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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研讀：梁啟超《新民說》」學習心得與感想 
 

這個學期選修「經典研讀：梁啟超《新民說》」這個課程，真的讓我受益良

多，就像同學們說的，這個課程不是死的，而是非常成功的革新了我們對歷史是

要死背的想法。老師您利用課堂中的討論、教授的演講，來教導我們對梁啟超的

認知跟晚清歷史，而我個人也在這個課程中學到了很多東西，就像中國自古以來

都是強盛的國家，為什麼卻在一夕之間連連戰敗？一個國家若要強盛、復興，要

如何做起？個人、群體跟國家有什麼關聯，個人和群體跟國家的興亡到底有什麼

關係？……等等。 
 

其實當時的中國覺得自己太強盛，也就是我們說的自信過剩，而導致中國把

自己封閉了，那時的中國已無法和一千多年前的那個中國相比，中國一直以來一

直封閉自己，不接受外來的思想、文化，而其他國家在一千多年前、幾百年前就

一直吸收新的思想、創造新的文化，這點讓其他國家一直不斷的進步，而中國卻

一直停留在原地無法進步；因為在當時，中國一直認為自己是最強的。日積月累，

各國早已知道中國不再是強盛國，因為他們一直在吸收新的東西讓自己進步，當

然也把我們「沒有進步」這個弱點也看在眼裡，於是就找機會興兵攻打中國，這

也就是中國為何連連戰敗的原因。 
 

有潮落就會有潮起，再怎麼說中國也是有著三千多年的歷史，中國必須在失

敗中記取教訓、在困境中力爭上游。到底是什麼缺陷，讓有著三千多年歷史的中

國敗陣下來？答案其實很清楚，就是把自己封閉了。梁啟超早已看見了中國的衰

弱，所以就提出了《新民說》的言論思想，呼籲中國要吸收西方等國家的外來知

識，不要把自己局限住了，晚清的中國就要像一千多年前或是幾百年前的各國，

要不斷的吸取異國的文化、歷史與思想，要讓自己更進步，更強盛，因為「知己

知彼，百戰百勝」。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什麼叫國家？國家是由一個人、到群體、到社會

而組成的，我覺得國家就像是積木一樣，下盤要穩固，才能夠越疊越高而不會倒

下。當時的中國一直以來都以皇帝為主，人民以有錢有勢為目的，爬得越高就越

有權力，人民太注重私德方面的養成，而卻無法將私德擴充成公德，導致人民無

法團結一致，所以梁啟超才會提出了「新民」這個言論，告訴中國人必須團結起

來，人民一定要團結，國家才會興盛，人民彼此要為彼此設想、要為群體設想、

要為國家設想，而不再只為自己設想，五個人民為國家出心出力較穩固，還是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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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民為國家出心出力較穩固呢？更何況中國有著幾千萬、幾億的人口，如果大

家都為國家出心出力，國力不就能越累積越厚實、路也能越走越長了嗎？ 
 
其實這個課程真的讓我受益良多，我學到的不只是歷史而已，因為歷史會說

話，不只有白紙黑字那麼簡單，歷史留下來的絕對是對我們相當寶貴的，對我來

說還能運用在生活上呢，可以把國家封閉比喻成自我封閉，一個人不能把自己封

閉、局限住，如果不吸收不同的知識，那以後怎麼可能在社會中進步生存呢？而

一個人吸收了不同的知識之後，才能再走更長遠的路，因為人是學到老活到老，

只要活著就是要不斷的學習，不斷的向前走，不是嗎？我在這個歷史課程上學到

太多太多了，梁啟超所說的話，我都能體會感受得到，謝謝老師這個學期的教導，

把歷史課教得如此生動，謝謝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