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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

内容概要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他叱咤政坛，潜心学问，仅遗留
下来的著作就有1400多万字。在忧国忧民、投身社会、匡国济世、勤奋著书的同时，也注重对下一代
的教育，因此他的孩子个个成才：长子梁思成是众所周知的建筑学家，次子梁思永是考古学家，梁思
礼则是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九个子女中出了三个中国科学院院士。该书作者吴荔明是梁启超外孙女
，以详实的史料和鲜活的事例，详细追溯了梁启超子女们的非凡经历。

Page 2



《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

作者简介

梁启超外孙女，梁思庄之女，北京大学城环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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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

书籍目录

严父慈母舐犊情深1  公公梁启超——我心目中的“趣味主义者”  公公眼里的“学问”与“人生”  被
误割了好肾  “自有勋劳垂学史”2  “我唱君和，我揄君扬”——公公和婆李蕙仙   清朝礼部尚书的堂
妹  “怡堂书室”中的新娘  任公的闺中良友3  记忆中的温馨形象——我热爱的婆王桂荃  梁家“极重要
的人物”  全家感情凝聚的核心4  东瀛岁月  “割慈忍泪出国门”——逃亡中的梁启超  “羁泊非所叹”
——“双涛园群童”素描5  家书抵万金——梁启超精心雕塑群童  “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
’两种工作”  “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6  故居风雨话当年  津门旧居掠影——老楼  “按图
索骥”饮冰室——新楼7  北戴河的笑声——全家欢聚，其乐融融  梁启超四游北戴河  梁启超妙笔下的
避暑生活  思达印象中的海滨趣事8  香山脚下亲人眠  青山翠柏中的梁墓  “母亲树”的故事满门学子成
就非凡1  子女个个成才——他们“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2  艺蘅馆主人——大姨梁思顺   公公的大
宝贝  我的“妈姨”  《艺蘅馆词选》与艺蘅馆主人  公公的得意“赘婿”——周希哲(国贤)  外交官的家
庭生活  公公宠爱的外孙(女)们  与祖国共患难3  谱写“凝固音乐”的人——二舅梁思成   公公人格与名
誉的继承者——“思成梁启超”l  传奇浪漫的婚恋l   一对爱吵嘴的“欢喜冤家”  “刀子嘴豆腐心”的
林徽因  “把这只表‘红烧’了吧！”  “梁思成成天乱跑”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我逸得太劳
啦”——我眼中幽默的二舅  大屋顶·老北京城墙  二舅最后岁月的忠诚伴侣——林洙舅妈  荣任“反面
教员”  不平常的追悼会  功不可没的爱国学术权威4  病榻上的学者——三舅梁思永   青梅竹马心照不宣
 年轻有为的考古学家l  抗战期间奔向大后方  大病不惧，梁思永战胜死神  雪中送炭，傅斯年仗义陈情  
再战病魔，胜利复员北平  带病上阵，为新中国培养专家  “皇帝探亲”，梁思永郊外养病  患难夫妻，
李福曼无怨无悔  “我奋斗不了啦！”  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他5  浩瀚书海中的女领航员——我的妈妈梁
思庄  公公的小宝贝：阿庄  罗曼蒂克的吴鲁强博士  学成归国，有情人终成眷属  短暂的幸福，终生的
思念  悠悠人生路  依依母女情  浩瀚书海中的女领航员  “我是一个压不扃的皮球”  忧国忧民心欲碎  
“梁氏姐弟还乡团”  一百多人次为她值班  六百多人的纪念大会  她长眠在父母的怀抱里  我国现代图
书馆事业的先行者——纪念梁思庄先生诞辰周年6  默默奉献的达达——五舅梁思达  特殊的家庭教育  
梁启超与《双松图》  “居处恭轨事敬与人忠”  美丽贤惠的五舅妈俞雪臻7  “燕京三杰”之一：司马
懿——五姨梁思懿  从进步学生到地下党员  “你要去的地方是充满希望的”  伴夫携子，报效祖国  “
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8  投笔从戎的“老革命”——六姨梁思宁  沦陷区是人间地狱  笑别慈母投奔革
命  惊心动魄的金华一周  “新四军也是一个大学校”  有人情味的六姨丈章柯9  中国第一代“驯火人”
——八舅梁思礼  老Baby(老白鼻)——公公的心肝宝贝  聪明淘气的“八老爷”  游子离家海外苦读  梁启
超没有遗憾了  报效祖国，梁思礼百折不挠  埋头耕耘，八舅成了火箭导弹专家  “洋博士”梁思礼和“
游击队小鬼”麦秀琼10  梁启超一家三代的燕大情结  梁家的燕大人  “中国化”和“国际化”的一流大
学  美丽的燕园  “燕大一家”——燕园的孩子爱燕京  钟亭和铜钟——燕京大学全校晨昏定省的校钟  
托儿所和“磅磅阿姨”  “夹罗卜干”和“Rmona”——燕园里浪漫的爱情  Christmas Eve报佳音  临湖
轩的小客人  主日学和烛光晚会  搬家大王郭胖子  电话接线员帮我找妈妈  有趣的“娃娃亲”Wedding  
家庭小电影  小小音乐会  美丽的“和平女神”  儿童剧《表》  “解放军来啦！”  燕京精神永存11  艰难
的祖国之恋后记一后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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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

章节摘录

　　严父慈母舐犊情深　　1 公公梁启超——我心目中的“趣味主义者”　　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告诉
我，我有一个很风趣、很有人情味的外祖父，他叫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
室主人，广东新会县人。我应叫他公公。虽然公公于1929年就已去世，我从未见过他，但是在我心目
中他长得很帅，风度翩翩，我希望能更多地了解他。　　上中学时，学了中国历史才进一步了解了梁
启超是什么样的人物，知道他是著名的戊戌维新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从小受父辈悉心教育，“八学为
文，九岁能缀千言”，有“神童”之称。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名列第八。之后，目睹清朝腐败
，外国侵略，中国面临亡国危险，他满腔义愤，一心救国。他认为，“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
变”，“墨守祖宗成法”是荒谬的，只有改革才是“立国之元气，致强之本原”。l895年他和康有为
一起，组织“公车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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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

后记

梁启超作为戊戌变法的领导人之一，作为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学问家，已是众所周知。但是
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名出色的教育家，他不但有自己的教育思想，而且成功地把自己9个子女教育
成出色的人才，其中有3位中科院院士，他们分别是建筑、考古、火箭专家，有社会活动家，有投奔
新四军的女战士，有爱国军官，也有默默奉献甘当绿叶的专门人才。他们每个人都有一部奋斗史，但
每个人都是成功者。梁启超对每个子女都充满了父爱，透过他写给子女们大量感人的信，可以看出他
是一位极有责任感极出色的父亲。梁启超夫妇和孩子们组成了一个温馨的家庭，他们彼此是知音，每
个人都宽容大度，能够化解一切矛盾。但父亲的“光环”并没有保护他们，他们经历了中国知识分子
所经历的一切苦难，但他们都能经受住了种种考验，笑对人生，这就是梁启超对儿女们的珍传。当我
写他们的时候，仿佛时光在倒流，我又回到了儿时和他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当我回忆起(外)婆王桂
荃那忍辱负重的一生，二舅思成那苦涩的诙谐，三舅思永那强忍着病痛顽强地拼搏还把爱送给别人，
妈妈思庄那外柔内刚，笑对不幸的人生等等情节时，我会因想念他们，一个人坐在屋里泪流不止。我
恨自己那时的无知幼稚，为什么感觉不到这么珍贵的感情，我也后悔那时我那么不耐烦听妈妈讲家里
的老故事，也许这就是人生的一般规律；成年或老了以后才明白什么是最可贵的。我出生时公公早已
去世，因此和我的同龄人一样，梁启超对我来说是一个历史人物。我没有见过他，只能从长辈的回忆
中得到他的印象，但亲人的回忆有其独特的一面，我特别尊敬他，更爱他那乐观风趣的性格，这就是
一种血缘亲情吧？我和舅舅姨们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不算长，但在这个大家庭中相对别人还是比较多的
，我和他们每个人都有些小故事，这得益于妈妈在他们兄弟姐妹中得天独厚的位置——她正好居中，
从小就是上面的兄姐和下面的弟妹们感情的桥梁。当我爸爸去世后，他们都对我们母女倾注了极大的
爱心。在我写这本书时，回忆起来感触越来越深。是他们的爱使我这自幼丧父不幸的孩子得到了幸福
。我有幸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有这样慈爱的公公、婆和舅舅、姨们。更有幸有这样一个最亲爱的好妈
妈。这是一个特殊的家庭，一位非凡的父亲，培养出一群优秀的子女。这本书是由《浩瀚书海中的女
领航员——我的妈妈梁思庄》(《人物》1985年第2期)和《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民国春秋》1991年
第1、2期)两篇文章扩展而成。1981年4月，我正在洛阳野外考察实习，妈妈在北大家中突然病倒，得
的是脑主动脉栓塞，虽大力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她从此失语，智力丧失严重，只有幼儿的水平，
偏瘫卧床不起。我离家出发去实习时，妈妈还高高兴兴地送我到门口，谁能想到我回来时她竞一个字
都不会说了。每天，我一个人对着妈妈说呀说呀，不知她懂了没有，更不知她在想什么，也许她脑子
里只是一片空白，我们就这样在无言的爱中相依为命地艰难度日。只有当我从床上抱起她坐轮椅时，
她就用能动的左手搂住我的脖子，轻轻拍拍我的背，这就是她仅剩下的一点表达能力了，我知道她永
远疼爱我！母爱是不要求任何报偿的，而我就是用生命也报答不了妈妈对我的恩情。我不能没有妈妈
，只要她能躺在床上，坐在轮椅上，哪怕她什么也不懂，也是我的幸福。我要在她活着的时候，把她
坎坷的一生，把她生活中的幸与不幸，把她默默无闻地为我国图书馆事业所作的贡献写出来。虽然她
已是一个瘫痪的老太太，但在她一生与命运的拼搏中，却是一个成功者，我应当把她介绍给人们。当
我把妈妈的故事在电话中，告诉《人物》杂志编辑部时，立即感动了他们。老编审朱中文先生亲自到
我家指导我，使我顺利完成了《浩瀚书海中的女领航员——我的妈妈梁思庄》一文。一些人看了文章
后给我来信或打电话，向妈妈致敬和问候，并希望我能再展开写细一些，但1985年后由于妈妈的病日
趋严重，我无暇也无勇气再写什么了。1986年妈妈去世了，我极度伤感地生活着，此时《民国春秋》
编审王家鼎先生经人介绍向我约稿，希望我自己出题目，我久久无力答复，王先生不断来信，态度十
分执著诚恳，我丈夫很感动，他提醒我要赶快回信，并替我想出一个题目：《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
，我很高兴，立即报给了王先生。当我进一步思索后，发现这是一个极难写的题目，把梁启超和他众
多的儿女们，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写出他们各自独特的内心气质和人格趋向谈何容易？我只好硬
着头皮，多方查阅资料，访问我在世的舅舅和姨。终于在王家鼎先生的不断鼓励和鞭策下，写成了《
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文，发表在《民国春秋》上，《新华文摘》(1991)很快转载，大陆和台湾一
些报刊也转载引用。此后，很多人鼓励我写一本书，并有几个出版社想要出版。1992年我写了四万余
字，由于种种原因停了笔。近几年来我对亲人们不断地回忆，更加深了我对他们的理解和敬爱。5年
后的1997年我又提起了笔，我不可能全面写出他们每个人的情感历程、人生道路，但我尽量如实地写
出他们真实的生活环境和他们大起大落的命运，写出他们历经苦难而又始终如一的祖国之恋。梁启超
和他9个子女的经历，大概可算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的典型缩影，如果能将其准确地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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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

也许会有一定的价值。我既非作家，又非文科出身，对历史文化及各方面的知识都很有限。但我倾注
我的全部爱心和亲情，把我所爱的亲人们编织在一起，从我这个“小字辈”的视角写出这本书奉献给
大家，愿亲人们觉得我写的像他们，愿人们通过他们的精神风貌及人格的魅力，了解一些他们所处的
时代文化和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的命运。我在世的舅舅、舅妈、姨、姨丈们，还有我的表哥、表姐、
表弟、表妹们，为此书提供了大量宝贵真实的材料及照片。我最好的两对朋友，北大地质系魏绮英、
沈石岩夫妇及金凤英、田昭一夫妇在“文革”恐怖的日子里，千方百计保护我的妈妈。魏绮英夫妇还
冒着极大的风险替我隐藏了妈妈珍藏了几十年的老照片，使它们未遭浩劫，今天才得以与读者见面，
这种患难友情，我将永世珍惜。中国人民大学李光谟(李济之子)教授，提供了他从台湾带回的名人集
体珍贵照片——1931年北平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仁欢迎蔡元培先生。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王■森教授提
供了傅斯年给朱家骅的一封信，又特别寄来了梁思成、梁思永30年代在安阳考古现场的合影相片，都
是极难得的珍贵历史资料。我在此对以上及所有帮助、鼓励我的人们表示最诚恳的感谢！作者1998年8
月干北大蔚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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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

精彩短评

Page 8



《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

精彩书评

1、梁启超是个好父亲。跟儿女们有非常频繁的书信往来。关注每一个孩子。鼓励孩子们求知，上进
。不限定他们的兴趣发展。在大学专业选择上，让孩子们选自己感兴趣的。在文化艺术上，也培养孩
子们。人的性格真的很不一样。主要是天生，后天也有影响。作者的妈妈，就挺开朗。是能带给人快
乐的。感觉我妈妈也是这种性格。林徽因，直率。有才华。我觉得她挺可爱的。梁启超对夫人感情也
很深。他的婚姻，是因为他夫人的堂哥赏识他。慧眼识人。他自己也帮儿女物色。他的大女婿是他的
学生，入赘。家贫，但是有学识。他的孩子们婚姻都蛮好。基本都是一夫一妻到老。大舅妈在大舅死
后守寡，梁思诚照顾生病的林徽因，三舅妈照顾病中的三舅，等等。作者的母亲年轻守寡，再也没有
改嫁。都不容易。李蕙仙，梁启超的大夫人，出身大家，但也能过简朴生活
。http://baike.baidu.com/view/851013.htm王桂荃，梁启超的二夫人，仆婢出身，也很贤德。操持家务，
勤劳，对孩子，哪怕不是己出的，都真心关爱。曾因照顾生病中的作者的母亲，疏忽了自己同样在病
中的女儿。http://baike.baidu.com/view/1567140.htm梁启超的孩子们，经历了战乱，文革，但都很努力
向上。他们的后辈，也都有自己的专业。很难得。值得敬佩！他们有闯劲，努力，思维活跃，又踏实
。真的让人佩服！他们做事情，并不是为了自己要如何出人头地，而是努力去做，自然就出人头地了
。梁启超http://baike.baidu.com/view/1999.htm“自信与骄傲有异；自信者常沉着，而骄傲者常浮扬。患
难困苦，是磨炼人格之最高学校。心口如一，犹不失为光明磊落丈夫之行也。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
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
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精读的，一类是浏
览的。我们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心不细则毫无所得，等于白读
；眼不快则时候不够用，不能博搜资料。美术所以能产生科学，全从“真美合一”的观念产生出来。
他们觉得真即是美，又觉得真才是美，所以求美，先从求真入手。人生百年，立于幼学。人生须知负
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尽责任的乐趣。”
2、作者是梁启超的外孙女，所以手上的资料应该都很真实。文笔朴实，不是卖弄文笔的读物。书里
充满着浓浓的亲情，和我们外人对梁启超及他家庭的了解肯定不同了。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和徐志摩
也有一点点涉及。看过这本书再读一些梁启超的文章应该又是另一番感觉。很为梁家人在文革中的遭
遇惋惜。
3、后人总结梁启超家庭教育之道的精义，概括为“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梁启超的子女们全
都是靠着这种自强的精神奋斗成才的。其实他们的父亲梁启超一生的成就更是体现了这十个字。梁启
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等。）出身于广东新会的一户普通农家。他靠着天份
、机遇和勤奋成为了一代伟人。他少年时即以神童和才子成名，深受时任内阁学士、礼部尚书的李端
棻的欣赏，李端棻当时出任广东乡试主考，激赏梁启超的聪明才智和思想见识，认为梁启超他日必成
栋梁之材，便将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李端棻是清末维新派，他倡议办京师大学堂（北京
大学的前身），在他著名的《请推广学校折》中，还建议在各省设中学，州县设小学；创办仪器院(科
学馆)、图书馆、翻译局和报馆，选派留学生等。梁启超感李端棻的知遇之恩，与妻子李蕙仙一生感情
甚笃。梁氏的“一门三院士”中，梁思成和梁思永（考古学家）在学业和事业上都得到了他们父亲的
巨大帮助，但是他们的成就一点也不是靠父亲获得的，而是完全是靠自己的学术训练和勤勉努力。梁
门第三位院士是梁启超最小的儿子梁思礼（火箭专家）。他是梁启超晚年所得之子，最受钟爱，被任
公爱称为“老白鼻”（英文baby的谐音）。但在梁思礼不到五岁的时候，任公年仅五十六岁就因病去
世了。梁思礼几乎完全没有靠他父亲的庇护，而是在他姐姐和姐夫的资助下出国留学，以勤工俭学的
方式完成了学业。梁启超是有宽胸襟、大见识的人。他的一生非常的短暂，就任公的才学、影响、贡
献和品格来说，这么短的一生实在太让后人扼腕叹息了。但就是这么短的一生，他给后人留下的却是
足以再影响几代人的精神瑰宝。就我个人的见解，任公足以堪百年来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第一人，也堪
称百年来中国第一完人。有关梁启超的书是值得一读的，包括他的一些著作，和关于他的传记。在我
们学到的历史上，梁启超三个字可能只是一个历史符号，而这个人却是一个极富感情的至情至性的人
。这就像孔子一样，在我们的常识里，孔子是一个死板板的腐朽的牌位，一个毫无生气的文化符号。
但是，稍微读一点最能反映孔子其人的《论语》，就会知道孔子是一个非常温和、亲切、宽容的人，
他是活生生的人，在他的言行里可以感受到和我们一样的常人的情感和情绪，甚至可以看到他和我们
一样的性格弱点。他是一个比我们学问大、比我们胸怀宽、比我们见识高的老师，但他是一个在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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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与我们相通的人，他是一个精神上不平凡的平凡人，我们和他相处，就可以感受到知识和见识的魅
力，就可以使自己提高，接近他的境界，或者甚至在某些方面可以超过他。我的才学不足以评价梁启
超的政治影响和学术贡献，让我景仰的是梁氏的几个人生侧面：第一，梁启超一生洁身自爱，是中国
近代史中最有影响的人物里极少数没有政治污点的人。他后期不愿从政，甘愿退到学术界专心教书、
做学问、做文化事业。从他给子女的家书中，可以体会到他晚年心境的从容平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而以他当时的年龄（五十岁左右）正是一般强势人物叱咤风云的人生时期。他在个人品行上也非常
干净，堪与曾国藩相比。当然，帮助他成为完人的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首先，他少年时就成就
了大名，因此他对于身后的名声极为看重，有非常强的“流芳后世”的意识，一言一行都不肯苟且。
其次，他适时地“功成身退”，又去世太早，没有陷入其后的纷乱时局中，也使任公的一生令名不亏
。在中国，确实有“寿者多辱”的现象，如身经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代的周作人，如现在的季羡林
先生。这当然不能完全归咎于个人，而有年龄方面的自然因素和时代环境的因素，但确实是有这种具
有一定规律性的现象。第二，他是一个心态积极的人。正如他自评：“我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
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乐观的。”他退出政坛以后，即将全副精力投入学术和教育中，他
是民国时期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赫赫有名的“四大导师”之一（另三位是王国维、赵元任和陈寅恪）
，培养出很多著名的弟子，并有多种足以传世的学术著作。他在去世前几年还兼任国立京师图书馆和
北京图书馆馆长，做了很多事。单从学术而言，梁氏就是百年内无出其右的学术大宗师，是“开一代
风气者”。他的学术著作至今仍是高校文史类专业的必读经典。他一生保持着一个读书人的习惯和气
质，而毫无官僚和权贵政客的习气。以他的政治经历和地位，如果是别的人，在退出政治后基本上都
是做个“富家翁”和“洋场寓公”，过着百无聊赖的奢侈生活，并且在精神上一般都很萎靡失意。而
他的晚年仍然活得意气风发、光彩照人，非常了不起。从他给子女的家书中就可以感受到他发自天性
的对学术的兴趣和从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第三，他是一位足以堪称“父亲楷模”的近乎完美的好
父亲。他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孩子们的感情“十二分的热烈”。在这一点上，他与后来的另一
位对现代中国影响巨大的胡适不同。胡适也是一个极富于感情的人，也是一个具有极强的读书人气质
的人，也是一个洁身自爱的人，但胡适对自己孩子所起到的作用则远远不如任公，胡适的通达和睿智
几乎完全没有用到教育子女上面。梁启超是一位开通随和的父亲，他对子女们的感情深厚真挚，与子
女们相处时情趣盎然。在他写给孩子们的家书里，字里行间流溢着浓厚的慈爱和亲密。他与子女们谈
学问、谈做人、谈修身、谈励志、谈前途，同时也坦率地向子女们陈述自己对事、对人、对己的种种
想法和态度，也轻松地畅聊家常，谈家务。他在子女面前是一位温厚而乐观的长辈，是一位坦陈心迹
的忘年朋友，是一位集天份、学养和阅历于一身的智慧导师，更是一位尽职尽责、春晖无限的好父亲
。在做父亲这一点上，不妨提一提比梁任公更早的另一位好父亲曾国藩。虽然曾、梁所建立的功业看
似不同，但他们的内在人格品质有极多相似之处。就做父亲这一点，曾、梁两人更为相近。从表面上
看，曾国藩是更符合中国传统教育观念的好父亲。由于时代思想的差异，曾国藩教育子女以严、以规
矩为主，但深入地读曾氏家书，就能体会到他其实是一位“外严内慈”的好父亲。就清末而言，曾国
藩的为父之道是极为开明的，非常超前于他所处的时代。他的儿子们不需要通过科举进身，而是可以
通过父亲的“荫功”进入仕途，曾国藩就鼓励和引导曾纪泽摆脱八股时文的局限，不可死读诸经，要
多读有益的书，读书多从修养和见识着眼。曾国藩发现曾家历代体质较弱，他时时不忘提醒儿子不可
读书过苦，要注意调剂和保养身心。曾国藩还鼓励两个儿子学习在当时为读书人所不屑的“西学”（
自然科学），曾纪泽因此通晓西学特别是数学，还懂得英语，小儿子曾纪鸿最后没有走仕途，而是成
为了近代有名的数学家。他反复要求儿子们不做纨绔子弟，不靠父亲的权势，要自己长本事，踏实做
人。曾国藩家书中的许多内容很自然与当今的时代不太相合，但他的教育原则直到今天都仍然是先进
的，是行之有效的，是堂堂正正的。发自最深切的父爱的教育，都能够超越时代的种种局限，而具有
本质上的一致性。父亲是一生的导师，这在梁启超身上有最完美的体现。他把自己的人生智慧，把自
己做学问和立事业的心得都一一向子女们传递。他利用自己的财力和人脉资源，为子女们求学和就业
铺平道路（梁启超的家产主要来自他的著作版税和他担任各种学术职务和社会职务的酬劳）。这些使
他的子女们的成长有了一般人难以相比的优越条件。同时，他之所以堪称好父亲的最重要的一点是，
他以身作则地教育子女成人，教育子女自我磨砺、自强自立。他注重培养“寒士家风”，他教育儿女
们磨炼人格不应限于艰苦环境，也应在优越的条件下自励。任公一生勤勉自律，性格坦荡，是一个至
情至性的“性情中人”，他对子女们谈的，就是他所秉持和奉行的，因此，他娓娓道来的人生至理，
就不仅仅是成人和成才的正理和正途，而且也会时时给后人以精神上的、心灵上的感动和激励。父亲

Page 10



《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

是一生的导师，在梁启超最小的儿子梁思礼的人生经历中也有最完美的体现。不到五岁就失去父亲的
庇护的“老白鼻”，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代有贡献的科学家。梁启超的子女们的人生道路是各不相同
的，成就也不一样，但无不“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贯穿于这父子父女两代之间的精神力量真
是太令人神往了。梁启超“笔端常带感情”，他的文字，明快爽朗，感情充沛。他的家书，看似信笔
写就，实则灌注了他的天赋才情、他的深厚学识、他的丰富经历和他的父爱深情，再加上任公的意识
深处“完人”的自律（下笔一丝不苟，他的每篇文字其实都是他自己准备传诸后世的），其实是一篇
篇言辞优美、意蕴深长的好文章。任公是文字和言辞的神手，他的文章和演讲在清末民初影响了从知
识界到社会平民的整个中国。有一位好父亲，是人生最大的幸运。同时，人要努力地自我成长。而多
读好书，就是自我成长的重要助力之一。从好书中，我们可以接近那些因为时间而与我们相隔的伟大
心灵，可以接触那些不平凡的智慧，可以看到人能够怎样地超越自己，在平凡中实现不平凡。这几年
来，我心里越来越强烈地浮起一个愿望：希望我们家中的孩子们都能成为对社会、对家庭都有特别的
意义的人，不仅成为“知识的生产者”，而且成为“积极价值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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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的笔记-第144页

        我替你们打算，到英国后折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欧极有特色，市政亦极严整有新意，（新造
之市，建筑上最有意思者为南美诸国，可惜力量不能供此游，次则北欧特可观。）必须一往。由是入
德国，除几个古都市外，莱茵河畔著名堡垒最好能参观一二，回头折入瑞士看些天然之美，再入意大
利，多耽搁些日子，把文艺复兴时代的美，彻底研究了解。最后便回到法国，在马赛上船，（到西班
牙也好，刘子楷在那里当公使，招待极方便，中世极近世初期的欧洲文化实以西班牙为中心。）中间
最好能腾出点时间和金钱到土耳其一行，看看回教的建筑和美术，附带着看看土耳其革命后政治。（
替我）[关于这一点，最好能调查得一两部极简明的书（英文的）回来讲给我听听。]

2、《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的笔记-第42页

        你本来有些音乐天才，能够用点功，叫他发荣滋长最好。姊姊来信说你因用功太过，不时有些病
。你身子还好，我倒不十分担心，但做学问原不必太求猛进，像装罐头样子，塞得太多太急，不见得
便会受益。我方才教训你二哥，说那‘优游涵饮，使自得之’，那两句话，你还记着受用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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