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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五种》

内容概要

梁漱溟是中国最后一位儒家、国学大师。这本自传讲述了他个人的成长经历，是如何通过自学成为“
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成为一个有见地、有骨气、有深厚学养的一代大儒。
梁漱溟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后来他转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路向”。
他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形态，必须从乡村入手，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
，并积极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20年代他曾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菏泽和邹平办高中、创办山东乡村
建设研究院，编讲义，担任教职，凡事亲力亲为。直到晚年，九十多岁高龄仍然著文、演讲，继续宣
传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他与山东邹平有着不解之缘，并在遗嘱中表示把自己的骨灰安放于邹平
。
梁漱溟同情并敬重中国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和为之进行的努力。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两次访问延安
，与毛泽东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全国解放后，他为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
的形势所鼓舞，并对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同时，他以“帮助共产党认识旧中国”为己
任，做共产党的诤友。虽然屡受误会和打击以及不公平待遇，但他却不畏权贵，用一句“三军可夺帅
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来作答，始终表现了矢志不渝的高尚节操。他曾在对联中写道：“情可无言喻
，文期后世知。”“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也同样真实地表达了他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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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五种》

作者简介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广西桂林人，1893年生于北京。1911年毕业于北京顺天高
等学堂。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主要
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梁漱溟早年参加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主办天津《民国报》任编辑及外勤记者。1917年，任司法
部秘书，同年以《究元决疑论》一文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所赏识，被邀往北京大学任教，至1924年
止。1921年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一举成名。1924年辞北大教职，至山东办曹州中学高中
部及重华书院。1925年因时局变化返北京，从事私人讲学。1927年，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
。翌年，于广东开办乡治讲习所，宣讲乡治。1929年，至北京、江苏、河北、山西等地考察乡村工作
，旋参与梁仲华、彭禹庭等人所筹办之河南村治学院，任教务主任，并接办《村治月刊》。梁漱溟受
泰州学派的影响，毕生致力于东西文化问题之探讨与乡村建设工作，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著有《
乡村建设理论》《人心与人生》《社会主义粹言》《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东西文化及其哲
学》《究元决疑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国之地方自治问题》《自述》《梁漱溟教
育论文集》《东方学术概观》《勉仁斋读书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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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五种》

书籍目录

自述
我的自学小史
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
回忆乡村建设
梁漱溟先生述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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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五种》

精彩短评

1、作者自己和那个时代。
2、怎么就不提自己的民族了呢；向上
3、这本书对于了解梁漱溟中年前思想流变及其乡村建设的主张很有助益，而且篇幅不长，短小简练
，对于有初步了解梁漱溟思想需求的读者算是一本有效中用的书，而且书中的观点也很有启发性
4、为了自学小史部分看的这本书，结果算是换个口述史角度看那段历史，还有乡村自治算是额外附
送，念大学的时候一直对这块感兴趣。
5、梁老翻来覆去谈自己，也真够重复罗嗦的。
6、一篇序言，三星占尽。梁先生所述，史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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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五种》

章节试读

1、《自述五种》的笔记-回忆乡村建设

             这本书对于了解梁漱溟中年前思想流变及其乡村建设的主张很有助益，而且篇幅不长，短小简
练，对于有初步了解梁漱溟思想需求的读者算是一本有效中用的书。
     书中对于乡村建设的观点算是切中当时之弊。即便放到今日，也不显过时，还因为六十年来新中国
建设并未解决乡村的现代化发展而仍旧切中着时下乡村文化经济发展的时弊，仍可作为当下乡村经济
文化问题的对症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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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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