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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非常荣幸能为这本小书作序。
我想先说说我与梁漱溟先生两人对谈的因缘。
我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对梁先生的生平志业产生兴趣，以他作为博士论文的主题，在台湾与香港收集
相关资料，寻访他的故友旧交。
碍于当时中美政治局势，我始终无法前往中国，亲见我研究的对象梁先生。
1973年初，我头一次有机会前往中国。
在当时，一个美国人能到中国去，仍是极不寻常的异例。
为什么我能成行呢？
这是因为在尼克松总统访中后，几个中国代表团在1972年陆续来美，而我充当中文翻译，起了沟通两
国的桥梁作用，所以在1973年时，我与内人才有这个难得的机会可以造访中国。
当时，我向中方提出的第一个请求，便是希望可以同梁先生见面，但由于正值文革，时机敏感，我并
没有如愿以偿地拜见到梁先生，只能抱憾返美。
1979年，在我的梁漱溟研究《最后的儒家》出版成书的同时，中国的政治起了巨大的变化。
这波改革开放的潮流也改变了梁先生的生活。
原本与夫人蜗居在狭小房间的梁先生，被政协安置到有部长楼之称的22号楼，与文化名流如丁玲等对
门而居。
有了舒适的房舍，梁先生认为比较适宜见客，便即刻想办法与我联系。
某日我突然接到一通陌生的来电，电话那头是一位高龄八旬的石老先生。
他是梁先生20年代在北大的学生，刚从北京来美，受梁先生所托，捎来口讯，说是梁老已经知道《最
后的儒家》出版了，希望可以与我见面。
又过了几个月，一天课后，有个中国学生突然来见我。
他不久前才从北京来美与父亲团圆。
他拿着梁先生的联络地址，告诉我他旧日的邻居梁伯伯，十分希望可以见到我，看到我所出版关于他
的著作。
我即刻将拙著寄给他，不久便获得梁先生友善的回应，约定好隔年一定到北京去拜访他。
1980年我到北京第一天，马上便去寻找梁先生，他告诉了我他是如何搬到22号楼来。
第二天早上，我到梁家正式拜见，梁先生所有的亲人都出现在那里，对于我的来访相当郑重其事。
梁先生将我介绍给他的家人，我则送予他哈佛大学的纪念品，以及一幅他父亲的遗作。
经过种种波折，在这多年之后，我终于得以与梁先生，仅仅隔着一方小几，相对而坐，开始对谈。
之后的两周，我天天一早便到梁家拜访，请教梁先生。
我将对话的内容录音整理，后来收进梁先生的全集，现在又单独出版成书。
回顾两人对谈因缘，真是感慨万千。
在我们的对谈中，我透过梁先生理解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特质。
这是最值一提的部分。
在我们密集谈话的两周里，头两三天梁先生多与我说关于佛家的想法，让我很感疑惑，便问：“您不
是早在多年前便公开放弃佛家思想了吗？
”他说他都放弃也没放弃，谈到拙作的标题《最后的儒家》将他定位为一位儒者，他表示他可以接受
。
然而有时他也向我表示马列主义的科学很好；当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他亦赞美道教。
有次提到他因组织民盟而见到马歇尔，他对马歇尔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是个好人，因为他是一个虔诚
的基督徒。
那时我相当不解，一个人如何可以既是佛家又是儒家？
既认同马列思想又赞许基督教？
后来终于想通了，这种可以融合多种相互矛盾的思想，正是典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质。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虽有许多辩论，但百家学者并不认为自己特定的一家，比方说现在我们讨论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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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与荀子，认为他们虽然一言性善，一言性恶，但都是儒家，是孔子的信徒，然而在当时，即便是孔
子也未必认为自己是儒家。
我们今日习以为常的学术分类，其实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论及其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
，为诸子百家分门别派，而发明出来的体系。
我认为中国文化本就是个融合许多看似不相容的思想于一体，却同时又喜欢分门别类的文化。
只需留心便会发现，其实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融合各类的思想于一身。
比方程朱陆王，同为新儒家，虽然讲义理心性，歧异很大，但他们的思想中都含有许多佛家的成分。
晚清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章太炎，固然在政治立场与今古文经学上分踞两极，但同样都将佛家、
西方思想及儒家融入他们个人的学思中。
这解释了为什么对于受现代学术规范训练的我而言，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儒家，又是马列信徒；但对
梁先生来说，这完全不是问题。
从这点看来，梁先生仍是一个相当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
依我浅见，先秦诸子虽然路线不同，但他们都共享一个宇宙观，认为宇宙是一体而有机的，天地间的
每个成分跟其他的成分相互关连，所以在这样的宇宙观里，没有绝对的矛盾，只有相对的矛盾。
这种宇宙观，经历数千年，仍深植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底层，是以各种不同的思想成分，可以共存
在一个人的思想里，运行不悖。
梁先生与我谈话的内容，有一大部分是我向他请教20世纪初的人事。
为何我不静静听梁先生抒发他的想法，而要询问他许多过去的交往呢？
我是历史研究者，自然会希望多多保存历史资料，而梁先生是我所知最后一个健在且头脑清明的人，
曾经亲身经历参与过这几十年中国文化剧变，并且和许多重要知识分子相知相交过。
他的回忆是宝贵的，所以我才僭越地主导谈话，希望可以将这些独一无二的经验记录下来。
像我这样，等到传记完成出书之后，作者才终于见到传主，在中国近代史学界中可能是空前未有的特
例。
与梁先生谈话之后，我在《最后的儒家》一书最后加上一章，增补修定了原书的一些未竟之处，特别
是他在文革期间受苦一节，由于我未能在书成前与他见面，也没有相关记录流通，所以不知悉细节，
也无法载入书中，后来与他谈话后才知道实情，补充在这最后一章里。
大体来说，我并没有在亲见梁先生之后，修改拙作的结构与内容。
与他谈话之后，我发现梁先生表里如一，他的文章诚实地反映出他的观感，未曾因为要顺应时局而掩
饰真心，所以我透过文字所见到的梁先生，与我后来实际上对谈的梁先生，是一致的。
是以我虽无缘在书成前见到他，但透过他的文章，我仍然深刻地认识到梁先生的真实的性格与想法。
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看来，我认为就算再过一百年，梁先生仍会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单
单是因为他独特的思想，而是因为他表里如一的人格。
与许多20世纪的儒家信徒相比较起来，他更逼近传统的儒者，确实地在生活中实践他的思想，而非仅
仅在学院中高谈。
梁先生以自己的生命去体现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理想，就这点而言，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
艾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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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梁漱溟先生1980年与美国艾恺教授对谈录音整理而成，谈话中，梁氏论述了儒释道各家的文
化特点及代表人物，涉及诸多政治文化名人(陈独秀、毛泽东、蒋介石、梁启超等)，回顾了先生一生
重要活动(任教北大、从事乡建运动、创建民主同盟等)，内容丰富，因此可作为了解与研究梁漱溟先
生思想与活动及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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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梁漱溟 （美国）艾恺梁漱溟，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他只有中学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北京大学任教；他成长于京城，却长期致力于乡村建设；他一生研
究儒家学说，然而内心向往佛家生活⋯⋯他一生始终追问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
；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艾恺，197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师从费正清、史华慈，是当代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
之一，现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
著有《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
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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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第一章 我不是学问家，而是一个思想家
一 我的思想的根本就是儒家跟佛家
二 佛家
佛家对生命的一个看法
小乘佛教主要是出世
大乘佛教——我为什么既是一个佛教徒，又是一个儒教徒
“戒、定、慧”与禅宗故事中的“棒喝”
最高的解放就是成佛
三 懦家
孔子的学问是生命、生活之学
我算是陆王派
王阳明的“明心见性”
四 佛家与儒家：高明的人通达无碍
佛跟孔子的异同
我在思想上倾向佛家，生活上走儒家的路
我不够一个学问家，而是一个思想家
第二章 现实问题和人生问题占据着我的头脑
一 从同盟会到北大
从参加同盟会到任教北大
与陈独秀、李大钊共事
介绍熊十力到北大任教
辜鸿铭有见识，但思想主张很偏
我与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
二 我与乡村建设
我在山东办学的经历
我做阎锡山顾问的时候
韩复榘与乡村建设研究院
我的乡村建设主张
我的二儿子是陶行知的弟子
三 奔走国事
冯玉祥让士兵又爱又怕
我的学生徐名鸿与福建人民政府
我与李宗仁的“战地党政委员会”
我与蒋介石的来往
我对胡宗南和陈诚的印象
蒋介石最大的贡献
周恩来是一个完人
与毛泽东相交：对中国前途的认识
我和其他政治活动家的不同
四 1949年以后的岁月
我想保留一个中间人的地位
哲学教授张东荪
1953年9月，自己心太盛、气太高
动乱岁月里的坚守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这个世界会好吗>>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五 我一生最重要的大事
第三章 我对他人、世界和自身的看法
一 当年人事
晏阳初对乡村问题缺乏哲学的头脑
胡适的头脑是粗浅的
康有为的价值是在他比较早的时候
点评“新儒家”代表人物
同代中对我有影响的人
我所佩服的人
最伟大的中国人物恐怕还是毛泽东
二 我对世界的看法
我赞成白话文运动，我不保守
对五四运动的评价
我为什么反对当年的佛教
中国的道德：是非的标准不要向外找
中国是散漫而容易和平的社会
中西社会分歧的开始
理性、理智与灵性
习俗与真理：极高明而道中庸
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
发展总是好的
现代化的危机不会很大
对妇女解放运动的见解
我对美苏的看法
中国的前途、世界的前途
对青年的希望：在这个有希望的时候要各尽所能
对思想界的劝告
三 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的嗜好
我如何养生
我为什么对中医感兴趣
我不是个圣人
我的宇宙观
我怎么看待死亡
回顾一生：越平淡越好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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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佛家对生命的一个看法梁：人不是就是这一生，人是从很远的流传下来的，他的过去很长、很远。
所谓定力，不是别的，就是他的过去、他的背景，他总是要受过去的背景的决定。
艾：那这是跟佛教有关系的观念啊？
梁：对。
佛教它叫做“相似相续，非断非常”。
“相似相续”——它是连续的，相似就是了，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很相似，已经不同了，只是相似。
严格地讲，前一个时间的我跟现在时间的我已经不同了，一个人从一个小孩长大，像我八十多岁，时
时刻刻在变化，时时刻刻在不同。
这个不同一方面简单地讲，他自己身体就不同了嘛，头脑不同了，外面给他的影响也早已不同了，所
以都是在不同之中，但不同之中也有一定的相似，所以叫“相似相续”。
“非断非常”——“非常”，就是不是常恒如故，中国人本来是“常”跟“恒”连着的，也可以说“
恒常”，也可以说“常恒”。
“非断非常”，不是常恒的，可又不断，“非常”就是现在的我跟刚才的我不是一回事了，可是也没
有断，仍然还是相续的。
“相似相续”不单是说我一岁的时候跟我两岁的时候还是相似相续、三岁的时候相似相续，不单是如
此，是说死后也没有完。
这个是佛家的对生命的一个看法。
佛典里头有三界——“界”就是“世界”的“界”——第一个叫欲界，欲就是有欲望，想要饮食男女
，这个都是欲望；第二个是色界一“颜色”的“色”；第三个是无色界。
佛典里这样说，好像不是佛典创立的说法，而是印度好像普遍有这个信仰，普遍地说有这个三界。
饮食男女，在欲界才有，到了色界没有了，色界还有男女，没有饮食，没有男女的相交，到了无色界
那就是什么都没有。
佛典里头有这个说法。
·小乘佛教主要是出世梁：⋯⋯我刚才提到过了，从小的时候就想出家当和尚，所以我可以说是一个
佛教徒。
佛教徒得从两面看，也可以说从两层上来看。
佛教，原始佛教普通管它叫小乘教，小乘教主要是出世。
什么叫做出世呢？
出世就是要出生灭，(出)世间。
怎么样叫世间呢？
就是生生灭灭，生灭不已。
那么在佛家，它就说是轮回。
轮回，它是说生命是“相似相续”。
这个小乘自己规定下来三个条件，一个条件就是“诸行无常”——“常恒”的“常”——没有常恒的
东西，都是在变化流行中，这是头一个。
第二点是“诸法无我”。
头一句话是“诸行无常”，第二句话是“诸法无我”。
“诸法”跟“诸行”不一样了，头一句是“诸行”，第二句换作“诸法”。
因为“诸行”是流行，就是说生灭，生灭不已。
生灭不已好像是水流一样，流行变化。
第一点是讲流行变化，所以叫“诸行无常”。
第二句话是“诸法无我”。
“诸法无我”说有两种法，所以加一个“诸”，“诸法”不是一种法。
“诸法”是哪两种呢？
一种叫做“有为法”，一种叫做“无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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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法”就是生灭法，“无为法”就是不生不灭。
那么有人问：这个世间还有不生不灭的吗？
佛家回答：有生灭，就有不生不灭。
生灭、不生不灭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
这是说“有为法”和“无为法”是一而二、二而一。
第一条是“诸行无常”，第二条是“诸法无我”。
无论“有为法”或者“无为法”，都没有“我”。
众生——人也是众生，从那个最低等的生物——原始生物阿米巴，都是从有“我”来的，它都要吃东
西，都要向外取。
一切生物，从原始生物起一直到人——人是最高的啦，都有一个相同的一点，哪一点相同呢？
就是向外取足——足是满足，向外边来满足自己。
向外取足，都是错误，在佛家看都是错误，都是丧失了本性。
本性是什么呢？
本性是自性圆满，无所不足。
这个自性圆满，无所不足，就是“佛”。
这个“佛”，不要把它看作是一种什么神啊，或者是什么上帝啊、主宰啊，不是那回事。
“佛”是什么呢？
“佛”是宇宙本体，这个宇宙本体也可以说是什么都在内了，万事万物都在内了，五颜六色很复杂的
都在内，可是都在内了，它也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按佛家的道理说，就是这两面，一面是森罗万象，一面是空无所有，这个两面是一回事。
“佛”就是出世，世间就是生灭，所以出世间，就是不生不灭，而生灭跟不生不灭好像是两面，好像
是两个东西，不是，是一回事。
原始佛教第一是“诸行无常”，第二是“诸法无我”，第三呢，它叫“涅槃寂静”。
这个是小乘，小乘具备这三点，才是佛法，缺一样不是佛法。
·大乘佛教一我为什么既是一个佛教徒，又是一个儒教徒梁：大乘佛法、大乘佛教是在小乘的基础上
，基础就是刚才说的那三句话，在小乘的基础上来一个大翻案。
小乘是罗汉道，大乘是菩萨道。
大乘道是在小乘道的基础上来个大翻案，就是它不出世，它的话是这么两句话，叫做“不舍众生，不
住涅桨”。
“不舍众生，不住涅槃”，它要怎样呢？
它要回到世间来，它不舍开众生。
小乘好像是躲避开生死的麻烦，大乘呢，它也已经超出生死了，可以到了不生不灭。
但是呢，引用一句儒家的话——“独善其身”，菩萨跟罗汉不同，罗汉好像自己解决了问题，求得清
静，菩萨是不舍众生，他要回到世间来。
他已经具备了不生不死的那个可能了，但是，他还要回到世间来，为什么？
因为他不舍众生。
⋯⋯这个就是说，小乘以出世为规矩，大乘则出而不出，不出而出，仍回到世间来，大乘是这个样子
。
那么就说到我自己，我自己承认我是个佛教徒，如果说我是一个儒教徒我也不否认。
为什么呢？
为什么也不否认呢？
就是因为这个大乘菩萨。
我是要行菩萨道，行菩萨道嘛，就“不舍众生，不住涅槃”，所以我就是要到世间来。
因此我的一生，譬如大家都知道我搞乡村建设、乡村运动，我在政治上也奔走，奔走于两大党之间，
就是为国家的事情，特别是在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所以这个算是出世不算是出世呢？
这个与出世一点不违背，因为这是什么呢，这是菩萨道，这不是小乘佛法，小乘佛法就要到山里头去
了，到庙里头去了，不出来了，大乘佛法就是“不舍众生，不住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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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是儒家、是孔子之徒也可以，说我是释迦之徒也可以，因为这个没有冲突，没有相反。
艾：没有冲突，这个说法是比较新的。
比如唐朝的时候，唐朝以前佛教刚到中国的时候，是有冲突啊，那您说⋯⋯梁：不够通达，高明的人
通达无碍。
所以像是宋儒吧，就有点排佛，排斥道家，在我看就是不够通达。
通达的人呢，无碍，没有滞碍，什么事情都看得很通。
有碍，是你自己在那里给自己设了妨碍，原来是可以不必的，高明人他就超出来了。
宋儒像朱子他们，朱熹他们，有不少儒者都排佛呀，排道家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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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晚年口述》(双语精选本)以北京“一耽学堂图书室”整理的录音资料和Has Man a Future？
——Dialogues with the Last Confucian(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3月)为底本，精选最能体现梁漱溟
先生思想与经历的谈话内容，将原来按时间顺序整理的访谈文本按主题与逻辑顺序重新调整结构，划
分为梁漱溟的“思想”、“历史经历与社会交往”以及“品评当年人事”三大部分，并选书中精彩语
句作为小标题。
编者核实并订正了书中绝大部分人名、地名、事件，为表区分，整理者与编者添加的说明文字用楷体
标注。
梁漱溟先生长子梁培宽先生与“一耽学堂图书室”在整理录音、帮助核实文本内容、提供图片资料等
方面花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在此特表诚挚谢意！
本书编者2010年9月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这个世界会好吗>>

媒体关注与评论

环顾当今之世，在知识分子中能有几个人不唯上、唯书、唯经、唯典？
为此舞文弄笔的人也不少，却常常不敢寻根问底，不敢无拘无束地敞开思想，进行独立思考。
可见要真正做一个思想家，是多么不容易。
正因为是物以稀为贵吧，我对梁先生的治学、为人，是一直抱着爱慕心情的。
　　——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从性情、智慧、个人人格各方面来讲，在
这种时代，要找这种人，已经不太容易了。
他的议论不管是对是错，都有真知灼见。
他和一般社会上的名人、名流不同，像胡适之、梁任公等“时代名流”，没有一个超过他的。
　　——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梁先生的人生有点像个圣人，圣人悲悯持世，进而止不住要救世
，总想把自己的思想付诸行动，来改善这个社会。
一般的读书人安于书斋，只满足于笔下风云，多徘徊于砚中风韵。
从这个意义来讲，梁先生有些类似于甘地这样的圣者，通过自己的不断奔走感化大地，于改造人生与
社会中践履一己的感悟。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童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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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双语精选本)》是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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