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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文献与研究》连续三期刊发《世事评忆》文章，分别介绍荣毅仁、梁漱溟、冯友兰对共产党、

新中国、社会主义等问题的有关谈话和文章。这些著名社会活动家、专家学者，都经从旧中国进入新中国，有

着对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有着对中国变革和发展进程中的旧与新、落后与进步、曲折与胜利等

多重对比的亲历。因此，他们关于对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的认识，关于对实现中国繁荣富强

的思考，往往有其别具的深刻之处。现综合摘编，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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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编者按： 近，《文献与研究》连续三期刊发《世事评忆》文章，分别介绍荣毅仁、梁

漱溟、冯友兰对共产党、新中国、社会主义等问题的有关谈话和文章。这些著名社会活动家、

专家学者，都经从旧中国进入新中国，有着对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有着对中国

变革和发展进程中的旧与新、落后与进步、曲折与胜利等多重对比的亲历。因此，他们关于对

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的认识，关于对实现中国繁荣富强的思考，往往有其别

具的深刻之处。现综合摘编，以飨读者。 

荣毅仁：1916 年生，江苏无锡人。1937 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49 年上海解放时，

他已成为荣氏家族企业的代表。1950 年后，历任申新纺织印染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恒大纺织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市面粉工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并兼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

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等职。1956 年，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他率先

把自己的全部企业与国家合营。1957 年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同时任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

任委员等。1959 年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1978年任第五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1979 年出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83 年当选为全国工商联主席，

同年起任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3 年至1998 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2005 年逝世。 

梁漱溟：字寿铭。祖籍广西桂林，1893 年生于北京。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11年加

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下属的京津支部，曾任京津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编辑兼记者。1916 年
任南北统一内阁司法总长秘书。1917 年至 1924 年，执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9年任河南村

治学院教务长。1931 年在邹平参与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倡导乡村建设运动。1938 年
访问延安。1939 年参与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 年与黄炎培等商定将该会改组为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6 年作为民盟的代表参加政协会议，是年再访延安，并以民盟秘书

长身份，参与“第三方面”人士国共调停活动。1950 年后历任第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

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80 年后相继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中国孔子研究会顾

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文化书院发展基金会主席等职。1988 年6 月23 日在

北京逝世。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乡村建设论文集》。《中国民

族自救运动之 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我的

努力和反省》、《梁漱溟教育论文集》等。 

冯友兰：字芝生，1895 年生，河南唐河人。著名哲学家、教育家。1912 年入上海中国公

学大学预料班，1915 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 年至1924 年间在美国留学，并获哥

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

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教授。四十年代两次担任清华大学校务会

议主席。1946 年至 1948 年间在美国讲学，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印度德里大学等校名誉博

士学位。1952 年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第二至四届全国

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90 年逝世。著作有《中国哲学史》、《新理学》、《新

知言》、《新原道》、《新原人》、《新世训》、《新事论》及《中国哲学史新编》等。 

一、谈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认识 
●荣毅仁：“我跟共产党是跟定了的。我对未来抱有无穷的美好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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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新中国的事实使我“无法不信服中国共产党”，“我己经认定跟着共产党走了” 

●冯友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使人民创造自己的现实的乐园”；我现在真正了解

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荣毅仁：“我跟共产党是跟定了的。我对未来抱有无穷的美好希望” 

解放后，同业之间非常团结，相互合作，关系很好。棉纺业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个别

的公私合营，一直发展到全行业公私合营，一步步地前进、发展，从困难到好转。上海棉纺业

的生产、福利、利润是逐步好的，其他行业也是好的。逐行逐业改造，大中小都得到安排。 

在解放初期，由于发生困难，当时我们确曾怀疑共产党对经济是不是有办法。事实证明，

共产党的办法是很多很好的。当初接受国家加工订货时，有些工商业者怕受束缚，后来则争取

加工订货，现在有百分之九十的工厂接受了国家的加工订货。从国家建设的发展来看，第一个

五年计划投资766 亿元，私营工商业的资产只不过33 亿，相差很大，上海申新的资本不过7000 
万元，连千分之一都不到。当然我们很珍视我们的企业，但如果我们只看到自己的企业，抱住

私有制不放，未免目光太小。我们还要不断地进行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使我们的国家更发展，

生活更好。所以，我对未来是抱有无穷的美好希望的。大家都好，我也在内，我又何必对私有

制恋恋不舍呢？ 

人总要有志气。祖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站起来了，在国际上翻了身，还要建设成一个

富强的国家。这中间有我一份。所以我的企业虽然已经公私合营，但我并不满意，我还要走上

全民所有制。我们一定遵循毛主席的指示，要同广大工商业者密切联系，学会掌握自己的命运。 

——1955 年10 月29 日在毛泽东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 

上的发言 

父亲一辈曾经把希望寄托给北伐以后的国民党政府，可是蒋介石上台后对我们的第一手，

却是无端通缉了我的伯父荣宗敬，敲诈了10 万银元。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的淞沪警备司

令部特务还把我70 岁的父亲荣德生绑去40 多天，勒索了20 多万元美金的赎金，还给所谓“破

了案”的警备司令部送了更多的酬劳。 

——1956 年1 月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的谈话，《人民日报》1956 年1 月22 日我跟党是

相依为命的。上次我对刘部长（指刘述周，时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编者注）说：“国民

党来了我性命没了，我不跟共产党跟谁跑？” 

——1957 年8 月 1 日与上海市工商联和民建有关人士的谈话 

请您报告总理（指周恩来——编者注）和毛主席，我跟共产党是跟定了的。 

——1966 年11 月 12 日在参加纪念孙中山诞辰100 周年大会时与邓颖超的谈话 

30 多年来，我对党没有离心离德，对党加深认识后，一直没有走过回头路。尽管经过这样

那样的运动，遇到这样那样的情况，我还是深信党的领导。 

——1985 年9 月 18 日在中央统战部举行的彻底为“荣盛小集团”平反座谈会上的发言 

1949 年5 月25 日，解放军进了上海。当时我33 岁。记得那天我开了一辆汽车到马路上去

看，看到解放军就在马路边席地而卧，毫不扰民。我的车开到一个路口，有位解放军战士告诉

我，前边还有战斗，不安全，要我别过去，态度和气诚恳。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解放军，对照国

民党军队真是完全不一样。 

6 月初，市军管会通知我去开会，我见到陈毅、曾三、潘汉年等领导人。那天，盛康年、

金瓯卜等人见我去了，先给我介绍许涤新同志。陈毅同志宣布，党的政策是让工商界安心复业，

把工厂开起来，商店开起来，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党、找政府，并说党和政府说话是算数的。我

听了心里想，这个政策好嘛。尽管对政府到底能解决什么困难还将信将疑，但觉得总不开工不

行，开了工遇到问题再说。于是，我马上回公司安排复工。当时的确是困难重重，原料进不来，

市场没恢复，陆续碰到许多困难。人民政府为此做了许多工作，帮了我们好多忙，特别是中央

派来的陈云同志、上海的副市长潘汉年同志都非常关心我们，经常找我们了解情况，亲自帮我

们解决问题。就这样，我们工商界的心情逐渐稳定下来了，生产也恢复、发展了。 

为了更好地联系工商界，在上海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时，潘汉年同志专门找我们谈话，提出

党认为工商界应该有自己的组织。一开始曾打算分别建立工业会、商会，后来决定搞一个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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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联合会，直接协助政府贯彻政策法令，进行自我教育，也代表工商界的合法权益，反映合理

要求。工商联，主要是党推动成立起来的。 

——《党指引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日报》1991 年7 月4 日 

我出身于民族资产阶级家庭，青年时期开始掌管家庭的部分企业，成了民族资本家中的“少

壮派”。解放前，我不了解共产党，怕共产党，跟国民党政府倒有不少关系。然而，国民党政

府的腐败，我自己“实业救国”理想的破灭，从反面教育了我。出于爱国之心，怀着反正共产

党政府怎么也不会比国民党政府更坏的想法，我在上海解放时留了下来，以后逐步加人了新中

国建设者的行列。 

——《毛主席指引社会主义道》，《人民日报》1993 年 9 月8 日 

解放上海的炮声初停，无数解放军战士日日夜夜风餐露宿在马路上，坚持不入民宅的情景，

深深打动了我的心。与几天前还在城里横行霸道的国民党兵痞相比，这才是秋毫无犯的人民子

弟兵。由此，我对新生的政权有了好感，又通过与党政领导人的接触，觉得他们有朝气、守信

誉、尚实干，特别是党和政府的政策保护工商业，促进经济发展，保障社会安定，并在抗美援

朝中敢于碰硬，使我直感地相信这个政府靠得住，新中国不断繁荣昌盛，从此有了希望，自己

也可以在事业上大干一番。 

——《毛主席指引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日报》1993 年9 月8 日 

共产党的干部不仅革命本质好，而且工作作风好，能够深入到人民群众中来，用促膝谈心

的方法做思想工作。 

同潘汉年副市长的会见安排在盛康年岳家周府。那是第一次同共产党高级干部见面，心内

不免有点紧张。可潘副市长十分随便，见面后海阔天空地聊起来，使我一时的拘谨很快消失了。  

潘副市长阅历丰富，才思敏捷，说话不紧不慢，引人入胜。大家话越说越多，既谈正事，也说

闲话，像老熟人一样。他给我们讲了当前的形势，讲了国家的困难、上海的困难，鼓励工商界

尽快恢复生产，恢复经营，多起作用。把陈毅市长请到我家是1949 年“八一”慰劳解放军以后。

8 月的一个夜晚，陈市长和夫人张茜、潘汉年和夫人董慧光临我家。盛丕华和盛康年父子也来

了。大家穿着便装，在我家花园的树阴下乘凉，天南地北地闲聊。陈市长还时不时问我企业的

生产情况，对党的工商业政策有什么意见，我都坦诚相告，气氛十分亲切融洽。 

这两次家常式的会晤，虽然已事隔数十年，却恍如昨日。使我对共产党领导干部的胸怀和

品格有了进一步了解，我的心也向党更靠近了一步。 

——2001 年6 月接受《解放日报》记者采访时的谈话，《解放日报》2001 年6 月28 日 

从汉年同志（即潘汉年——编者注）身上，我看到了共产党员的胸怀和品质，看到了共产党建

设新中国的抱负，我的心向党靠近了一步。 

——《荣毅仁传》第100 页 

上海市人民政府不仅帮助我们缓解劳资矛盾，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扶持我们民族棉纺织工

业。如鼓励进口外棉，免征进口税等。为了缓解申新系统资金的困难，上海市政府还通过人民

银行以及新华银行、四明银行等给申新数量不小的贷款。 

这种雪中送炭的做法同国民党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做法真有天壤之别。消息传到香港，使

留在那里的资本家很受感动。申新系统的人也有从香港汇来资金和原棉，帮助厂里克服困难的。 

——2001 年 6 月接受《解放日报》记者采访时的谈话，《解放日报》2001 年6 月28 日 

梁漱溟：新中国的事实使我“无法不信服中国共产党”，“我已经认定跟着共产党走了”

1949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建成新中国，从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稳定至今，社会秩序渐次创造形成。

这才是经历两千多年不见有革命后的一次真正大革命。 

——《梁漱溟全集》第7 卷，第285 页 

的确，那时（指 1946 年——编者注）的我，连做梦也未曾想到，在我返回重庆不多久，蒋介

石就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全面打响了内战；更没有想到，在短短三年后，蒋介石国民

党真的垮了台，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中国开始了长

时期的认真的经济建设，实现了我当初梦寐以求而不知道如何得以实现的梦想。 

——《梁漱溟与毛泽东》第 19 页 

3  方略知识管理系统 (http://www.firstlight.cn/) 2007-6-20   



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我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显然有很大距离。……但根本上却有相通之处。

这就是我对民族前途以至于整个人类的前途，有自己的看法和理想；舍弃理想，便没有我。而

共产党人恰是一个以远大理想为性命（即 高利益）的集团，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是为这个远

大理想而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虽然远大理想的内涵距离很大，但都抱着一颗为国家为民族之

心，却是相通的。正是这，决定了我与共产党人合作之可能。 

——《梁漱溟问答录》第99 页 

（新中国成立前夕，曾有人邀请梁漱溟到香港去。对此，梁漱溟回答：）我主意已定，不

论国共两党胜负如何，我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自问为中国的前途操过心、出过力的炎

黄子孙，有什么理由跑到香港去呢？ 

——《梁漱溟问答录》第 133 页 

1950 年我到北京。同毛泽东见面是1950 年3 月份。……毛主席说，你现在可以参加政府

吧？我有点沉吟，思索了一下，才回答。我说，把我留在政府外边，不好吗？这话在我有我的

用意，可是他听起来不高兴，他想拉我拉近一点。我当时不想靠近，还是把事情看得错误，怎

么错误呢？我不知道，中国的大局就能够统一、稳定下来。我不敢这样乐观，因为过去中国内

战老打完。 

以后毛主席常常接我到中南海他住的地方去谈话，有空他就随便地谈谈，坐下来吃饭。几

乎可以说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不过有两个情形可以说一下，一个就是我很想了解共产党的

一些做法，他们掌握了全国政权以后，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干，我很想了解。另外一方面，我

是需要出去看。我想摸清彼此的不同，看我能够有什么进言，能够对他（毛主席）说什么话。

刚好这个时候毛主席也提出来，他说从前你是做乡村工作，你在河南也做过，在山东也做过，

你看到一些地方的乡村情况，你现在可以出去看看，我们解放之后有什么变化。我说好。他马

上交代林祖涵（即林伯渠——编者注）：梁先生出去看看，给他预备条件。我出去看了6 个月，

先到河南，然后再去山东。去山东后回来北京一趟，又出去看东北。 

——《梁漱溟晚年口述》第82—84 页 

取天下容易，治天下却不容易——治天下更难得多。今天我们当然要建设一新中国（现代

中国）而必先认识老中国才行。 

——《梁漱溟全集》第7 卷，第443 页 

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思想上只从模仿外国出发，而脱离自家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基

础是不行的。 

既要建设一新中国，必须依从一定方针宗旨贯彻下去，其势不可能走多党互竞，轮流上台

当政，如欧美各国之路。 

——《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自述文录》第271 页 

（两党轮流执政）这个不合中国的需要。中国在物质文明上，在经济建设上，在工业上，

同外国比，差得太远了；太落后了，非赶紧、赶快急起直追，把这个缺欠补上去不成。要补上

这个事情，必须是有一个全国性的政权，确定一个方针路线，几十年的稳定的局面贯彻去搞，

去建设。不能够你上来，我下去；你上来，我下去，这样子就不行啊！今天是这样方针计划，

明天又那样子，那不行。 

——《梁漱溟晚年口述》第65 页 

我以为，在中国照搬欧美政治体制的一套，一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二不合中国的国

情和现状的需要，其后果将不利于中国迅即进行长时间的经济建设，致使中国摆脱不了贫穷落

后的状况，而无法以独立、富强之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 

——《梁漱读与毛泽东》第18 页。 

中国社会出路在走向社会主义而非重复走欧美资本主义老路，此一认识为四十多年前我 

与中国共产党之所同。为了从计划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先要有全国统一稳定的革命政权之建 

立，此一要求又为我与中共之不同。所不同者，在如何建立此一政权问题上，中共走一般革 

命之路，即阶级斗争之路，我则根据我对中国几千年社会之认识和近百年中国问题之认识， 

判断其走不通。但今天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领导下居然走通了。而我自己所设想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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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的一条路则完全落空。 

——《（答李觉同志追论上年我在太原的一次发言）续》（1966 年），《梁漱溟先生年谱》 

第281 页 

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

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入乱斗混战而

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 

——《梁漱溟与毛泽东》第13 页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领导下统一了全中国，稳定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而我

所致力者则落空。落空了岂能不引起自己反省与批判。经过对照比较而后觉悟到我自己错失所

在。 

——《梁漱溟先生年谱》第331 页 

今天的国庆日，我的确心中感到起劲，因为我体认到中国民族一新生命确在开始了。……

许许多多人（从前）简直是“死”了，现在又竞“活”起来。这话怎么说呢？过去我满眼看见

的都是些死人。——所谓“行尸走向”，其身未死，其心已死。大多数是混饭吃，混一天算一

天，其他好歹不管。本来要管亦管不了，他们原是被人管的。而那些管人的呢，把持国事，油

腔滑调，言不由衷，好话说尽，坏事做尽。——其坏事做尽，正为其好话说尽。可怕的莫过于

不由衷，恬不知耻；其心死绝就在这里。全国在他们领导下，怎不被拖向死途！ 

今天不然了。我走到各处都可以看见不少人站在各自岗位上正经干，很起劲地干，乃至彼

此互相鼓励着干，有组织配合地干。大家心思聪明都用在正经地方。在工人就技艺日进，创造

发明层出不穷。在农民则散漫了数千年，居然亦能组织得很好。这不是活起来，是什么？由死

到活，起死回生，不能不归功于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大心大愿，会组织，有办法，这是人都

晓得的。但我发见他们的不同处，是话不一定拣好的说，事情却能拣好的做。“言不由衷”的

那种死症，在他们较比少。他们不要假面子，而想干真事儿。所以不护短，不掩饰，错了就改。

有痛有痒，好恶真切，这便是唯一生机所在。从这一点生机扩大起来，就有今天广大局面中的

新鲜活气，并将以开出今后无尽的前途。 

——《国庆日的一篇老实话》，《人民日报》1950 年10 月2 日 

现在我却愿负责地说一句：我已经认定跟着共产党走了。 

中国共产党怎么会使我终归折服于它呢？首先是有许多不可否认的事实，再则有它深耐寻

思的理论。 

我说：“有许多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为这五年来经历着的事情一件一件多得数不清；而

其实呢，这些事情综合起来正不外一大事实，那就是中国人百多年来一直走着下坡路的命运，

如今给共产党扭转了而向上，五年之间真有“如日方升”景象。这是事实，这是不可否认的

大事实。就是眼前这 大事实使我无法不信服中国共产党。 

——《告台湾同胞》，《人民日报》1955 年2 月3 日 

从共产党建国以来，我们的成就太大了。国内建设一日千里，外交军事光荣胜利，国际威

望日隆，都是从来没有的事情，甚至是原来不敢期望的事情，令人兴奋感动地流泪。就是这个

吸引人鼓舞人的力量太大了。它使你心胸顿然开阔、奋发，忘记一切琐琐碎碎支支节节的个人

私事；使你热爱祖国，热爱政府，团结的感情加强，泯忘了彼此。……而新的规划（五年建设，

改造黄河等等）、新的收获、新的胜利，继起迭出，又在欢欣鼓舞着你，谁不想投身在行列之

中，随从大家一堆往前走！ 

——1956 年随全国政协委员到甘肃视察后，在政协学习会上的发言，《梁漱溟先生年谱》

第265 页 

我国十年来一切建设突飞猛进，使全世界为之震惊失色，人类创造力发挥表现之大观莫有

过于此者。若问创造力固为人所固有，何以一向顿滞而独于此时此地得到如是大发挥大表现，

而其功要在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得法，这是自明的事实，可无待赘言。人们所应当想

一想的，乃在其领导何以这样得法而竟收功若此。 

善于领导群众是毛主席 大本领所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国人从事建设，其所以得法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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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一着，要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而社会主义呢，正是一定要使人们的心思力气直接地或间接地

都在对付自然界以求利用厚生。 

由于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得法而人类创造力乃大得其发挥表现。怎样你就会把人领导得法

呢？人类创造力怎样就会被你发动起来呢？那必须你深深理解人心或人情——或说人类这一高

等的生命。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有着深厚的根基让我们在它领导下不至于有事权过分集中而群众

只消极被动的那种毛病。 

——《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1959 年1 月），《梁漱溟先生年谱》第269、272、 
273 页 

（“大跃进”时期，梁漱滨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肯定了农业上包产的办法，同时认为：）

在包产到户上必当注意的，就是事事要落实，不可因其在跃进气氛中而指标偏高。偏高了，群

众心里面不承认，不唯不起作用而且大大害事。……集体的事情，一定要归落到其成员个人身

上乃为落实。……“落实”二字是万不可少的。 

——《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 

（1959 年 1 月），《梁漱溟先生年谱》第 273 页 

德育——政治思想教育——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重要意义，它不能以刑法、政令代替。

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领导下，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德育）是正确的。我特别折服。——《答

李觉同志追论上年我在太原的一次发言》（1965 年），《梁漱溟先生年谱》第279页 

中国近几十年，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建立新的政权以后，当然是一切都开一个新局面。 

——《梁漱溟晚年口述》第17 页 

建国初期，正是毛主席精明强干的时候。他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个口号高明

极了，因而国内建设蒸蒸日上。如今建国已将三十二年，中国有经验，也有教训。我觉得，现

在国家有困难，然而国运已重新走向兴旺。 

中央实行集体领导是事实，是党、政、军同舟共济，我们很可以放心。 

——《梁漱溟忆旧谈新》（1981 年8 月），《梁漱溟先生年谱》第 354 页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政党，总结了成功经验，纠正了各种错误。如今又在雄

心勃勃地领导国家民族一心一意搞建设。我以为，有了久经考验的领导党，有了健全的民主与

法制，有了素来勤劳勇敢而又经过种种磨练的人民大众，中国的前途是不可估量的。 

——《梁漱溟问答录》第 183 页 

冯友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使人民创造自己的现实的乐园”；我现在真正了解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到欧洲休假，看了些欧洲的封建时代遗迹，大开眼界。……

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当时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的一个显著的

观点，是不从纵的方面看历史，而从横的方面看历史。所谓从纵的方面看历史，是着重看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成和发展，衰老和死亡。从横的方面看历史，是把社会分为许多类型， 

着重的是看各种类型的内容或特点。我这当然是一个很肤浅的理解。 

——《冯友兰自述》第196—197 页 

中国革命胜利了，革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支 

持了革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人们深信，正是这场革命制止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军 

阀和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拯救出了中国，重新获得了中国的独立和 

自由。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时的答词（1982 年9 月10 日），《冯友 

兰自述》第284 页 

我们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会变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 

思想还会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名词有些人会觉得奇怪。其实它久已存在，这就是 

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既然与中 

国革命实践结合了，那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不仅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冯友兰自述》第2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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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科学，在根本上是不同的。……我们可以看出来，宗教的效用是麻醉人民，使他安于忍

受现实的痛苦，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则使人民创造自己的现实的东园。 

——《我对于共产党员的认识》，《人民日报》1951 年7 月 8 日 

在傅作义军队撤走以后，……过了几天，解放军才开到海淀，他们没有进清华，只在校门

口设置了一个岗哨，有一个解放军同志在那里站岗。清华的师生也都跑到海淀欢迎解放军，同

他们谈话，很是亲热。叔明（指冯友兰的夫人任载坤——编者注）也到海淀去了一趟，回来说，

她看见在校门口站岗的那位解放军同志，是赤着脚穿鞋，她打算送他一双袜子。我说：“你去

送试试，恐怕他们不要。”她拿了一双袜子，去了不久，回来说：“他果然不要。”解放军的

这类行动，使各阶层人民都对于共产党有了无限的敬佩之心。常看见书上说，某某军所到之处

“秋毫无犯”，以为这是溢美之词，未必真有那样的军队。可能过去是没有的，解放军可真是

“秋毫无犯”。我还想到，不记得什么书上说的一句话：“王者之师，有征无战。”这次解放

清华，不就是“有征无战”吗？ 

——《冯友兰自迷》第106 页 

中国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这不仅是对于中国劳动人民的解放，也是对于全中国人的解放。 

——《冯友兰自述》第132 页 

我觉得在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中，一切都是向上发展的。我自己觉得我也是在向上发展中。

在这一年之中，我虽不能确知我究竟进步了多少。但是已经开始知道以前的不进步，这当然也

可以算是一个进步。 

《一年学习的总结》，《人民日报》1950 年1 月22 日 

在解放以后，我时常想：在世界上中国是文明古国之一。其他古国，现在大部分都衰微了，

中国还继续存在，不但继续存在，而且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诗

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 

——《三松堂全集》第8 卷，第3 页 

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用“中华”这个光辉的名称。这标志着中

华民族的事业更加扩大，中华民族的基础日益巩固。由此中国境内的各民族达到真正的团结。 

——《三松堂全集》第 8 卷，第 48 页 

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成立还不足两年，可是做了很多的大事。假使我们没有亲自看见共产党

是怎么领导我们人民进行工作的，假使我们没有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告诉我们的宇宙间

及社会上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这许许多多的成就，对于我们就真像是“奇迹”。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奇绩》（1951 年6 月30 日），《三松堂全集》第14
卷，第447 页 

共产党员，由于他的阶级立场，及他在斗争中所得的教育与锻炼，必然有高贵的品质。……

热诚，坚决与信心，就是共产党员的高贵的品质的一部分。 

——《我对于共产党员的认识》，《人民日报》1951 年7 月8 日 

共产党员有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及与理论相结合的实践、这一点就是前一点的表现。共

产党的理论是与他的革命斗争分不开的。他们学习理论为的是指导革命实践，革命实践又反过

来丰富革命理论。……我佩服共产党的各级领导人员。他们谈起来，不拘关于什么问题，都是

“头头是道”。你听他们讲，起初也不觉得怎样“轰轰烈烈”，只觉得有个道理。他不提马克

思列宁主义，可是到处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你才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轰轰烈烈”。理论

与实践，融化为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分不清究竟是理论指导实践，或者是实践充实理论。

这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高成就。 

——《我对于共产党员的认识》，《人民日报》1951 年7 月8 日 

共产党员有坚定的立场，所以他们在斗争中必然是坚强的。同时他们的理论学习，使他们

把握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这些规律里共产党员确切知道在现在的社会，什么是要发展，什么

是要没落，什么是方生的，什么是将死的。共产党员自己知道他们自己是正在发展的势力的先

锋，也就是正在发展的势力的化身。因此他们相信，他们的事业必然是胜利的，这不是一个盲

目的信仰，而是有科学根据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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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共产党员的认识》，《人民日报》1951 年 7 月8 日 

共产党在过去三十年已经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

革命成功了。我们的祖国，不但恢复了历史上的光荣与伟大，而且还有一个更光荣更伟大的将

来，等待着我们。这些成就与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是分不开的。 

——《我对于共产党员的认识》，《人民日报》1951 年7 月8 日 

在爱国公约上，我们写“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共同纲领，拥护人民政府，

拥护人民解放军”。这都完全是必要而且应该的。在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的日子，我说：

我现在真正了解我们所常听见的一句歌词：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三松堂全集》第14 卷，第446 页 

咏梅 

调寄卜算子，师毛主席词意。敬贺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 

发在众花先，引起群芳悟。战胜严冬雪与冰，开辟芳菲路。开路接春来，又把春留住。大

地苍茫有沉浮，长是春为主。 

——《三松堂全》第 14 卷，第 643 页 

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必须经过思想改造，才能为新社会服务。这是因为我们所经过

的革命，是从一种社会制度变到另外一种社会制度，这和以前中国历史中的改朝换代的变革是

根本不同的。他可能有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愿望，这种愿望也可能是真的，但是事情并不是只凭

主观愿望就能决定的。毛泽东说，不可以简单化。这是完全正确的。 

——《冯友兰自述》第130 页 

中国的大一统和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是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常可贵的遗产，我

们子孙万代都要继承这个遗产保持这个遗产。 

——《冯友兰自述》第117 页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威信是很高的，这不仅在政治方面，更为重要的

是也在道德方面。知识分子们为革命的胜利所鼓舞，一齐努力，帮助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时的答词（1982 年9 月 10 日），《冯友

兰自述》第284 页 

印度代表团中，有一个德里大学的哲学教授，他对我说，不知道什么缘故，印度所缺少的

就是像中国这样的朝气蓬勃的气象，奋发有为的精神。他走的时候，我送他到火车站，他又对

我说，在中国住了一段时间，我明白那个缘故了，这就是经过革命和没有经过革命的区别，印

度所缺少的就是一场革命。我当时觉得，他的这个话说得对。在五十年代，在中国人民中，无

论男女老少，无论哪个阶级、哪个阶层，都有他所说的这种精神。只要共产党一声令下，全国

的人都是同心同德，全力以赴。 

——《冯友兰自述》第115 页 

（《环球视野》摘自2007 年第3 期《社科党建》） 

8  方略知识管理系统 (http://www.firstlight.cn/) 2007-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