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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有涯愿无尽》

内容概要

《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自述文录》大抵是由梁漱溟先生生前关于自身生平的文章辑录而成。先生自
谓问题中人，且将其穷毕生之力孜孜探求的问题归诸为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在《我生有涯愿无尽:梁
漱溟自述文录》中，先生细腻坦诚的笔触之下，其披沥此心艰难跋涉于探求社会、人生两大问题之解
决的征途上的躅躅身影清晰可见；而先生九十多年人生轨迹中自学之历程、情感之所依、思想之嬗变
以及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之社会实践等等诸多方面也纤毫毕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从而为了解和研究中
国最后的大儒梁漱溟先生的人生经历、学术思想以及生活情操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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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有涯愿无尽》

作者简介

梁漱溟（1893-1988），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社
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原名焕鼎，自寿铭。曾用笔名寿民、瘦民，后以淑溟行世。祖籍广西桂林
，生于北京。1911年加入同盟会京津支部，并任《民国报》编辑兼记者。1916年任南北统一内阁司法
总长秘书。1917-1924年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1929年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并
接办北平《村治》月刊。1931年与梁仲华等人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抗日战争爆发后，先
后任最高国防参议院、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为促进团结抗日，参与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
，1941年该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委兼同盟机关刊物《光明报》社长，1946年任该同
盟秘书长。1950-1980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此后任全国政协常委及宪法修改委
员会委员、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主要著作有：《印度哲学概论
》（1919）、《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19）、《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1）、《乡村
建设理论》（1936）、《中国文化要义》（1949）、《人心与人生》（198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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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有涯愿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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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有涯愿无尽》

章节摘录

　　我的自学小史上，正映出了五十年来之社会变动，时代问题。倘若以我的自述为中心线索，而写
出国最近五十年变迁，可能是很生动亲切的一部好史料。　　就以人生问题只烦闷不解，令我不知不
觉走向哲学，出入乎百家。然一旦于人生道理有所会，则亦不复多求。假如视哲学为人人应该懂得的
一点学问，则我正是这样懂得一点而已。　　人之所以有学问，恰为他善于发现问题，任何微细不同
的意见观点，他都能觉察出来，认真追求，不忽略过去。问题是根苗，大学问像是一棵大树，从根苗
上发展长大起来；而环境见闻（读书在其内）、生活实践，则是它的滋养资料，久而久之自然蔚成一
大系统。　　我实在没有旁的，我只是好发生问题?D?D尤其易从实际人事上感触发生问题。有问题，
就要用心思；用心思，就有自己的主见；有主见，就从而有行动发出来。外人看我像是在谈学问，其
实我不过好用心思来解决我的问题而已，志不在学问也。　　1938年我访问延安。⋯⋯曾与毛主席会
见八次，其中两次作竟夜谈。关于对就中国的认识，意见不同，多有争论。但他从敌友我力量对比、
强若转化、战争性质等分析入手，说明中国必胜、日本必败问题，令我非常佩服。　　我始终不是学
问中人，也不是事功中人。我想了许久，我是什么人?我大概是问题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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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有涯愿无尽》

精彩短评

1、誠實面對自己
2、我只喜欢看梁先生前部分讲的为人为学，至于政治，不是不感兴趣，是感兴趣了也很无趣，现在
这般模样，心凉。
3、只读了一点
4、会读书的人说话时，他要说他自己的话，不堆砌名词，亦无事旁征博引；反之，一篇文里引书越
多的一定越不会读书。抗战之事多已，吾自当一介凡人。
5、通过比较它们那一代人的成长可以更好寻找当今社会不少问题的症结
6、佩服
7、翻过

8、没看完。。。
9、算是梁先生的一本自传吧！
10、好老头。
11、被大叔缴了。。
12、整理的文集，值得一读.
13、知行合一，儒家典范。
14、梁漱溟的自传写的最好！
15、虽然老先生的重点是他多么为国家操劳，但只有悼亡室黄靖贤夫人一篇最好，真是道出了人生的
苦，又道出了这苦的来源，大多是自以为是。
16、大师的一生，比老舍那个我这一辈子差不了多少，更比胡适那个浪费了的天才好多了....
17、书的前面关于做学问，读书，做人的内容给了我良久的感受，梁漱溟个人的人格魅力却能感染人
，谦虚谨慎。人生的“逐求，厌离，郑重”三重态度给人重要的文化类型分析的启示。
18、这个世界会好么？
19、老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感动。值得一读。
20、令人自省的同时向往那个时代，数不清的姑娘们，无尽的舞会和喝不完的美酒。
21、这本书我是真的从头到脚都仔细地看过了。这书很真实也很真诚，这个叫做梁漱溟的人可能不是
什么大作家，但他真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他的一生，在我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在读他这本书的
时候，觉得心里很平和，仿佛获得了一些力量。我愿把他比作大树，一种有根基的有岁月沉淀的有生
命力的东西。好一句问题中人，我也是问题中人，可我没能获得梁先生那般的成就？为什么，因为我
没有足够的毅力与行动力。三分钟热血，做事半途而废。虽然也发愿要学习，但每每迷失于各种无意
义的追问和懦弱的发呆，时间就这么流逝了，我急啊，心里急得慌啊，却并不知道，其实，我只要静
下心来，去做事或者学习，事情就能得到解决。虽然一时不能解决，但长期下去，愚公移山，总能在
某一刻豁然开朗，这就是我受到的启发。梁先生一生都在琢磨问题，一颗赤子之心保留到最后一刻。
22、这老头我蛮喜欢！
23、是读得懂的人们的精神好书！先生的每一本书都是好书！当然，这个“好书”的界定是有前提的
——那就是“读得懂的人们”！非一般的欣赏先生对佛、儒的分析、认识和见解！许久没有遇到可以
让我思考的书了，先生的书——包括《这个世界会好吗？》都唤醒了我沉睡的思考力，及时地让我的
脑筋转弯、找到方向！！真的很重要！大家看完先生的书，就知道这个感慨的得来了！！
24、受益匪浅，尤其是关于做学问及思考方面
25、通过梁漱溟先生的心路历程拷问自己内心的追求
26、没想象中的好
27、广西师范大学版
28、人生问题，与社会改造，大概是梁老的一生，长寿的一生。
29、言语真诚，不浮夸，不做作，想来文学大家都不屑于借华丽的词语堆砌来博人喝彩的吧。
30、「学术天下公器，忠于学术即吾所以忠于先生。吾不敢有负于四十年交谊也」读来动容
31、这种出世的态度未免有些消极 在我看来是这样
32、先生的一生真是变化无常一词的真实写照，个人思想、信仰、诺言几度变更，唯独从一而终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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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有涯愿无尽》

是爱国之心。在那个多方纷争的时代背景下坚定信念为国家奔走既天真又伟大，无论成败得失，先生
也算是一代纵横家了。他若没那么自负怕也做不到如此，这些文章无论内隐何种意味都很坦诚，只是
文字比较枯燥，读来有如报告文件。尤其是第三辑，对政治毫无兴趣的我每阅必瞌睡。
33、先生的人生态度是多么庄重虔诚,又不乏真诚(如反省对妻子的态度还痛哭一夜),是真正按儒家的精
神来规范自己人生的。敬佩!
34、梁漱溟先生被称作最后的大儒，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之一。24岁已进入北大教授印度哲学，后致
力于乡村改造，也热心政治，是民盟创立者之一，对于中国革命有自己独立主见，建国后留在大陆，
曾在政协会议与毛主席激烈争辩。
35、不喜欢
36、梁漱溟在这本书里说，他少年时吃素，想出家，还有手淫的毛病。
37、大家之音，然内容多有累复，且可读性着实不高，大部篇幅几似日志。
38、对于梁先生，先前看过几本有关于他的传记。对于其在人生，在国家问题的思考是有触动的，而
其耿直更让人敬佩。这本自述，尤其是“我的人生态度”一辑，发人深省。像梁先生自己所说：我并
不是一个学问家，我只是有问题，并去思考了而已。而我的问题在于对人生，对生活，对自身的思考
。故而其余各辑并无仔细阅读。
 总的来说这本书对于想了解或初步了解梁先生的人来说，无疑很好。
39、同感
40、“有关于药物学、内科学、病理学、诊断学等著作十数种之多，我尽购取闭户研究。”这是有多
博学T.T  
41、释迦牟尼富贵之极，为何还要出家修行？因为他无法解决人类的痛苦。读了此书，方叹，虽然又
过去了几十年，科技进步，世间万变，根本的思虑还是那些
42、佩服先生是問題中人！
43、老先生是糊涂的，也是清醒的，是天真的，也是认真的，他的无奈确实都汇成了这本书的名字。
同时，他在国共两党中奔走的那些经历也让我认识到：那年代我党坐江山真心是件必然的事情，第三
条道路走不通。
44、大师的品格
45、作者年轻时常常忍不住手淫；梁先生是有独立思想的人。
46、一切有定数，但又非百分之百者，盖在智慧高强的人其创造力强也。一般庸俗人大都陷入宿命论
中矣。书名取的真是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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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有涯愿无尽》

精彩书评

1、1939年，梁寻访敌后六省，感叹民众之顺从，而已发现日本军力不足，以山东为例，只有2万左右
日军，居然可以在国共部队夹杂中控制山东。国共之间只无法合作已经非常明显。 1943年黄仁宇在云
南，投笔从戎， 领月薪12块半，发现何应钦主持下的征兵工作之烂，无以复加，1000人捆绑上路，病
死1大半，逃亡一小半，到了军队，只有10分之一，且多是瘦弱愚笨之类，月薪10块，随着法币快速贬
值，当兵也吃不起饭， 而山贼出价7000收机枪，和士兵40年军饷，军中故多卷械潜逃之辈。这就是当
时的中国，如果没有这些数字，我们不会对时局有更理性的认识。
2、梁漱溟老先生的固执，从其文章就可以看出来，只跟从自己的心性，凡事力求做到问心无愧，遇
到一些“尴尬事情”反而不退步，友人比他还担心。其人认真于学术，成就众所周知，热心于社会改
造，恰逢民族自救和解放，且做且想，终活到八十年代，稳坐大家级别。
3、梁漱溟老先生的固执，从其文章就可以看出来，只跟从自己的心性，凡事力求做到问心无愧，遇
到一些“尴尬事情”反而不退步，友人比他还担心。其人认真于学术，成就众所周知，热心于社会改
造，恰逢民族自救和解放，且做且想，终活到八十年代，稳坐大家级别。
4、《我生有涯愿无尽》是梁漱溟自述文录，大抵是由梁漱溟生前关于自身生平的文章辑录而成。内
有六辑，分别为：我的自传，我的人生态度，我的主要经历，怀念师友，思念亲人及家书选录，暮年
有感。书名取自他送友人的一联：“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这一联颇能表现出梁漱溟
一生的抱负。梁漱溟一生颇具传奇。六岁启蒙，但不懂穿裤；中学毕业，但执教北大；城市出生，但
执着乡村；一代大儒，但不忘向佛。正如梁漱溟自己在86岁时所写的那样：老来回忆此一生多有非自
己早年意料之事。例如少年时向往事功，视学问若不足尚，尤厌弃哲学玄谈，而今结果恰得其反。儿
时既未曾诵习儒书旧籍，比及少壮且视中国文化如无物，信有如《思亲记》中所说“语及人生大道必
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者，乃不料中年而后卒有《中国文化要义》之作，深入浅出，
精辟而周详，为学术界此一研究奠基开端。再如我年未及冠，志切出世，决定一身清净矣，未料年近
三十，竟尔娶妇生子，且丧偶之后又续婚焉。乍看起来，一若忽彼忽此，率尔行动者，而不知沉思熟
虑是吾生性，其审决于衷者固非外人想象所及也。而今追忆往事，只有叹息命运播弄人耳。有点意思
吧，梁漱溟到老终于体会到了：命运总是玩弄人的理想，或者说人总是屈服于命运。不过，漏鱼之网
观梁漱溟先生一生，虽有不少磨难，但整体上命运总算还是相当眷顾的。于事功，梁漱溟建国前曾任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书长，建国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于学问，梁漱溟著《印度哲学概论》、《东西
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无愧于“中国最后一
位儒家”的大名。一个入世的学者，一个和老毛同年出生，一个能当众顶撞老毛，一个在“批林批孔
”中坚决不批孔子，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人，居然活到95岁高龄，比老毛活得还
要长12年，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吧。大约如梁漱溟自己所言的那样：“一切有定数，但又非百分
之百者，盖在智慧高强的人其创造力强也。一般庸俗人大都陷入宿命论中矣。”梁漱溟先生当然属于
智慧高强者。
5、梁漱溟好学深思，不苟同，无论做学问还是从事社会活动，都能率真从事，从切实的人生和社会
问题出发，因而对中国问题及出路皆能有自己独树一帜的看法。特别是其乡村建设理论，到目前为止
，仍对其价值缺乏足够的重视。书中，梁先生对中国问题特殊之处的分析，仍然发人深省。梁一再地
强调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反对照搬西方和苏俄。在他看来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2个方面：1、政
治历史背景：A.自秦汉以来，中国国家融于社会之中，没有构成阶级统治，是一治一乱的循环。B.中
国的革命思潮是由外部引入的，并非是自然发展而来。2、文化：A.中国人的四大缺乏：缺乏公共观念
（包括国家观念）、缺乏纪律习惯、缺乏组织能力、缺乏法治精神，一切缺乏总归于集团生活缺乏
。B.秩序。中国剥削虽在，但阶级却以化为职业而散；同时社会关系一切形诸于伦理，掩盖了矛盾。
因此维护社会秩序主要靠的是礼俗而不是法律。社会秩序有文武两个方面。文的一面就是宗教、道德
、礼俗、法律，这是以理服人；但是单靠这些还不够，必须有武力作后盾强制以行。中国的社会秩序
主要依靠的是道理说服，武力强制方面的少。自古就以道德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其文化在人心中
的影响力比西洋封建社会中人远为深厚，有根。梁坚信：有秩序的剥削胜于无秩序的破坏。C. 文化失
调，价值观混乱。
6、梁先生自幼体弱多病，年长后反强健超众，非仅茹素之功。我的理解，他很注重养心之道，所谓
心气壮才可坦然处事。我自己的体会，心无忧虑方能睡得安稳，否则絮事萦怀，竟夜不眠，精神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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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有涯愿无尽》

，面色苍白。梁先生说自己少年时有斫丧身体之恶习，三十以后，遗精、痔血、胃病，脚气，同辈多
见之病，他一样也无。俗话说三十以前人找病，三十以后病找人。梁先生的例子，是传统养生之道的
生动说明。他素食、寡欲，晚婚，虽经磨难，依然康健。我觉得更要紧处，还是心情上的畅达，这个
畅达，是自己想通了之后的畅达，不是故作矫情的畅达。“胸中有一股清刚之气”，他反复提儒家乐
以忘忧，说这个乐字，极有意思。看他训子侄，亦不外为己尽性之学。他的那封信被多次征引，太强
调他狂妄的一面，以道统自许的一面，却疏忽了他的性命之学，轻狂之人，岂能处变不惊，“若无其
事”？“物来顺应”的修养，是水磨的功夫，原其起因，他少时同学中有一郭圣人，循循善诱以“惟
先看得淡，乃至无动于衷，方能大无畏，才能任事”之理。有人跟我提过“惟极冷静能极热烈”，大
概也是这个意思。这种修身的功夫，不可须臾或离，后来他与人共学，订有“朝会”制度，我想用意
也是在此。“学问必自己求得来者，方才切实有受用。”他由苦乐问题而入佛学，又由厌离转为郑重
。姑不论厌离态度是否佛法真谛，学问于他，已切实到极处。二十信佛则茹素不婚，三十转儒则马上
娶亲，知行合一到这种程度，难怪他会推崇王阳明。按梁先生书中所说，从他而学者，不少是因人生
问题烦闷，甚至欲自杀者，现在社会进步，然而人心与人生问题，仍然值得留意。
7、我生有涯愿无尽，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的实践者，以天下苍生位己责，敬仰。但若评价印度哲学和
老释两家的精华主旨，梁漱溟可能把握不住主旨（恕在下冒昧），这属于不同层次的人生境界。像隋
朝的王通，明朝的王阳明就能融会贯通。梁先生太实际了，太把百姓的苦乐当真了，缺乏对玄虚与实
相的领悟。《金刚经》最后的偈子“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如
是，如是，如是！！！！！
8、“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式人物。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政治、伦理、反思和认识集
于哲学家一身，在他那里，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开的一体。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他本人是实行
他哲学的工具。⋯⋯在认识上，他永远在探索；在意愿上则用在行动或者试图行动。⋯⋯在他那里，
哲学从来不单是一个提供人们理解的观念模式，它同时是哲学家内心的一个信条体系，在极端的情况
下，甚至可以说就是他的自传。”（金岳霖：《哲学研究》） 梁漱溟大概就是金岳霖所说的这种极端
。他所倡导的新儒学，不是历代以来典章制度下的孔教，也不是脱离制度与现实，紧紧抽离出其精神
层面坐而论道的理论构建，而是指一种真诚恳切以立身，光明坦荡以感人的生活之学罢了。如果对他
的这种诚与直追本溯源，从近处看，大概是来自其父梁济。一九一八年的某天，父亲与他谈起欧战的
一则新闻时说“这个世界会好吗？”他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
！” 三天后，梁济投湖自尽。梁济在遗书中解释他的身殉：虽曰殉清，却并非以清朝为本位，而是以
幼年所学为本位。从此梁漱溟背负了其父未完成的使命，之后特立独行的一生正如启功在给他的挽联
所述：绍先德不朽芳徽，初无意，作之君作之师，甘心自附独行传。愍众生多般苦谛，任有时，呼为
牛呼为马，辣手为留兼爱篇。 从远处看，他的诚与直便来自所谓的天性吧。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无
时不在问题中，无时不用心去解决问题。不肯随意，不肯不妥当，因为用了心，思考得又周密，于是
就有了行动，从行动而有心得，积心得而为主见，从主见更有行动。由此得出的结论对于自己自然极
为宝贵，也就养成惊人的自信心，不轻易因别人的反对而动摇。他这种自信表现在他的文化的学说上
就是第一次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经过批评改造依然能够复兴，表现在他的乡村建设上便是“知其不可为
而为之”的实践。这样的自信难免受人非议，被视为是固执或者迂阔。但是他见得到，说得出，信得
及，做得真。那些坐而可言，言之玲珑剔透，富有逻辑，辩证统一之流的意见自然是很入他耳的。 他
在晚年总结到自己从十四岁时开始致力于两个问题：人生问题（人为什么活着）和中国问题（中国向
何处去）。最初主张君主立宪，旋即参加革命。民国成立，却要信佛出世。民国十三年不肯在北大继
续任教，要办新教育。民国十八年后，实践其乡村建设的主张。抗战期间，前往香港创办《光明报》
。抗战结束后为和平奔走半年，之后回北碚一心办文化研究机构。建国后遭遇“廷争面折”，闭门著
书。文革时同“主流”唱反调。改革开放后年逾九十还要担任中国文化书院主席，为国外学者答疑，
弘扬国学。 纵观其一生时劳攘奔走，时退处静思，动静之间，三番五次不止。动是因为中国问题占了
上风，静是因为人生问题占了上风。在他看来，这两个问题是不可分割的，中国问题的最终解决不能
离开国人的生命问题而孤立地进行，它必须以个体生命的安顿和精神有所寄托为前提，其成名作《东
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核心便是试图解决中国的历史变革与人生价值认同的协调问题。正因此，才能动
不盲动，想不空想，免于世俗浅薄。 明明是时代的发展跟不上他，人家却说他跟不上时代，于是不幸
地成了另一时代夹缝的悲剧。然而将儒家的入世与佛家的出世，自身的欲求与中国的出路，西方的民
主与中国的传统本真地吸收融合在一起却又摆脱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应帝王”和“缺少参与意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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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人格”的劣根性，体现着文化多元和人格独立的进步精神——这在百年来那些自认为掌握了真理
的英雄豪迈者身上何曾见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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