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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内容概要

◎台湾自由主义开山人物、当代著名历史学者跨越十余年的师生情谊
◎一位坚韧的自由斗士，一个敏锐的青年学子，一段合乎理性的师生对谈
◎手写信件承载历史与思想，一个时代的思想线索隐隐可见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殷海光、林毓生的通信六十余封，以及林毓生纪念先师、追忆求学历程的四篇文章。殷、林
二人的通信起自一九五七年，终于一九六九年殷海光去世，其中大多数信件为林毓生赴美求学后所写
。两人在这些跨越大洲的信件中无所不谈，从留学琐事到家庭碎务，从推荐书单到讨论重要学术问题
⋯⋯一个时代的思想线索隐隐可见。时移世易，但师生情谊从未改变，其中蕴含的现代理性和道德自
觉令人动容。
【学者推荐】
在精神上，我受到殷先生那种特有的道德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震撼，自然怀持着一种使命感，深深地觉
得应该为苦难的中国尽一己之力。
——林毓生
殷先生毫无疑问是中国在20世纪下半叶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位先驱与表率。⋯⋯热烈地参与当时的各
种政治社会的活动与讨论，从此终生把他的知识与理念，投入公共空间，发为社会良知、批判意识与
抗议精神。甚至不惜冒着自己职业与生命安全的危险，为当时台湾与20世纪后半叶的华人世界树立了
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典型。
——张灏（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殷海光，对我来说意味着解放。⋯⋯他的思想，是对当时台湾沉闷压抑的政治空气的一种突破；那时
候的台湾青年，只要对那样的现实有所不满，很难不受到殷先生的影响。
——钱永祥（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走近殷海光，让我获得了对那个时代更为真切的感受⋯⋯殷海光这一切仍旧是受到其道德热情的影响
，他的学生林毓生称其为具有强烈道德热情与诗人气质的人，提倡科学只是满足道德热情的道路。殷
海光对此也甚为称许，认为道出了其“心灵深处多年来‘紧张’之源”。
——章清（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翻开两人40年前的书信，我不禁为两人的爱国热情及探索学术的真诚心灵而感动。读到情深处，心似
乎与他们连在了一起，与他们共悲伤、共欢喜。读后，宛若经历了一次精神洗礼。今日之中国有几多
这样的知识分子呢？
——郭绍敏（河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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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作者简介

殷海光（1919—1969）
原名殷福生，湖北黄冈人，师从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台湾大学哲学教授，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自由
主义领军人物，其反抗专制、坚持个人尊严的言行，深刻影响了台湾知识界一代人。著有《殷海光全
集》18卷、《中国文化的展望》、《自由的伦理基础》、《思想与方法》（贺照田编）等。
林毓生（1934— ）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系荣誉教授。早年就读台湾大学历史系
，师从殷海光，后赴美留学，师从哈耶克，但仍常与殷海光通信，直至殷先生去世。林毓生曾说，殷
先生给他的是“经过西方自由主义转化的中国知识分子道德精神的召唤”。著有《中国意识的危机》
《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热烈与冷静》《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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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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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隔，别扭，不适，看见殷先生对现代视觉文明全盘否定，林毓生先生那
种知识分子特有的迟缓厚重的叙述腔调，我只觉得啰嗦，吾辈肤浅吧。只觉得王小波之辈说到心坎上
，至于旧式知识分子，还是远观吧⋯⋯
2、就算怎么掩盖事实真相，也不能掩盖雷震，殷海光被监视逼死的实质！
3、虽无大体，但时有精言。
4、买来学习怎么跟先生写信用的，读后发现又可以揣摩优秀学者求学时心境生活等等如何，比读日
记可能更加细腻全面些。
5、@巫 谢书。两天上下班地铁阅毕，我生也愚钝，读到殷写自己进手术室的细节，才想起这是念大
一时读过的那个旧版本的再版。以前转入中文系念中国现代文学时，殷的《中国文化的展望》和林的
《中国意识的危机》是必读书。虽然二位的思想有些地方我现在可能不认同了，但这部书信集仍然值
得一读，以窥“知识分子”的真正要义。
6、读完满脑子都是，毓生老弟，快给我寄某某书过来。。。
7、因为几年前台北街头遇见的这段话，令我毫不犹豫的选读了这本书。十几年的师生书信往来，亦
师亦友，情谊动人，但大量学术知识理解实在费力。当年喜欢这段话，喜欢得实在肤浅。
8、君子之交淡如水
9、断断续续地读完这本书。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知识、增长见识，它更
是一个激活自己、认识自己、印证自己的过程。这些年来，经历的事情、产生的疑问、得出的观点，
都能在书籍中看到因由、得到答案、找到回应。

殷海光是瞧不上晚年的胡适的，殷海光曾夸口：“就纯粹的学术来说，我自问相当低能，丝毫没有贡
献可言。就思想努力的进程而论，我则超过胡适至少一百年，超过唐(君毅)牟(宗三)至少三百年，超
过钱穆至少五百年。”李敖似乎热衷于这种狂傲。
10、自由主义的对话
11、情深意切，大家风范。
12、学人风骨，大师气象，共同的文化命运塑造的问题意识与思想人格，和更加纯粹的激情与追求。
不时掩卷泪流满面，擦干眼泪备受鼓舞，
13、殷海光作为近代中国有影响力的一代哲人，对近代中国的民主进行了深入思考，到台湾后依旧发
挥着自己的影响力。本书应该值得读！
14、一对可爱又可敬的师徒，无论是做学问还是谈感情，都是如此。新版期待已久。
15、风义在师友之间
16、新版装帧用纸扣一星，单薄的硬精装除了影响手感其实没用，内页用纸也很薄。除此之外，这真
是一本好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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