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梁启超传心得体会 梁启超中国
历史研究法读后感(模板5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好
的心得体会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心
得体会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读梁启超传心得体会篇一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

河出伏流，一泻汪洋；

潜龙腾渊，鳞爪飞扬；

乳虎啸谷，百兽震惶；

鹰隼试翼，风尘翕张；

奇花初胎，皇皇，

千将发硎，有作其芒；

天戴其苍，地履其黄；

纵有千古，横有八荒；

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一个民族的衰落与消亡，是从道德败坏开始的；一个民族的
崛起与复兴，也同样是以道德的回升开始的。时下的大陆，



正令人痛心的'日益走向经济失序、生态恶化与道德崩溃。当
有一天亿万中国人拒绝与恶为伍，摆脱其精神控制，走向心
灵自由、道德回归之时，中国的命运就从被毁灭的方向扭转
过来了。从这个意义上，可谓扭转乾坤，可喜可贺，它能带
给了中国人崭新的希望。

假如中国人都能在善恶的标准上选择抛弃罪行累累，中华民
族重生辉煌的日子就不远了。天佑中华不是一句空话，它全
在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选择与重回。

读梁启超传心得体会篇二

追忆读后感

《追忆》是一部用独特视角欣赏中国古典文学的作品，全文
用追忆贯穿。个人觉得看书最好还是先看目录，对书有了大
概了解之后再细看，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作品，感受作品
的魅力。全书大致以文学史铺陈。第一章，借《诗经》谈对
礼法文明的记忆；第二章，借庄子、张衡、王阳明等谈生者
对死者的记忆；第三章，借杜牧、鲍照谈对朝代盛衰的记忆；
第四章，借李贺、白居易谈记忆写作的断片性质；第五章，
借李清照谈对物的记忆；第六章，借沈复谈对日常生活的记
忆；第七章，借吴文英谈对景象的记忆；最后一章，借张岱
谈记忆与写作。

宇文所安以十余篇与追忆相关的中国古代诗文为素材，以文
本解读为核心，伴随命题的建立和探讨，对中国古典文学追
忆主题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结构方面，宇文所安以主题方
式建立基于历史又超越历史的开放空间，以内部小专题并置
提供多元视角；文本解读方面，他通过文本细读、中西比较
和基于传统坐标的双向观照，对熟悉的古代文本提出了独到
的理解；命题探讨方面，他在文本研读的基础上建立灵活的
命题，发掘文本间的深层联系，以融合的视域进入大文化的
语境。纵观宇文所安《追忆》一书，他立足于传统之外的开



阔视野和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研究特色，尤为值得我们借鉴。
本文希望发掘《追忆》的特色及其背后的深层关注，为如何
更有效地利用古代文学资源提供有益的启示。

中国人一直都善于回首过去，从过去寻找例证或者归结经验。
()每一个时代都向过去探求，在其中寻觅发现自己。关于明
史性质的一个藏而不露的真理是：文明之所以能永远延续发
展下去，最重要的是因为它的结构来自它的自身。场景和典
籍是回忆得以藏身和施展身手的地方，它们是有一定疆界的
空间，人的历史充任期间，人性在其间错中交织，构成一个
复杂的混合体，人的阅历由此而得到集中体现。它们是看得
见的表面，是青葱的黍田，在它们下面，我们找得到盘根纠
缠的根节。人们能看见表面的黍田，却不一定能看见黍田下
被掩盖的前朝都城。回忆过去也是需要智慧需要契机的，懂
的'人才能明白为何要悲黍田，才能知其行为的产生。一代一
代的传递不间断是需要不断努力创新的，只有创新，寻找不
同的方式记录过去，才能从回忆者的身份转化为被回忆者。
那些享有盛名的就是通过巧妙的手法使得自己在作为回忆者
回忆被回忆者时突出自己，从而让后人在想到这些能够勾起
回忆的事物或者人物时能够想到他们，成为被回忆者。宇文
所安就例举了孟浩然回忆羊祜和与之相关的堕泪碑，欧阳修
回忆杜预和其石碑来解释从回忆者变成被回忆者的关系转变。

除了的回忆者与被回忆者的关系转变，宇文所安接着又写了
骨骸，写那古人重视祭祀活动，局限于与死去的人交流，将
自己的感情强加在死去的人身上，同时又把自己给拘束了。

个体毕竟是个体，朝代更迭才是历史的演变进程。作者研究
完个体在回忆中地位变化后就开始研究回忆中朝代的繁盛与
衰落了。历史，同历史的真实运转方式相反，是一个由必然
性驱动的机械运转过程，这个必然性，犹如古代女神安奈克，
她有许多神性和化身：经验的必然性、道德必然性、经济必
然性、神界的必然性。宇文所安基于其西方人的独有优势，
将中西方的悲剧进行了对比，通过对比来发现中国诗歌的魅



力和独特之处。

作者接下来就开始讲断片了。中国文学作为一门艺术，它最
为独特的属性之一就是断片形态：作品是可渗透的，同作诗
以前和作诗以后的活的世界联结在一起。断片的美学是同一
种独一无二的感受力密不可分的：一种通过诗歌展现在公众
面前的、最为优秀的个人能力。宇文所安用《论语》作为例
子进行了解读，《论语》是断片的典型。断片，不是换喻物，
而是举隅物。断片能把读者引向一个世界，引向由于失落而
造成的空白，它是一个具体的形象，由它而生发开去。作者
例举了李贺的《长平箭头歌》进行说明。写成的诗歌是丰富
的生活世界的一个断片，作者用白居易《舟中读元九诗》做
了很好的阐释。

回忆对人是具备引诱能力的，人们能从中获得一些有价值的
东西，同行又会深陷其中，被回忆吞噬，失了自己而不自知。
回忆过多会排挤现实，各自称为回忆的牺牲品，一如李清照。
她一味地活在对丈夫的回忆中，倾尽家产去保住丈夫的遗物，
不断去篆刻丈夫遗留下的金石，还为之写序等。

如果一味回忆，那只是完全模仿，古人除了模仿，在文学写
作方面会进行复现。凡是回忆触及的地方，都有一种隐秘的
复现的冲动。只有通过回忆，复现才有可能。复现的冲动是
一台引擎，它是人类发展的核心：为了从古老的情节中创造
出新的生命来，面容、细节和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在沈复的
回忆录中，小世界就是他长久不衰的欲望的某种对象，他在
不同时期。不同心境之下复现着相同的故事。作家复现着他
们自己，而且似乎把他们的永无结局的情节写回到生活的世
界中去，以此来为他们的回忆录的周转圈提供素材。

写作使回忆转变为艺术，把回忆演化进一定的形式内。价值
和情感的力量不是在回忆起的景色里，而是在回忆的行动和
回忆的情态中。作者用吴文英的例子对此进行了阐释。回忆
是不落窠臼的，是别具一格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回忆



需要雕琢，作家们通过对回忆进行雕琢，从而塑造不一样的
东西，塑造出一种新的、特别的回忆，以供后人回忆、纪念。
西方隐喻的修辞，中国的用典和咏史是最有力的用于替代的
修辞手段，作家们会运用这些手法对回忆进行雕琢。

宇文所安用回忆的主题，用这种独特的视角令我们看见了古
典诗歌独特的一面，对写作和那些赋予魅力的文学有了更进
一步的理解，这样的方式变得使得阅读变得更加有趣了。

读梁启超传心得体会篇三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
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
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
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
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
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
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
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
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
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
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
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
如戏文;;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
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
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
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
梁启超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

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
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
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
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
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



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
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呜呼!
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顾影;人
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
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

梁启超曰：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问题也。
如其老大也，则是中国为过去之国，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
而今渐渐灭，他日之命运殆将尽也。如其非老大也，则是中
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
前程且方长也。欲断今日之中国为老大耶，为少年耶?则不可
不先明“国”字之意义。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
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
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
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
自百年以来也。完全成立者，壮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渐
进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断之曰：欧洲
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

夫古昔之中国者，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也，或为家族
之国，或为酋长之国，或为诸侯封建之国，或为一王专制之
国。虽种类不一，要之，其于国家之体质也，有其一部而缺
其一部，正如婴儿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体之一二官支，先
行长成，此外则全体虽粗具，然未能得其用也。故唐虞以前
为胚胎时代，殷周之际为乳哺时代，由孔子而来至于今为童
子时代，逐渐发达，而今乃始将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其
长成所以若是之迟者，则历代之民贼有窒其生机者也。譬犹
童年多病，转类老态，或且疑其死期之将至焉，而不知皆由
未完全、未成立也，非过去之谓，而未来之谓也。

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
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
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
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



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朝有朝之老
少，国有国之老少，朝与国既异物，则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
为国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周朝之少年时代也。幽、
厉、桓、赧，则其老年时代也;高、文、景、武，汉朝之少年
时代也，元、平、桓、灵，则其老年时代也。自余历朝，莫
不有之。凡此者，谓为一朝廷之老也则可，谓为一国之老也
则不可。一朝廷之老且死，犹一人之老且死也，于吾所谓中
国者何与焉?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
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

玛志尼者，意大利三杰之魁也，以国事被罪，逃窜异邦，乃
创立一会，名曰“少年意大利”。举国志士，云涌雾集以应
之，卒乃光复旧物，使意大利为欧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
欧洲第一之老大国也，自罗马亡后，土地隶于教皇，政权归
于奥国，殆所谓老而濒于死者矣。而得一玛志尼，且能举全
国而少年之，况我中国之实为少年时代者耶?堂堂四百余州之
国土，凛凛四百余兆之国民，岂遂无一玛志尼其人者!

《龚自珍集》有诗一章，题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尝爱读
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国民而自谓其国之老大也，
斯果老大矣;我国民而自知其国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西谚
有之曰：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然则国之老少，又无定
形，而实随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者也。吾见乎玛志尼之能令
国少年也，吾又见乎我国之官吏士民能令国老大也，吾为此
惧。夫以如此壮丽浓郁、翩翩绝世之少年中国，而使欧西、
日本人谓我为老大者何也?则以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
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折，非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
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诺，非磕几十年头，非请
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其内任卿贰以上、外
任监司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备者，殆九十六七人也，
非眼盲，则耳聋，非手颤，则足跛，否则半身不遂也。彼其
一身饮食、步履、视听、言语，尚且不能自了，须三四人在
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于此而乃欲责之以国事，是何异
立无数木偶而使之治天下也。且彼辈者，自其少壮之时，既



已不知亚细、欧罗为何处地方，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犹
嫌其顽钝腐化之未臻其极，又必搓磨之、陶冶之，待其脑髓
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之时，然后将我二万
里山河，四万万人命，一举而畀于其手。呜呼!老大帝国，诚
哉其老大也!而彼辈者，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折、当差、捱
俸、手本、唱诺、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
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乃出其全副精神，
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
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
非所闻也。于此而告之以亡国也，瓜分也，彼乌从而听之?乌
从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既七十矣八十矣，
但求其一两年内，洋人不来，强盗不起，我已快活过了一世
矣。若不得已，则割三头两省之土地奉申贺敬，以换我几个
衙门;卖三几百万之人民作仆为奴，以赎我一条老命，有何不
可?有何难办?呜呼，今之所谓老后、老臣、老将、老吏者，
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手段，皆具于是矣。西风一
夜催人老，凋尽朱颜白尽头。使走无常当医生，携催命符以
祝寿。嗟乎痛哉!以此为国，是安得不老且死，且吾恐其未及
岁而殇也。

梁启超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
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
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
为缘。如僦屋者然，彼明日将迁居他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
处，将迁居者，不爱护其窗栊，不洁治其庭庑，俗人恒情，
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后顾茫茫，中国而为牛、
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鞭棰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
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
于彼气息奄奄、与鬼为邻者何与焉?彼而漠然置之，犹可言
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
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
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
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
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



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
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
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
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
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
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
与国无疆!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空悲切!”此岳武穆《满江红》词句也，作者自六岁时即口受
记忆，至今喜诵之不衰。自今以往，弃“哀时客”之名，更
自名曰“少年中国之少年”。

读梁启超传心得体会篇四

一百年有多久?对于历史来说，也许譬如朝夕;对于人来说，
红颜却成白骨。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古往今来，
多少骚人墨客，为逝水年华，往事如烟，而噫吁感慨，临风
洒泪。缅怀过去的，与其说记住历史，不如说展望未来，过
去的许人与事，我们不能忘;过去的许人与事，我们忘不了。
就如“公车上书”，“戊戌维新”这样悲壮慷慨的沉痛，过
去一百年多年了，却总还萦绕着国人的心头;就如康有为、梁
启超与谭嗣同的屡屡被提起，不断被纪念。

臧克家有诗曰：“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死去的人还活在人的心里，历史也并未隐退到
书架上去，一百多年前的人和事，到今天仍有太多的“意
义”关联。读完《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夏晚
虹主编)后杂感颇多，整理了一下思路，对梁氏晚年不谈政治，
专研学术的现象谈点看法。

我们接触梁启超，大概缘自初中课本上一篇梁实秋先生的文章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梁实秋先生在这篇文章开篇
就写道：“梁任公先生晚年不谈政治、专业学术……”。当



时的年龄，对于什么是“政治”，什么是“学术”，是不会
去在意与关心的。“人生识字忧患始”，随着知识成长与社
会磨励增加，逐渐就有了一点属于自己的想法，包括对现在
的，抑或是过去的人和事，开始表现出了喜爱或者憎恶。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从“公车上书”到
“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他的笔尖常带感情的言论
思想，影响之大，几乎无人可以比拟。包括陈独秀、胡适、
鲁迅、---这些文化巨人、民族精英，几乎无不承认受过梁启
超思想的滋润。梁启超思想不仅还影响着我们这一代，还要
继续滋润未来的一代代。

梁启超自青年参政并兼任政论家，更是先觉思想的传播者。
百日维新遭慈禧太后血洗后，康梁流亡海外，康停止了前进
的脚步，以保皇自居，梁启超还是马不停蹄，先后创办了
《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等影响深远的报刊，
写了大量至今传诵不衰的文章，大力宣传新思想、新观念。
从这些看得出来，梁启超对于政治，对于改革的热情是可见
一斑的。然而，梁氏自民国九年春，欧游归后直到病殁，突
然谢绝政治，以专研学术、讲学为主。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转
变呢?这是费人思索的。

其中的原因，自有专家研究。不过，也不妨我胡乱度之。我
以为这主要的是与政治失落有关。梁启超在其政治生涯中，
有许多的光辉之笔，如“公车上书”、“戊戌维新”、“护
国运动”、“护法运动”等，都是受人尊敬的，这些光辉梁
氏在世时也一样耀眼。然而，梁氏也先后为晚清政府，以及
袁世凯、段祺瑞等军阀有过合作，虽然初衷是好的，用现代
眼光来看，也算都是值得理解的事，但是，对于梁启超本人
来说，晚年以来，或许他自认为是他的人生败笔。再者，幸
亥革命的胜利，也无疑宣布了梁氏君主立宪思想的破灭。总
而言之，梁启超或许认为，他一生站在风头浪尖，呕心沥血
参政、议政，呼吁变法，努力改革，然最终没有多大成绩(当
然不会的)，所以决定淡出政治。



如果被我不幸言中的话，我想到一个疑问，比如说现在网络
上的许多政论名家，如吾友兼乡人东海一枭,以及槟榔、杜导
斌、任不寐、王怡等人，年青时凭血气方刚，敢说敢为，敢
骂敢砸。倘若年纪大来了，也是不是如梁氏一样，终会谢绝
政治，或者说逐渐淡出政治，专研学术去了，或者做一
个“卧龙岗上散淡之人”?当然，倘若这些网络名家淡出政治，
我也不会觉得突然的，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力(但愿)，
生存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事。但是，我也不愿看到，年青的后
来人只知风花雪月，儿女情长，于国于民，没有半点思想而
言。这样的悲哀是令人沉痛的。

最后，借用百年前梁任公的一句话呼唤“新民”，并与所有
阅读过本文的网友共勉：“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
政府，无新国家。”

读梁启超传心得体会篇五

在未接触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之前，我的“历史观”一直
是通过学校各种历史、政治教材所通用的“经济形态”或者
说是“阶级形态”形成的，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
“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并且一旦牵扯到历史的相关
知识，首先想到的是国家，是朝代，是民族，是历史人物。

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汤因比的思想一反西方传统的历史
文化观念，企图用一种新的眼光来审视世界历史形式的发展
及其意义，揭示人类文明运动的轨迹。汤因比反对把民族国
家当作历史研究的单位，认为只有文明才是历史研究相对独
立的系统。根据对文明的独特理解，汤因比认为在人类近60
的历史发展中，共出现了26个文明形态。其中有21个得到了
发展，它们是：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或划分为拜占庭文明、
俄罗斯文明)、伊朗文明、阿拉伯文明(它与前者可以合为伊
斯兰文明)、印度文明、远东文明(可分为中国文明、朝鲜-日
本文明)、古希腊文明、古代叙利亚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
代中国文明、米诺斯文明、苏美尔文明、赫梯文明、巴比伦



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安第斯文明、墨西哥文明、于加丹文明
(又译为尤卡坦文明)和玛雅文明。

另外有5个文明停滞了，它们是波利尼西亚文明、爱斯基摩文
明、游牧文明、斯巴达文明和奥斯曼文明。有的时候，汤因
比还提到一些流产的文明，如斯堪的那维亚文明和凯尔特文
明等，从而使文明形态的数目增加到30多个。当然，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都认为汤因
比对于文明形态的划分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划分方法是主观
的，似乎完全没有什么明确的合乎逻辑的“分类依据”。但
是，读完这本书，确实给我的历史观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文明，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和力量的推
动而诞生、成长、衰落和消亡?触景生情，思绪联翩，年轻的
汤因比深深跌入了一种永远也难以以自己的想要质疑人类的
命运的神圣的“使命感”之中。当晚，他便在一张便笺上录
下了一部历史巨著的撰写提纲，人类历史上从此多了一部鸿
篇巨著。

读到这里，不仅想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的《希腊模式和
中国模式》中说：“孔子是位保守主义者，他从未梦想过中
国会实现有效的政治统一。秦始皇的事业或许让他震惊，汉
高祖刘邦修复统一一事也不见得会使他多么高兴。孔夫子如
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视政治分立为正常现象。”结合汤
因比写《历史研究》时所处的背景，不禁想到，在经常打些
无义战的春秋时代，孔子或周游列国，或退而办学，一直在
推销和传授他的治国方略和仁义礼智的思想，他甚至可以说
是一个世界主义者，虽然他是鲁国人。如果有哪个国家同意，
他都愿意去推行他的一些想法。他欲以“道德”约之以己，以
“礼”约之以君臣人伦，他的着眼点在文明建设，而不在政
治性的江山一统。他的以文明为基点的思想，穿越数千年，
确与汤因比的思想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

《历史研究》读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