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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首先感谢乔还田先生的美意，决定修订重版本书。
从20世纪80年代初乔先生和我及元青商讨写作本书，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
期间，不仅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人们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乃至
价值追求都潜移默化，和20年前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了。
即使在学界，学者的学术理念、学术思维、学术判断、学术追求，甚至学术语言也不是20年前那样了
。
社会在变，人在变，积淀久之，社会和人的性格也会异化重组，形成新的文化品格。
这就叫环境比人强。
生活于和平改革年代的人们尚且要被环境所同化，改变固有的价值系统，梁启超生活在一个多世纪之
前那种社会文化大裂变的时期，就更会迫使他的文化追求溢出传统，面向中国和世界，重新组合。
在重新修订本书的时候，凝思现实，回观梁启超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想大致
梳理和提炼出其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熏陶下所堆积、升华的文化性格。
俗话说，人的性格是在“两天”内，即“先天”和“后天”中形成的。
“先天”所包含的遗传和生理结构等方面的因素，至今难以做科学地解释，也可能永远是个谜；所以
研究者只能就“后天”来做文章。
排除“先天”不论，制约梁启超文化性格的决定性因素是特定的社会生态和郁积既久的文化资源。
但是，即使生活于同一时代的人群，由于社会身份尤其是社会角色的不同，文化性格不仅不可能完全
一样，而且千差万别，难以整齐划一。
也就是说，先天的人的自然属性的合理发挥和后天的社会角色的被迫认定，锤炼出千姿百态的文化个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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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梁启超传（修订本）》在修订过程中，大致按照保留原貌、有所更新的基本思路，参阅近些年
梁启超研究中的一些新资料和新观点，改正了个别错误，增加了一些内容。
考察梁启超的家庭和后代，对深入理解其思想和为人很有必要，所以增写了一章。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梁启超传>>

作者简介

李喜所，男，河北涉县人，生于1946年。
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留学教育研究中心主
任、美国黄兴基金会研究教授、德国明斯特大学客座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特约研究员、梁启超研究
会会长等。
主要致力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留学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代表作有《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主编)、《中国留学史论稿》、
《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等。
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国内外有影响的杂志发表论文百余篇。
曾数次获得教学优秀奖和著作、论文奖。
近30年来，多次前往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荷兰等国进行学术访问、讲学或出席
重要国际学术会议。
元青，男，天津市杨柳青人，1963年生，历史学博士。
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梁启超研究会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文化史、近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
曾出版《杜威与中国》、《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四卷（民国卷）、《中国留学史》第四卷（民
国卷）、《中国近代出版史稿》等著作，在《近代史研究》、《南开学报》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近3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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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我眼中的梁启超一、寻根家乡风情家世沿革二、流水年华幼年的足印中秀才——乳臭未干成
举人——翩翩－少年三、康门高足拜师康“圣人”新潮激荡的万木草堂敞开思想的窗扉四、初涉政治
舞台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时务报》主笔执教湖南时务学堂联志士 建社团五、维新大思路讲讲化开民
智变科举兴民权设议院六、站在变法的潮头维新运动的高涨保国会全力推进新政激烈的新旧之争“有
心杀贼，无力回天”七、亡命与奋进忍泪逃出国门支持自立军起义办学和办报“言论界之骄子”漫游
新大陆和孙中山的交往八、构筑新文化的新星新星的崛起政治文化经济文化法律文化宗教文化社会文
化学术文化九、死战革命党迈向改良的脚步政治革命论“开明专制”论反“社会革命”论事与愿违十
、为宪政运动推波助澜立宪运动的兴起政闻社及其活动宪政运动的灵魂关注财政和外交十一、武昌起
义后的抉择新形势新对策初返国土中国建设问题联袁的前前后后结束流亡生涯十二、与袁世凯握手合
作鼓吹“国权主义”政团林立中的进步党魁入主“第一流人才内阁”改革司法币制局总裁的苦衷袖手
旁观十三、挥泪反袁猖獗一时的帝制逆流批评与幻想《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为何要反袁十四、护国
运动的主帅发动起义潜入广西促成两广都司令部和军务院迫袁退位结束护国战争痛悼蔡松坡十五、在
政潮的漩涡中沉浮研究系的首脑力主对德宣战反对张勋复辟站在康有为的对面出任段内阁财长十六、
漫游欧洲告别官场详察泰西世界活跃于巴黎和会融合中西文明十七、无法改变的参政热情主编《改造
》杂志批评马克思主义思潮鼓吹国民运动呼吁“联省自治”调和“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幻想组织第三
党十八、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办学与讲学推进文化交流著书立说十九、流传千古的学术成果治史以求
新为本刻意发展资产阶级新文学努力构筑自身的哲学流派对古圣贤思想的评议学术史研究中的创见文
化史研究中的建树在佛学的海洋里寻觅一批有价值的图书文献学论著教育学系统的办报学说二十、仙
逝二十一、家庭生活和后代风姿家庭状况生活扫描子女教育后代风姿原版后记附录 梁启超生平活动纪
年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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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是读书和实践有机结合，用实践检验读书，以读书指导实践，在学用一致方面梁启超是极为突出的
。
梁启超在万木草堂学习期间曾一度往佛山教书，大力传播康有为的政治主张和学术观点，同时也丰富
了梁的思想认识。
1893年，梁启超还往东莞县讲学，所论皆康有为的“古怪之说”，一批青年为之震惊。
《张篁溪日记》记云：“梁先生于光绪十九年冬癸巳到吾乡讲学，城内墩头街周氏宗祠内，时余才十
七岁，从之游。
先生命治公羊学，每发大同义理，余思想为之一变，始知所谓世界公理，国家思想。
”①一般情况下，掌握书本的原意是学习的第一个层次，将原意通过口头或文字表达出来为第二层次
，形成自己的观点并对外传播，则属第三层次。
而由第二向第三层次的转化，最重要的是实践，即学以致用。
梁启超重视并善于社会实践，使他在万木草堂很快成为出类拔萃的优秀学生，受到康有为的赏识。
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让梁启超从事校勘；编《孔子改制考》，由梁进行分纂。
这较外出讲学更能提高学识，增长才干，而且梁启超由此逐步变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康梁并称，闻
名天下。
梁启超在求学中还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
他是为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去研究学术的，这就使他能和康有为心心相印，又促其去广泛地思考问题
。
启动梁启超思想的钥匙，一是客观现实；二是康有为的学术观点。
而康有为将二者已结合在了一起。
他在万木草堂讲学时，总是“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
”②“每语及国事杌陧，民生瞧悴，外侮凭陵，辄慷慨欷歔，或至流涕。
”梁启超为之感染，“则振荡怵惕，懔然于匹夫之责而不敢自放弃，自暇逸。
”③这种无法克制的冲动，大大启发了梁启超，其思想如“万壑分流，各归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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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为梁启超作传，是我多年的夙愿。
早在孩童时代，梁启超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1965年我考大学时，意外地被南开大学历史系录取；大学毕业后又留校教中国近
代史，梁启超自然成了我教学和科研的重点之一。
1983年，在广东南海和新会召开戊戌变法和康有为、梁启超学术讨论会，我实地考察了梁启超家乡的
山山水水，更下决心写一部《梁启超传》。
也巧，人民出版社的乔还田同志正准备约人写《梁启超传》。
于是我们一拍即合，许诺成交。
稍后，人民出版社正式同意了我的写作计划，梁启超便成了我生活中的“伴侣”。
元青同志对写《梁启超传》亦有浓厚的兴趣，他的硕士论文就是研究梁的中西文化观，当得知我要为
梁作传时，他极愿合作。
随后我们作了大致分工，本书的9至18部分主要由他负责，余皆由我执笔。
初稿写出后，我们又统一体例和文字，使全书融为一体。
当然，全书的整体构架和基本观点都是由我敲定的，如有什么问题，概由我一人来负。
本书写作过程中，注意较多的有三个问题：一是如何处理叙史和评论的关系。
梁启超一生丰富多彩，既是思想家，又是政治活动家，他能从政则从政，政坛失意则搞学问，亦官亦
学。
如果从思想家或学问家的角度为梁作传，则过于理性；如果单从政治活动家方面着眼，则反映不了梁
启超的全貌。
为使二者有机结合，本书采取寓评论于叙史之中的办法，叙中有评，评中有叙，以梁政治活动为经，
政治思想为纬，夹叙夹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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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梁启超传(修订本)》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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