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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梁漱溟先生将他创办的勉仁中学
迁至北碚金刚碑，直到1950 年，应毛泽东主
席、周恩来总理之邀，先生前往北京赴全国政
协任职，在北碚的十年，在党的影响和帮助下，
他更多地是从事争取民主的工作，从一个乡村
建设运动的领军者成为了民主战士。

乡村建设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发起的一
场规模大、时间长、波及面广、影响深远的，旨
在“振兴农业”“拯救农村”“救助农民”的社会
实验运动。当时，一大批进步的、忧国忧民的、
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走出“象牙之塔”，放
弃城市的舒适生活，深入农村，从“实业救国”

“教育救国”等方面探索救国之法。据统计，到
1934年，全国乡村建设团体已达600余个，实
验区（点）1000余处，可见其规模和影响之大。

这场运动的领军人物，首推梁漱溟以及晏
阳初、陶行知、黄炎培、卢作孚等知名人士。

梁潄溟（1893-1988）是我国著名的哲学
家和教育家。1917年，应蔡元培之邀，25岁的
梁漱溟被聘为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在北京
大学的7年，梁漱溟除认真研究佛学外，还致力
于研究中国问题。1924年，他辞去北京大学教
席，因其对当时学校只注重传授知识，不指引
学生人生道路而感到不满。他观1926年的广
东“北伐，这种新兴运动到达长江，全国震动，
青年界尤为兴奋……在大局沉闷阴霾之中，忽
睹此一点阳光朝气，自使我同情和注意，亦于9
月南下……”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梁漱溟常往来于省城
和乡间，而以居乡与青年诸友共读为多。1928
年，他又到全国各地考察乡村运动。在南京考
察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认为那是一所
理想的学校，“深感陶先生是革命心、事业心都
十分强盛的人，很佩服”。后又到江苏昆山考察
黄炎培开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河北定县晏阳
初创办的平民教育实验区，还有山西诸多县的
村政情况。

1929年，梁漱溟到河南村治学院任教务长
并接办《村治月刊》。1931年，他又到山东邹平
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任院长。他倡导乡
村建设，主张以教育为手段，寻求“改造旧中
国，建设新中国”的“路向”。

1936年，梁漱溟在大量考察、思考、实践的
基础上，写作并出版《乡村建设理论》（又名《中
国民族之前途》）。该书对当时在全国开展的乡
村建设运动的起源、社会状况分析和发展策略
进行了全面阐述，显然，这本书是梁漱溟多年
来探索救国之路的小结。

1937年，日寇大肆侵略华北，打破了梁漱
溟的“教育救国梦”。在山东，他对省政府主席
韩复榘的不抵抗行径异常愤慨，写信向国民政
府揭发，并积极奔走四方宣传抗战。

1938年1月，经林伯渠安排，梁漱溟到延
安访问，与毛泽东主席面谈8次，其中2次畅谈
通宵达旦。

梁漱溟回到重庆后，应卢作孚之邀，在民
生公司作《陕北之行及与毛泽东谈话》的演讲
时谈到：“当时我对国家前途是悲观的……对
蒋介石政府失望，对全国统一不起来悲观。我
是带着悲观失望去延安的……毛主席谈得很

多，越谈我越兴奋，中国有希望。毛主席完全乐
观，我是悲观的。我听他谈话，也就由悲观到乐
观了。他对我谈话很多，中心是《论持久战》的
内容。这篇文章那时还没有发表，他就是以这
篇文章说给我的，说中国一定胜利。我听他的
抗日谈话，将心中的烦闷一扫而光，完全佩服！
非常佩服！”

“毛主席讲中国必胜的结论时说，中国共
产党和国民党两党及两党外的各方面要团结。
我们团结就能胜利。毛主席再三致意，中国自
身的团结，是抗战胜利的根本条件。”受此信心
的感染，梁漱溟还与毛主席谈起抗战胜利后建
国的问题。“但对抗日胜利后，如何建设新中
国，彼此所见不同，就争辨。争论的问题在哪里
呢，先谈如何认识老中国……毛主席的理论主
张四个字：阶级斗争，我就反对他的阶级斗争
……”

这次延安访问，梁漱溟看到人民生活安
定、政治景象朝气蓬勃，使他改变了对共产党
的怀疑和批评的态度，虽然他当时对中国社会
存不存在阶级以及抗战胜利后如何建设新中
国有他自已的看法，但总体来讲，这是他人生
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39年，梁漱溟以国民参政会的名义要求
到抗日前线考察，得到批准。他携乡村建设同
仁及学生一行7人，历时8个月，历经豫、皖、
苏、鲁、晋等地的200多个村庄，经历多次惊险
奔波，备尝艰辛。

回到重庆后谈起此次战地见闻，梁漱溟
说：“总结来说，三句话：一是老百姓真苦；二是
敌人之势已衰；三是党派问题尖锐严重。”于
是，他参与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希望
巩固抗日统一战线。

1940年，梁漱溟在创办勉仁中学时写道：
“愚自华北巡历战地归来，顾念大局艰难，无可
尽力，将退而聚徒讲学。”

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使梁漱溟深感
问题的严重性，认识到国民党投降派反共的实
质，即与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励等人秘密筹备
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
盟”。同年3月19日，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成
立大会，选举执委13人，常委5人，梁漱溟当选
为常委并兼任秘书长。

民盟成立后，梁漱溟被派往香港创办民盟
机关报《光明报》，并任社长。在经历“蒋介石派
人去香港阻止《光明报》出版，青年党进行恐

吓”，杜月笙等帮派的“劝阻”等困难后，《光明
报》终于在9月18日创刊发行。80多天后，香港
被日寇占领，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梁漱溟
撤回桂林，主持西南民盟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梁漱溟于1946年1月
回到重庆，作为民盟代表参加政协会议，参与
国共调停活动，并再访延安。他在延安分别见
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
导，并与他们深谈自己对中国的命运和前途的
担忧。

是年7月18日，为李公仆、闻一多先生被国
民党特务暗杀一事，梁漱溟勇敢地站出来，发表
《民盟秘书长谈话》：“刺杀李公仆、闻一多先生
是特务所为。”并说：“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就在
这里等着！”“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
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
杀光，我在这里等着他！”“李、闻两先生都是文
化人、学者，手无寸铁，除了言论号召外，无其
他活动，假如这样的人都要斩尽杀绝，请早点
收起民主的话！”

在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危机四伏之时，梁
漱溟义无反顾地站出来，于8月6日和民盟成员
周新民一道飞抵昆明，调查李公仆、闻一多一
案。梁漱溟在《参加和谈经过》中讲到：“我们在
昆明待了一个月，便把事情搞清楚了。”“我和周
新民还到美领事馆与美领事见面，了解情况。我
们慰问了闻立鹤和李夫人。当时，蒋特派代表是
顾祝同，云南主席是卢汉，警备司令是霍揆彰。
凶手就是霍的部下汤时亮。”

8月26日，《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报
告李、闻暗杀案调查经过》公开发表，梁漱溟在
报告最后要求把该案件移南京组织特别法庭
进行审理。

昆明之行，梁漱溟在白色恐怖之下，不畏
强暴，表现出崇高的气节，有力地揭露了国民
党特务的罪恶，打击了其猖狂气焰，同时对谋
求团结统一，和平建国的“和谈”深感失望，退
出了政治协商，辞去了民盟秘书长一职，回到
重庆北碚，他在勉仁中学的基础上，创办勉仁
国学专科学校，同时致力于《中国文化要义》一
书的写作。他认为，建设新中国，必须认识旧中
国，为帮助人们认识，他要写这本书。

在潜心写作的过程中，梁漱溟并没有放弃
对政治的关心，针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与黑暗
予以愤怒指责，在发表于1947年《观察》杂志
的《树立信用，力求合作》一文中，梁漱溟写道：

“遍处是骗局，遍处是谎言，口是心非，言行不
符，尤以政治上为甚，尤以政府为最甚，居高临
下，制造而扬播这种气氛的，正是那些在上的
人物！”谈到对共产党的看法，梁漱溟说：“而他
们恰是一个以远大理想为性命的集团，我们容
易说得通。”

1949年12月2日下午4时，北碚的广播传
来解放军将从歇马到北碚的消息，梁漱溟和大
批民众赶到天生桥迎接。一见到解放军，群众
点燃鞭炮，欢笑声、掌声顿起，大家将写着“解
放之光”的旗帜献给解放军。5日下午，另一支
解放军队伍乘“民听”号轮船到达北碚，北碚民
众聚集在正码头迎接，并随解放军到北碚体育
场参加庆祝大会。梁漱溟主持了这场庆祝北碚
和平解放的大会。

1950年1月，梁漱溟应毛泽东主席、周恩
来总理的邀请前往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秘书长林伯渠和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到火
车站迎接。3月11日，从苏联访问归来的毛主
席、周总理设晚宴款待他。席间，毛主席约梁漱
溟于第二天晚上长谈。12日晚，梁漱溟应约到
颐年堂与毛主席见面长谈，林伯渠也在坐。毛
主席主要谈了如何建设新中国的事，并请梁漱
溟到各地参观考察。

当年4月，梁漱溟出京到外地考察，随行
的有鲜特生、李渊庭等。他们先赴河南，又到山
东，沿途“目睹工农干劲十足，令人振奋！”5月
下旬，他们返京休息数日后，又于6月初赴东北
考察。第二年，征得中央统战部同意后，到合川
云门镇参加土改工作。

1951年10月5日，梁漱溟在《光明日报》
发表长文《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其中讲
道：“我过去虽对于共产党的朋友有好感，在政
治行动上有配合，但在思想见解上有很大距
离，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我还是自信我
的对，等到最近亲眼看到共产党在建国上种种
成功，夙昔我的见解己站不住，乃始生极大惭
愧心……究竟我思想上有了哪些转变呢？简洁
地说：我过去一直不同意以阶级眼光观察中国
社会，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而现在得到
修改者，亦即在此。”

10月28日，梁漱溟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
全会上被增补为政协委员，他以《信从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并改造自己》为题进行发言。第二
年5月他又发表长文《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
义》，全面阐述了自己思想认识的变化过程。

冬季天气寒冷，是很多疾病的高发季
节，做好以下这几类疾病的日常防护，尤为
重要。

老胃病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脾胃病科
主任医师李志红 2015 年在健康时报刊文
表示，气温降低，胃部遇冷容易发生痉挛性
收缩，从而引发胃疼、胃胀、腹泻等不适。

1.贴个暖宝宝或穿件保暖背心
胃是冷不得的，护胃首先要防寒保暖，

患有慢性胃炎、脾胃虚寒、阳气不足的女性
更应特别注意。平时可以贴个暖宝宝或穿
件保暖背心，让胃部更加暖和，以防腹部着
凉而引发胃痛等。

2.少吃蛋糕、巧克力等甜食
甜食入胃会增加胃酸，加重对胃黏膜

的损伤，所以蛋糕、巧克力、烤红薯都要适
当少吃。

3.脾胃虚寒喝碗养胃汤
脾胃虚寒的人需要补气血温阳气，推

荐一款养胃汤：太子参15克，生黄芪30克，
柴胡3克，当归10克，仙灵脾10克，加水煮
开即可。李志红提醒，胃肠不适通常病因复
杂，切忌自我诊断，最好尽快到医院就诊，
以免延误病情。

老慢支

北京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陈燕启
2016年在健康时报刊文表示，慢性支气管
炎易在冬季复发，生活细节要留意。

1.防止颈部受凉
大多慢支患者因肺热肺燥而贪凉，常

疏忽大意乱穿衣物。要防止颈部受凉，因颈
部有丰富的血管和穴位，易纳凉而出现上
呼吸道感染，导致复发。外出时可以穿件高
领毛衣，或者围上围巾。

2.喝点罗汉果水
咽喉部干燥易致病毒等微生物粘附于

局部生长繁殖。可适当多喝点罗汉果水和
维生素C水，保持口咽部湿润。

3.使用加湿器
房间干燥的卧室可使用加湿器加湿空

气，尤其在夜间更应注意，没有加湿器的可
在房间放置一盆水，也能达到一定效果。

老寒腿

天气渐冷，人体血液循环减慢，很多人
的老寒腿愈发严重。

1.戴个护膝
佛山市中医院中医骨伤科主任医师符

名赟2012年在健康时报刊文表示，保暖性
好又有一定支持作用的护膝可说是“老寒
腿”患者的最佳“保护神”。护膝的材质很
多，但自然保暖的羊毛护膝最适合在冬季
使用，弹性好、透气又保暖。

2.生姜红花泡脚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推拿科

住院医师陈英英 2017 年在健康时报分享
了一个泡脚方，有助改善老寒腿。生姜一
块，红花一小把，生姜剁碎，和红花一起煮
10分钟左右，晾到适宜温度（40℃至50℃）
泡脚，一般泡20至30分钟即可，泡脚过程
中可加白开水调试水温。

3.自我按摩
陈英英表示，还可以进行自我按摩。五

指并拢，全掌紧贴大腿、小腿或膝盖皮肤，
稍用力施压，沿直线往返快速擦动，频率为
每分钟120至160次，可在泡脚时进行。

老鼻炎

秋冬季，很多人又开始犯鼻炎了，喷
嚏、鼻涕不断，眼睛、鼻子过敏。

1.试试冷水洗脸
苏州市中医院五官科副主任医师熊明

昭2012年在健康时报刊文表示，气候寒冷
干燥，鼻炎高发，建议坚持冷水洗脸，增强
御寒能力，老人可选择较凉的温水。

2.户外锻炼
对鼻炎的预防，要注意保暖，加强体能

锻炼，特别是清晨户外的锻炼尤为重要，既
能增强机体对冷环境的适应，还能增强人
体的抗病能力。另外，要预防感冒，积极治
疗感冒。

3.按摩迎香穴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耳鼻喉科

主任医师张予 2019 年在健康时报刊文表
示，缓解鼻炎可以使用按摩疗法。双手鱼际
互相摩擦至发热，贴于鼻两侧，沿鼻根至迎
香穴往返按摩，至局部发热为止，然后再由

攒竹穴向太阳穴推擦至局部发热，每日 2
至3次。

老风湿

天气寒冷时，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
容易复发加重，在佩戴手套围巾、增加护膝
护肩的情况下，还可以用热敷来缓解。

1.用盐热敷关节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风湿病

科副主任医师田雨 2019 年在健康时报刊
文表示，关节冷痛可热救，最简单的就是用
盐热敷，将食用盐 200 至 300 克用铁锅炒
热，放人缝制好的沙袋中在局部关节或肌
肉处热敷。也可加入捣碎的生姜或大蒜各
100克同盐炒热后局部热敷，能起到消炎、
消肿、驱风散寒止痛、消除疲劳等作用。

2.茴香粗盐热敷
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中医科副

主任医师来要水2019年在健康时报刊文表
示，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还可以试试茴香粗
盐包热敷，对缓解风湿关节炎引起的下肢
关节剧痛、关节活动受限等症状非常有效。

准备250克小茴香和250克大粒盐，混
合均匀放入热锅中小火翻炒，等盐比较热、
小茴香开始变颜色时即可。用布袋装好，敷
在关节疼痛处，凉了再换，反复数次。布袋可
重复使用，放在微波炉里加热一下就可以。

3.茴香煮水泡浴
除了通过热敷的办法缓解腿部关节疼

痛外，还可以用茴香煮水泡浴法。每天将患
病的关节或整个肢体在茴香水或温水中浸
泡20分钟，也可有效缓解病痛。

心脑血管病

秋冬季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
发期，高血压、心梗、心绞痛、心
律失常以及脑卒中等疾病
的发生率和致死率

常在这个阶段大大增加。浙江省立同德医
院心内科主任医师童鸿、浙江省中医院心
血管科主任医师华军益等专家于 2016 年
在钱江晚报提醒大家，心脑血管患者过冬
要留意。

1.早上起床慢一点
冬天早上易发生心脑血管疾病。早上

起床，记住三个半分钟：醒过来不要马上起
床，在床上躺半分钟；坐起来半分钟；两条
腿下垂在床沿再坐半分钟，这样可以把发
病风险大大降低。

2.如厕别太过用力
上厕所太用力会使血压和腹腔内压力

瞬间增高，引发脑出血、腹主动脉瘤破裂等
问题。饭后散个步，平时多喝水，多吃瓜果
蔬菜，增加膳食纤维，提高肠道蠕动功能，
保持大便畅通很重要。

3.避免“一冷一热”刺激
心脑血管疾病最怕“一冷一热”刺激，

所以要做好保暖，避免一下子从冷的地方
到热的地方。比如冬天泡温泉，从室外到室
内，要注意温差。另外，心情也不要忽冷忽
热，避免情绪波动。

4.多喝水，多活动
寒冷天气，不少人喜欢窝在屋里，久坐

不动，加上冬天喝水相对减少，血液粘稠度
增加，容易形成血栓。多起身走走，坐着时
绷绷脚尖，做踩刹车的动作，也能让下肢活
动起来。

来源：健康时报

我国皮肤科专家、名中医陈彤云出生于 1921
年，今年迎来100岁生日，但她仍然坚持在临床一
线为广大患者服务。

陈彤云是国家级名中医，北京中医院皮肤科
主任医师。她虽已100岁高龄，但她仍面容红润，精
气神十足，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小得多。她有哪些
保养秘诀？“其实，我的养生保健观念和做法很简
单，人人都能复制。”陈彤云说。

陈老没有特别的保养方式，护肤品就是过去
的“蛤蜊油”那类凡士林。因为陈老知道，皮肤的主
要功能不是吸收，而是屏蔽，抹得复杂远没有吃得
营养更能显效。

坚持“二吃三不吃”

1.最喜欢吃杂粮粥
陈老最喜欢吃杂粮粥，就是用各种豆类、粗粮

在一起熬的粥，吃普通的蔬菜，肉类里面经常吃鱼。
2.常吃凉拌芹菜
在午餐和晚餐之后，陈老都要吃一小盘凉拌芹

菜，生芹菜可以起到降血压的作用，此外，其中含有
大量粗纤维，可刺激胃肠蠕动，促进排便。

3.不吃油腻
别人的宴请，陈老都因为不喜欢油腻而婉拒了。
4.不吃补药
陈老注意饮食的平衡调摄，但从不吃补药。她

常说，日常饮食，一定要坚持以五谷为主，五蔬、五
果、五畜为辅。

5.不吃太饱
陈老是这样安排三餐的：早餐一杯牛奶泡燕麦

片，一个包子或者小窝头，饭后再吃半个苹果；午餐
相对丰富一些，并且让蔬菜尽量“好看”一点，颜色
多一点；晚餐以粥为主，经常尝试各种粥。她特别强调饮食不要过饱，八
分饱是最佳状态。

做到“四好”

1.生活习惯好
陈老常说，美丽不光是一张脸的事，五脏六腑好、生活习惯好、心态

好、道德修养好，人自然会很美。
在日常生活中，她非常注意生活起居的规律，每天总是6点左右起

床，吃好早点喝好水，排净宿便，才走出家门去应诊。晚上看书、学习到
11点，无论多忙从不熬夜。

2.睡眠好
睡眠不足，就不可能有好看的面色。生活没规律，气血就不会调顺，

就不会有好的身体。
3.散步好
陈老平时的锻炼方法就是散步，甩开肩膀大步走。每晚新闻联播开

始，她就开始在家里走，走到焦点访谈结束。50分钟，大概能走5000步，
坚持了才有效果。

4.精气神好
陈老还抽空背英语，活到老，学到老。直到现在，她依然出门诊救治

患者。要想永远不老，就得有这种精气神。
来源：健康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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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梁漱溟。（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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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
从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军者到民主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