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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主要有过哀时客、饮冰子、饮

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

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

和学者。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并包了政治和学术

两个方面。 

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自幼聪颖，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

岁即能写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1890 年，他十

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

的变法维新之术。1894 年 6 月，他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7 月，中日甲午战争

爆发，次年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

加会试的 1300 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

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年七月，宣传变法维

新的第一个刊物《中外纪闻》在京创刊，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八月，维新团体

“强学会”成立，梁任书记，成为康有为进行维新活动的得力助手。 

1898 年 6 月 11 日至 9 月 21 日共 103 天的“百日维新”期间，梁启超作为

维新主帅康有为最重要的助手，做了大量的工作。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

日本，和康有为组织保皇会，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在

1898 年至 1903 年五年之间，梁启超在以上刊物上共发表 80 多篇文章和专著，

多方面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思想，猛烈地抨击了清王朝的腐朽黑暗，

深刻地批判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伦理道德，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思想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时期，是梁启超思想发展最闪光的时期。 

    1903 年后，梁启超在政治上走上了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反动道路。从

提倡民权，鼓吹“破坏主义”，到坚持保皇，主张“与革党死战”，在论战中，梁

启超是以保皇派的挂帅人物登场的。辛亥革命后，他又组织“进步党”，为袁世

凯效劳。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认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便积极策划并参与了“倒

袁”活动，加速了袁氏洪宪帝制的失败。1916 年后，他又投靠北洋军阀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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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吹走立宪道路，曾任段内阁的财政总长。后三个月便去职，从此结束了政治生

涯。 

此后的十多年，梁启超主要从事于教育和学术研究，先后在清华、南开等大

学任教，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他在哲学、佛学、史学、政治经

济学、先秦诸子学、文学等多个领域的学术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是近百

年间不可多得的“百科全书”式的天才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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