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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1873～1929年） 

 

     近代維新派領袖、著名學者。字卓如，號任公，別號滄

江，又號飲冰室主人。廣東 新會人。 

 

光緒十六年(1889 年)中舉。次年入京會試未中，歸家途

經上海時，接觸「西學」。回廣州後，1890 年拜康有為為

師，協助編撰《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協助進

行變法理論的著述和編校工作，深受其影響，成為康得意門

生。1895 年赴北京會試，與康一起發動「公車上書」，聲

名大振。8 月，「強學會」成立，任書記員。次年在上海主

編《時務報》，發表《變法通議》等論文，編輯《西政叢書》，

創辦大同譯書局。康有為創辦《中外紀聞》，他為重要撰稿

人。成為維新派中影響很大的宣傳家，時人合稱「康梁」。後與《時務報》經理汪康年發生矛

盾，憤而辭職。1897 年受聘為長沙 時務學堂總教習，積極鼓吹和推動維新活動。「戊戌變法」

時，以六品銜辦京師大學堂和譯書局。變法失敗後逃亡日本，與唐才常等策劃「自立軍」起事。

旋在橫濱創辦《清議報》，接著編《新民叢報》宣傳保皇，受到民主革命派的批判，但其介紹

的西方社會政治學說，為當時知識界所歡迎。1906 年，為配合清政府「預備立憲」騙局，與康

有為一起將「保皇會」易名「憲政會」，又組織政聞社。辛亥革命後，以立憲黨為基礎組織進

步黨，擁護袁世凱上台，出任袁氏政權司法總長。後反對袁世凱稱帝，1916 年策動蔡鍔組織

「護國軍」討袁，任護國軍務院撫軍兼政務委員長。袁死後，他與段祺瑞合作，出任財政總長。

1918—1920 年遊歷歐洲，歸國後宣傳治學方法，倡導文體改良的「詩界革命」與「小說界革

命」。晚年在清華大學講學，並用西方史學觀研究史學方法論。1927 年從北京到天津匿居。

1929 年 1 月病逝。 

 

其學識淵博，著作甚多，涉及政治、經濟、哲學、歷史、新聞、文藝、文字音韻、語言、

小學、宗教等，行文流利暢達，通俗易懂，輯為《飲冰室合集》。  

 

撮錄：黃邦和 皮明庥主編：《中外歷史人物詞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640。 



 

 
 

歷史人物簡介——啟蒙版 
 

頁 2 

梁啟超（1873～1929 年），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派著名政治活動家、思想家、文學家和

學者。字卓如，號任公，筆名主要有過衰時客、飲冰子、飲冰室主人、新民子等，廣東 新會

人。 

 

自幼在家中接受傳統教育，1889 年 中舉。1890 年赴京會試，不中。回粵路經上海，看到

介紹世界地理的《瀛環志略》和上海機器局所譯西書，眼界大開。同年結識康有為， 投其門

下。1894 年聯合在京參加會試的 1300 多名舉人，上書皇帝，這就是著名的「公車上書」。他

是《中外紀聞》、《時務報》等的主筆， 是維新變法的主要領袖。「戊戌變法」失敗後， 流

亡日本，和康有為組織保皇會，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等雜志，後反對

革命，為袁世凱服務，但最終認清其真面目。 1917 年主要從事教育和學術研究，是清華國學

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在哲學、佛學、 史學、政治、經濟學、先秦諸子學、文學等多個

領域學術研究上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著有《飲冰室合集》《清代三百年學術》等。 

 

撮錄：王曉梅 張晶主編《不可不知的 2000 個中外名人》（北京：中央翻譯出版社，2009 年），頁 155-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