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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梁启超的家庭教育内涵丰富、独具特色、其子女也在各领域多有建树。本文透过《梁启超家书》分析探

究梁启超家庭教育的核心内容、家庭家教家风的时代特征，无一不是对封建传统家庭观念的一种革新与

超越。梁启超的家庭家教家风思想，作为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瑰宝，其深远影响不仅局限于梁启超家族

内部，更为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的涵养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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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ang Qichao’s family education has rich connotation and unique characteristics, and his children 
have made many achievements in various field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Liang Qichao’s family Let-
ter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re content of Liang Qichao’s family educ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family style, both of which are an innovation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feudal traditional fam-
ily concept. As the treasu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family education, Liang Qichao’s thought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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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style of family tutor not only have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Liang Qichao’s family, but also 
provide valuable inspiration for the cultivation of family style of family tutor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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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梁启超家书》主要讲述了梁启超在 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与在国外学习的子女之间的书信往来。

当时，梁启超将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忠、梁思庄等子女送往国外深造，书信成为他们之间沟通情感、交

流思想的重要桥梁。书中的每一封信，都饱含着梁启超对子女深深的爱。从孩子们的学业、事业，到他

们的婚姻、健康，无一不在他的牵挂之中。他以平等的姿态与子女交流，分享自己的人生经验，鼓励他

们追求真理，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字里行间，满是父亲的慈爱与期许，读来令人动容。但《梁启超家

书》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它更是一部生动的“教育宝典”。梁启超注重子女的全面发展，他倡导中西合璧

的教育理念，既要求孩子们扎实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鼓励他们放眼世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

技术和思想文化。他因材施教，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和兴趣，为他们指引方向。在他的教导下，梁家子

女个个出类拔萃，在不同的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1]这在中国历史

上绝无仅有的，梁启超从祖父和父母那里秉承了以“义理”、“名节”为立足之本的家风家教，特别强调

道德修养、精神陶冶和人格培育。他以此对他的子女进行悉心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2. 梁启超家庭家教家风思想的核心内容 

1898 年到 1928 年间，梁启超共给子女们写了 400 余封家书，一百多万字，尽管平日工作忙碌，但他

非常享受给子女写信。梁启超家书的影响力不亚于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他的教育理念，对当今中国

家庭教育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从他给自己的子女书写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既是孩子们的朋友，又是

子女的导师。 

2.1. 先大后小的家国情怀 

在当时民族危机达到前所未有的严峻程度之际，梁启超身处逆境，流亡日本，却心系家国，未尝一

日忘却民族存亡之重。在此背景下，他毅然创办了《清议报》，并发表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少年中国说》

一文，该文激励了数代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怀与民族责任感。流亡期间，梁启超虽身处异域，仍秉持“处

忧患为人生幸事，能振奋精神，砥砺志气”的信念，不断向国内传递正能量[2]。归国后，梁启超积极投

身政治，组建进步党，致力于爱国救亡事业。晚年退出政坛后，他依旧笔耕不辍，通过发表文章持续探

讨国家与民族的未来走向，展现了一位爱国者的深沉忧思与不懈追求。梁启超的家庭教育同样值得称道，

其九个子女中，七人接受了国外的高等教育，成为中西文化兼通的专家学者，拥有融入西方主流社会并

享受优渥生活的条件。然而，他们无一选择留居海外，均学成归国，与国家共渡难关，这深刻体现了梁

启超家庭“国家至上”的价值观熏陶[3]。作为近代史上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人物，梁启超不仅是慈爱的

父亲、智慧的导师，更是民族的脊梁。他坚持清廉简朴的家风，以自立自强为精神支柱，正确面对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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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困苦，以身作则，向子女传递“人生价值在于对社会的贡献”的崇高理念，以及深厚的家国情怀。梁启

超家族“爱国向学”的家风，不仅塑造了其子女的人格与才华，更为国家培养了九位杰出的栋梁之才，

这一成就无疑是对其家庭教育理念的有力佐证。 

2.2. 做人 

梁启超的家教之道认为，教给子女树立乐观、豁达的人生观，比教育他们学习具体的知识更为重要。

在平日的教育当中他最注重对子女乐观心态的培养，他认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医，唯有“悲观病”最

不可医[4]。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心态比学问更加重要，用乐观的心态面对事物，才是对自己人

生真正的负责。好的教育并不是培育一个成绩多么优秀，成就多么大的孩子，而是教会他们遇到困难能

够坦然面对，并以更大的勇气独自前行。梁启超教育孩子在自己责任内尽职尽责，便是一等人物。虽然

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放到任何事上都有一定的难度。做人首先需要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特别是在社

会风气日益浮躁的今天，我们会面临许多的诱惑，要做到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干一行精一

行。 

2.3. 治学 

针对少年时期的学童，梁启超极为重视“勤学”与“知礼”的培养，这一观念深受其传统教育背景的

影响[5]。他对子女的要求主要聚焦于“刻苦努力”与“遵守规范”两个方面。在《梁启超家书》的文本

中，梁启超期望儿子思成、思永能够取得学业上的进步(即“升级”)，但亦明确表示，若未能如愿，亦不

应气馁，而应反思自身是否真正付出了努力。相较于学业成绩，他更为关注学习习惯的养成，认为因懈

怠或荒废学业而导致的成绩不佳，实则是自暴自弃的表现，他坚决反对子女形成不良品性。当子女步入

青年阶段，梁启超依然强调扎实学习基础的重要性。以女儿思庄在加拿大接受相对传统且严谨的教育为

例，尽管其未能立即进入大学深造，梁启超却表现得颇为从容，认为关键在于“绝不可因此丧失自信”。

他坚信，只要基础扎实、方法得当、态度端正，最终必将有所收获。在具体的学习策略上，梁启超也为子

女指明了方向。他特别强调求知过程中的自主意识，即“学问求其在我”的理念，这是他对思庄等子女

反复强调的核心观点。梁启超本人一生致力于追求新知，其学术生涯跨越了从传统儒家教育到接触西方

科学文化的多个阶段，从科举制度下的“乡人”转变为具有国际视野的“世界人”[6]。这一转变并非外

力推动的结果，而是源于其强烈的求知报国意志。因此，他认为，要实现自主学习，必须具备强烈的求

知欲望和学习动力。 

2.4. 交友 

梁启超在其家书中，对于子女交友的问题，表达了一系列深刻而具体的思想。他首先指出，交友并

非绝对的无功利或全功利行为，而是应当在这两者之间寻求一个恰当的平衡点。这意味着，朋友之间

既要有情感的交流和精神的共鸣，也要有相互帮助和支持的实际行动，但又不应过分追求物质利益或

利用关系。梁启超还强调，交友应当秉持宽以待人的原则[7]。他教导子女，在与朋友相处时，要胸襟

坦荡、虚怀若谷，以真诚和宽容的态度对待每一个人。这样的交友方式，不仅能够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

和信任，还能够促进个人品德的提升和心灵的成长。此外，梁启超还认为，交友应当笃于友情，始终保

持对朋友的忠诚和信任。他告诫子女，不要轻易因为一些小事或误会而疏远朋友，而应该以包容和理

解的心态去面对和解决矛盾。只有这样，才能够建立起长久而深厚的友谊，共同度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这些关于交友的思想，不仅体现了梁启超对子女教育的深刻用心，也为我们今天如何正确地交友提供

了宝贵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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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梁启超家庭家教家风思想中三者的关系特征 

3.1. 家庭：基础和平台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家庭结构内长期根植着一种强调父亲地位绝对尊崇的传统观念，其典型

表述即为“父为子纲、夫为妻纲”[8]。然而，梁启超却以实际行动挑战了这一传统观念中家庭地位严格

划分的既有格局，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一历史传统进行了颠覆。在子女的认知中，梁启超所展现的角

色定位，与其被视作一位威严不可侵犯的父亲，毋宁说更接近于一位循循善诱的良师与一位亲密无间的

益友。这一父亲形象的塑造，自然而然地赋予了他极为和蔼可亲的气质。具体而言，在处理家庭事务或

相关议题时，梁启超并未采取独断专行的决策方式，而是积极倾听并尊重孩子们的意见，为他们提供了

充分表达个人见解的空间。这种做法即便在当下社会，也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因为许多家长仍深受固

有观念的影响，认为自己的见解总是正确的，而孩子唯有遵循自己的意见方能做出明智的选择。因此，

他们往往秉持着“听话的孩子即是好孩子”的偏见。梁启超的这一做法，无疑是对传统家庭观念的一种

革新与超越。 

3.2. 家教：方式和方法 

中国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体系，强调个体必须先通过修身养性，

完善自我品德，方能有效管理家庭事务[9]，进而将影响力扩展至国家治理乃至天下太平的层次。这一思

想体系凸显了个人修养与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认为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在家庭环境中逐步

塑造而成的，因此家庭与个人成长之间存在着密切且深远的联系。进一步而言，国家的命运并非仅仅掌

握在少数政治家手中，而是更为根本地，与每一位父母的教育方式紧密相关。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

其教育功能对于整个社会的文化传承与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尤其是名人的家庭教育，更是对整个

社会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梁启超作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与教育家，其一生不仅贡献了鸿篇巨制《饮

冰室合集》，还留下了大量直接针对子女或涉及家庭教育的珍贵文献——《梁启超家书》[10]。这些家书

不仅反映了梁启超自幼所受的家庭熏陶及其丰富的人生经历，更以一位父亲深沉真挚的情感，表达了他

对子女们的悉心教导与殷切期望。梁启超所倡导的博爱教育以及“寒士家风”的教育理念，深刻地影响

了其子女，促使他们形成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与坚忍不拔的独立品格，从而进一步彰显了家庭教育在

塑造个体及影响国家命运方面的重要作用。 

3.3. 家风：归宿和根本 

梁启超秉持一种极为通达、强健且伟大的人生观，相较于具体知识的传授，他更为重视为子女树立

这样一种通达、强健的人生观，因为这能够帮助他们在逆境中保持坚韧不拔，勇于面对并克服各种挑战。

梁启超尤为关注子女在人格道德品质方面的修养，期望他们都能具备“不惑”“不忧”“不惧”的君子

风范，从而塑造出健全的人格与良好的习惯[11]。在他看来，拥有这样品质的个体，在面对任何情境时都

能展现出睿智的判断、坚定的信念以及勇敢无畏的精神。在梁启超的家书中，我们看不到丝毫疾言厉色

的训斥或居高临下的口吻，更无顽固不化的态度。相反，这些家书处处洋溢着炽热的情感，通过亲切的

称呼、细致的关怀、深情的思念、真诚的告白、娓娓的诉说以及谆谆的教诲，深刻地展现了梁启超对子

女深沉的父爱。梁启超还告诫子女，在追求学问的道路上必须脚踏实地、持之以恒，并端正学习态度，

将做学问视为一生的追求。当他的长子梁思成在美国求学期间对学校古板保守的教学方法表示不满，并

认为无需再深入学习基础知识时，梁启超以“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

去”的哲理[12]，劝诫梁思成要保持对学问的敬畏与耐心，既要有刻苦钻研的精神，也要有持续积累的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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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这一教导不仅体现了梁启超对子女学术追求的严格要求，也彰显了他对子女成长道路的深切关怀与

智慧引导。 

4. 梁启超家庭家教家风思想的现实启示 

4.1. 梁启超家庭家教家风思想对教育家精神的体现和传承 

梁启超的家庭家教家风思想，不仅深刻体现了教育家精神的核心价值，更在家族中得到了有效且深

远的传承，成为了中国家庭教育史上的一个典范。他深知，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品德的塑造

和人格的完善，这一理念贯穿于他对子女教育的每一个细节之中。在家书中，梁启超对子女的交友原则、

为人处世的态度、学术追求的方向等方面都提出了具体而深刻的要求。他强调，交友要真诚宽容，为人

处世要胸怀坦荡，学术追求要勤奋严谨，这些要求不仅体现了他的教育理念，更反映了他作为教育家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他深知，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因此他以身作则，用

自己的言行举止为子女树立了榜样。通过家庭教育的实践，梁启超将教育家精神内化于家族成员的心中，

形成了独特的家风传统[13]。这种传统不仅影响了他的子女，使他们成为了在各自领域内有杰出贡献的人

物，也通过家族成员的行为和言论，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得到了传播和传承。梁启超的家族成员们，无论

是在学术界、政治界还是文化界，都秉持着梁启超的教育理念，以高尚的品德、卓越的能力和无私的奉

献精神，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因此，可以说梁启超的家庭家教家风思想，不仅是对

教育家精神的一种体现，更是对其精神的一种传承和发展。它为我们今天如何开展家庭教育、如何培养

优秀人才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 

4.2. 梁启超家庭家教家风思想涵养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的启示 

梁启超的家庭教育思想和实践集中体现在他的家书中，他作为父亲在学业知识、情感生活和道德品

格上都是子女的引导者、关怀者和垂范者。他的家庭教育注重立志和做人，强调道德修养、精神陶冶和

人格培育，同时尊重子女的个性和专业爱好，为之提供自由发展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时代

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在当今时代背景下，重视和提

倡家教家风建设，传承优良家风，在传统和现代的张力中建设新型家风显得尤为重要。新时期研究梁启

超的“梁氏家风”，对于现今教育，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梁启超倡导的家庭教育中，最为核心的是

尊重与平等。他摒弃了传统“父为子纲”的权威主义，而是采取了一种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鼓励子

女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这种尊重个体、倡导平等的家庭教育理念，在新时代尤为重要，因为它有助

于培养子女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信心，为他们在未来社会中的自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现代家庭教育不

仅重视子女的学业成绩，还关注他们的情感生活、道德品格以及个人兴趣的培养。这一思想启示我们，

在家庭教育中，应追求子女全面发展的同时，也要尊重并鼓励他们的个性化发展，为他们提供自由探索

的空间，帮助他们发现和发展自己的潜能与兴趣。其次，梁启超注重品德教育与知识教育的并重。他深

知，一个人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知识的积累，更在于其品德的修养。因此，在家教实践中，梁启超不仅

重视子女的学业成绩，更强调诚实、勇敢、勤奋等美德的培养[14]。这一思想启示我们，新时代家庭教育

应当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加强道德教育，帮助子女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家庭教育不应仅仅停留

在书本知识的传授上，更应注重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小事来引导和教育子女，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会做

人、做事，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最后，梁启超的家风建设强调言传身教的重要性。他通过自己的

言行，为子女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使家教家风得以有效传承。这一做法启示我们，新时代家庭在构建家

教家风时，家长应首先提升自身的素养，以身作则，通过实际行动来影响和引导子女，形成积极向上的

家庭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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