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漱溟私人书信里的中国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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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伟大导师同年出生而稍长两月
有余$ 亲身经历自晚清至人民
共和国的诸多大事变$ 并参与
其中$ 是思想史和国史研究的
极佳个案% 从去世后第二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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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百年诞辰 $ 山东人民
出版社出齐 &梁漱溟全集 '

!凡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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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更新再版#(

全集收入信函
*#"

件$ 准确地
说$ 这一 )全集* 是 )著作全
集 * $ 而非所有文字的集结 %

随后$ &梁漱溟书信集' !中

国文史出版社 !

!""#

年 # 和
&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 ' !大

象出版社 !

$%%"

年 # 陆续出
版 (

+(!,

年 $ 梁漱溟长子梁
培宽编注 &梁漱溟往来书信
集' !上下两册! 上海人民出

版社#$ 收入往来书信
,-%

件$

以重拾文字+ 再启思考的方式
纪念梁漱溟三十周年祭% 该书
收录梁漱溟与政学两界相关人
士和师友的私人往来书信$ 另
有家书若干( 这些私人书信原
是私人交往之用$ 并无发表之
意 $ 公之于众 $ 不是挖人隐
私$ 反倒呈现出一个真正关心
中国问题的梁漱溟% 中国学问
讲究 )知人论世 *$ )行其所
知* 的梁漱溟手书就挂在梁家
客厅% 结合先前出版的 &梁漱
溟日记' !上下两册! 上海人

民出版社!

$%!&

年#$ 立体的
梁漱溟跃然纸上"""研究者可
以借助日记 !写给自己 #+ 书
信 !写给私交# 和著作 !写给
大众# 理解梁漱溟%

材料既已充沛$ 该如何理
解梁漱溟, )一个人必须有他
的兴趣所在才行$ 不在此则在
彼( 兴趣就是生命$ 剥夺一个
人的兴趣等于剥夺他的生命 $

鼓舞一个人的兴趣便是增强他
的生命 % *!"梁漱溟往来书信

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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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梁漱溟这样教
育孩子$也这样自我要求%他既
非 )学问中人 *$也非 )事功中
人 *$而是 )问题中人 *$一生念
兹在兹的正是人生问题与中国
问题% )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来对
世界人类尽其责任$ 就不能不
从解决中国问题入手% *!同上!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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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按照梁漱溟本人的
指引 $ 我们应当与他一同思
考$ 追随他的问题意识$ 才能
探寻其思想轨迹和生命历程%

未来中国之梦

对于 )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 * 之梦 $ 国人已企望百
年 %

+(

世纪初便有碧荷馆主
人的 &新纪元 ' !

)"+,

年 # +

梁启超的 &新中国未来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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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等作品问世 % 此
后 $ 由帝制而共和 $ 虽然国
民党政权在

%#+,

年形式统一
中国 $ 内忧外患从未停止触
发关心中国问题的人构想他
们 心 中 的 )未 来 中 国 * 和
)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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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梁漱溟在
山东邹平县创办山东乡村建
设 研 究 院 (

%#&+

年 末 $ 应
&东方杂志' )新年号 * 征求
梦想 $ 回信谈及自己的 )中
国梦*-

漱所作未来中国之梦! 乃

十分清楚明白之梦! 换言之即

由脚下向前可以瞻见之目的

地! 现在正自觉地向前一步一

步走" 若来函所云 #大家只是

皱眉叹气! 捱摸各自的生命$!

在我绝无此感% 在我胸中只是

充满了希望和兴趣 " $%梁漱

溟往来书信集&!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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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所言徐徐之业$ 当
为正摩拳擦掌的乡村建设运
动$ 这一运动就是要 )认识老
中国 $ 建设新中国 *% 老中国
遭遇产自欧洲的现代国际体
系$ 传统社会秩序被打破$ 需
要新生$ )中国向何处去* 的
问题困扰当时的先进分子% 针
对当时的诸种新生方案$ 贺麟
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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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迷信武
力的称作 )力治 * !武力建
国 # $ 并 借 培 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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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 识
即力量 * 之语称自己为 )学
治* !抗战建国"学术建国#$

以 )学治* 之 )法治* 取代申
韩式之 )法治 * $ 又能补充
)德治 * !贺麟 ! %抗战建国

与学术建国 &! 载 %文化与人

生 &! 商务印书馆 !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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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 ( 钱 穆 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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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倡 导 ) 学
治 *$ 含义却略有不同"""中
国传统政制以考试拔取学人使

之从政 !钱穆! %政学私言&!

九州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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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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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 但两人显然都认为 )学
术者$ 乃政治之灵魂而非其工
具*% 钱先生也提倡 )乡治*-

夫五口八口之家! 父子兄

弟夫妇之至戚 ! 岂有身既修 !

而闺房之内! 骨肉之亲! 犹有

不齐之理" 故知古之齐家即为

&乡治$ '(中山先生 )建国大

纲*! 亦以县自治成立为宪政开

始! 而县自治之完成! 尤必植

本于农村''今以后将以公耕

合作之新农村! 为建国建政之

水泥钢骨! 庶乎上符传统文化

本源 ! 旁适世界潮流新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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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学人$ 梁漱溟选择乡
村建设$ 因由和方式均与宾四
稍显不同 % 他要以乡村入手
!即不从都市入手#$ 构造新的
组织% 以大小而论$ )中国这
个国家 $ 仿佛是集家而成乡 $

集乡而成国 *% 而家太小 + 国
太大$ 不若乡之大小持中% 以

秩序基础而论$ )乡村秩序原
来就是靠理性维持$ 都市秩序
原来是靠武力维持( 所以从乡
村入手$ 特别适合于理性的发
挥* $梁漱溟! %乡村建设理

论 &! 载 %梁漱溟全集 &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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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无
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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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日军大举侵华 $

梁漱溟与师友团体无法继续在
山东实验乡村建设 ( 时势紧
迫$ 乡村建设的事业淹没在抗
日战争和内战中$ 梁漱溟 )未
来中国之梦* 破碎%

中华民族一新生命

的开端

至
!#*#

年 $ 中国共产党
不仅取得了 )枪杆子 * 的胜
利$ 还取得了 )笔杆子* 的胜
利% !邓野! %联合政府与一

党训政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

$%))

年 # 早在
!#*-

年
&

月$ 梁漱溟再度访问延安% 当
年

,

月$ 吴顾毓意外到达解放
区 $ )得能对中共的谜 * 有
)打破的机会*$ 旋即致信梁漱
溟$ 所述十一条之多$ 逐条对
比国共两党$ 申明中国共产党
必胜之理 !%梁漱溟往来书信

集&!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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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梁漱溟辞去民盟秘书长$ 退出
政界 $ 回到重庆北碚 $ 写作
&中国文化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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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 梁漱
溟致信毛周二公-

外患既除 ! 则事莫大于

建造新中国 ! 完成近百年来

历史文化之大转变! 此其事至

远且大! 贵乎有眼光而甚忌操

切((时局发展至此! 公等责

任至重! 望事事妥慎处理! 勿

掉以轻心! 是则远方朋友如漱

溟者之所叩祷 % $同上 ! 第

//

页'

言辞恳切$ 虽自我定位为
)远方* 之 )朋友*$ 但是对于
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
党而言$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
乐乎 * , 在这样的历史时刻 $

梁漱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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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政协
闭幕 $ 周恩来转交毛泽东信
函 $ 时光荏苒 $

!*

载过去 $

天翻地覆$ 梁漱溟也没有闲下
来"""对他而言 $ )新中国 *

的事业并非就此结束$ 而是才
刚刚开始% 他预告两年来闭门
写作的 &中国文化要义' 一书
行将出版$ 又将续写 &现代中
国政治问题研究 '$ 待完成后
一并提交% 梁漱溟虽然认为这
本书也有不妥之处$)且不合于
时*$但)只给自己人看$不与外
人看也*!同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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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关
心国事$关心世界大局$自是应
当的*$虽然梁漱溟曾教育师友
)纵有言论著作*$)不过聊尽此
心而已$ 不必期其影响如何如
何*!同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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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但)欲洁
其身而乱大伦*!%论语)微子&#

并不可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梁漱溟提议成立中国文化研究
所 !中国共产党成功之内功#$

并想去苏联学习 !中国共产党
成功之外力#$ 均未得应允(随
后接受毛泽东的建议 $ 去老
解放区采风 % 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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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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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星期五 学人
!

专题

!

董成龙

梁漱溟既非!学问中人"#也非!事功中人"#而是!问题中人"#一生念兹在兹的正是人生问题与中国
问题$ !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来对世界人类尽其责任#就不能不从解决中国问题入手$ "按照他本人的
指引#我们应当与他一同思考#追随他的问题意识#才能探寻其思想轨迹和生命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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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致毛泽东(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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