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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弟弟们的信》

精彩短评

1、爱春天一篇
2、书分两部分内容，前面一部分包含了储安平几篇政论文稿，外加吴稚晖先生的几篇点评语。后面
就是英人法人中国人这本书里的内容，其对英人特点和性格形成的种族和历史原因的写作方式值得借
鉴。
3、热情 诚恳 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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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弟弟们的信》

精彩书评

1、《南方都市报》2013年5月12日储安平在民国时期正式出版著作四种，分别为《给弟弟们的信》、
《说谎者》、《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后三种在1949年后都有再版，唯独《给弟弟们
的信》，最近才由南昌大学的张国功先生整理再版（江西教育出版社，2012年10月）。《给弟弟们的
信》，原名“给小读者的信”，最初共有十二篇，写于1932年储安平在故乡宜兴的庚桑洞养病期间，
分别为《论做人》、《团体生活》、《国家大事》、《好问》、《春天》、《生活的和谐》、《论政
治人格》、《吃亏》、《论涵养》、《幸福》、《行》、《顾之何益》。1935年任《中央日报》副刊
编辑期间，又补充了《但求无过不求有功》、《动与静》和《帽子哲学》三篇。其后，为筹措去英国
留学的费用，交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按书店要求更名为《给弟弟们的信》。所谓“给弟弟们的信”，
是储安平虚拟的一个说法，他通过给“弟弟们”写信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政治、生活和青年人道德
修养的一些想法。这些文章引起了同乡前辈、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注意，他通读全书，在《团体生活
》、《论政治人格》和《行》三篇文章后面加上了自己的按语，并为储安平写了一篇短序。该书出版
时，储安平觉得吴稚晖在序中对其赞誉太过，使其惭愧，遂删除序言自己留存。同时删除的，还有《
论涵养》一文。笔者研究储安平早年生平与思想，收集有储安平写于民国时期的绝大多数佚文，在此
略微谈及储安平删去的吴稚晖序文和正文《论涵养》，以供将来国功先生再版此书时修订参考之用。
实际上，吴稚晖这篇短序，已经发表在1936年5月1日的《申报》读书俱乐部版。吴稚晖在序中说：“
各位小兄弟的读者，您的小大哥储安平先生，他的著作，您读得想也不少了。她（疑为您）止当他是
个文豪么？当然，他是一个江东少年里最伟大的文豪，但他伟大之处，不单单文章做得好，亦不单单
他的学问渊博，我们老头子都崇拜他的，还有他的人格伟大！他如何伟大起来的呢？就是修养的得法
⋯⋯您采用储先生的指示来修养，是一条光明的大路呀！”从序言中可知，的确如储安平所言，吴稚
晖对储安平赞誉太过，这样的褒奖也的确让储安平受宠若惊，甚至不敢接受。其实，吴稚晖对储安平
的欣赏，与其说是才气，不如说是在道德方面。作为一个二十岁出头的新派青年，竟然在文章中体现
出鲜明国家意识和道德精神，实在让“老朽”的吴稚晖刮目相看。吴稚晖是个性鲜明、放荡不羁、极
端孤傲的名士，不轻易对人赏识，然而一经看中，便百折不回，一发不可收拾。正如当年他在日本留
学时代，作为留学生中赫赫有名的前清举人，原本瞧不起“绿眉毛、红眼睛”的“黑社会头目”孙中
山，接触其人格、学识、学说后却佩服得五体投地，马上纳头便拜，成为“总理信徒”，五十年而不
渝。他对储安平也是如此。1936年，储安平赴英留学，吴稚晖对其多有指点，并用蝇头小楷给他写了
一封几千字的长信，不厌其烦地嘱咐他在海外应注意的各种事项。储安平主办《观察》的时代，吴稚
晖还为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国采风录》题写了书名。被删掉的正文《论涵养》，发表于《人言
周刊》1935年第2卷第11期。储安平在这篇文章中说明了“吃亏就是占便宜”的道理，认为人的一生都
要在道德涵养上下工夫，甚至应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理性对待别人的批评，以这种处事态度进行
道德修养，对人生的益处取之不尽。他以自己为例，讲述了九·一八之后，他作为光华的学生运动领
袖，代表上海学生去南京请愿。在下关接待后续到来的上海请愿同学时，他穿了一身军装马靴，锋芒
毕露，引起光华同学的反感，回校后便在学生会中被弹劾去光华抗日救国会第一常务的职务。储安平
借自己并未因受弹劾而发怒，来说明自己的涵养性。《给弟弟们的信》出版时，似乎他同样意识到，
此文以自己为例讲述道德修养的重要性，有自我标榜美化之嫌，未必合适，遂将此文删去。较之举例
说明自己重视道德修养，让人更感兴趣的是储安平曾担任过学生领袖的历史信息。通过其他资料补充
可知，九·一八事变后，储安平曾经两次作为学生领袖，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在中央军校大礼堂
面见蒋介石的时候，因蒋介石希望和平解决日本问题，拒绝马上出兵，引起了储安平的愤怒。他在五
千多名请愿学生中独自挺身而出，当场发表了反驳蒋介石的激烈言论，责问蒋介石为什么拒不出兵。
（其事见拙文《储安平光华大学时期生平考论》，《传记文学》（台湾）2012年第10期。）日后储安
平主办《观察》时，以激烈批评政府著称，其不畏强权的勇气和激进态度，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初见端
倪。他说“学生举起义旗，历史正在创造”，积极为国共内战时期的学潮鼓吹，这种“同情”之理解
，实际也正是源于青年时期这段参加学生运动的经验。
2、《南风窗》2013年第7期 韩戍1932年夏，储安平从光华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宜兴的庚桑洞中养病
。在洞中，他陆续写作了十几篇文字，于1936年定名为《给弟弟们的信》，交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这
些文字文风流畅，内容通俗易懂，虽然在学术或哲理方面的价值有限，却是非常宝贵的文献资料，从
中可以一窥早年储安平对政治和道德的理解程度。最明显的表现是，储安平此时已经具有一种非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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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弟弟们的信》

烈的政治意识，对自由主义和民主制度已完全认同。他对中国政治走向的总体判断是，中国正在走上
通往民主政治的大路，代议制是实现民主政治的最佳方式。代议制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人民的政治意
识是否发达，其表现有两方面，一是人民在选举时踊跃参加认真投票，二是民众平时以健全的舆论形
成最大的力量来监督政府。为什么民众要监督政府？因政府的权力由民众赋予。这赋予不是永远的赋
予，若政府不能遵从国民公意，民众可随时收回赋予政府的权力。储安平的民主政治观，虽然都是常
识，但可见他对西方民主政治基本原理已经有所了解。储安平在光华读书时期的成绩单上显示，他修
读过《卢梭民约论》课程，因此，他谈论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得自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但是，储
安平论述民主政治，兴趣点并不在论述自由主义的各项要求，也没有再多谈约束政府或保障个人权利
，他更注重的是国家观念和对公的强调。他看到中国拥有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四亿人口，气候宜人
，物产丰富，却不是一个世界强国。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民，没有民族精神，缺乏国家观念。他将
民族观念的缺失主要归咎于孔子和儒家，认为孔教的中心思想是宗族观念而非国族观念。这使得几千
年来的中国人只知有家，不知有国。这也使中国人不善于过团体生活，缺乏公共道德，无人关心公共
事业，不愿参加集体活动。正因为人人为己，才不能结合为良好的团体，使中国的政治迟迟不上轨道
；不肯为公，才不能保家卫国，使中国积贫积弱，屡遭东西方列强的欺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储安
平总的思路当然是渐进改革。具体答案是，每个人都讲义务、尽责任、增强道德精神。他似乎认为，
要解决政治民主和国家富强的问题，政治制度的改变或法律条文的完善都只是细枝末节，最主要还是
每个人都高度自觉，从小培养自己的道德人格。所以，储安平《给弟弟们的信》，核心在于强调道德
修养的重要性。在公共方面，他认为理想的现代公民应该公正地参加公共事业，遵守国家法律，不引
用私人，不浪费公帑。如果从政，行为必须坦白、光明、负责，孕育一种刚正之气，不谀陷，不阳奉
阴违，不口是心非，不争权夺利。对国事发言时，必须是善意的批评建议式，而不是恶意的谩骂式。
在私人方面，应该有强健的体魄，高尚的情趣，良好的涵养，豁达的心胸，以及知行合一的精神。只
有从小注意培育人格，逐渐养成浩然之气，才能真正成为未来中国的合格公民，承担起实现国家富强
和民主政治的重任。储安平在《给弟弟们的信》中全面否定儒家思想，认为其与现代社会不合，但过
度强调个人修养的重要性，恰恰和儒家士大夫分享着同样的思路。儒家本身就是一种修身学说。从孔
子到朱熹，几乎都认为，人皆有无限向上之潜能，通过内在的德行修养，可以臻于至善；修身是治国
平天下的根本，君子必须由个人的修身，进而领导政治，推动社会，使社会达到完美之境。换而言之
，也只有具备良好的道德人格，才能在经世济民的事业中应付一切困难，无往不胜。储安平当然对儒
家的修身观不感兴趣，但却从现代政治学的公民知识出发，同样给了修身以最重要的位置。他对通过
提升道德（尤其是政治家的道德）来改变中国社会，亦抱有一种极度乐观主义的态度。这种乐观主义
，对权力制衡和法律规约只给予有限的注意，带有乌托邦倾向、道德至上倾向和集体主义精神，实际
是一种卢梭式的“高调民主观”，蕴含着走向民粹主义、权威主义甚至极权主义的危险。按照张灏的
话讲，这是对人的堕落性和无限为恶的潜能缺乏一种“幽暗意识”。这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存
在的一种思想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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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给弟弟们的信》的笔记-第49页

        普通人，如其做错了一次事，或失去了什么东西，都要懊悔不已，其实既到要懊悔，如懊悔做错
，则必已作错；如懊悔失去，则必已失去了，事境已成，懊悔何用？懊悔无用而必欲懊悔，亦徒然是
几倍的损失。帽子掉下车了，回头去看已来不及了，既已来不及，则无补于帽子的收回，又何必再费
精力探出窗口去张望？箱子已剩在火车里，火车又已离站了，你的“懊悔”未必能使火车在冥冥之中
开倒车回来，则又何必再满肚懊伤，戕伐自己的精神？其实，我吹落了帽子，遗失了箱子，并非在我
内心中一无波动，不过我的波动是另一面的。我这次因风挂掉了帽子，我下次遇见风时，便更当心自
己的帽子；我这次遗失了箱子，我下次便凡事临时总要细心镇静，不再乱草仓皇。我内心里的波动的
结果，不是懊伤，而是自警。懊伤是消极的，无补的，自警才是积极的，有用的。懊伤所荡开来的波
纹是飘忽的，广阔的，易逝的，自警的浪涡才是狭紧的，深刻的，牢记着的。亲爱的小兄弟，我敢说
，懊悔是是世上第一等愚事。我们以后无论做错了什么事，我只要深沉的自己在心里得到一个教训好
了，用不着放在表面上大惊小怪，逢人述说。

2、《给弟弟们的信》的笔记-给弟弟们的信

        我相信，一个人真心的在纪念另一个人，一切的形式都是不需要的。

因为人情世故，应付才能，既不是书本上得来的，也不是从先生嘴里得来的，它的获得常常在无形中
，没有痕迹。

所谓领袖，也受着时间与空间的控制。

时代纵然不一定消灭一个人的“领袖才干”，但它却常常能颠倒一个领袖者的命运。

世上一切都是一纵即逝的，你们要抓住时间里的每一刹那，你们更要抓住你们生命力的美一刹那。

东西是已经失去，牢牢不释地去挂念他，也无补于事，徒然是自己苦痛而已。

3、《给弟弟们的信》的笔记-第15页

        通常，我们常常听到如是一种论调，有人说，当局者还不知爱国，我们又何必去爱国。亲爱的弟
弟们这种论调，初听上去似乎有些顺耳，可仔细一分析，简直是荒唐的错误。国家不是他们少数人的
，即使退一步说，国家的权利可由他们少数人享，难道将来亡国后，亡国的痛苦，也能由他们少数人
来代我们受吗？惟其他们不爱国，我们才应当更爱国，更应该去监察他们，我们更不应该消极地放弃
我们自己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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