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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1873～1929年） 

 

 梁啟超（1873-1929）廣東 新會人，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 

 

清 光緒二十一年（1895）助康有為發動「公車上書」，創辦《中外紀聞》、組織強學會。

次年任《時務報》主筆，發表《變法通義》等文章，鼓吹維新變法，影響很大。二十三年任長

沙時務學堂總教習。二十四年入京參加維新變法運動。失敗後流亡日本，創辦《清議報》，宣

傳「斥後保皇」。二十八年復創辦《新民叢報》。廣泛宣傳西學，先後發表了《中國史敘論》、

《新史學》，批判中國封建史學，提倡「史界革命」。二十九年後，與資產階級革命派進行了長

期論戰。主張開明專制和社會改良，反對以革命手段推翻清廷。辛亥革命後第二年回國。先任

共和黨領袖，旋組進步黨。1913 年出任袁世凱的司法總長，後反對袁氏復辟帝制。1916 年赴

廣西、廣東參加護國戰爭。1917 年反對張勳復辟，出任段祺瑞的財政總長，旋辭職。1918 年

底至 1920 年初赴歐洲考察，著《歐遊心影錄》，主張用東方文明挽救西方物質文明的破產。

1921 年著《中國歷史研究法》，闡述整理東方文明的方法。1922 年著《先秦政治思想史》。鼓

吹儒家、墨家已創立「社會主義」學說，且勝過馬克思的社會主義。1925 年任清華國學研究院

導師，先後講授中國文化史、歷史研究法，並指導中國史學史、東西交通史等專業研究。1926

年春兼任北京圖書館館長。1926-1927 年著《中古歷史研究法（補編）》，進一步表述了其史學

理論。 

 

生平長於史學，於文化史較有研究，著有《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

素抱編纂中國通史及多種專史的宏願，終為實現，著述甚豐，多收入《飲冰室合集》。 

 

撮錄：鄭天挺、譚其驤等主編：《中國歷史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8 年），頁 1519 。 

 

梁啟超的總評價      

梁啟超總評價問題是對梁氏研究的關鍵，也是史學界爭論的要點之一，一直受到史學界的

重視。建國後，即在 50—60 年代，就有部分史學工作者從事專門研究並且出現了分歧;文革後

有更多的人從事對梁啟超的研究，分歧也有所擴大。到目前為止主要有以下五種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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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反動作用說。王介平認為：前期，他「大聲疾呼『變法維新』以救亡圖存」，「具有

愛國主義的進步意義」。但是，我們不能「只看見梁啟超戊戌變法時期的進步作用，看不見或

不願看見他以後所起的反動作用」。「由於他堅持改良主義的錯誤思想，使他引導不少愛國有為 

的青年走上錯誤的道路;使他們在大革命的浪潮之前逃避革命，甚至不自覺地維護反動政權，阻

礙了革命力量的迅速成長，延長了中國人民在賣國反動政權的奴役下的痛苦，阻滯了社會生產

的發展」。 

 

二、功大於過說。蔡尚思認為：梁啟超「前期進步，後期反動。維新運動的人物大多如此，

但他們功大於過」。他從新式教育、辦報宣傳 、介紹西學、文體改革、攻擊孔學、創新史學、

學術成就等七個方面概述梁啟超的積極作用;也對其「不能跟著時代潮流前進」、「晚年尊孔」、

「反蘇反共」等罪過進行揭露。李澤厚等亦持此說。 

 

三、前期有功後期墮落說。李侃認為：「戊戌變法時期的梁啟超，順歷史潮流，曾經起過

進步作用，歷史公正地寫下了他的功績。在民主革命興起以後，他逆歷史潮流，以改良反對革

命，結果步步墮落，變成反動派的走卒和歷史的罪人。」  

 

四 、與歷史的前進成反比說。孟祥才認為：「梁啟超是資產階級改良派的著名代表。戊戌

變法期間，他作為康有為的得力助手，積極參加了變法維新運動。」「變法後，他流亡日本，

遠遊美澳。這期間，他辦報紙，寫文章，鼓吹保皇，反對革命。梁啟超一生的活動，從一個側

面反映了中國近代史的整個歷程，證明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改良派的進步作用與歷史的

前進成反比。」 

 

五、曲折中前進說。鐘珍維認為：「不可否認，梁啟超一生的道路是曲折的，有前進也有

倒退，但總的發展趨勢則是曲折前進的。」他「最後則贊成民主共和，並堅信帝制永滅，共和

永存。」李華興亦持此說。關於對梁啟超進行總評價問題，史學界仍在繼續探討。在研究中對

梁啟超一生的言行進行全面研究辯證分析的方法是應該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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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王介平: 《論改良主義者梁啟超》,《教學與研究》1956 年第 12 期;  

2. 蔡尚思:《梁啟超在政治上 學術上和思想上的不同地位》,《學術月刊》1961 年第 6 期; 

3. 蔡尚思: 《對梁啟超的評價》,《論戊戌維新運動與康有為、梁啟超》,廣東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4. 李侃:《從梁啟超看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墮落》,《光明日報》1963 年 5 月 13 日;  

5. 孟祥才: 《梁啟超傳》,北京出版社 1980 年版; 

6. 鐘珍維: 《試論梁啟超在辛亥革命前後的功過》,《華南師範大學學報》1983 年第 4 期; 

7. 李華興: 《近代中國的風雲與梁啟超的變幻》,《近代史研究》1984 年第 2 期 

 

作者：張連起 

撮錄：趙儷生 鄭寶琦主編：《中國通史史論辭典》（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 年），頁 1992.第 1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