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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通

江门日报：除了经济，您对科学也极为重视，而且对我们
民族的科学能力极为自信。1902年11月，随着《海底旅行》
一文在您主编的《新小说》上刊登，“科学小说”一词在中文里
第一次亮相。您认为，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精神呢？

梁启超：有系统之真知识，成一科之学，叫做科学。可以
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科学精神
具有求真性、系统性、可教性、开放性和传播性的特点。科学
精神不仅可以促进教学相长，还可以促进科学方法的普及。

科学精神的内涵是求真、博学、创新、启迪。中国古代学
术界有“笼统”“武断”“虚伪”“因袭”“散失”五大病症，想救这
病，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

江门日报：您说过，“今日光明灿烂、如荼如锦之世界何
自来乎？实则诸贤之脑髓、之心血、之口沫、之笔锋，所组织
之而庄严之也”。对科学，我们该取何种态度？那种急于求
成的功利主义可取吗？

梁启超：有了科学，人类征服自然界的能力就大大提
高。我们不是马，也可以腾空，不是鱼，也可以入水。科技成
就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人们对待科学的态度，有时难免偏颇。比如有人把科学
看得太低、太粗了，只是从器物层面看待科学；有人把科学看
得太呆、太窄了，以为只有自然科学才是科学，否认社会科学
的科学性。

科学是脚踏实地、平淡无奇的，不能急于求成。青年学
生不可太功利，不能把科学看成仅仅是满足某种实际需要的
工具和手段。要得精深结论，必须有相当的时间，并受种种
磨炼，经种种陶冶。

江门日报：在您看来，所谓科学，狭义指自然科学，广义
则指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中国文化添入科学这
有力的新成分，如何放出异彩呢？

梁启超：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有相通的地方：一是
做学问的方法，都是贯穿“拿科学精神去研究”；二是唯实求
真的价值取向，这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通的秘密通
道，真美合一。

从知识与道德，科学与人文相统一的角度出发，我们既
要学习科学文化，又不能忽视中国传统人文精

神和中国式的理想人格。科学与人文的
关系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
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科学与人
文只有相互提携，才能推动人类
文明的进步和创新。

江门日报：广人才，兴学
会。您对中国科学体制化所
作的贡献，包括新式学校的
创办，认识到了学会对科技
发展的作用并加以倡导和宣
传，带动了国外自然科学书籍
的翻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您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吗？
梁启超：围绕科技人才的培

养，我提出创办新型学校，必修自然
科学，科技教育在中国的体制化因此有

了一个开端。学会方面，我大力宣传和推
动，一时间学会林立，农学会、矿学会、工艺会等科技团体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此外，我还编译了大批以近代自然科学为
内容的教科书，促进了科技期刊在中国的创办和流行。

江门日报：您视农业发展为国民经济的根本，提倡科技兴
农，希望通过普及农学知识来振兴中国的农业，初衷是什么？

梁启超：中国自古以农业为主，上世纪初还是一个农业
国。我明确提出要大力翻译外国农学，采用先进科学技术来
发展中国农业，并引用近代工业机器代替人力耕作，希望通
过改进农业生产的组织管理方式提高农业经营管理的实际
效率。为达此目的，我多次发表文章，进行近代农业科技知
识的宣传，希望推动中国农业进步与发展。

江门日报：“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在您的影响下，
您的孩子们后来也成为科学精神的践行者。在科学培养孩
子方面，您有什么秘诀吗？

梁启超：做官不是安身立命之所，我鼓励他们在某一专业
作出成绩。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交替循环；莫问
收获，但问耕耘，尽责尽力，这是弘扬科学精神所必需的。只
要现在努力耕耘，将来必定会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江门日报：江门人杰地灵，科技人才辈出，有“院士之乡”
的美誉。近年来，江门市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企业自主
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高科技人才在科研攻关、技术创新等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年，我市将继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
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区域战略科技力量。

梁启超：科技强，经济兴！科技的力量让我赞叹。我曾
热情地讴歌科学巨匠，赞美哥白尼的天文学、瓦特的蒸汽机、
富兰克林的电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看到了这些成就对人
类社会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科技所带来的变化，真可谓“人
巧之天工至此而极，世界之进化真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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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饮冰，难凉热
血。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
较早放眼看世界的“百科
全书式人物”。大众对其
在史学、哲学、文学等方
面的成就较为了解，而对
其经济思想及科学精神
则知之不多。

梁启超对经济问题
极其关注，发表了大量论
著。他以超前的眼光、生
动的文笔，介绍了大量经
济理论，内容涉及生产、
流通、分配、消费等多个
领域。他对中国工业化
道路、财政、公债、货币、
股份制、贸易、专利、引进
外资等问题都作过深入
认真的研究，对中国古代
的经济思想也有独到见
解，对墨子、管子、王安石
等具有改革、创新精神的
历史人物十分推崇。

梁启超是国内最早
使用“金融”一词写作的
人，被称为“中国现代财政
金融改革的首席设计师”，
其金融思想被认为是中
国近代较早产生的、系统
完整的金融改革思想。

科技推动经济发展，
经济促进科技腾飞。梁启
超对“科学”二字有着高于
同时代人的全面认识，打
通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
科学的联系通道。与当时
很多先进知识分子一样，
他希望通过科学来救治中
国；但他又与当时大多数
先进知识分子不一样，他
认为科学不是简单的“形
而下”之技术，还应包含
“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
“形而上”之思想，而这些
思想正可以运用于学术、
道德、政治、文化诸层面，
他希望通过现代科学的观
念、精神与方法，寻求对传
统儒学的突破，从而改变
整个中国的面貌。

梁启超对科学的宣
传极大促进了科学技术
在中国的社会化进程。
他在中国第一次把中国
科技史的内容写进学术
史之中。他对科学的很
多认识至今仍具有一定
的学术研究价值。

梁启超生活在风云
激荡的 19世纪末20世
纪初，“富国裕民”是当时
最为突出的历史使命。
无论是他的经济思想，还
是他的科学精神，都是出
于对国家命运的强烈关
注，对祖国富强、社会进
步的迫切渴望，其中寄托
着他“富国裕民”的滚烫
之心与赤子之情！

本期报道聚焦“经
济”与“科技”，跨时空“对
话”梁任公，探讨先生经济
思想与科学精神及其启
示。

经济
做“实业家”不做“虚业家”

江门日报：经济活动中，竞争不
在腕力而在脑力，不在沙场而在市
场。在经济改革方面，您着重强调财
政改革、金融改革及利用外资，这也
是您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请问先
生，这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梁启超：三者是一个完整的、内
部紧密联系的系统。财政改革是目
的与归宿，金融改革是核心与关键，
利用外资则是手段与方法。三者必
须同时并举，将货币政策、银行政策、
公债政策、租税政策冶为一炉，才可
以标本兼治。治本之策主要表现在
财政收支中的“开源”，即增加国家财
政收入；治标之策主要表现在财政收
支中的“节流”，即减少消耗性的财政
支出，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

国家办事，非财不行。财不由天
降，不由地出，需取之于民，有利于
国，无病于民。要用之得宜，就应由
相关部门严密督查其用途。同时，赋
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
税、平税政策；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是
间接及赋之于将来的，虽然增加了后
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资本好比经济的血液，而金融则
好比遍布全身的血管，可以为经济源
源不断地输送新鲜血液。因此，我主
张以专门从事金融业务的银行为枢
纽，遍布全国，人民惟食银行之利，不
蒙银行之害。这就要有配套的法律
法规以及执法机构来规范银行的经
营活动，同时银行应加强自我管理，
提高自身素质。

通过合理引进、管理外资，不仅
可以弥补本国资金的不足，还能促进
国民经济的发展。政府财政支出合
理、财政基础稳固是引进外资的
重要前提。外资的使用，要
能产生效益，有利于百姓
生计。

江门日报：外
贸对经济发展有
着重要的支撑作
用。1902 年，您
在小说《新中国
未来记》中，构想
了这样的繁华场
面：各国专门名家
大博士来集者不
下数千人，各国大
学学生来集者不下
数万人。处处有演说
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
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
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
了。结果，2010 年，世博会真的在上
海举行，新会葵扇、茅龙笔等来自您
家乡的特产还在上海世博会上亮相
了呢！

梁启超：一个经济活跃的国家，
不能没有外贸。举办“万国博览会”
是国家强盛、社会繁荣的标志和象
征。我曾流亡海外多年，看到外国人

“参博办博”的热情，深受感染。那时
的中国，外有列强压迫，内有贪官腐
败，国弱民穷，我便把希望寄托于将
来，选择小说作为表达方式，期盼国
家走向开放和富强，屹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

至于说文中写到上海，是因为上
海那时就已显露出国际化大都市的
气息，设想以后在那里举办博览会有
一定的现实依据。

江门日报：近代以来，工商业在
一个国家的产业体系中占据越来
越重要的地位，工业化程度成为

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
的重要尺度。在您的产业经
济思想中，有关发展工商业
的论述也不少，其中不乏真
知灼见。

梁启超：我曾提出“以
工立国”，发展新式工业。
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我建
议，实业发展，当先农业后
工商业。工业方面，鼓励
个人自营或合资，先让小
工业发达起来，再推进大
工业。

我倡导做“实业家”，
不做“虚业家”，企业应由
那些努力的、能干的、有
信用的人来经营。我曾
批评“虚业家”买空卖空，
囤积或占据土地以谋将来
投机，架立一个公司的名
目，以诈欺等不当行为牟
利，希望以后能杜绝其弊
端，让更多的人投身实际生
产事业，以助国产之繁荣，
增强抵抗外国侵略的经济

实力。

江门日报：高质量发展，是新时
代中国经济的鲜明特征。近年来，

江门坚持工业立市制造强市，持之以恒
推动改革创新，多措并举延伸拓展产业
链条，全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激
发高质量发展新活力。

梁启超：中国人勤劳能干，我对于中
国工商业走向兴旺发达，一直有着强烈
的自信心，这是我热情激荡的性格使然，
也是建立在冷静理性分析之后的结论。

金融
最早提出在中国
创办证券交易所

江门日报：您很早就说过，救亡图
强之第一义，莫先于整理货币，流通金
融，这也是国计民生的命脉之所在。
其背景是，当时中国商人最烦恼的事
有两件，一是货币混乱，二是金融机构
缺乏。在您看来，货币及金融工作为
何如此重要呢？

梁启超：金融为财政之枢，币制为
金融之脉。货币的作用表现在四个方
面，一是交易媒介，二是价格尺度，三
是借贷用具，四是价值蓄藏。

我在国外生活多年，看到金融机构
的巨大作用，深知金融特别是货币政策

的重要性。金融是国民经
济的命脉，可以为经

济发展筹措资金，
满足民族工商
业发展的资
金需求，助
力“实业
救国”。
如果银
行办理
得 宜 ，
信用渐
著 ，每
县 设 立
分号，提

供金融服
务的便利，

无 论 农 工 商
矿，只要殷实可

靠，也是乐意去贷款
的。这样，经营实业者与银

行发生密切关系，得到金融的后援，就
可充实实业基础，救国惠商。因此，我
在改革币制、健全货币制度、构建银行
制度等方面，是竭尽全力去推动的。

江门日报：我们在中信银行江门
分行参观江门“侨金融”相关展览时，
了解到您是最早提出在中国创办证券
交易所的人，太了不起了！

梁启超：100多年前，我在探讨中
国发展道路时，认为生产方法之变，非
大资本不能博赢。而大资本必非独力
所能任也，于是乎股份公司起。
中国近代第一家通过发行股票
筹资兴办的股份制企业，是轮
船招商局。1880年前后，先
后有近40家企业通过在市
场上发行股票筹资得以创
办。股票的发行催生了股
票交易的需求，于是在
1904年左右，我提出开办
懋迁公司，即证券交易所，
希望以此平台促进公债、实
业股票的发行与流通。

江门日报：百年前，江门埠
集通商口岸、华侨侨眷聚居地、商
业重镇数重角色于一身，频繁的外汇
往来催生了江门的钱银业。当时，像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这些老牌银行都
曾在江门老街设立机构。

梁启超：广东市场极广阔，金融也
十分活跃。你说的中国银行、交通银
行，我在多篇文章中提到过。1917
年，我在财政总长任上积极推进近代
银行改革，过问中行有关工作。我对
中行股份制改革是十分支持的，本人
也曾持有中行商股份额。

江门日报：在金融思想与实践方
面，以您为代表，一批杰出的江门人
创新进取，敢为人先。如，李作元、李
作联兄弟是东亚银行创办人；陈卓平
创办香港爱群人寿保险；李福兆是香
港联交所首届主席，被誉为“香港联
交所之父”；利国伟倡导推出恒生指
数等，在中国金融史上创下卓越业
绩。

近年来，江门金融业进一步深化
金融创新、优化金融服务，为实体经济
和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金
融活水，普惠金融惠及城乡。“金种子”
计划实施以来，资本市场建设提速，江
门板块风生水起。未来，江门金融业
将继续发挥侨乡优势，为江门高质量
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梁启超：就像我在《少年中国说》
一文中所说的，惟进取也，故日新。只
有不断进取，才会有不断的创新。

“创业者”梁启超的财富观

梁启超不但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
还是一位实干的“创业者”。他曾采用
股份制方式，积累资金创办“广智书局”
和“新民丛报社”。此外，他还是一位理
财高手，有一定的投资经验与心得。在
用钱方面，他的“寒素家风”一以贯之，
但对于子女读书求学、开阔眼界、发展
事业方面的开支，他则十分慷慨。

梁启超的实践说明，文人不必回
避正当的经济收益，也可以积极参与
经济活动。

牛顿曾请朋友代他买股票。
没想到，买了股票后，这家公司
却倒闭了。以牛顿的故事为
例，梁启超告诫人们，炒股一

定要警惕“气泡”，也就是股
价 涨 得 很 高 时 的 泡

沫。另外，一些人
只是仰慕公司

的名字就开始炒股，而不考察公司的
实际基本情况，这也是不可取的。

买房置业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
题。梁启超购置房产，也是与家人商
量、反复权衡。比如，售价多少、环境如
何、面积大小、做工是否坚固等，都在他
的考虑范围之内。此外，房子买来后做
什么用、可以如何完善、买房款怎么构
成等，这些问题，他都会仔细考虑。

从梁启超的家书中，我们看到，梁
启超不时将理财心得与子女交流。他
教育子女要树立正确的财富观，鼓励
他们自立自强，善用财富，做好事业，
淡泊名利。他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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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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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致
弟弟梁启勋的
书 信 中 提 及
“中银股份”。
翻拍于《梁启
超 与 现 代 中
国》。

梁启超希望通过现代科学的梁启超希望通过现代科学的
观念观念、、精神与方法精神与方法，，改变中国改变中国。。其其
家乡江门积极实施家乡江门积极实施““科技引领科技引领””工工
程程，，江门双碳实验室正是其创新江门双碳实验室正是其创新
发展的重要载体发展的重要载体。。 张奕维张奕维 摄摄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外商很多外商
在江门开设商行在江门开设商行。。当铺是早期江当铺是早期江
门经济活跃的一个侧证门经济活跃的一个侧证。。

彭伟宗彭伟宗 摄摄

梁启超对科学的很多梁启超对科学的很多
认识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学认识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学
术研究价值术研究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