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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岁做父亲， 9个子女，满门俊秀
★中国现代家教的典范
★读懂了梁启超，就能读懂中国的家教精髓 

  

  

 

内容简介

梁启超（1873 -1929），号饮冰室主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巨人”，名满天下。
他子女众多，个个成才，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人是院士。九个子女，除了学
业成就，在品性修养、为人处世，甚至理财、健康等方面，都出类拔萃。书写了继曾国
藩以后，最荡气回肠的家族励志传奇。
梁启超的家教思想，既含有传统教育的精华，又含有现代教育的真知，感人至深、发人
深省。它告诉父母，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合格的家庭教育；如何培养孩子才符合人成才的
规律。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中国社会，对当代的家庭教育有着浓厚的借鉴和启示价
值。

  

作者简介

潘艳红，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现任《白山市少儿文学》编辑，《学校管理与思考》主
编。撰写的论文发表在省、市级教育刊物上。 

  



目 录

序言 中国家教第一人
也说“富不过三代”
自身受益的家教渊源
中国家教最成功的模范
一门三院士，个个是才俊
第一章 教育之成效在将来，不在当下
教育是教人学做人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
第二章 做一个精神圆满的人
立志，更要养志
百善勤为先
希望、热忱、智慧与胆力
独处时莫无聊懒散序言 中国家教第一人 也说“富不过三代” 自身受益的家教渊源
中国家教最成功的模范 一门三院士，个个是才俊第一章 教育之成效在将来，不在当下
教育是教人学做人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第二章
做一个精神圆满的人 立志，更要养志 百善勤为先 希望、热忱、智慧与胆力
独处时莫无聊懒散第三章 督促引导，发展个性 挚爱，绝不溺爱 尽自己的能力去做
将天赋发挥到十分圆满 不要丢掉那颗“怀疑心”第四章 寒门家风不可丢
不要坏了自己的家门本色 以寒士之风塑孩子自立之道 寒门家风不等于寒酸
放心不下的是儿女的身体第五章 意育教人不惧 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
逆境不应该成为前进的障碍 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绝望的人
做过不如错过，错过不如错得多 磨炼意志从细微事做起第六章 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
事亲以孝，爱心之始 兄弟姊妹其乐融融 艺术是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
感情要用理智来克制第七章 以知识打开孩子智慧之门 学业切莫荒废
专精同时多学些常识 不中不西，亦中亦西 以科学精神为根底 学问是生活，生活是学问
第八章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三步读书法 不动笔墨不读书 强记不如善悟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猛火熬”与“慢火炖”第九章 源自内心的爱国情怀
为人常要思报社会之恩 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 脑中绝未忘一个“国”字
少年是中国的希望第十章 敢于言利，善于取利 不享无汗之金钱 快乐与钱财多少无关
指导孩子参与家庭理财 培养孩子的投资意识第十一章 做一个传播善念的使者
总要在社会上尽一份力 帮助人不要功利主义 与人交际应尽一点心 轻浮之人莫相近
尊重他人，莫要好心办坏事第十二章 做孩子的良师益友 早教是自古的传统
让孩子接受优质的学校教育 出国留学机会不可错过 择业当与爱好追求结合
言传身教，为儿女们做表率附录 梁启超教育经典语录 养心语录 少年中国说
为学的首要，是救精神饥荒 风气虽坏，改造自己 改造社会从改造个人开始 人生意义
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 趣味的选择 不离事务作学问 人生的目的何在
命，是通过躬行力践认识的道理 处忧患 希望之力 希望与失望 知足之心不可有 朋友难得
自信力 做事当自信 爱家与爱国 闲居莫无聊 旁观，即放弃责任 天下事不能有客而无主
书呆子做成伟大的事业 先破成败之见 读《松阴之集》 人生须努力 论职业 论择业



责任最苦 从苦中得来的乐 勿为世俗之奴隶 勿为境遇之奴隶 勿为情欲之奴隶 意志的威力
意志的修养 智慧来源于问题 如何自立 怎么样才能不惑 怎么样才能不忧 怎么样才能不惧
良心第一 精力集中 学问之道 恶习务必铲尽 意志坚定，不为潮流所激动 遇事循其理而行
开辟学问门径 纸的学问 能达便是文章 好文章的思想 如何驾驭材料 读书少暇
知识本来无记性 利人利己之心 
显示全部信息

前 言

曾国藩曾在《原才》中提到，一两个人的思想倾向可以影响整个社会风尚是淳厚还是浮
薄。曾国藩认为倡导仁义的人，他的追随者会为仁义而死，义无反顾；号召功利的人，
他的追随者也会为功利而牺牲，决不回头。可见，榜样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在中国家庭
教育中，也有这样一位榜样。
“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懦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那里是那里，如此
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
“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
“此次义举虽成，吾亦决不再仕宦，使汝等常长育于寒士之家庭，即授汝等以自立之道
也。”
“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才不愧为我之爱儿。”
“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生命便够了
，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得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
”
⋯⋯

曾国藩曾在《原才》中提到，一两个人的思想倾向可以影响整个社会风尚是淳厚还是浮
薄。曾国藩认为倡导仁义的人，他的追随者会为仁义而死，义无反顾；号召功利的人，
他的追随者也会为功利而牺牲，决不回头。可见，榜样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在中国家庭
教育中，也有这样一位榜样。 

“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 

“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才不愧为我之爱儿。” 

⋯⋯ 

梁启超（年月日年月
日），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等。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巨人”，名满天
下；他教子有方，家庭美满，受人敬仰。他的一生，是成功的一生，是快乐的一生，是

javascript:void(0);


丰富的一生。梁家满门俊秀，自然与梁启超的言传身教息息相关。 

梁启超值得学习就在于他不仅仅是子女的慈父，也是子女的朋友。他用自己广博的知识
、开阔的心胸、卓越的远见对子女进行言传身教。梁启超细腻而准确地掌握每个子女的
特点，因材施教，对每位孩子都有周到的考虑和安排，对孩子们的学业、人生、情感，
细细叮咛。他用自己勤奋生活的身影做表率，为孩子们指引方向，真诚感人，真挚动情
。 

然而，在现代家庭教育中，依然存在着缺乏交流、高高在上的家长制作风。不考虑孩子
的喜好，凡事都为孩子做主张；片面追求孩子对知识的掌握，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素质的
培养等做法比比皆是。这些都属于家庭教育的大害，是扼杀孩子天性、摧毁孩子兴趣的
罪魁祸首。家长们应该静下心来，仔细想想，自己在教育孩子上是否也曾犯过这样那样
的错误呢？ 

显示全部信息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梁维清十分喜欢梁启超，并对他寄予厚望。在儿子梁宝瑛放弃科举入仕的梦想后，他对
孙子梁启超付出了更多的心血。为了好好教育梁启超，梁维清在宅后面建了一间小屋，
取名“留余”，专门供梁启超读书。白天，梁启超跟着祖父学习“四书五经”；到了晚
上，祖父一边给他讲故事一边教他书法。慈祥而严厉的祖父，给幼年的梁启超播下了求
知的种子。
梁维清不仅教梁启超读书写字，而且还注重培养他的道德修养。在着眼于未来仕途的启
蒙教育中，梁维清非常重视对梁启超进行忠、孝、礼、义、信等思想的灌输。每年的正
月十五，他都要带着梁启超去当地的庙宇，给梁启超讲
“朱寿昌千里寻母”“岳武穆出师北征”等故事。
在梁启超的启蒙教育中，梁维清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对梁启超的教育，饱含着爱国
主义情怀，充满了传统的孝道以及对仁义礼智的追求。这些教育不仅仅让梁启超本人深
受影响，也沿袭到梁启超对他的子女的教育中去。
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科举不得意，连秀才都没有考上，也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他热心
公益事业，懂得医理，深受村民爱戴。
待人处事上，他则继承了父亲勤奋、简朴、自信、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风格。在家教
方面，因为自己未能博取任何功名，梁宝瑛便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虽说他在仕
途上很不顺利，却是个很好的教书先生。当年，梁启超从护国前线回到上海，得知父亲
已经去世，十分悲痛，写下《哀启》一文。在文中他说，他和几个兄弟、堂兄弟从小就
在父亲教书的私塾中读书，他们的学业根底、立身根基都得益于父亲的教导。
在梁启超的眼里，父亲严厉而律己。他不仅要求子女勤俭节约、努力学习，而且要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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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参加田间劳动，要求子女言行举止要谨守礼仪。由于邻里常传说梁启超为“神童”，
梁宝瑛时常用“汝自视乃如常儿乎”来告诫梁启超，勉励他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梁启超的父亲，虽然是位中规中矩的教书先生，但他以自己的为人处世作风为梁启超做
出了很好的表率。梁启超曾用敬仰的语气评价其父亲一生的性情：“先君子常以为所贵
乎学者，淑身与济物而已。
淑身之道，在严其格以自绳；济物之道，在随所遇以为施。故生平不苟言笑，跬步必衷
于礼，恒情嗜好无大小，一切屏绝；取予之间，一介必谨；自奉至素约，终身未尝改其
度。” 所谓“淑身”，就是加强自身修养，所以才能做到生平不苟言笑，但所作所为合
乎礼仪；“济物”就是指严格要求自己，不管遇到什么，能帮助别人的一定要帮。 梁维
清十分喜欢梁启超，并对他寄予厚望。在儿子梁宝瑛放弃科举入仕的梦想后，他对孙子
梁启超付出了更多的心血。为了好好教育梁启超，梁维清在宅后面建了一间小屋，取名
“留余”，专门供梁启超读书。白天，梁启超跟着祖父学习“四书五经”；到了晚上，
祖父一边给他讲故事一边教他书法。慈祥而严厉的祖父，给幼年的梁启超播下了求知的
种子。 梁维清不仅教梁启超读书写字，而且还注重培养他的道德修养。在着眼于未来仕
途的启蒙教育中，梁维清非常重视对梁启超进行忠、孝、礼、义、信等思想的灌输。每
年的正月十五，他都要带着梁启超去当地的庙宇，给梁启超讲
“朱寿昌千里寻母”“岳武穆出师北征”等故事。 在梁启超的启蒙教育中，梁维清扮演
了很重要的角色。他对梁启超的教育，饱含着爱国主义情怀，充满了传统的孝道以及对
仁义礼智的追求。这些教育不仅仅让梁启超本人深受影响，也沿袭到梁启超对他的子女
的教育中去。 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科举不得意，连秀才都没有考上，也过着半耕半读的
生活。他热心公益事业，懂得医理，深受村民爱戴。 待人处事上，他则继承了父亲勤奋
、简朴、自信、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风格。在家教方面，因为自己未能博取任何功名
，梁宝瑛便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虽说他在仕途上很不顺利，却是个很好的教书
先生。当年，梁启超从护国前线回到上海，得知父亲已经去世，十分悲痛，写下《哀启
》一文。在文中他说，他和几个兄弟、堂兄弟从小就在父亲教书的私塾中读书，他们的
学业根底、立身根基都得益于父亲的教导。 在梁启超的眼里，父亲严厉而律己。他不仅
要求子女勤俭节约、努力学习，而且要求子女参加田间劳动，要求子女言行举止要谨守
礼仪。由于邻里常传说梁启超为“神童”，梁宝瑛时常用“汝自视乃如常儿乎”来告诫
梁启超，勉励他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梁启超的父亲，虽然是位中规中矩的教书先生，
但他以自己的为人处世作风为梁启超做出了很好的表率。梁启超曾用敬仰的语气评价其
父亲一生的性情：“先君子常以为所贵乎学者，淑身与济物而已。 淑身之道，在严其格
以自绳；济物之道，在随所遇以为施。故生平不苟言笑，跬步必衷于礼，恒情嗜好无大
小，一切屏绝；取予之间，一介必谨；自奉至素约，终身未尝改其度。” 所谓“淑身”
，就是加强自身修养，所以才能做到生平不苟言笑，但所作所为合乎礼仪；“济物”就
是指严格要求自己，不管遇到什么，能帮助别人的一定要帮。 梁启超的母亲出身书香门
第，知书达理。在梁启超两三岁时，母亲便教他识字。梁启超在《我之为童子时》中提
到一件事，对他的启发很大。那是他6 岁的时候，不知道因为什么，说了谎话，但不久
就被母亲发现了。当时，他的父亲正在省城应试，母亲便充当了一回“严父”的角色。
“晚饭后，我母传我至卧房，严加盘诘。我一人房，已惊骇不知所措。 盖我母温良之德
，全乡皆知，我有生以来，只见我母终日含笑，今忽见其盛怒之状，几不复认识为吾母
矣。”面对母亲的盛怒，梁启超企图做些掩饰，没想到母亲怒上加怒，将其翻扶在膝前
，打了十几鞭子。母亲告诫梁启超：“汝若再说谎，汝将来便成窃盗，便成乞丐!”母亲



还说，人之所以会撒谎，一是因为做了不该做的事，害怕别人责备而撒谎不是自己做的
；二是不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也因为害怕别人责备而谎说自己做了。不管是哪种，本
身就是错误的。自己既然知道是错的，还明知故犯，这与盗贼性质相同。此后再没有人
会相信说谎的人，早晚必将沦为乞丐。 母亲的这番教诲，深深铭刻在梁启超心里。在梁
家，父慈子孝、夫妻和睦，家庭关系十分和谐。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梁启超养成了温
和恭良、成熟稳重的性格。他在祖父和父母的关爱和严格要求下长大，他后来的思想、
性格以及为人处世也都流露出家庭教育对他的影响。 梁启超受惠于家教，因此他本人也
格外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他对每一个孩子都十分关心。当孩子们在国外留学的时候，他
常常写信关心他们的生活与学习。正是在他的耐心教导下，9个子女个个成才，品德高尚
。傅斯年这样评价：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是中国第一流，国际知名。
作为文化世家，梁氏一族已传承三代，过百年。 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正是这个家族能绵延
至今的传家宝。梁思成曾说：“我非常感谢父亲对我在国学研习方面的督促和培养，这
对我后来研究建筑史打下了基础。”梁思礼称：“父亲伟大的人格、博大坦诚的心胸、
趣味主义和乐观精神，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精神源泉。他一生写给他的孩子们的信有几百封。这是我们兄弟姐妹的一笔巨大财富
，也是社会的一笔巨大财富。” ⋯⋯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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