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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这书于民国十年秋间出版后，不久便有几处颇知自悔。
所以于十一年付三版时曾为自序一篇特致声明。
其后所悔更多，不只是于某处某处晓得有错误，而是觉悟得根本有一种不对。
于是在十五年春间即函请商务印书馆停版不印。
所以近两三年来外间久已觅不到此书了。
这书的思想差不多是归宗儒家，所以其中关于儒家的说明白属重要；而后来别有新悟，自悔前差的，
亦都是在此一方面为多。
总说起来，大概不外两个根本点：一是当时所根据以解释儒家思想的心理学见解错误；一是当时解释
儒家的话没有方法，或云方法错误。
大凡是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必有他所据为基础的一种心理学。
所有他在伦理学上的思想主张无非从他对于人类心理抱如是见解而来。
而我在此书中谈到儒家思想，尤其喜用现在心理学的话为之解释。
自今看去，却大半都错了。
盖当时于儒家的人类心理观实未曾认得清，便杂取滥引现在一般的心理学作依据，而不以为非；殊不
知其适为根本不相容的两样东西。
至于所引各派心理学，彼此脉路各异，亦殊不可并为一谈；则又错误中的错误了。
十二年以后始于此有悟，知非批评现在的心理学，而阐明儒家的人类心理观，不能谈儒家的人生思想
。
十三四五年积渐有悟，乃一面将这书停版，一面拟写成《人心与人生》一书；欲待《人心与人生》出
版再将这书复版。
因为这书所病非是零星差误，要改订直无从下手，只能两书同时出版，以后作救正前作。
其他一点根本不对的，所谓解释儒家的话没有方法，其觉悟更早于此，十一年的三版自序固已露其端
。
序文所云“⋯⋯我当时所怀抱‘格物’的解释亦同许多前人一样，以自己预有的一点意思装入‘格物
’一名词之下⋯⋯ ”便是。
大凡一种为人崇奉的古书，类如宗教中的经典或有其同等权威者，其注解训释都是歧异纷乱不过。
不惟是种种不同，直是互相违反，茫无凭准。
这一面由古人不可复起，古时社会一切事实背影不复存在，凡其立言之由，出语所指，均不易确定；
或且中经作伪篡乱，错简讹夺，一切文字上待考证校订处，益滋纷淆；而一面由后人各就己意发挥，
漫无方法准则，有意地或无意地附会牵和，委曲失真。
仿佛听说有人考过《大学》格物的解释古今有几百种不同。
试问若此，我们将何从置信？
所以除史实上文字上应亟作考证校理功夫外，最要紧的便是大家相戒莫再随意讲，而试着谋一个讲解
的方法以为准则。
庶几不致于无从置信的几百种说外又添多一种；而糊涂有清明之望。
我深自觉在这本书中所为儒家的讲说没有方法，实无以别于前人。
因有《孔学绎旨》之作，期望着有点新的成功；曾于十二年至十三年间为北大哲学系讲过一个大概。
所有这书中讲的不妥处亦是预备以新作来救正。
却不谓十五年以来，心思之用又别有在，两种新作到今十八年了，俱未得完成。
而由近年心思所结成的《中国民族之前途》一书，却将次写定出版。
是书观察中国民族之前途以中国人与西洋人之不同为主眼，而所谓中西之不同，全本乎这本书人生态
度不同之说，所以两书可算相衔接的。
因此，这本书现在有复版的必要。
我尝于自己所见甚的，不免自赞自许的时候，有两句话说：“百世以俟，不易吾言。
”这本书中关于东西文化的核论与推测有其不可毁灭之点，纵有许多错误、偏颇、缺失，而大端已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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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之人可资以作进一步的研究。
即上面之所谓根本不对的，其实亦自经过甘苦，不同浮泛；留以示人，正非无谓。
不过《人心与人生》《孔学绎旨》既未得一同出版，只好先以此序叙明年来悔悟改作之意，俾读者知
所注意而有别择；是亦不得已之一法。
改作的内容新义，未获在这里向读者请教。
实是有歉于衷! 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漱溟于北平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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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 “大学经典”及“开放人
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
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
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
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
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
文本基础。
 本书为其中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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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漱溟，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
原名焕鼎，字寿路。
祖籍广西桂林。
生于北京。
主要著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人心与人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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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一般人对这问题的意思    此次预备讲演的题目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这个题目看起来似乎很浮夸，堂皇好看，而我实在很不愿意如此引导大家喜欢说浮夸门面，大而无
当的话。
或者等我讲完之后，大家可以晓得我不是喜欢说大的堂皇的门面话。
大概社会上喜欢说好听的门面话的很多，这实在是我们所不愿意的。
去年将放暑假的时候，北京大学的蔡孑民先生还有几位教授都要到欧美去，教职员开欢送会。
那时候我记得有几位演说，他们所说的话大半都带一点希望这几位先生将中国的文化带到欧美而将西
洋文化带回来的意思。
我当时听到他们几位都有此种言论，于是我就问大家：“你们方才对于蔡先生同别位先生的希望是大
家所同的，但是我很想知道大家所谓将中国文化带到西方去是带什么东西呢？
西方文化我姑且不问——而所谓中国文化究竟何所指呢？
”当时的人却都没有话回答，及至散会后，陶孟和先生同胡适之先生笑着对我说：  “你所提出的问
题很好，但是天气很热，大家不好用思想。
”我举此例就是证明大家喜欢说好听、门面、虚伪的话。
如果不晓得中国文化是什么，又何必说他呢!如将“中国文化”当做单单是空空洞洞的名词而毫无意义
，那么，他们所说的完全是虚伪，完全是应酬!非常无味，非常要不得!    大约两三年来，因为所谓文化
运动的原故，我们时常可以在口头上听到、或在笔墨上看到“东西文化”这类名词。
但是虽然人人说得很滥，而大家究竟有没有实在的观念呢？
据我们看来，大家实在不晓得东西文化是何物，仅仅顺口去说罢了。
大约自从杜威来到北京，常说枣西文化应当调和；他对于北京大学勉励的话，也是如此。
后来罗素从欧洲来，本来他自己对于西方文化很有反感，所以难免说中围文化如何的好。
因此常有东西文化的口头说法在社会上流行。
但是对于东西文化这个名词虽说的很滥，而实际上全不留意所谓东方化所谓西方化究竟是何物？
此两种文化是否象大家所想象的有一样的价值，将来会成为一种调和呢？
后来梁任公从欧洲回来，也很听到西洋人对于西洋文化反感的结果，对于中国文化有不知其所以然的
一种羡慕。
所以梁任公在他所作的《欧游心影录》里面也说到东西文化融合的话。
于是大家都传染了一个意思，觉得东西文化一定会要调和的，而所期望的未来文化就是东西文化调和
的产物。
但又象是这种事业很大，总须俟诸将来，此刻我们是无从研究起的!    我当初研究这个问题是在民国六
七年的时候。
那时我很苦于没有人将东西文化并提着说，也没有人着眼到此地，以为如果有人说，就可以引起人研
究，但是现在看来，虽然有人说而仍旧并没有人研究，在我研究的时候，很有朋友劝我，说这个问题
范围太广，无从着手，如张崧年先生屠孝实先生都有此意。
然而在我觉得上面所述的三个意思都是不对的。
第一个意思，没有说出东西文化所以调和之道而断定其结果为调和，是全然不对的。
第二个意思，觉得此问题很大，可以俟诸将来，也非常不对；因为这个问题并非很远的事情，虽然我
们也晓得这件事的成功要在未来，而问题却是目前很急迫的问题!我们从此开始作起，或者才有解决—
—他们所说的调和我们现在姑且说作解决__之一日。
所以这种事业虽远，而这个问题却不远的。
第三个意思，以为问题范围太大，如哲学、政治制度、社会习惯、学术、文艺，以及起居、物质生活
，凡是一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在研究的范围之内，恐怕无从着手；这个意思也不对，实在并非没有
方法研究。
我们上来所述仅仅指出这三个意思的不对，以下再说这三个意思为什么不对。
P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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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首次出版于1921年，距今已七十余年，在当时的东西文化论战中曾引起思想学
术界的重视。
自七八十年代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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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以横排本重新问世，也主要是为适应人们了解和研究现代新儒学这一中国当代重要思潮的需要。
此书首次于1921年10月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出版。
1922年1月起改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至1930年先后印行八版。
1987年2月，商务印书馆为纪念建馆九十周年，又根据小字本影印出版一次。
现在这个版本即以小字本为准，又将大字本中的两则著者告白补入，并勘正个别错字与标点。
这个版本还收入了著者1980年所写的跋记；删去了已失时效的“时论汇编”，约四万字；又增加了两
篇附录。
关于这两篇附录，须稍加说明。
附录一：《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导言。
此文写成于1919年夏，即著者1920年9月在北大首次就此问题作演讲之前一年，因此可以说这是著者论
述此问题最早的一篇文字。
附录二：《我对人类心理认识前后转变不同》。
早在1926年本书第八版 《自序》中，著者即表示“颇知自悔”，其自悔处之一即是“盖当时于儒家的
人类心理观实未曾认得清”，而非阐明儒家的人类心理观不能谈儒家人生思想。
此后数年，著者即对此问题不断思考和研究，而此文正是这一思考和研究历程的翔实的记述。
当然，关于思考和研究的结果，那还须参阅著者晚年著作《人心与人生》一书，方能了解其全貌。
编 者 1004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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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本书初版于1922年，是梁漱溟新儒学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
全书共五章，主要包括了本体论、认识论、文化观、历史观和伦理学思想五个部分内容。
作者将西方的非理性注意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相结合，对东西文化加以比较，极富开创性和启发性。
梁漱溟（1893-1988），原名梁鼎焕，毕生致力于中国儒家文化的复兴和著述研究，主要代表作有《东
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印度哲学概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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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
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
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
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
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
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
文本基础。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初版于1922年，是梁漱溟新儒学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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