破坏那好的心理，他所见的真是与浅人不同。以后既不用统驭式的法律而靠着尚情无我的心理了
，那么，废法之外更如何进一步去陶养性情，自是很要紧的问题。近来谈社会问题的人如陈仲甫、俞
颂华诸君忽然觉悟到宗教的必要。本来人的情志方面就是这宗教与美术两样东西，而从来宗教的力量
大于美术，不着重这面则已，但着重这面总容易倾在宗教而觉美术不济事。实亦从来未有舍开宗教利
用美术而作到非常伟大功效如一个大宗教者，有之，就是孔子的礼乐。以后世界是要以礼乐换过法律
的，全符合了孔家宗旨而后已。因为舍掉礼乐绝无第二个办法，宗教初不相宜，寻常这些美术也不中
用。宗教所培养的心理并不适合我们作这生活之所须，而况宗教在这期文化中将为从来未有之衰微，
其详如后段讲精神生活所说。脱开宗教气息的美术较为合宜，但如果没有一整统的哲学来运用他而作
成一套整的东西，则不但不济事，且也许就不合宜。这不是随便藉着一种事物(宗教或美术)提起了感
情，沉下去计较，可以行的；这样也许很危险，都不一定。最微渺复杂难知的莫过于人的心理，没有
澈见人性的学问不能措置到好处。礼乐的制作恐怕是天下第一难事。只有孔子在这上边用过一番心，
是个先觉。世界上只有两个先觉：佛是走逆着去解脱本能路的先觉；孔子是走顺着调理本能路的先觉
。以后局面不能不走以理智调理本能的路，已经是铁案如山，那就不得不请教这先觉的孔子。我虽不
敢说以后就整盘的把孔子的礼乐搬出来用，却大体旨趣就是那个样子，你想避开也不成的。还有我们
说过在这时期男女恋爱是顶大问题，并且是顶烦难没法对付的，如果不是礼乐把心理调理到恰好，那
直不得了；余如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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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论人生》

编辑推荐

《梁漱溟论人生》：粱漱溟（1893－1988），字寿铭、萧名、漱溟，广西桂林人，中国现代哲学家、
思想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梁漱溟认为，人生有三路向：近代西洋功利土义思想的肯定欲魁
，肯定人生。古印度出世思想的否定欲望，否定人生。儒家思想的肯定人生而排斥欲望。桨漱濒的人
生哲学思想转变正好循着近代西洋功利主义思想、古印度的出世思想、中国儒家思想一路转变过来。
人生的三路向对应着三种人生态度：逐求、厌离、郑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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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论人生》

精彩短评

1、作者似乎老是拿20多岁的思想转变在炒冷饭
2、对于如何度过一生，没有比这本书更好的答复了
3、创造
4、中国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他认为人生有三路向，近代西洋功利主义的肯定欲望，肯定人生。古印
度出世思想的否定欲望，否定人生。儒家思想的肯定人生，排斥欲望。分别对应三种人生态度，逐求
、厌离、郑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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