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 梁漱溟才发表北上之后的
第一篇文章 "国庆日的一篇老
实话 #$ %暗自点头承认 $ 这
确 是 一 个 新 中 国 的 开 始 & '

(载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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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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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看到中国共产党的业绩
后! 梁漱溟开始反思自己以往
与中国共产党的不同主张! 逐
渐展开自我批评* 是年! 动笔
撰写 +中国建国之路 (论中国
共产党并检讨我自己)#, 他承
认中国共产党有三大贡献$ 统
一建国! 树立国权* 引进团体
生活 * 透出了人心 , 这其中 !

作为领袖的毛主席作用重大$

中国社会原以农民和知识

分子为两大主要成分! 中国革

命亦即由这两种人而成其事 "

毛主席如只是一个农民而非知

识分子! 或只是一个知识分子

而非农民 ! 均难以领导革命 "

到韶山后乃晓得毛主席实以一

身 而 兼 有 这 两 种 身 份 或 资

格#$$既是真的农民又是学识

丰富的大知识分子 % #!梁漱

溟往来书信集"$ 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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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与人心

新政府使人们过上团体的
组织生活并透出了人心, 根据
漱溟对 %老中国- 的诊断! 这
正是中国新生的关键,

今日中国问题在其数千年

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

溃! 而新者未立& 乡建运动实

为吾民族社会建设一新组织构

造之运动''识得问题所在 !

则知今日非根本上重建一新组

织构造! 开出一新治道! 任何

事不必谈( (梁漱溟$ !乡村

建设理论大纲 "$ !乡村建设

是什么 &"$ 载 !梁漱溟全集 "

第五卷$ 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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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以前的士人! 没有

团体 ! 只有朋友 ! 其原因甚

多! 但根本还在一点) 即中国

士人理性开发! 喜出己见! 从

吾所好 & 而不信仰一个对象 !

与宗教正相反''在中国只能

有志同道合的朋友! 很难有党

团的组织% 然依现在的社会运

动言! 亟需要有组织% 所以现

在组织团体! 一面须合现社会

的需要! 一面又须无背乎中国

人的心理% (梁漱溟$ !谈组

织团体原则 "$ 载 !梁漱溟全

集" 第二卷$ 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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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认识到这一问题 !

便要 %再创中国古人讲学之风
与近代社会运动结合为一 -

(梁漱溟 $ !东西方文化及其

哲学 "( 梁培宽 $ !辑录者前

言 " $ 载 !梁漱溟往来书信

集"$ 第
.

页)! 在二十世纪古
今之变的时刻! 将古代本土优

秀资源和近代西来先进资源结
合为一! 帮助中国人过上团体
生活,

照我意思是要如宋明人那

样再创讲学之风! 以孔颜的人

生为现在的青年解决他烦闷的

人生问题! 一个个替他开出一

条路来去走% 一个人必确定了

他的人生才得往前走动! 多数

人也是这样& 只有昭苏了中国

人的人生态度! 才能把生机剥

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

来! 从里面发出动作! 才是真

动% (梁漱溟$ !东西方文化

及其哲学"$ 载 !梁漱溟全集"

第一卷$ 第
'%"

页)

梁漱溟想通过乡村建设
组建团体未成 ! 也没能起到
真正的作用 , 或者说 ! 唯有
透出人心 ! 才可能真正过上
团体生活 , 梁漱溟完成 "中
国...理性之国 / 后旋即转
入 筹 谋 多 年 的 "人 心 与 人
生 / ! 他自承 % "中国文化要
义 / 一书第七章 "理性...

人类的特征 /- 大致可以代表
"人心与人生 / ! 由此关节可
知 ! %理性 - 一词十分关键 ,

漱 溟 "中 国...理 性 之 国 /

的书名 %本于恩格斯 "反杜
林论 / 中有关理性的言论而
来 -, %理性之最可见者 ! 莫
如 吾 人 之 不 甘 心 于 错 误 - !

%此自觉地向上心最为可贵 -,

梁漱溟所说 %理性 -! 并非西
方 哲 学 中 的 %逻 各 斯 - 和
%逻辑 - ! 而是一种 %情 - ,

%理 智 - 是 %知 - 的 一 面 !

%理 性 - 是 %情 - 的 一 面 ,

%物理 - 的是 %理智 - ! %情
理 - 的是 %理性 - (梁漱溟 $

! 中 国)**理 性 之 国 " $ 载

!梁漱溟全集 " 第四卷 $ 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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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文化以周孔种原

因! 至秦汉而收其果% 特殊的

中国社会结构愈见形成! 人们

头脑心思之用愈向社会人事用

去& 二千年来读书人总在说人

事! 说情理! 偶及物理亦不深

入 ! 不成系统 % (梁漱溟 $

!中国***理性之国 "$ 同上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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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就是 %平静通晓而有
情 - ( !乡村建设理论 " $ 载

!梁漱溟全集" 第二卷$ 第
%!.

页 )! 乡村是理性的 ! 而都市
秩序却被利与力萦绕 (许振

洲 $ !源于生活的自由 "$ 载

!国际政治研究 "

0$$(

年第
%

期$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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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人 生 的 晚 年 (

!"#$

年 )! 梁漱溟还致信转给勉仁
文学院的学生! 认为吾人在世
只当 %谦虚谨慎为人民服务 -

(!梁漱溟往来书信集"$ 第
'.'

页), %谦虚谨慎- 便是 %恕-

(梁漱溟次子 %培恕-! %己所
不欲! 勿施于人-)! %为人民
服务 - 便是 %忠 - (%己欲立

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此
%忠恕而已- 正是 %夫子之道-

(!论语+里仁 "), %忠恕 - 之
间! %恕- 尤为重, %恕- 者
何0 %如心-1 2如人'! 2凡
真能了解自己者! 才能了解他
人* 同样! 了解他人亦即了解
自己之一助也,' (!梁漱溟往

来书信集"$ 第
,$(0

页) 梁漱
溟凭借忠恕形成了一个 2志同
道合 ' 的朋友团体 ("梁漱溟
往来书信集/ 中的 2师友'),

!道统 " 建国与

!治统 " 建国

梁漱溟认为人类社会时
时 与 三 事 为 缘 $ 2货 利 之
利 '1 2武力之力 ' 和 2义理
之理 ', 他一生就中国问题的
方案面临三次挑战 ! 正是这
三事的体现 $ 一次是走欧洲
近代民主政治的路 ! 一次是
走国民党俄国化的道路 ! 一
次是走中国共产党的路 , 在
他看来 ! 以利相接 (西洋道
路 ) 和以力服人 (俄国道路 )

终究不适合于中国 ! 唯有中
国共产党开出新路 ! 带领人
民走向 2新天地 ', 利与力皆
身 之 事 ! 唯 有 理 是 心 之 事
(梁漱溟 $ !中国***理性之

国"$ 载第四卷 $ 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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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 与之相应 ! 他关于 2建
国运动 ' 的论述 ! 先是选择
了逆转新文化运动的新文化
运动 (乡村建设运动 )! 又以
赞扬中国共产党接续而非割
裂传统的方式构建了中国共
产党建国论 ! 最后则落脚于
在传统伦理与中国无产阶级
精神之间寻求契合点的文化
尝试 (董成龙 $ !梁漱溟的 ,建

国运动 -"$载 !跨文化对话 "第

%*

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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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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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谈及汉朝立国与立教的问题时
指出$ 2高祖集团是材质上的
开国! 而贾生则是精神或理想
上的开国 ,' (牟宗三 $ !历

史 哲 学 " $ 吉 林 出 版 集 团 $

0$,(

年$ 第
0%,

页) 引入王船
山的 2治统 ' 与 2道统 ' 之
论! 便能理解这两种 2开国'$

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

二 ) 天子之位也 ! 是谓治统 &

圣人之教也! 是谓道统% 治统

之乱 ! 小人窃之 ! 盗贼窃之 !

夷狄窃之 ! 不可以永世而全

身& 其幸而数传者! 则必有日

月失轨 * 五星逆行 * 冬雷夏

雪* 山崩地拆* 雹飞水溢* 草

木为妖* 禽虫为蠥之异! 天地

不能保其清宁! 人民不能全其

寿命 ! 以应之不爽 % 道统之

窃 ! 沐猴而冠 ! 教猱而升木 !

尸名以徼利! 为夷狄盗贼之羽

翼! 以文致之为圣贤! 而恣为

妖妄! 方且施施然谓守先王之

道以化成天下 & 而受罚于天 !

不旋踵而亡% (王船山$ !读

通鉴论 " 卷十三 $ 中华书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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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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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子所谓 2材质开国' 和
2精神开国 ' ! 实际就是 2治
统 ' 和 2道统 '! 或立朝与立
教! 如此便可以理解梁漱溟的
2建国运动 ' 了 ! 它既有 2治
统建国 '! 又是 2道统建国 '!

并非只是盯着建立新政权的历
史时刻...那不仅仅是某一段
历史的终结! 更是一段新征程
的开始 (2时间开始了 '), 立
国而不立教 ! 则只能穷尽智
力! 终究无法导民以德! 延绵
政权 (梁漱溟$ !政教合一"$

载 !梁漱溟全集" 第五卷$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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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梁漱溟致
信远在香港的唐君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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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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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知一言以蔽之 ! 国
内情形是 2中华民族一新生命
的开端 ' (!梁漱溟往来书信

集 " $ 第
%,$

页 ) , 唐君毅回
信$ 2赐书言对中共成功之处
新有所悟, 以毅推知! 中共之
成功盖在其为中国人之故, 由
齐而变至鲁! 并能识取数十年
社会浮层之下之民间之力量
与农民朴厚精神之故 , '要2自
觉的肯定'这一点!而非2归功于
外'!才可能长久(同上 $第

&&"

页), 唐君毅所谈无外乎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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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致钦宁孙$

,"&,

年.

其中言及,为人要堂堂正正$

顶天立地$俯仰无愧-.

$

梁漱溟致钦元孙$

,"&,

年.其中教

导长孙钦元写字,一笔一划不宜多$

不宜少. 不要自己认得就行了$要顾

虑到收信人看得清才行-. 此外回应

钦元对佛教的询问 / ,佛教包罗万

象$ 深不可测00难道古今多少在

家居士出家僧侣其智虑皆不及你

耶& -提示对佛教不可轻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