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
对当前创新社会治理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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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梁启超对中国社会的认知和分析深刻而影响久远。他的改良

主义思想在政治上主张温和渐进、改良政体，在社会治理上主张法治、重

视群治，基层治理上崇尚乡治、主张自治，在教育启蒙上主张开启民智、

塑造新民，在文化上主张学习借鉴西方文化、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他

饱含真知灼见的政治社会思想对我们当前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的理念、思

路、方式、方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我们面临的很多社会问题和治理困

境可以从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中找到解决的 “药方”。

【关键词】梁启超 改良主义 社会治理

一 梁启超对中国社会的基本看法

梁启超生活在晚清民初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启蒙学者、政治

活动家和社会思想家。他对中国社会的认知和分析深刻而影响久远，他的

思想是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反映，旨在探究中国社会独特的 “构造原理”

和“结群规则”。

( 一) 从群体结构看，中国社会存在诸多缺憾

第一，公私对立。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存在公德、私德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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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关系常被视为道德问题并对立起来，强调大公无私、存公去私、

以公灭私。很多封建帝王往往以 “一己之私”充为 “天下之公”，致使传

统社会的“公私关系”发生了严重错位。这种错位，使得个人与国家的公

共关系实际上被转化为君臣之间的私人关系。田毅鹏研究指出: “一般百

姓知有‘私忠’而不知有‘公忠’，知 ‘家族’而不知 ‘社会’，公共观

念薄弱。”① 梁启超力图从理论上缓解公私观念的对立，所以他极力肯定

“私德”的重要意义，把“私德”和“公德”统一起来。他认为，“私德”

就是人人“独善其身”，“公德”就是人人 “相善成群”，“私德者，人人

之粮，而不可须臾离者也”，“公德与私德，非对待之名词，而相属之名词

也”，“一私人对一私人之交涉而不忠，而欲其忠于团体，无有是处”，“断

无私德浊下，而公德可以袭取者”，“无私德则不能立……无公德则不能

团”，强调私德和公德互补，都很重要。但面对当时中国社会 “过渡时代，

青黄不接”② 的现实，“人虽多，曾不能为群之利，而反为群之累，夫安得

不日蹙也?”③ 梁启超视公德重于私德，视群高于己，“盖无群无国……此

身将不可以一日立于天地。故报群报国之义务，有血气者所同具也。苟放

弃此责任者，无论其私德上为善人为恶人，而皆为群与国之蟊贼”④。所以

他特别强调要培养国民的社会公德观念，培育国民合群、爱国与责任等公

共意识。

第二，家国分离。梁启超认为，中国社会以家族主义为基石，有别于

西方的个人本位，这是中国的社会结构有别于西方的一个根本特点; 西方

语境中的 “国”是国民 “公器”的现代之国; 中国传统语境中的 “国”

是一家之私产，“盖数千年来，不闻有国家，但闻有朝廷”⑤。“国”是一

个“虚假的集体”⑥。梁启超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数千年来并没有真正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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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这一概念，“危乎痛哉! 吾中国人之无国家思想，竟如是其甚

也”①，中国历代之 “国”并非国民之国，而是一姓一氏的 “家天下”;

“中国”数千年来并无国名，都是 “他族之人所以称我者，而非吾国民自

命之名也”②。梁启超据此认为，这种化国为家、以朝廷代国家的文化意

识，使得我们的“家”“国”关系实际上变成了 “小家” ( 家族) 与 “大

家” ( 王朝、朝廷) 的关系。这种形式上的 “家国一体”造成了实质上的

“家国分离”，“一族有一族之自治，一乡有一乡之自治，一堡有一堡之自

治”③，“夫政府民人，痛痒不关，爱国之心，因以薄弱”④。由此可见，中

国传统社会的家族伦理高度发达，但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则极不完备，

“若中国之五伦，则唯于家族伦理稍为完整，至社会、国家伦理不备，滋

多缺憾之”“朋友一伦决不足以尽社会伦理，君臣一伦尤不足以尽国家伦

理”⑤，百姓多知“家族”而不知 “国家”，家近国远，家亲国疏，家族伦

理并未升华为国家伦理，“国”“家”之间缺乏强有力的社会组织因素，社

会的公共领域极为狭小。

( 二) 从个体角度看，中国社会存在诸多病象

梁启超对传统中国人性格中的缺陷和不足深感遗憾。他认为中国人长

期存在奴性、懦弱、愚昧、自私好伪、无动等病象。他指出，中国人有四

大缺点: “一爱国心之薄弱”“一独立心之柔脆”“一公共心之缺乏”“一

自治力之欠阙”⑥。也就是说，传统的普通中国人往往缺乏爱国心，没有独

立精神，没有公共意识，缺乏自治能力; 且常常表现得愚昧迷信，怯懦软

弱，自私功利，充满奴性，对权贵既向往又害怕。这样的性格缺陷在传统

社会尚可得过且过，但是到了近代社会，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先进

的文化制度，这种性格特征就必须得到及时变革，不然就会有灭国亡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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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 所以梁启超在他的改革方案中特别强调革除传统中国人的性格弊病，

“淬厉其本所有而新之” “采补其本所无而新之”①，塑造一代具有公共意

识、自治能力和爱国热情的 “新民”。他希望能把人民从传统封建宗法的

隶属关系中解放出来，彻底治愈其 “病”，取得人格独立，活跃其政治能

力和首创精神，从而去开创一种建立在新型结构上的国家与一种服从新型

秩序的社会。

二 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

( 一) 主要内容

1. 政治变革上，主张温和渐进，改良政体

梁启超在政治思想上主张民主主义，在政治手段上主张改良主义。他

主张采取渐进改良的手段，逐步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内取消封建

专制主义; 通过教育民众、思想启蒙等温和的改良运动，使中国成为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的现代化国家，也就是实现对国家政体的逐步改良。他的政

体改良包含三方面的意义: 一是减少旧势力的阻力; 二是培养民众和政治

家们的参政能力以及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种种素质; 三是严防社会陷入不断

革命的混乱境地中。他主张改革现存的封建制度，在改造政府的同时也改

造人民，使他们从封建君主的臣民变成现代国家的公民，使皇帝由封建帝

国的君主变为现代君主立宪国家的一种象征，通过这种温和的手段达到社

会的根本变革，建立一套与从前绝不相同的政治制度、社会秩序和思想意

识形态。他之所以要给新的机制穿上旧服装，主要是出于策略考虑，即有

君主之虚位下，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团结旧人，有利于抑制社会动

乱，有利于抑制地方军阀的分裂活动，有利于争取国际舆论。

梁启超的这样一种政治改良思路，看重的是政体而不是国体的变革，

“重政体之进化而排斥国体之革命”②。他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革命，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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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想采取一种健实平和的手段，“非必由人民暴动举行社会革命，乃可达

到社会主义之目的，此吾所主张也”①。可见，梁启超的政体改良思想浸透

着强烈的忧患意识。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如何谋求国家和民族的生存，

如何维护社会内部的秩序和稳定，这些在梁启超的思想意识中所占的分量

是非常重的。

2. 社会治理上，主张法治，重视群治

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公私不分、家国不明，导致社会的公共领域

极度萎缩，人们只知有家族不知有社会，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只知家

族事务的管理不知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所以，在传统中国社会，乡治、

德治高度发达而群治、法治极度欠缺。他希望打破中国传统的 “权威主

义”的人治和“圣人主义”的德治，建立一个以法律为准绳的新社会管理

秩序。在他的思想体系中， “群治”的概念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他用

“群治”表征“法治社会”的意义，提出 “以群术治群，群乃成; 以独治

群，群乃败”②。他分析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认为传统社会以 “家

族”为单位，是宗法的 “家族制度”。中国人只有 “族民” ( 部民) 资格

而无 “市民” ( 国民) 资格。个体只能作为家族的一员而不是作为国家的

一分子而存在。个体没有独立人格，没有法律意识，没有对社会公共事

务和国家命运的责任担当意识，人人皆可成为孝子贤孙，但却无法作为

一个政治化的公民而积极参与国家政治。因而社会的基本单位看起来虽

大，但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却很狭窄。梁启超提出的改良目标就是通过变

革专政体制，改良传统的 “家族主义”，走向 “合大群”，建立公共社会

秩序，实现从人治走向法治。他所倡导的好的社会体制，是以法制为基

础，以每位社会成员充分享有各项自由权利的生气勃勃的社会制度。他

所重视的 “法制”，是以民生问题的视角来审视 “法”，强调通过一种高

于个人的 “制裁力”把所有社会关系放在统一的尺度下来调节，以求得

社会的良性发展③。

551

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对当前创新社会治理的启示

①

②

③

梁启超: 《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报之驳论》，《新民丛报》第 76 期，1906 年 3 月。
梁启超: 《说群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第 4 页。
蒋广学、曾沂: 《论梁启超的政治与法治学思想》，《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9 年秋季号，

第 17 页。



3. 基层治理上，崇尚乡治，主张自治

在中国基层社会的改良方面，梁启超十分推崇乡治与自治。他以他的

家乡新会县茶坑村为例，详细说明了这种乡治、自治的特点。在他笔下，

“乡治”犹如麻雀，体格虽小，却包含了组织制度、机构运用、办理事项、

社会制裁、争讼公断、征工服役、地方保卫、公共娱乐、经济合作、子弟

教育等丰富的自治内涵。他的乡治思想还受到了西方思想学说的影响。西

方社会有市民阶层，存在城市市民自治，而在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只有乡村

自治，并无市民阶层与城市自治。梁启超从这种中西方差别中看到了隐

忧，他担心中国乡村会受到西方社会的入侵，从而导致传统的乡治失序、

紊乱; 他更担心中国基层社会的文化传承从此被阻断，乡村在动乱中走向

溃败。他希望能够通过启蒙 “新民”增强基层社会的凝聚力，强化基层

“小群”的自治意识，进而增强整个民族国家在法律框架内的 “自治”意

识。他为中国基层社会设定的理想目标是，希望通过办学会、地方自治等

途径，将散漫而缺乏凝聚力的中国社会联结为一个 “心相构、力相摩、点

相切、线相交，是之谓万其凃，一其归”① 的整体。他对中国基层乡村自

治的关注是着眼于整个民族国家的未来，希望通过开民智、凝民心、聚民

力提升国民的国家意识和团结精神，实现整个国家社会结构的改良优化。

4. 教育启蒙上，主张开启民智，塑造新民

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在教育方面的重要表现就是启蒙社会大众，开启

民智，塑造新民。他可谓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先驱者，也是一位在很早时

候就懂得将人本身的发展作为政治和社会进步前提的思想智者。《新民说》

可谓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最光辉灿烂的篇章之一。《新民说》可以说是 20

世纪中国思想史的真正起点，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相统一的性质。梁启超

反省中国长期积弱不振的原因是民智未开，民权未张。所以他主张通过培

养新民德，开民智，鼓民力，改造落后、消沉的国民精神，改造国民性，

增强民族群力，造就一代 “新民”。他对 “新民”的理解，糅合中西方文

化的精华，强调对国民进行德、智、体、群训练的重要，并广泛宣传公

德、私德、权利、自由、进取、政治能力等思想，力图养成中国人作为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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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公民所应具备的这些素质。他认为只有养成建立大民族主义的民主国家

所必需的种种品格，造成 “国民”之资格，才能推动整个国家的民主化、

现代化转型。他认为，要建立一种民主政体的国家，必须有与这种高级文

明形态的国家制度相对应的国民，以及能够建立起相关的种种施政机关。

就其与民主政体相对应的国民而论，必须有行使选举权、参政权、议政

权，以及监督权即实行公民各项权利之能力，同时必须有尽公民各项义务

的公益心和责任心。这些都不是凭空长出来的，必须经过长期的教育与参

政实践的锻炼。

5. 文化改良上，主张学习借鉴西方文化，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

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梁启超总的思路是以今释古，以西洋为镜，

革除传统中不合时宜、腐朽没落的弊病，让古老的中学生发出新的时代

精神来。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着自信，但他特别强调要用西方以

及现代生活的眼光重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他认识到现代西方思想文

化具有两面性，主张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用现代精神重新解释，使之适

合现代人类精神健康发展。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良主要有三个方

面的贡献: 一是诗界革命，二是文界革命，三是小说界革命。他通过上

述 “三界革命”的努力，践行着他文化改良的思想主张，并产生了巨大

的社会影响力。他在思想文化领域做出的贡献具有开创性，特别是他晚

年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思索和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学术价值和历史

意义。

( 二) 基本特征

1. 爱国主义的思想内核

梁启超一生的思想，从未脱离过 “救亡图存”这一时代主题，爱国之

心、立宪之志和新民思想，是他一生思想发展中不变的三个因素。他认为

中国要强国富民，国民就应有国家至上的团体观念，就应有敢于进取、敢

于冒险的竞争观念，就应有维护权力、克尽义务的法律观念，就应有利

群、为群、合群的社会公德观念。在他参与国家政治变革的各个时期，他

始终都是以国家利益为重，始终不变而一以贯之的都是他的爱国之心，他

的救国激情，以及他把中国从专制引向共和、引向富强、引向自由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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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面对中国社会的弊病和问题，梁启超长期追寻求索，矢志立宪改良，

并积极参加改良政治实践，无论是立宪政治、开明专制，还是对 “破坏主

义”的呼唤，都浸透着他欲振兴中国的苦心。

2. 与时俱进的独特品质

清末民初是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剧烈转型的大变革时代。梁启超在爱国

主义和富国强民的思想内核外，其改良主义的思想主张并非一成不变，而

是随着时代潮流不断变动。他的 “善变”，不是没原则、反复无常、见风

使舵的“墙头草”，而恰恰是与时俱进，恰恰是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不

拘泥于过往的自己，不抱残守缺、不停滞、不倒退，不断地破 “我执”、

破“他执”、破固定点，不断地向真理靠近。纵观梁启超的一生，虽然其

思想具有多变性，但他呼唤民主和自由，提倡道德革命，开创新史学，主

张唤起新民以提高民族的生存能力，这些都足以证明他是清末民初最为杰

出的思想家和文化大师。他的思想智慧带给世人的启发具有永恒持久的品

质和魅力。

3. 影响广泛的价值体现

梁启超的思想成就超越了他在政治上的成败得失。他的改良主义思想

具有开放包容的特质和济世救民的情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国民。从新

文化运动的巨子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到我们八零后、九零后、零零

后，基本都受到了梁启超思想学说的影响。陈独秀在 1916 年 《驳康有为

致总统总理书》中提到“吾辈今日得稍有使节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

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① 青

年毛泽东对梁启超的崇拜，更是可以从梁启超号 “任公”，毛泽东则自称

“子任”; 梁启超主张“新民”，而毛泽东组建 “新民学会”的行为中可见

一斑。尽管后来，随着中国革命事业的深入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革命成为主流价值观，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受到不同程度的误解和

批判，但梁启超从未离我们而去。他时常被当时否定，却又常常被历史记

起。不同时代的人们总是能从自身面临的社会问题和思想困惑中看到梁启

超的身影，他的思想魅力深刻切入了中国社会肌理，把握住了当时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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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矛盾和发展脉络，是我们分析社会形势、判断社会特征、增进社会进

步的巨大精神财富。

三 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的现代价值对当前加强

社会治理创新的启示

( 一) 现代价值: 当前我们面临的很多社会问题和治理困境

都可以从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中找到解决的 “药方”

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虽然关注的是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社会，但他的

思想在今天看来并没有过时。他的思想中包含了很丰富的前瞻性的独到见

解。他一生致力于发扬民族优秀精神，改造国民人格，塑造新国民; 他崇

尚法治，强调为民立法; 他重视教育和人才，特别注重提高国民的公共素

养和社会责任意识; 他开放包容，温和坚毅，颇具 “洋为中用，古为今

用”的务实作风和超前意识。他饱含真知灼见的政治社会思想对我们当前

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的理念、思路、方式、方法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我

们现在面临的很多社会问题和矛盾都可以从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中找到

化解的“药方”。其思想不管是对社会组织培育、基层社会自治，还是社

区文化建设、社会矛盾调处，还是提升公共参与、加强法治保障都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深化社会领域的改革，实现社会治理能力

现代化，要进一步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社会治理

体制。这昭示着我国在社会治理方面的理念和模式将发生深刻变化，以往

那些僵硬的、落后的思维、方式和做法今后必须对其彻底改变，我们所面

临的一系列社会治理难题和挑战也必须以新的思维和方式去化解。这些，

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都带给我们启迪。比如，近年来我国城乡结构、社

会阶层结构和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新变化，各种利益关系更趋复杂。社会

治理的主体不再是单一的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群团组织和社会公众参

与社会治理的需求和热情越来越高涨，如何让这些多元化的治理主体能够

各司其职，协调好治理中“争利越位”“断层缺位”和 “交叉错位”等问

题，便成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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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题。梁启超关于造就新国民、培育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能力的

思想，以及强调“群治”、完善社群治理结构和注重法治的思想，为我们

处理好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问题带来了智慧启迪。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全

面考虑到各个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并且在法律的框架内明确各参与主体

的权利、义务、责任和边界，大家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作互助，何愁

不能把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好? 如果能像梁启超所期待的那样，每个参与主

体都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德意识，能够不断提升自身的社会参与能

力，能够共同完善优化社会治理机制，相信一定能够把 “群”事务的相关

问题和矛盾协调得当，做到让各方都感到满意。

( 二) 对当前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的启示

1.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理顺体制内的条块资源，转变社会治理方式

梁启超很早就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看到了中国社会制度的落后，他一

生都在追求建立民主政体，以兴民权、张民力，用新的先进制度实现富国

强民。今天，创新社会治理，就特别需要有梁启超这样的 “兴民权、张民

力”的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真正让人民参与到社会治理

中，表达权利和诉求。要团结社会公众力量，把更多的资金资源分配到基

层一线，改变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更多强调自下而上、协商

互动的多元化“治理”结构，从而降低社会风险和矛盾，提高社会的吸纳

能力和整合能力。要从制度上根本转变以往单向的行政审批模式，简化审

批程序，打破条块分割的利益壁垒，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触及一线

民生的资源配置体系，把社会的力量能办好的事情尽量交给社会组织和公

众去做，给“民权”以空间，让 “民力”易凝聚，政府不插手、少审批，

做好监管和评估就可以了。

2.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严格依法治理，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协

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

梁启超是坚定的法治主义者， “人治不能久，而法治之可以常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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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眼中，一个现代化的、以人为本的国家，应该充分地显示建立法治秩

序的意图。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法理学和宪法学的开创者，他特别强调为民

立法，立“善法”，制“良法”，非常重视通过 “法”加强对权力的制约

和监督，“人各有权，权各有限”①。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构建党委领导、政

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 “法治保障”

意义重大、地位重要。面对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只有依法把

政府、企业、公民、社会组织等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责任确定下来，

并且运用法律手段调控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正确规范、引导、支

持、监督各种社会力量的行为，社会治理才能走上良性的、科学的、稳定

的轨道，也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如果离开了法律的规范和指

导，社会治理将失去良性运行的依托和保障，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可能

因调处手段的不明、调处结果的不公而进一步紧张、恶化，社会治理有可

能倒退回以往依靠行政手段 “管控”的老路，对社会机体造成严重伤害。

梁启超的法治思想不仅启迪我们应严格依法进行社会治理，而且他还告诉

我们，一个“法治”的社会，光有“良法”还不行，还必须得有良好的法

治环境和高素质的法律践行者。尤其是参与社会治理的各主体必须要有良

好的法治意识和依法行事的素养和能力。不然的话，法律将可能沦为形

式、摆设，“虽有冠冕世界之良法，尤废纸也”②，没有法治保障的社会治

理可能陷入矛盾问题愈难调和的困境。

3.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重视基层治理，不断完善社区自治，更

好地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梁启超关于“乡治”和“自治”的思想，对目前我们开展城市社区自

治、农村基层自治以及培育发展社会组织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他强

调，自治能力的大小强弱关系到享有民权、自由、平等之福的程度，以至

能否实行立宪、议会、分治之制度。所以既要注重个人与小群之自治，也

要注重大群之自治。绝不能把个人自治视为迂腐琐碎之事，“吾民将来能

享民权、自由、平等之福与否，能行立宪、议会、分治之制与否，一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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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力之大小强弱定不定以为差。吾民乎! 吾民乎! 勿以此为细碎，勿以

此为迂腐，勿徒以之责望诸团体，而先以之责望诸个人。吾试先举吾身而

自治焉。试合身与身为一小群而自治焉，更合群与群为一大群而自治焉，

更合大群与大群为一更大之群而自治焉; 则一完全高尚之自由国、平等

国、独立国、自主国出焉矣”①。梁启超还强调，上述自治能否实现，有赖

于法治的进步。每个人只有规矩绳墨于一定的法律，才能确保自己和他人

的自由，从而达到人群的自治。可见，法律对自治有着不可回避的重要意

义。所以，在我国基层城乡社会治理中，如何更好地发挥村委会、居委会

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自治”作用，如何激发村民、居民参与村、居社

会公共事务管理的积极性，拓展他们参与的渠道和方式，如何培养更多的高

素质村官、社区工作人员及专业社工师等参与“自治”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梁启超还特别强调社会组织在 “自治”方面的重要作用。他在忆述自

己家乡新会县茶坑村的乡治情况中写道: 乡中有一颇饶趣味之组织，曰

“江南会”，性质极类欧人之信用合作社。会之成立以二十年或三十年为

期，成立后三年或五年开始抽签还本，先还者得利少，后还者得利多，所

得利息，除每岁杪分胙及大宴会所费外，悉分配于会员 ( 乡中娱乐费，此

种会常多捐) 。会中值理每年补充，但得连任，值理无俸给，所享有惟双

胙权利。三十年前，吾乡盛时，此种会有三四个之多，乡中勤俭子弟得此

等会之信用，以赤贫起家而致中产者尽不少②。可见，这种 “乡治”中的

社会组织在慈善救济和社会保障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创新社会

治理要注重培育鼓励社会组织参与日益广泛的社会公共服务，以满足居民

群众越来越多的服务需求。比如江门市政法委牵头开展的社会治理公益创

投活动，通过引入竞争机制，激发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养老、助残等方面的

社会治理服务，为城乡社区弱势人群提供更为专业、有效的社会服务。

4.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高度重视国民教育，提高人民的公民素

养和现代意识

梁启超一生非常重视启蒙 “新民”，培养人民的独立精神、公德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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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团结协作能力，这是梁启超十分重视的内容。他所倡导的 “权利、义

务、自治、自尊、合群”等价值观念即便在今天看来仍没有过时，仍然为

我们进行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宝贵的借鉴。任何一项社会治理活动，目的是

服务人，进行创新的意义也在于用更好的方式手段为更多的人提供优质的

服务。因此，参与社会治理主体的能力素养对做好治理工作就显得尤为重

要。很难想象，一群思想保守、观念落后、方式手段陈旧、文化知识跟不

上时代潮流的人能够做好基本的社会治理工作，更遑论创新? 梁启超启发

我们，只有“公平民主协商”的理念广泛深入人心，只有 “多元合作共

治”的理念成为社会共识，只有社区服务、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购买服

务等概念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纳熟知，才可能创建一个充满活力、和谐有

序的健康社会。

5.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重视培育与我们这个时代相适应的新

文化

晚年的梁启超非常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价值。他用现代精神对

中国文化的梳理、阐释是不遗余力的。他倡导开展一场旨在使中国文化实

现创造性转化的文化革新、文化重建运动，目的就在于赋予传统文化新的

时代精神。他提倡在继续向西方学习的同时要把中国人最为优秀、最贴合

当前世界之用的思想推广出来。所以他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已经为百年后

的新时代树立了思想标尺。这种珍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并且致力于将之推

广到全世界的思想是我们民族永恒的财富，它启发了民国时代的一大批思

想家、学者去探求、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并且对我们今天创新社会治理依

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一方面，创新社会治理既需要吸收我们传统文化

的有益价值，也需要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借鉴西方文化的合理成分; 另一方

面，我们在吸收借鉴的同时，也要注意结合本地、本部门工作实际，发挥

创造性和积极性，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积极培育与我们这个时代

相适应的新文化。比如，无论是加强社区治理、提升社区自治水平，还是

加快对社会组织的培育，或是对社工机构的扶持，或是对城乡公共服务均

等化的推进，能否结合地方特色，结合每个社区、每个社会组织或是每个

不同的居民自治单位的特点，弘扬传统文化在“人”和“群”身上的魅力

和价值? 能否创造出属于这个社区、这个组织、这个单位 ( 机构) 特色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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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具有生活内涵的新文化? “国风之善恶，则国命之兴替所攸系也”①。

文化是融合人际关系的黏合剂，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精神动力，一个生活

在和谐文化中的人，会创造出更大、更多的价值。有文化内涵的社会治理

增添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今天，我们可以利用网络论坛、微

博、微信、QQ 等现代信息交流平台构建属于自己的社区文化，让 “爱国”

“民主”“文明”“友善”“法治”“敬业”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文化

创造的常态动力，不断增强人们生活的社会黏性，给公共空间和人的心灵

赋予浓浓的人文气息和时代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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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lication of Liang Q ichao’s Thought on Ｒeformism to
Innovate the Current Social Governance

Li Xiangjun

Absrtact: Liang Q ichao’s perception and his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have profound and far-reaching impact in terms of dealing w ith current
social problems that we are facing today． With regard to his thought on
reformism，Liang advocated a moderate and gradual reformation on the regime，

which he upheld the rule of law in social governance，attached importance to
mass governance and advocated rural governance and self-governance in grass-
roots administration． Liang advocated enlightening the national w isdom and
cultivating people w ith new mind in education． He was also in favor of both
learning from the Western culture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His insightful political and social thoughts have implications for
innovating the ways of social governance． Effective solutions to many of the social
problems and governance predicaments we are facing today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Liang Q ichao’s thought of reformism．

Keywords: Liang Q ichao ; Ｒeformism ; Soci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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