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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很感谢我这本讲演录发表后，得承许多位师友和未及识面的朋友给我以批评诲示。
但惜我很少——自然不是绝没有——能从这许多批评诲示里，领取什么益处或什么启发。
我对大家的批评诲示自始至终一概没有作答；这一半是为大家的批评诲示好像没有能引起我作答的兴
味。
不过我将来会当作一次总答的。
我虽没能从诸师友处得着启发，但我自己则既有许多悔悟。
在这许多悔悟中，此时只能提出两个重要地方；在这两个地方也只能消极的表明知悔的意思，不能积
极的提出新见解。
现在我分叙如后。
头一个重要的悔悟是在本书第四章讲孔家哲学所说“中庸”是走双的路之一段。
这一段的大意是补订上文，单明孔家走一任直觉随感而应的路还未是，而实于此一路外更有一理智拣
择的路；如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便是要从过与不及里拣择着走。
这样便是我所谓双的路；原文表示双的路云：（一）似可说是由乎内的，一任直觉的，直对前境的，
自然流行而求中的，只是一往的；（二）似可说是兼顾外的，兼用理智的，离开前境的，有所拣择而
求中的，一往一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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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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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属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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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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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漱溟(1893—1988)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
学历计经过家塾、中西小学堂、启蒙学堂、顺天中学，至1911年中学毕业而止，其后皆自学。
毕业后即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又任《民国报》记者。
1917—192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
其后致力于社会运动，先后参加河南村治学院工作(1929)，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1931)。
抗日战争期间，奔走国事，为谋求国共两党团结抗日，1940年参与发起中国民主同盟，随后赴香港创
办《光明报》。
1946年作为民盟代表，参加旧政协(重庆)，参预国共和谈。
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常委等。
主要著作计有：《印度哲学概论》(1919)、《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
觉悟》(1932)、《乡村建设理论》(1936)、《朝话》(1936)、《中国文化要义》(1949)、《人心与人生
》(1984)、《东方学术概观》(文集，1986)、《我的努力与反省》(文集，1987)、《礼记大学篇伍严两
家解说》(198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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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我们预定讲明西方化的四步，此刻已算把第一步就许多西方文物求其特异采色的事做到了。
现在要进而作第二步更求诸特异采色之一本源泉。
若问“科学”与“德谟克拉西”是怎么被西方人得到的？
或西方化怎么会成功这个样子？
据我所闻大家总是持客观说法的多。
例如巴克尔（Buckle）说的：“欧洲地理的形势是适宜于人的控制天然。
这是欧洲文明发展的主因。
”又金子马治说的：“尝试考之，自然科学独成于欧洲人之手者何故？
何以不兴于东方？
⋯⋯据予所见希腊人虽为天才之民族，其发明自然科学应尚别有一原因。
盖希腊国小山多，土地硗瘠，食物不丰，⋯⋯以勤劳为生活，欧式文明之源实肇于此。
”他又去请问米久博士，米久也说中国地大物博，无发明自然科学之必要，所以卒不能产生自然科学
。
又如持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以为一切文物制度思想道德都随着经济状态而变迁。
近来的陈启修胡汉民几位大唱其说。
因此吾友李守常很恳切的忠告我讨论东西文化应当留意他客观的原因，诸如茅原山人的《人间生活史
》等书可以去看看，因那书多是客观的说法。
他自己的《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便是如此的，后来又作了一篇《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
原因》。
胡适之君也有同样的告诫于我。
他们的好意我极心领，只是我已经有成竹在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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