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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 （记者张
弘）“我们现在写梁启超，很
难做到像他那样对中国古
典学术有研究。因此，我们
没办法完全把握住梁启超
对中国问题，对中国学术的
看法。梁启超最经典的两部
作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
史》《清代学术概论》，里面问
题非常多，但是我们没有办
法去揭露。”社科院近代史所
研究员马勇说。针对解玺璋
新著《梁启超传》，钱理群、孙
郁、马勇昨天下午在德胜门
字里行间书店从不同的侧
面解读了梁启超。

钱理群：从梁启超
那里寻找精神资源

活动伊始，解玺璋介绍
了自己收集资料 30 年，埋
首四年创作《梁启超传》的
经过，作为资深的媒体人，
他说最早在学新闻的时候
接触了作为媒体人的梁启
超，随着收集资料的增多，
更觉得以前对他的评论歪
曲和贬低太多，于是决定写
这样一本书为其正名。人
大文学院院长孙郁有着十
年的媒体人经历，他认为，

“作为报人的梁启超创造了

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文体，
他的文论很有气势，汪洋恣
肆，在公众中产生了广泛影
响。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
今天的报纸学习。”

而北大教授钱理群则
从思想史上解读了梁启超，
他说，“我们今天遇到很多
问题，梁启超等人都经历
过，他们处理一些问题的方
式对我们有价值。比如说，
他青年和中年的时候倾向
西方的价值观，到晚年更倾
向中国的价值。过去我们
以此批评梁启超，说他多
变，但是今天我们以同情和
理解看梁启超这样的变化，
你可以发现当下中国很多
学者经历类似的阶段，80年
代大家认为向西方学习是
最主要的，今天很多提倡儒
家的人，当年他们是向西方
学习，后来他们转向东方，
这样的转变是怎么回事？
这个转变的逻辑是什么？
当中隐含什么样的经验和
教训？这些可以给我们一
个很好的借鉴。”

马勇：要了解梁启
超言论的背景

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

员马勇则从史学的角度做
了发言，“梁启超太厉害了，
他太会说了，太会表达了，
所有的事情都讲得像真的
一样，我们如果不去研究他
背后材料的话，我们只能相
信他，毫无办法。”

马勇举例说，按照梁启
超的描述，1888年康有为上
书，“我们一直讲这是康有
为第一次表达其维新变法
思想，结果上书以后没人
理，很失败。他回广东以
后到了广州万木草堂培养
这种维新人才，培养维新
的力量。但是，我觉得这
不可能，因为中国的维新
思想要到 1894 年甲午战争
马关条约签订前后才有。
另外，万木草堂的真相是，
康有为 1888 年是 30 岁，已
经有了两个孩子拖家带口
的大龄复读生，科举是几
年考一次，于是他办了一
个科举补习班，结果 1895
年 他 带 着 学 生 一 起 到 北
京，自己还是没考上。像
这种例子可能在梁启超、
康有为、章太炎身上都有，
后人会附加一些东西。但
是我们还得承认这些人不
得了，他们推动中国发生了
巨大变化。”

新京报讯 （记者姜妍
实习生黄盼盼）以“英雄的房
山——前进”为主题的爱心
慰问演出前日在房山阎村镇
文化广场龙乡书画苑上演。
据参加演出的殷之光介绍，
为本场演出备选的 60 首诗
歌中有 40 余首为房山人民
自己创作的。

演出节目包括歌曲、诗
朗诵以及书法展。因饰演电
视剧《西游记》中女儿国国王
一角而备受观众喜爱的演员
朱琳朗诵了诗歌《山河祭》。

随后，殷之光声情并茂地朗
诵了其代表作《我骄傲，我是
中国人》，强烈感染了现场观
众，获得热烈掌声。广场上
欢歌笑语，而一旁的大厅内
却非常安静，二十余位书法
家在一张长长的桌子上挥毫
泼墨，现场书写了百余幅书
法作品。马俊明用篆体写下

“血脉相连”四个大字。孟繁
喜则表示，听到房山灾情后，
他“三天三夜没睡”。

演出结束后，殷之光告
诉记者，当他在电视上看到

房山人民团结一致抗击灾情
时，不禁“热泪盈眶”，于是就
想着用诗歌来赞美他们。他
认为，“诗歌是最能反映时
代精神和人民感情得文学
形式。”对于类似活动，他
说，“我们觉得做得还不够，
我们要把更好的诗歌献给
房山人。”

本次活动由北京市文
联、北京书协、北京作协以及
北京朗诵艺术团共同举办，
该演出也是市文联“走转改”
的又一次具体实践。

解玺璋为梁启超作传，钱理群、马勇等齐聚研讨

众学人解读梁启超
市文联“走转改”演出走进房山

“英雄的房山——前进”慰问致敬房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