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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梁漱溟先生的 !朝

话"# 这是积德的善事$ 梁先生
是提倡 %再创宋明人讲学之风&

的人# 北伐后他在山东邹平办乡
村建设研究院# 天天黎明起来领
着与他共学的年轻人作朝会# 书
中辑存的就是那时的谈话$ 这些
谈话都是他对文化和人生的体
悟# 充满真知灼见# 却又是娓娓
道来' 有些话看似浅出# 其实相
当深入$ 窃以为适应任何年龄段
的读者$

梁先生出生于
"#$%

年 # 十
多岁时科举制就被废除了# 再两
三年朝廷正式立宪# 然而帝制旋
被推翻 # 随后白话又取代了文
言$ 在不过十多年里# 就目睹了
好几项以 %千年& 计量的根本性
巨变# 还不包括其他非建制性的
长程巨变# 最能体现那真是一个
天崩地裂的时代$ 身临这样一个
颠覆频繁而至的多事之秋# 其感
触非比寻常# 对人生( 人与人和
人与自然的关系# 认识可能很不
一样 # 思虑也当更高远 $ 读了
!朝话" 你就知道# 这的确是当
得起大时代的大认识$

书中的谈话发生在
"$%&'

"$%(

年间 # 梁先生不过四十初
度# 却已身历两次改变政权的武
装革命)))前一次革命终结了几
千年的帝制# 后一次革命开启了
新政$ 尤其辛亥革命( 五四新文
化运动和北伐等事件#在我们教
科书中都被列为时代界标$ 一位
传承了%澄清天下&责任感的读书
人# 从青少年起就频繁经历 %时
代& 的转换# 能不生出无所措手
足的彷徨和苦闷*

故
对梁先生而言 # 北伐前
后又是他自己的反省期$

一般情况下# 梁漱溟常给人一种
能坚持也愿意坚持的印象$ 实则
他有些像他少年时仰慕的梁启超
先生# 一生多变# 只是他号称自
己的主张永远跟随着心中的问
题# 故比很多同时代人显得洒脱
一些# 既可以像梁启超那样 %与
昨日之我战&# 还可以不像梁启
超那样承认是在与自我作战# 因
为是心中的问题转换了# 而不是
他自己变了$

梁漱溟在五四后以揭出东西
文化问题而迅速确立了在全国舞

台发声的地位#但!东西文化及
其哲学"一书刚出版#他心中的
问题就开始波动# 随后就有好
几年的反省# 思想观念有了不
小的转变$ 其中一个主要的变
化# 就是他对中西文化的 %不
同& 有了新的认识$ 此前他以
为# 只要经过一个世界化的阶
段#%不同& 的中西文化是可以
趋同的)))即中国可以西化 #

西方也可以中国化$ 北伐后他
有了新的看法# 主张中西文化
的%不同&是根本的#无法趋同#

亦即中国不可能西化$

!朝话" 中的很多看法 #

就反映出梁先生思想的调整$

作为一个天下士# 中西既是他
的关注所在# 也是他表述的象
征$ 其后的大关怀# 是人类当
时面临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

那些谈话中的一个重要面相#

就是梁先生对今天我们所说的
现代性# 有很深刻的反思$ 他
的一个核心看法是 # 人不是
物# 必须避免机械性的物化#

所以人贵有自觉# 即人人先能
调理自己 # 然后再说改变环
境$ 在梁先生看来# 人类之所
以超过其他生物# 因人类有一
种优越力量# 能变化外界# 创
造东西$ 要有此变化外界的能
力# 必须本身不是机械的$ 如
果我们本身是机械的# 我们即
无改变环境之力$

简言之 # %人类优长之
处# 即在其生命比其他物类少
机械性&$ 而 %人类第一也是
唯一的长处&# 就是人能自觉#

%能调理自己&$

一个人缺乏了自觉# %便
只像一件东西而不像人# 或说
只像一个动物而不像人&$ 因
为 %人类生命是沿着动物的生
命下来的' 沿着动物的生命而
来# 则很近于一个动的机器#

不用人摇而能自动的一个机
器$ 机器是很可悲悯的# 他完
全不由自主&$ 但人类不一样#

%他是能超过于此一步的 +机
械性,' 因人有自觉# 有反省#

能了解自己&# 这是其他生物
所不能的$

像机器一样不由自主# 常
表现在不能管住自己 $ 例如
%好生气 # 管住不生气好难 -

在男女的关系上# 见面不动心
好难 - 他不知怎的念头就起
了$ 更如好名( 出风头等# 有
时自己也知道# 好歹都明白#

可是他管不了自己&$ 要改变
这种 %不停止的不自主的& 机
械性转动 # 就需要 %了解自
己# 使生命成为智慧的&' 减
少 %自己生命中之机械性 &#

而 %培养自己内里常常清明自
觉的力量&$

人不能 %只在本能支配下
过生活 # 只在习惯里面来动
弹 & # 只有 %开发我们的清
明&# 才能 %让我们正源的力
量培养出来&# 达到孔子所说
%从心所欲不逾矩& 的境界$

中国人所说的 %学养 & #

就是让人人能够自觉$ 所谓机
械 # 大体即平常所说的 %血
气&$ 血气有盛衰# 所以不可

靠$ 要使 %人的神明意志不随
血气之衰而衰&# 就需要 %增
进自觉# 增进对自己的了解&$

孟子说的善养浩然之气# 庶几
近之$ 中国古人所探寻的# 就
是 %能了解自己且对自己有办
法的学问&$ 只要一生坚持求
学# 就能 %让人生命力高强活
泼&# 不至于越老越衰# 最终
实现 %一个自由的活泼泼的有
大力量的生命&$

梁
漱溟承认 # 他自己的
%短处 &# 也在于 %自

己不会调理自己# 运用自己&$

而他治此病的方法 # %就是
+诚 ,&$ 尽管还没做得彻底 #

%在某一些地方上的念头不单
纯&# 还有 %自己在勉强自己&

的外在努力# 没能达到 %整个
生命力的伟大活泼&$ 但大家
也都看出了他的 %一片真诚&$

这的确是实话实说 $ 在
&)

世纪的人物中#梁漱溟是很
特别的$总有一些人受他感动#

终身追随左右$ 在社会资源日
益被国家 .

*+,+-

/控制的时代 #

这是很多%大儒&都没做到的$

但梁先生做到了#因为他的%一
片真诚&能够感人$

梁先生说过# 他要复兴古
人讲学之风# 意在 %使讲学与
社会运动打成一片&$ 因为那
时的中国社会# %无论在思想
上( 在事实上# 都正是彷徨无
主时候&$ 据他的观察# 彼时
最缺乏的 # 就是 %社会的信
任&$ 因此# 现在的中国# 必

须有人一面在言论上为大家指
出一个方向# 更且在心地上(

行为上大家都有所信赖于他$

然后散漫纷乱的社会才仿佛有
所依归# 有所宗信$ 一个复兴
民族的力量# 要在这个条件下
才能形成$

而梁先生的志愿 # 就是
%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
的一个人&# 能够 %终身为民
族社会尽力&$

他做到了$ 从他整个的生
命历程# 从 !朝话" 中的点点
滴滴# 我们处处可见那脱弃机
械的一片真诚$ 更因他的一片
真诚是透明的# 所以特别有感
召力$

在梁先生眼里# 要让人信
任# 透明最重要$ 要 %如何才
能使社会信得及& 呢* %只有
彻底的开诚布公&# 根本铲除
一切 %遮遮掩掩的行为&$ 这
是通行的道理# %无论在家庭
之间( 政府与人民之间( 一切
人与人之间# 皆是如此&$ 毕
竟 %人心都是要求光明磊落
的&# 只有 %自身先不使人怀
疑# 人家才肯相信' 人家相信
得及# 才肯舍死相助# 终至万
众一心&$

他是不是说出了你心中想
说的话#看看!朝话"就知道了$

%作者为四川大学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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