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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心语》

内容概要

一百年前，中国发生了一场震古铄今的改革——戊戌变法；它本身不过是历史的瞬间，而其改革主张
或多或少地在后来实现了。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本质上都是戊戌维新的继续和发展。‘事实上，20
世纪的中国文化也始终不能回避戊戌，就是激进的五四“伦理革命”也可溯源于此。今天，人们仍在
纪念戊戌，重识戊戌。一个世纪转瞬已逝，而历史竟如此惊人的相似，改革、社会转型、文化重建—
—百年前的时代主题，仍然耸立在现代中国人面前。人们不仅需要汲取前人的思想营养，甚至电不能
忽视戊戌思想家的社会忧思、文化体验及人生感悟。梁启超便是这样一个永不枯竭的思想源泉。    梁
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1873年生于广东新会县，1929年病逝于北京。他并不漫长
的一生，却留下了极不平凡的业绩。后人给他的许多头衔，如维新健将、启蒙思想家、政论家、国学
大师、学术导师等等，都反映了梁氏贡献的一个侧面。他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青年。20世纪早期，
青年毛泽东崇拜梁任公，受“新民说”的启发而创立“新民学会”；胡适自称“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
惠”，思想上“不能不跟他走”；郭沫若认为青年学生没有人刁；“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
至于鲁迅最突出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可以说直接来源于“新民说”。至今，学术界关于梁启超的籍述
迭出，方兴未艾。这自然由于他深厚的精神魅。    梁启超17岁考中举人，却没有重蹈“经生”“儒家
”的旧辙，而是积极寻找救世济民的新思想、新学问，从而成为维新健将，言论界之骄子。世纪初年
，他大规模输入西方学理，进行文化创新，并激烈地抨击清政府的腐朽、专制，表现出赞成革命的迹
象。然而，他终究没有抛开渐进改良的运思，政治上不出康有为的改良派营垒。不过，他已明确否定
康氏的尊孔保教论，体现了“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精神，为辛亥以后拥护民主共和奠定了思想
基础。    从清末到民国初年，梁启超被卷入了湍急的政治漩涡：由推进立宪运动，到赞成民主共和，
出任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由进步党的首领、与袁世凯合作，到1915年下半年挥泪反袁，领导护国
运动。直到1918年，他才最后退山政坛，专注于著述、讲学。这些年，梁启超在政界吒咤风云，屡建
奇功，可谓多变善变。然而，他有不变的宗旨和目的，其所有政治主张与实践，都未离开政治现代化
的轨道。诚如他所说：“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可也；不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
和，皆不可也”。民国初年，他热衷于多党制、责任内阁，与袁世凯的合作或斗争，与国民党的竞争
或联合，根本上都是尝试和维护其梦寐以求的民主政治。唯其如此，他“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
我”，即使晚年退出政界，仍然不失为一位在野的政论家。他的政治热情无不饱含炽热的爱国情怀、
推进政治现代化的良苦用心。但是，梁启超注重社会的整合，而非对立。他既想推进现代化，又想避
免社会震荡。因而，他主张渐进改革，强调社会的“调和”。这种主张贯穿其全部思想。    说到底，
梁启超不是政治家，而是思想家、学者，才情洋溢而缺少权谋，其政治贡献恰恰是思想追求的产物。
他从1896年主编《时务报》，到后来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一直执清末舆论界之牛耳。他
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令人惊心动魄，思想丕
变。梁启超思想之广博、议论之新颖、文笔之魔力，清末启蒙思想家无人能比。戊戌之后，梁启超对
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与反思，进入空前广阔而深入的境界。以“新民说”为中心，他对中国的历史、国
民性、社会现实提出了丰富的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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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心语》

作者简介

罗检秋：1962年生，湖南浏阳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
。主要著作有：《近代诸子学与文化思潮》、《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三卷）、《梁启超家
族的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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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心语》

书籍目录

前言1.思想信仰   信仰是神圣的，信仰在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元气，在一个社会为一令社会的元气  世界
潮流不可拂逆，凡一切顽迷复古之思想，根本上不容存在于今日  爱国之理，与爱我同，与爱人异  国
家譬犹树也，权利思想譬犹根也。其根既拔，虽复干植崔嵬，华叶蓊郁，而必归于搞亡  自由者，天
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伞  报馆者摧陷专制之戈矛，防卫国民之甲胄也  今日救治之
策，惟有提倡独立。⋯⋯不患中国不为独立之国，特患中国今无独立之民  谋人类之福利，当由群性
与个性互相助长，务使群性能保持平等，务使个性能确得自由  盖法律者所以画自由之界限，裁抑强
者之专横，即伸张弱者之权利，务使人人皆立于平等，不令一人屈服于他人者也  夫竞争者，文明之
母也。竞争一日停，则文明之进步立止  科学精神是什么2.政治时论  大抵专制政体，最足以锢人民之
良知良能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宪法与民权，二者不可相离，此实不易之理，而方
国所经验而得知也  政治之目的，一以谋人民之发达，一以谋国家自身之发达  在中国政界活劝，实难
得兴致继续。盖客观的事实与主观的理想全不相应，凡所透劝皆如击空也  救危亡求进步之道将奈何
？曰：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坏而齑粉之  共和政治的土台，全在囚民。⋯⋯国民运动便是
共和政治唯一的生命  今中国凡百皆不足深患，而惟人心风俗之病征为足患  中国欲振兴实业，其道何
由3.国吾民  中国者，世界中濡滞不进之国也  无论何国之国民性，莫不各有其天赋之优点焉，亦莫不
各有其天赋之弱点焉  国民弱点者，国民心理之病症也  吾国民爱国之心，比诸欧西、日本殊觉薄弱焉  
中国以保守主义闻于天下”  中国人不知群之物为何物，群之义为何义也，故人人心目中但有一身之
我，不有一群之我  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  吾国公民，
公共观念至薄弱  凡一国之强弱兴废，全系乎国民之智识与能力  吾中国人无进取冒险之性质，自昔已
然，而今且每况愈下也  吾今欲极言新民为当务之急4.文化历史5.道德修身6.读书治学7.人生感悟8.品评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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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帅！
一位名人，先知其历史背景与先知其思想是有很大不同的。如这位帅哥，又如加缪~ 先知其历史背景
对了解他的思想有很大帮助~ 
梁谈到很多当时的社会问题，例如大学、教育、西化，原来现在仍然存在，这是否是一种悲哀~？

2、梁任公注述汗牛充栋，有一小书能择其警要，亦是快事。每条下均有出处，自可因之查阅梁任公
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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