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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浦图荐书“国学大师系列”介绍梁漱溟先生的优秀著作。

梁漱溟（1893-1988），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

学大师，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

称。梁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主要著作有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一
人们常常爱问：人生有不有目

的？有不有意义？不知同学们对于

这一类的问题想过没有？如果想过，

其答案为何？要是大家曾用过一番

心思，我来讲这问题就比较容易了，

你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地了解我的话。

我以为人生不好说目的，因为目

的是后来才有的事。我们先要晓得什

么叫做目的。比如，我们这次来兴安，

是想看灵渠，如果我们到了兴安，而没

有看到灵渠，那便可以说没有达到目

的。要是目的意思，是如此的话，人生

便无目的。乘车来兴安是手段，看灵

渠是目的，如此目的手段分别开来，是

人生行事所恒有。但一事虽可如此

说，而整个人生则不能如此说。

整个宇宙是逐渐发展起来的。

天、地、山、水，各种生物，形形色色慢

慢展开，最后才有人类，有我。人之

有生，正如万物一样是自然而生的。

天雨、水流、莺飞、草长，都顺其自然，

并无目的。我未曾知道，而已经有了

我。此时再追问“人生果为何来？”或

“我为何来？”已是晚了。倘经过一番

思考，决定一个目的，亦算不得了。

以上是讲人生不好说有目的，是

第一段。

二
人生虽不好说有目的，但未尝不

可说人生有其意义。人生的意义在

哪里？人生的意义在创造！

人生的意义在创造，是于人在万

物中比较出来的。

宇宙是一大生命，从古到今不断

创造，花样翻新造成千奇百样的大世

界。这是从生物进化史到人类文化

史一直演下来没有停的。但到现在

代表宇宙大生命表现其创造精神的

却只有人类，其余动植物界已经成了

刻板的文章，不能前进。例如稻谷一

年一熟或两熟，生出来，熟落去，年年

如是，代代如是。又如鸟雀，老鸟生

小鸟，小鸟的生活还和老鸟一般无

二，不像是创造的文章，而像是刻板

文章了。亦正和推磨的牛马一天到

晚行走不息，但转来转去，终归是原

来的地方，没有前进。

到今天还能代表宇宙大生命，不

断创造，花样翻新的是人类；人类的

创造表现在其生活上、文化上不断的

进步。文化是人工的、人造的，不是

自然的、本来的。

总之，是人运用他的心思来改造

自然供其应用。而人群之间关系组

织亦随有迁进。前一代传于后一代，

后一代却每有新发明，不必照旧。前

后积累，遂有今天政治经济文物制度

之盛。今后还有我们不及见不及知

的新文化新生活。

以此我们说人生意义在创造，宇

宙大生命创造无已的趋势在动植物

方面业已不见，现在全靠人类文化来

表现了，是第二段。

三
人类为何能创造，其他的生物为

何不能创造？那就是因为人类会用心

思，而其他一切生物大都不会用心

思。人生的意义就在他会用心思去创

造；要是人类不用心思，便辜负了人

生；不创造，便枉生了一世，所以我们

要时时提醒自己，要用心思要创造。

什么是创造，什么是非创造，其

间并无严整的界限。科学家一个新

发明固然是创造，文学家一篇新作品

固然是创造，其实一个小学生用心学

习手工或造句作文，亦莫非创造。极

而言之，人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亦莫

不可有创造在内。不过创造有大有

小，其价值有高有低。有的人富于创

造性，有的则否。譬如灵渠是用了一

番大的心思的结果，但小而言之，其

间一念之动一手之劳亦都是创造。

是不是创造，要看是否用了心思；用

了心思，便是创造。

四
创造有两方面，一是表现于外面

的，如灵渠便是一种很显著的创造。

他如写字作画，政治事功，种种也是

同样的创造。这方面的创造，我们可

借用古人的话来名之为“成物”。还

有一种是外面不大容易看得出来的，

在一个人生命上的创造。比如一个

人的明白通达或一个人德性，其创造

不表现在外面事物，而在本身生命。

这一面的创造，我们也可以用古人的

话来名之为“成己”。换言之，有的人

是在外成就的多，有的人在内成就的

多。在内的成就如通达、灵巧、正大、

光明、勇敢等等说之不尽。但细讲起

来，成物者，同时亦成己。如一本学

术著作是成物，学问家的自身的智力

学问即是成己；政治家的功业是成

物，政治家的自身本领人格又是成己

了。反之成己者同时亦成物。如一

德性涵养好的人是成己，而其待人接

物行事亦莫非成物。又一开明通在

的人是成己，而其一句话说出来，无

不明白透亮，正是成物了。

五
以下我们将结束这个讲演，顺带

指出我们今日应努力创造的方向。

首先要知道，我们生在一个什么

时代。我们实生在一个特殊的时代，

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就整个人类来

说，是处在一个人类历史空前大转变

的时代，也可以说是文化需要大改造

的时代。而就中国一国来说，几千年

的老文化，传到近百年来，因为西洋

文化入侵叫我们几千年的老文化不

得不改造。我们不能像其他时代的

人那样，可以不用心思。因为我们这

个时代，亟待改造；因为要改造，所以

非用心思不可。也可以说非用心思

去创造不可。我们要用心思替民族

并替人类开出一个前途，创造一个新

的文化。这一伟大的创造，是联合全

国人共同来创造，不是各个人的小创

造、小表现，乃至要联合全世界人共

同来创造新世界。不是各自求一国

的富强而止的那回旧事。

我们生在今日谁都推脱不了这责

任。你们年轻的同学，责任更多。你

们眼前的求学重在成己，末后却要重

在成物。眼前不忙着有表现，却必要

立志为民族为世界解决大问题，开辟

新文化。这样方是合于宇宙大生命的

创造精神，而实践了人生的意义。

3 年前即 2010 年本书首次问世，

可至今没有“前言”或“后记”。现在

想来，有些须介绍或交代的话还是不

宜略而不谈，何况现在又将再次加

印，正可借此机会增补上去。

现在即就至今尚未收入《梁漱溟

全集》的《社会演进上中西殊途》（第

二辑）与《发挥中国的长处以吸收外

国的长处》（第三辑）两篇文字，作些

介绍与说明。

先说《社会演进上中西殊途》（以

下简称《中西殊途》）。此文于1942年

5、6两月在《思想与文化》杂志（成都）

上连载，是为首次发表。1944年9月，

又由中周出版社（重庆）以单行本的形

式出版发行。这都是抗日战争中日本

投降前两年的事，距今已70年了。

香港脱险后，1942 年 2 月初梁老

回到桂林；1944年9月因日军由湖南

入侵广西，又离桂林避难昭平；计息

影桂林前后约两年半。在这段岁月

里，他为奔走国共合作抗敌及民盟工

作已暂时退居次要位置，而讲学与撰

写已成为其生活的主要内容；撰写又

以与《中国文化要义》有关的文字工

作为主，付出的时间与精力亦以此居

多。依此来看，《中西殊途》即写于初

至桂林之时是极为可能的。

从《中西殊途》标题看，其内容主

旨已清清楚楚：由于中西两方社会演

进路途的殊异，其结果——形成的社

会组织结构，也明显不同。

据以上笔者对《中西殊途》有关

情况两三年来的考查结果来看，现在

收入本书不过是首次发表约70年后，

又重新发表。可是首次发表于战乱

年代中，能见到它的，恐极为有限。

即是梁老本人，是否曾见到发表它的

书刊也无从考究了。因 1996 年于上

海图书馆发现此文单行本时，全集已

出完，故《中西殊途》至今尚未收入

《梁漱溟全集》，所以现在重新发表，

对读者来说犹如首次发表了。读者

对《中西殊途》一文给予较多的关注，

或与此有关。

现在再说本书第三辑，即《发挥

中国的长处以吸收外国的长处》，其

内容一如标题之浅显易晓，无须赘

述。应说明的是，它本是1949年梁老

在北碚的一次讲话的记录，曾由北碚

管理局以单行本小册子印行。

至于本书第一辑《中国文化之精

神》，其 中 多 选 录 自《中 国 文 化 要

义》。所以总览全书一二三辑，其中

心就在于从多方面（如宗教有无、民

族精神、阶级之隐显、国家不像国家、

缺乏政治上民主、详于人事而忽于物

理——科学，等等）阐明老中国社会

之特征——以伦理组织社会。

认识老中国，方能建设新中国；

而认识老中国社会特征之必要，不言

而喻。

最后，讲一下梁老有一次接受记

者访问的事。

1988年5月17日，在协和医院的

一间病房里，卧病在床的梁老接受来

自台湾的一位记者采访。她是《远见

月刊》的尹萍女士。因病人已极度虚

弱，谈话极简短，其内容如下：

尹女士：梁老愿不愿对台湾青年

说几句话？

梁老：要注意中国传统文化……

可读我的《中国文化要义》。

尹女士：梁老对中国的未来有何

期望？

梁老：要顺应时代潮流。

访谈至此结束。梁老此生最后

一次答记者问（此次答记者问后的第

37 天——6 月 23 日，梁老即与世长

辞），他所说的这两句话：“注意中国

传统文化”，“顺应时代潮流”，值得我

们深思。

这两句话，似为中国今后的发展

指明了一条合情合理的走向。按此

走去，中华民族的自救、中国国家的

振兴将会因此而较顺利地实现？

姑且将笔者个人一些所知、所见

及所感，写出如上，作为本书又一次

加印的代序。

梁培宽于北大承泽园

2013年4月1日

时年八十有八

（本文有删节）

好书拾遗

在梁漱溟身上看见了甘地。

——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

梁漱溟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

家。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是构思宏大的社

会改造试验，尝试将西方现代化的优点与中国文化

的优点融合起来，为此进行了积极而可贵的探索。

——林毓生

现在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学者专家，为

稻粱谋，有专业精神，但不再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

当。中国社会仍然处在转型期，我们还需要梁漱溟

式的人物。

——许纪霖

精彩书摘精彩书摘

人生的意义

《中国文化要义》
作者：梁漱溟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索书号：K203/3933

《中国文化要义》被誉为中国文化研究和西方文化比
较的经典作品，书中充满着“问题意识”。每个人从少年起
就回避不了的人生意义问题，古老中国在清末以来所遭逢
的民族前途问题，都把梁漱溟引向同一个中国文化。在梁
漱溟看来，中国文化既是这两大问题的根源，也是这两大
问题的解答，关键在于如何来认识这种文化。

之十三之十三

本栏目推荐所有图书均能在浦东图书馆借阅

名人评价名人评价

《我的人生哲学》
作者：梁漱溟
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
索书号：B821/3933-4

《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作者：梁漱溟
出版：商务印书馆
索书号：B1-03/3033

《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是梁漱溟的代表作之一，在当
时的东西文化论战中曾引起思想学术界的重视。自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起，随着海内外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兴起，此
书再度受到人们的注意，并被视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之
作。该书将中、西、印文化概括为三种不同的人生路向：西
方文化是征服自然、改造环境的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
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
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人心与人生》
作者：梁漱溟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索书号：B1-03/3033

《人心与人生》一书是梁漱溟晚年学术思想的集大成
者，是其哲学思想的总结，包含其一生的哲学思想精华。
本书探讨人的本质属性、剖析中西文化差异。此书最吸引
人之处，也是存在最大争议之处，是作者预言人类文化的
前途是西方文化的没落，中国文化的崛起。

《人生的三路向：宗教、
道德与人生》
作者：梁漱溟
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
索书号：B821/3933-2

本书是对梁漱溟关于宗教、道德与人生问题研究的一
次全面梳理。梁漱溟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毕生追
寻人生的真味。他对人性生动立体的剖析和对人生全面
透彻的解读，无不体现了一代国学大师的卓绝智慧；他自
由无束缚的思想和开豁通达的人生观，在近一个世纪后的
今天，仍然闪闪发光，给我们极大的启示。

书序拾贝书序拾贝

《中国文化的命运》
作者：梁漱溟
出版：中信出版社
索书号：G122/3933

本书是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先
生整理编辑的梁漱溟文稿，其中
三分之二是未曾公开出版的遗
稿，时隔70年之后第一次呈现给
读者。内容主要是议论中国文化
的根本精神及其对中国人的民族
性格塑造的影响，并用中西比较
的视角，观察两种文化的根本不
同。本书是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
最有价值的读本之一。

“注意中国传统文化”“顺应时代潮流”（代序）
□梁培宽

本报社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丁香路716号B楼 邮政编码：200135 总机：021-68540066转各部门 广告经营许可证：3101520080003 浦东时报社南汇工作站：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北门大街58号 邮政编码：201300 电话：021-58000312 印刷：上海界龙中报印务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