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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触摸、体会、品味、探讨梁启超，缘于偶然。偶然在书店接触到梁启

超为李鸿章作的传记，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充满着作者的赞叹、惋惜和同

情。让人不禁心生疑惑：这还是那个曾经筹划暗杀过李合肥的梁启超吗？这

还是那个“变法”失败被清廷通缉的梁启超吗？二人的关系不应该是势如水

火吗？如他自己所说，“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著者与彼，于政治上为公

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带着这样的疑问，仔细翻阅史料，越去深究，就

越发现，梁启超本人就如他的文字一般，似有一种魔力，吸引着你去探究。

我是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出身，尽管如此，从选定梁启超作为题目到阅读与梁

启超有关的书籍，从品味梁启超的人生经历到动笔写作梁启超多变的思想，

并不是行云流水、如履平地，其中的不易和点滴发现的喜悦，五味杂陈，个

中的滋味，只有在这一刻才能深深的体会和回味。梁启超是一个思想复杂、

多于变化的人，翻阅他的人生经历，细读他的思想著作，“善变”的感受总

是如影随形。舍弃训诂致力经世之学是“变”，退出学海堂投身万木草堂是

“变”，置疑改良倾向革命是“变”，抨击革命回归改良也是“变”，他无

时无刻不在改变。然而，他的“变”又不是毫无章法的，总是跟着时代、时

局的变迁悄然而生，变得应时，变得其所，他严格执行着自己的人生格言：

“切勿犹疑以今日之我宣判昨日之我。”时常设想，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百

科全书式的人物，维新时怎样的意气风发，流亡时怎样的怆然悲愤，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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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时怎样的激情澎湃，回国时怎样的憧憬渴望，清华讲学时怎样的精彩磅

礴。“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由于学识的有限，想要书

写这样一个充满精神活力的梁启超，并非易事，特别是剖析他的“善变”，

倍感艰难，时常思路断扼，陷入混沌。

所幸，在写作中始终有恩师的点拨与照拂。拜读在韩东育先生门下，我

是幸运的，先生身上有很多的光环，东京大学博士、博士后，教育部长江学

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

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数十篇发表于《历史研究》《哲学研究》《思想

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读书》等高端学术刊物的论文……而先生身上

却从没有“大人物”式的难以亲近。“学高为师，德高为范”，先生学识广

博，宽厚待人，他的一言一行，无不让人感到敬佩。在学术上，先生与我的

每次谈话，都有很多睿智的地方，对我有很大启发。硕士期间，我几乎从未

接触过思想史的相关知识，先生将我从一个思想史的门外汉引导入此领域，

并结合我的实际情况，为我量身订做了这个既属思想史范畴又与中国近现代

历史密切相关的选题，从论题的选定、学习计划的制订、开题、论文的写作

到资格论文的发表，都倾注了先生大量的心血。几年中，先生对我在学术

上的悉心教导凝聚成我点点滴滴的进步，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谦和宽容的

人生品格，都深深铭刻在我的心间，使我深切的感受到一名良师的人格魅力

对于学生的成长是多么的重要，而我惟有继续在学术和人生的道路上孜孜以

求，方能报恩师情于万一。

此刻，当我坐在学林中写作这篇自序的时候，心绪难平，感慨万千。流

年从指尖缓缓划过，不经意间我来到长春这座城市已经十四载有余了，而在

东北师大的求学时光亦有十二载。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的历程，让我有足

够的时间品味这座城市，品味我的大学，品味自身的成长和蜕变。回首几年

前，我怀揣着向往而又惴惴不安的心情开始了我的博士研究生的学习生涯，

向往于学术层面的即将升华，惴惴于专业方向的不小跨跃。我的硕士方向是

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而今跨入专门史专业的大门，东亚思想史基础知识的薄

弱和对日语的不通，使我在专业课的课堂上，时常有无力、艰难和攀爬之

感。时值我刚刚参加工作，适应社会、适应工作、撰写教案、备课、听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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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教学任务，特别是孩子出生后，繁琐而忙乱的工作和生活占却了绝大

部分的时间，使我的学业更加举步维艰。然而，性格中不服输的劲头和师友

的鼓励总是不能允许我向挑战低头，坚持着一步一步缓慢前行，在前行的途

中，幸而有我的恩师、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纵有千言万语，此时都融化在

心头。

东北师范大学，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历史文化学院，是我学术生涯的

起点。十数年的东师生活，让我对这片神圣的土地充满了感动与感激之情。

然而，再多的感谢也表达不出我内心满溢的情感。寸心难报三春晖，师恩难

报，同学情难忘，再多的语言此时此刻也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惟有深深的

道一声：“谢谢！”感谢师长，感谢亲友，因为有了你们的关爱和帮助，才

使我的求学之路平坦、温暖和充满希望。所有的这一切我都将永远铭记于

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人生道路如此，学术研究之路

亦如此。

谨以此文献给在我成长道路上关爱和帮助过我的所有人。

 

2015年6月于东师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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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维新变法的领袖，一篇《变法通

议》宣告了晚清一场声势浩大的变革运动的开始；作为一位深度参与中国近

代化进程的社会活动家，他的政治生涯并没有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而结束，

他流亡日本期间进行的早期革命宣传甚至间接地影响了辛亥革命；作为史

学家和文学家，他一生笔耕不辍，留下1100万字的著述，内容涉及政治、史

学、哲学、经济、新闻、法律等诸多方面，20世纪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受到他

的影响，如毛泽东、梁漱溟、钱穆、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梁启超可

谓中国近三百年文坛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从思想史层面来考察，梁启超是戊戌维新思潮的核心人物，其思想亦

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要组成。与康有为的“太有成见”相比，梁启超在

思想上显得“太无成见”。这种被康有为批评的“流质善变”也成为梁启

超本人思想上的一大特征。梁启超思想上的变化是有迹可循的，即以不变

的爱国救国之心为始终，在不断地反思、累积、探索中调整自己思想的选

择，包括他的学术思想和他的政治思想，而二者基于一个共同的目标，变

化又总是相表里的。是故，本书选取梁启超思想历史中变化最为激烈的一

段时间，即1898—1906年为研究断限，以梁启超在此时间断限内政治、学

术思想的变迁为研究视点，围绕这些变迁的轨迹展开论证，以期探寻梁启

超思想性格中多变、善变背后的深刻原因，以及屡变背后不变的精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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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章集中回顾了迄今为止梁启超思想研究的成果和主要观点，总结了

研究现状的成绩和不足，并在此基础上对1898—1906年间梁启超思想研究的

意义、目标、价值、方法和手段，作出具体规划，尽可能使题目的研究明晰

化和具体化。

第二章对1900年以前梁启超的人生历程作简要回顾。一个人幼年时期形

成的道德规范和成年后的人生阅历，对其思想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即使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体系和范围中，由于每个独立个体之间有着微妙的个

性差异，导致客观历史投射在每个人心目中的影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思想观

念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因此，在深入探讨梁启超的思想理路及成因之前，将

人物还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个具体的时代背景中，可以勾稽并梳理出

梁启超思想形成的本源以及后期发生改变的渊源。

第三章选择梁启超一生思想中变化最为激烈的时期，即以1898—1906年

为时间断限，通过爬梳梁启超的个人经历、与师友的交往活动、著述及往来

信件，并对上述资料进行时间上的梳理和逻辑上的总结，阐释这八年间梁启

超的四次主要思想变化：一是在政体的选择上，从维新变法时期的推动君主

立宪到赴日后主张革命以共和，再到1903年后回归到立宪阵营；二是从“尊

孔保教”思想向“尊孔不必保教”思想的转变；三是提出欲救国必先新其民

的新民主张；四是在日本文明史观的影响下，于1902年提出“史学救国”的

新思想。

第四章主要围绕梁启超思想的上述四点主要变化，从师承、友人、日

本社会思潮的影响、阅历四个角度分析梁启超思想理路的形成原因及思想间

的内在联系：一是戊戌时期对康有为思想的师承，以及1900年以后逐渐突破

康有为的思想框架走向独立发展的路径；二是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身边有

一批志同道合、共研学问的朋友，特别是黄遵宪，他们对梁启超1903年前后

两次较大的思想起伏和最后的回归，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三是梁启超在日

本生活时期，正值明治维新后期，大量的启蒙思想和思潮广泛地存在于日本

社会，这些思想和思潮对梁启超当时的思想变化产生了推动作用；四是1903

年梁启超游美洲时，通过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的了解，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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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了中国和美国的距离，使他原本对民主、共和、革命的坚持发生了严重

怀疑、动摇和转移，绝然地放弃了激进的排满革命思想和民主共和政体的设

想，重新回归到开明的君主立宪制的阵营。概言之，伟大的抱负使他一生心

系国家，康有为的言传身教使他走上政途，丰富的阅历使他累积学识，友人

的规劝使他认真反思，渐增的学术使他不断修正自己的言行。

第五章是从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相表里的角度，分析1898—

1906年间梁启超政学思想的一致性，推导出这样的结论，主导并贯穿于梁启

超政治思想变化始终的内因，是其对自身所接受的学术理论的不断思考、选

择、调整和扬弃的结果。他每一次思想上的改变，都伴随着学术理论的改

变，因而其学术思想的改变也必然引发其政治思想的改变，二者是因果联

系，相互表里的。

第六章对梁启超思想与中国近现代思想之关联与影响予以概括和总结。

1898—1906年间，梁启超思想的这些变化，既是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状况复

杂而急剧变化的产物，也是梁启超在彷徨中一直在寻找适合中国现实的理论

体系的产物，他怀着一颗赤诚不变的爱国之心，数十年求索于中国的繁荣和

富强，他的思想几乎影响了那个时代所有的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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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学者们在对近代中国思想史划分历史阶段时，把甲午中日战争（1894

年）到19世纪末（1900年）划分为戊戌思潮时期。这么短短的几年，却能够

占据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因为——中国近代资产

阶级新思想体系，始于戊戌维新变法时期。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的失败和

《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而临着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危险局势，以康

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救亡图存为口号，以改革变法为主

旨，领导和发动了19世纪末期的一场维新变法运动，这场运动不仅是一次政

治上的改革运动，更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

无论从何种角度作观察，在这场维新变法运动之后，改革变法、学习西方

的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并迅速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维新派们抨击封建君

主专制，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为了启迪民智，他们介绍、翻

译、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作为一场政治

改革运动，戊戌运动是失败的，但作为一场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它唤起

了近代中国人的觉醒，开启近代民主与科学风气之先河，更重要的是，“就中

国近代思想史发展的逻辑而言，后来的辛亥革命时期的启蒙运动，尤其是五四

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戊戌思想启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a

a 丁守和，郑大华，任菁：《中国近代启蒙思潮》，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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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和梁启超，是这场维新运动的倡导者和思想代表，二人由于这

场运动而并称为“康梁”，他们的思想构成了戊戌思潮的主体。令人惊讶

的是，当考察康有为和梁启超对中国思想的影响时，天平明显地倾斜于梁

启超，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根本在于“变”与“不变”。梁启超在《清代

学术概论》中说：“启超与康有为有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

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之：‘吾学三十岁

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

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启超之

学，则未能论定。然启超以太无成见之故，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其创造

力不逮有为，殆可断言矣。”a梁启超的这段评论，从学术上和处世上言

明了他和康有为的区别：“太有成见”使康有为在变法失败后过于执着、

思想趋于保守，相反，梁启超的“太无成见”使他随着时事的变迁灵活多

变。对于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而言，他的伟大之处往往就在于他复杂的性

格和活跃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梁启超的“流质多变”是确定无疑

的，他时而主张君主立宪，时而呼唤民主共和，他时而主张温和改良，时

而力主激烈破坏，他时而主张保教尊孔，时而高呼尊孔不必保教，他时而

主张新民启智以求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时而感叹民智未开需要开明专制。

他的一生都在这样的矛盾中无法自拔。然而，梁启超的多变和善变不是毫

无章法的，在他不断改变的背后，是一颗不变的爱国之心，这个坚定的信

念使他总是在近代中国剧烈的社会变迁中，不停地选择自己的最佳定位，

并尝试用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中国。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学者葛兆光这样定义思想史：“思想史描述的

是思想在时间流程中的建构、定形与变异的连续性历史”。b这句话是否可

以这样理解：思想和信仰在历史中是可以被延续的，它们本身固有的核心、

生命和价值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而是被异化为一种新的思想一直延

续。从这个角度而言，梁启超的思想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从他登上政治舞台

a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

65—66页。

b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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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开始，至1929年他生命的结束，从来就没有降低过。那么，深化和加强

对其思想特征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亦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无法绕行的课

题。本书选取梁启超思想历史中变化最为激烈的一段时间，即1898—1906年

为研究断限，以梁启超在此时间断限内政治、学术思想的变迁为研究视点，

围绕这些变迁的轨迹展开论证，以期探寻梁启超思想性格中多变、善变背后

的深刻原因和真相。

梁启超谢世距今已经近百年了，但他作为曾经深度影响过中国历史进程

的人物，一直倍受世人关注，特别是他的思想，以其广泛性、多变性和影响

的深远性，有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目光。具体的研究成果及情况，将从以下

几个方面进行概述。

一 、学术界对梁启超思想整体的研究

中国大陆对梁启超思想的研究从时间上大体可分为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研

究状况和改革开放前后的研究状况两大类。

1936年，由梁启超的朋友丁文江主持、赵丰田编写的《梁启超年谱长

编》完成初稿，几经修改，198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成为研究梁

启超的必读书。这本书采用梁启超与师友之间的书信700余件，这些书信比

公开言论更能真实地反映梁启超的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但书中个别书信和

文章的系年不太准确，故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对所参考和引用的资料进行了多

方考证。

新中国成立前后，在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等阶级斗争意识形态

下，一些学者出于当时特殊的现实需要，开始越来越多地批判梁启超的思

想，甚至完全否定。这一阶段学者们主要是对梁启超所参与的政治活动及其

历史功绩进行综合评价。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梁启超除了在戊戌变法时期有进

步性之外，其他思想都是不足取的，甚至是反革命的。代表专著有郭湛波的

《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该书认为“梁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不如在

学术史贡献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创设不如康有为，坏破不如谭嗣同，

而其思想多来自康、谭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贯，随时转移，前后矛



梁启超思想的“变”与“常”

~ 4 ~

（1898—1906）
LIANGQICHAO SIXIANG DE BIAN YU CHANG

盾，然其影响甚大，则因其文笔生动，宣传力大。”a1949年之后对于梁启

超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到了思想领域，学者们受到政治形势的影响，热衷于给

梁启超进行阶级划分，尽管成果不多，但评价几乎完全是否定的。从1956年

一直到“文革”之前，这种倾向越来越严重。到了“文革”时期，大陆方面

对于梁启超的研究处于停滞状态。此时代表专著几乎没有，只在思想史研究

著作中有所涉及，如候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

1978年以后，随时政治形势主流趋向的发展和稳定，对梁启超思想的研

究有了现代化的新视角，学者们尝试对梁启超的思想理念、实践活动展开新

角度、新方法的再认识和再评价，研究领域不断被拓展，研究成果不论是质

量还是数量都登上了一个高峰。比较早的一批著作有孟祥才、杨希珍的《梁

启超》（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王勋敏的《梁启超传》（北

京：团结出版社，1998年），吴其昌的《梁启超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

社，2008年），朱俊瑞的《梁启超经济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科出版

社，2004年）等。其中孟祥才、杨希珍的《梁启超》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后

大陆出版的第一部全面研究梁启超思想的专著。这本书对梁启超在戊戌变法

前后宣传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进步性、由此带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

思想解放潮流以及对近代文学的贡献都作了积极和肯定的评价，同时也对梁

启超在辛亥革命时期反对革命的言行进行了否定。从总体上来看，这本书突

破了“文革”前后对梁启超进行评价时全盘否定倾向的束缚。再有钟珍维、

万发云的《梁启超思想研究》也成书较早，于1986年由海南人民出版社出

版，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对梁启超思想研究的又一部重要成果。这本书的特点

之一是，摒除了改革开放以前极左思潮对学术研究的干扰，针对长期以来对

梁启超评价偏低的问题，给予梁启超的思想以实事求是的评价。此书的特点

之二是，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梁启超的思想，依次对其政治思想、经济思想、

史学思想、哲学思想、法制思想、教育思想、科技思想、新闻思想和文学思

想进行剖析，大体可以反映出梁启超的思想全貌。这本书是上世纪80年代后

a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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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研究梁启超思想的一部开拓性著作。

对梁启超思想的研究真正进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状态的时间，具体来

说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大批相关著作，从梁启超的政治思想

和实践、国民、伦理、教育、文学、学术思想等方面入手，对梁启超思想进

行全面的研究和评价。其中代表性的有：《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梁启超

评传》及《新论梁启超》。

由戴逸主编、陈鹏鸣著的《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是对梁启超的学术思

想研究比较详细的一本书，在该书中，作者将梁启超的学术思想置于20世纪

中国学术文化的视野中，以《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

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等梁启超的学术著作和梁启超与师友a的交往为

切入点，分别研究了梁启超的哲学、政治、经济、史学、文学和教育思想。

在讨论师友对梁启超产生的影响时，作者认为康有为使其转变了治学的态度

和目的，走上了关心学术、爱国爱民的学术道路，严复和黄遵宪介绍了西方

思想，开阔了梁启超的眼界，使他开始批判传统的保守思想，特别是在梁启

超由“尊孔保教”向放弃保教转变时，黄遵宪起了很大的规劝作用。这本书

的特点是对梁启超学术思想的介绍部分较多，对其学术思想形成原因的归

结，突出强调了师友的影响。

吴廷嘉、沈大德合著的《梁启超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0年）系统地研究了梁启超几乎全部的学术活动，并深度剖析了梁启超的

学术活动，将其细化为精华与糟粕，指出其成就与局限，理智地思索梁启超

在学术上的影响和贡献。在该书中作者认为，近代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

活的曲折性是对梁启超思想评价不公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于长期忽略梁启超

作为启蒙学者的本质特征，不断以其所短攻其所长，构成了学界对梁启超学

术评价的失真。全书中作者用了科学的态度观察、分析梁启超，又用心灵和

感情去理解他，应该说这是学术研究中应有的一种态度。特别是在梁启超同

革命派的关系上，作者认为梁启超曾经真心地同革命派交往，对两党的分歧

认识也十分清楚，但来自康有为的压力使他在口号和理论宣传上显得似是而

a 陈鹏鸣考察的师友包括：康有为、严复、黄遵宪、夏曾佑、谭嗣同和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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