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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哲学》

内容概要

本书以《儒家哲学》为中心，收录了梁启超有关儒家哲学、儒家政治哲学和儒教的代表性论述，书前
有长篇导读。
《儒家哲学》是梁启超晚年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部力作，原本是梁氏在清华国学院的讲课稿，由其弟
子周传儒记录。梁启超在讲演中提出了不少新颖深刻的见解。他认为哲学之内涵并无统一之标准，而
有地域之分、民族之别。儒家哲学与西方哲学不仅范围不同，讨论的内容也有很大差异。儒家哲学所
讨论的问题，西方哲学或并未涉及，或理解途径有别；西方哲学所研究的主要问题，中国哲学或认为
不必研究，或研究得不够透彻。鉴于此，他认为最好将“儒家哲学”称为“儒家道术”。由此出发，
他对为什么要研究儒家哲学，儒家哲学的研究方法，儒学的历史变迁以及儒家哲学中的重要问题——
性善恶问题、天命问题、心体问题作了精当的阐发。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的《中国
哲学史》二书求“同”的理路相比较，《儒家哲学》求“异”的哲学史理路在反思20世纪中国学术思
想史，重新挖掘本土资源之时具有重要参考和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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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哲学》

作者简介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
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
等。广东新会人。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
，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
冰室合集》较称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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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哲学》

书籍目录

目录
导读：梁启超论儒家哲学（干春松）
儒家哲学
儒家哲学
孔子
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
儒家政治哲学
先秦儒家政治哲学
儒家关于法之观念
儒教
复友人论保教书
论支那宗教改革
保教非所以尊孔论
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
编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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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哲学》

章节摘录

　　时代的研究法，顾名思义就是看各代学说的形成、发展、变迁。长处是对学术发展的脉络有全面
的了解，而短处是把各家关于几个重要问题的答案，截为数段，使问题的脉络不够连贯。　　宗派的
研究法，其实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学派研究法。这样的方法，长处在于把各学派的起源、变迁、继承、
演化和影响，描述得详尽完备，但学派之问的关系会被忽视。　　由此，梁启超认为，这三种研究方
法各有长处和短处，最好是要相辅相成。除此之外，梁启超还认为，因为儒家的思想是在与道家、墨
家、法家等诸子百家互相争鸣并与外来的佛教相互影响中发展出来的，虽然势力最大，却不能不注意
到它们之间的冲突和交融。　　梁启超还特别提到儒家思想与中国社会的关系。　　中国社会风俗和
法律均受儒家影响至深，了解社会风俗的变化，也可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儒家的发展。同时，对于晚近
传人的基督教和西方的政治、哲学理论也要仔细地分析。真可谓是面面俱到。　　梁启超在《儒家哲
学》的讲演中，首先是描述了儒家发展的历史。对于儒家的历史的描述一直是见仁见智，特别是现代
新儒家确立以心性之学为道统的第三期发展说出来之后，关于儒学发展的阶段的讨论，成为学术界关
注的重点。　　梁启超对于儒家发展历史的描述，并无专门的说法，而是根据历史的发展逐步展开。
其可注意点有三：　　第一，注意经学和哲学的结合，儒学与别的学派的结合。　　第二，先秦和清
代详细，而别的时代相对简略。可能是因为梁启超写过《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他对清代儒学的发展脉络描述尤为详细。

Page 5



《儒家哲学》

精彩短评

1、大事的经典授课
2、好书也~
3、大师的分析很好，对儒家道术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但是到最后实在有点读不下去了，可能是我才
疏学浅吧，没有经过儒学的洗礼～
4、自我读学术书籍至今，各大学者功利之深，说理之透，无不令人感佩。胡适、傅斯年、陈寅恪、
周树人之属，各有其特色。然而至今独爱顾铭坚与梁任公。顾的《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初读吃惊
，后而惊诧，再而惊喜，终而惊叹。梁任公的文章有三大好：第一深入，第二浅出，第三使人思考。
深入的地方，梁任公先生深刻读懂古人古意，却并不拘泥，深刻到原书的骨子里去。我曾经举过的“
与命与仁”就是这样的典例。浅出的地方，在于他极精彩的白话演讲，比王静安的东西通俗解释，虽
然深入的学问，但是引人入胜，让人随着作者的思路寻找与领悟。这一点上又可与钱默存先生一比。
默存先生总是和我这样的人有极度的差距，正如地上的骡马不能企及天空中的鸿鹄。梁启超先生有参
天的学问，但他的根茎也分明，没有斩断，让我们这样的人能顺着他的路子走下去，也能得到学问的
5、儒释道，儒者为先，儒家占据了几千年，但是真正了解知道的确又非常的少，所以可以多看一些
这样的哲学的书籍。
6、东方哲学会再次统治世界，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前提是我们要了解自己，梁先生这本书不可不读
。
7、任公以其深厚的国学功底高屋建瓴地讲了儒家哲学是什么，两千年的的变迁史以及研究哪些问题
。曰：用功所在：“修己安人”，最高目的：“内圣外王”，修炼之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
以达修己与内圣，“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达安人与外王。根基在修身，修“智仁勇”以达德。又分别
就儒家历代所辩论的问题以说明其变迁之路：性之善恶（孟荀）、仁义之内外（告孟）、理欲（宋儒
）、知行（明儒）。最后讨论了儒家的三大问题：性善恶、天命、心体问题。
8、当儒家哲学的参考很有意思
9、儒家哲學部份
10、好像是演讲集，并不晦涩
11、大家小书
12、梳理了儒学发展两千年的脉络，对历朝儒学大家都有精辟的评价，彰显了儒学的宝贵价值。梁启
超先生治学之丰功，近代以来，无出其右者！
13、曾子言忠恕，明显是德教，任公解经为发展个性，任公得孔子真传。任公威武！我爱任公。
14、不算好
15、深入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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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哲学》

精彩书评

1、【启示与解惑】：一、西方所谓“厉害的”科学，也不过“近世晚明”才开始准备。19、20、21世
纪才算比较“高科技”。此先贤之老书，让今国人清醒，所谓科技竞争，国人终与西人等竞之。二、
“儒学”与“儒者”的功业是什么？王阳明、曾国藩。老毛欣赏、学习曾国藩。蒋介石欣赏、学习曾
国藩。那自然学习了“儒学”的其中“一些”精髓。———解我之惑。三、而今世间政治、经济、功
利的纷乱是给外行看的，槛内人自己清醒。也不排除有些人入戏久了，把自己也迷失了。喧哗与清醒
。此书【让人清醒于如何为人、如何做事】，如56页：什么叫“用敬”？就是主一无适之谓。以今语
释之，即精神集中，凡作一件事，专心致志，没有作完时，不往旁的想。——曾国藩家书尤其强调、
唐浩明写他传记也有。——这与当今最先进的FACEBOOK的老板扎克伯格的做事方法一样：不要多线
程工作，要单线程。在一个时间，只做一件事。才叫专心。才能做得：“好”。——罗辑思维也有说
曾国藩之心法之一“未来不迎，当下不杂，过往不恋”。四、P56致知，关于知识方面，不单要人格
健全，还要知识丰富。----这2个方面才是“真正的人格健全”。没有知识，是不完整的。愚昧，有不
聪明的愚昧，也有缺知识的愚昧，更多是2者兼有的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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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哲学》

章节试读

1、《儒家哲学》的笔记-導論 梁啟超論儒家哲學

        其保守型與進步性常交戰于胸中，隨感情而發，所執往往前後相矛盾，嘗自言曰：“不惜以今日
之我，難昔日之我”。世多以此為詬病，而其言論之效力亦往往相消，該生性之弱點然矣。——清代
學術概論，206頁。

2、《儒家哲学》的笔记-第60页

        有许多问题，古人所不讲的，喜怒哀乐也就是其中之一，魏晋间人很喜欢提出这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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