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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书信集》

内容概要

殷海光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他继
承五四的精神和传统，一生为追求真理而奋斗；他称自己为“五四之子”，是“五四后期人物”。在
台湾的二十年间，他反抗专制统治，追求民主自由，致力思想启蒙，成为当时台湾知识界的一面旗帜
，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青年学子的精神导师。 
    殷海光一生撰写了大量的文章、著作，批判专制极权，传播民主理念，这些著述以其深刻的思想、
缜密的逻辑、饱蘸激情的文字影响了海外知识界和民众，在民主思想的启蒙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这本《殷海光书信集》中辑录了殷海光致中国友人、致外国友人、致家人、致学生及后辈的许多书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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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俊清同学推荐的，值得一看
2、　　上月在书店里淘得一本《殷海光书信集》，断断续续在读，这两天休假便专注地看完了，越
看越觉得有滋味。虽然书信的内容相对零散，不成体系，但却透着很多的真性情。要了解历史上那些
人物，读点他们的书信或是日记还是很好的参考。
　　
　　读罢，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是一个真实、独立、自由且孤独的灵魂。
　　
　　他说：“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最特殊的地方不在知识，因为如果我的知识是真知识，那么一定是
客观的而且与人公共的知识。我自己知道我最特殊的地方是像我这样的一个心灵。”他说要做有“心
灵自觉的知识分子”，在信里写道：“回忆我三十年来的生活历程，可以说是为着寻找自己的生活原
理与价值观念并依之而生活的奋斗历程。我想我毫无成就可言。唯一值得一提的，我没有被中国和世
界这几年的惊涛骇浪同现实的诱惑而淹没了自我。我感觉到我的自我在种种打击中逐渐坚强并且净化
起来。现在，我可以说，任何书房外的热闹不能动摇我；任何无端的侮辱不能刺激我；任何现实的利
益不能把我从追求真理的路上引向别处。”“吾人必须有免于虚荣和利欲的自由，才能纯一心志于追
求真理。”
　　
　　作为台湾自由主义的开山人物与启蒙大师，在那样一个集权、专制的时代，他发出了自己真实的
呐喊。而这肯定是当局无法容忍的，于是，殷海光的文章长期无法发表，著作被查封，后又被排挤出
台大，虽获哈佛大学邀请却也不被放行离开台湾，生活起居也受到监视。在给很多友人的信里，他都
有表达生活的拮据与贫困，心灵的寂寞与孤独。甚至因为负担不起邮费，连给朋友写信这样的慰藉与
乐趣都要克制。
　　
　　他对自己的为学相当苛刻，用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谨严从事”，从不满足。在行事为人上也有极
高的要求。他说：“生长在这样一个时代，像我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可以说极有价值，也可以说极
无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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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唐牟至少三百年，超过钱穆至少五百年。”“这些知识分子在种种幌子之下
努力倒退，只有我还在前进不已”。“在这么长的时间以内，我很少停止修正自己的观念，我常常因
自己寻找到自己的错处而自喜”。
　　
　　他信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是什么就说什么”。“绝不自谦，也绝不捧人”。率真、直言，有独
立的思考与判断，既追求说话的自由，也追求沉默的自由。也因此招来封禁，树敌无数。有朋友来家
里如果谈不投机就会直接下逐客令。他说：“我最顾虑的事是怎样保持我思想上的纯洁性和独立性。
”他说：“我们饥渴的追求心灵，真诚的心灵。”
　　
　　他评价当时的台湾：“人民有吃、喝、玩、乐之‘自由’，更有腐化堕落之‘自由’。只要做的
不破面，官吏大有贪污之‘自由’。这些，都是网开一面的。然而，人民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
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更没有政治自由。”想想今日之我们，何其相像！
　　
　　他在信中说：“我觉得我们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基于爱中国及爱世界的宏愿，有权利也有义务，
起来作这种和平运动。现在，台湾的知识分子沉睡，海外的知识分子失落。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感的人
应该携起手来，对于这一事共策进行。人生一世，与草木同腐。为什么不做这件大有意义的事？我个
人实在没有什么希求。名、利、权位，对我淡入浮云。我平常过的，近乎清教徒的生活。我二十多年
来，就是这一件事放心不下，一息尚存，此志不渝。如果我肯稍微迁就一下，何致弄到这样焦头烂额
，四面楚歌？我之所以如此，就为了这一点理想，同时也为后世证明，中国知识分子并不都像胡适等
人那样在心灵上死光了。”
　　
　　在这样的情景下，他注定是孤独的。他自封为“五四后期人物”，在给学生的信里，他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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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书信集》

种人坚持独立特行，不属于任何团体，任何团体也不要他。这种人，吸收了五四的许多观念，五四的
血液在他的血管里奔流，他也居然还保持着那一代传衍下来的锐气和浪漫主义色彩。然而时代的变动
实在来得太快了，五四的儿子不能完全像五四的父亲。这种人认为，认为五四的父亲太浅薄，无法认
真讨论问题，甚至被时代的浪潮冲退了色，被岁月磨掉了光彩。而五四的父亲则认为他是一个欠稳健
的时代的叛徒，有意或是无意的和他疏远起来。下一辈人呢？绝大多数和他分离在两个不易交通的心
灵世界里。他们和他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牢结和不同的展望。他们是失落了。但是，他们失
落的内容和他的太不相同。保守人物呢？毫无问题，视他为祸根。于是，在这一个时代，他像断了线
的风筝。这种人注定了要孤独的。” 但是，“一切狂风都吹不散我心头的那点追求自由的理想和肯定
的人理价值。正因这样，我不仅变成一个生活的孤岛，而且是一个价值孤岛，以及一个感情的孤岛。
虽然如此，我又自认为是冰山上的一枝小蜡烛，它挣扎着要在浓雾中发出一点微光，免得船触了礁，
免得乘客们同归于尽。”
　　
　　也正因为现实里的孤立无援，他将满腹诉说都写在了这些信里。给友人，给学生，给后辈。看他
与学生的交流，完全没有老师的架子，倒更像是相互扶持的伙伴。
　　
　　在大部分寄往海外的信里，殷海光都在请求友人们帮他买书、找资料，然后不断从自己可怜的所
得里挤出些钱添补进去。很可爱的是，他也常常请求友人们送点饼干、糖果过来，聊解嘴馋。他还给
学生的儿子写信，说：“原拟进贡小领袖美国糖十块。今小领袖灭花六朵。每朵扣糖一块，故余四块
，以示抗议，并希笑纳。”还高呼“万岁”。俏皮中充满了温柔的爱意。
　　
　　至于他在自家小院里投入的心血，硬是将一个荒废的、破败的、堆满垃圾的院子变得有“河”有
“山”，有花有草，有小径有游泳池，更可见其在生活上的用心。
　　
　　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陆知道殷海光的人不多。但说起他的老师金岳霖与他的学生李敖，相信大家
就不陌生了。李敖称自己的老师为“五四之后中国最后一个知识分子”。
　　
　　决计接下来读雷震的传记。了解一下同时代的另一位人物。
3、富于浪漫气息的爱智者
4、让读者知道自由民主思想之形成的路径
5、看疯子骂人还是一如既往地痛快啊～
6、独立、自由、真实、孤独的灵魂
7、打三星还是四星？有点纠结。殷海光的信本身还是很可看的，可惜看的时候一要了解背景，二最
好还有往还的来信，此书皆无；封面虽然挂了个编者，可注释里做按语的多是卢鸿才，此书的编者不
无投机取巧之嫌。
8、哈耶克，波兰尼，波普尔同样也给我很多启发。
9、　　先生所言一点甚是，若想学哲学，当从硬硬梆梆的逻辑哲学、科学哲学搞起，进行基本的思
维训练，万不可从存在主义、玄学、中国打着传统哲学旗号的东西出发。又胜推Michael Polany，赞其
思想精微博大，捍卫自由之伟人。当取此人几种著作，仔细研读一番。
10、其实我不是很喜欢书信集
11、殷算是比较真诚的，比某大师强多了
12、不是说事情，就是说学问的书信集。殷海光有一种傲骨，也有一股韧劲。
13、耿介峭拔，即之也温。好看极了。孤独之气弥漫始终。复杂、矛盾，欢呼现代文明而厌现代社会
的嚣乱，批评现代社会毁灭了中国传统的家庭温情却不无矛盾的回忆起自己从小所受传统家庭虚伪、
礼教之苦，诸如此类往往恰恰是一体两面的。先生曾说“对西方的东西吸收好的摒弃坏的”这种说法
是胡言乱语。ps：信中提到的经典著作值得关注。
14、不知有无删节。存疑。
15、TMD欺騙群眾滾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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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先生所言一点甚是，若想学哲学，当从硬硬梆梆的逻辑哲学、科学哲学搞起，进行基本的思维训
练，万不可从存在主义、玄学、中国打着传统哲学旗号的东西出发。又胜推Michael Polany，赞其思想
精微博大，捍卫自由之伟人。当取此人几种著作，仔细研读一番。
2、上月在书店里淘得一本《殷海光书信集》，断断续续在读，这两天休假便专注地看完了，越看越
觉得有滋味。虽然书信的内容相对零散，不成体系，但却透着很多的真性情。要了解历史上那些人物
，读点他们的书信或是日记还是很好的参考。读罢，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是一个真实、独立、自由且
孤独的灵魂。他说：“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最特殊的地方不在知识，因为如果我的知识是真知识，那
么一定是客观的而且与人公共的知识。我自己知道我最特殊的地方是像我这样的一个心灵。”他说要
做有“心灵自觉的知识分子”，在信里写道：“回忆我三十年来的生活历程，可以说是为着寻找自己
的生活原理与价值观念并依之而生活的奋斗历程。我想我毫无成就可言。唯一值得一提的，我没有被
中国和世界这几年的惊涛骇浪同现实的诱惑而淹没了自我。我感觉到我的自我在种种打击中逐渐坚强
并且净化起来。现在，我可以说，任何书房外的热闹不能动摇我；任何无端的侮辱不能刺激我；任何
现实的利益不能把我从追求真理的路上引向别处。”“吾人必须有免于虚荣和利欲的自由，才能纯一
心志于追求真理。”作为台湾自由主义的开山人物与启蒙大师，在那样一个集权、专制的时代，他发
出了自己真实的呐喊。而这肯定是当局无法容忍的，于是，殷海光的文章长期无法发表，著作被查封
，后又被排挤出台大，虽获哈佛大学邀请却也不被放行离开台湾，生活起居也受到监视。在给很多友
人的信里，他都有表达生活的拮据与贫困，心灵的寂寞与孤独。甚至因为负担不起邮费，连给朋友写
信这样的慰藉与乐趣都要克制。他对自己的为学相当苛刻，用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谨严从事”，从不
满足。在行事为人上也有极高的要求。他说：“生长在这样一个时代，像我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可
以说极有价值，也可以说极无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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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唐牟至少三百年，超过钱穆至少五百年。”“这
些知识分子在种种幌子之下努力倒退，只有我还在前进不已”。“在这么长的时间以内，我很少停止
修正自己的观念，我常常因自己寻找到自己的错处而自喜”。他信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是什么就说
什么”。“绝不自谦，也绝不捧人”。率真、直言，有独立的思考与判断，既追求说话的自由，也追
求沉默的自由。也因此招来封禁，树敌无数。有朋友来家里如果谈不投机就会直接下逐客令。他说：
“我最顾虑的事是怎样保持我思想上的纯洁性和独立性。”他说：“我们饥渴的追求心灵，真诚的心
灵。”他评价当时的台湾：“人民有吃、喝、玩、乐之‘自由’，更有腐化堕落之‘自由’。只要做
的不破面，官吏大有贪污之‘自由’。这些，都是网开一面的。然而，人民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
想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更没有政治自由。”想想今日之我们，何其相像！他在信中说：“我觉得我
们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基于爱中国及爱世界的宏愿，有权利也有义务，起来作这种和平运动。现在，
台湾的知识分子沉睡，海外的知识分子失落。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感的人应该携起手来，对于这一事共
策进行。人生一世，与草木同腐。为什么不做这件大有意义的事？我个人实在没有什么希求。名、利
、权位，对我淡入浮云。我平常过的，近乎清教徒的生活。我二十多年来，就是这一件事放心不下，
一息尚存，此志不渝。如果我肯稍微迁就一下，何致弄到这样焦头烂额，四面楚歌？我之所以如此，
就为了这一点理想，同时也为后世证明，中国知识分子并不都像胡适等人那样在心灵上死光了。”在
这样的情景下，他注定是孤独的。他自封为“五四后期人物”，在给学生的信里，他说：“这种人坚
持独立特行，不属于任何团体，任何团体也不要他。这种人，吸收了五四的许多观念，五四的血液在
他的血管里奔流，他也居然还保持着那一代传衍下来的锐气和浪漫主义色彩。然而时代的变动实在来
得太快了，五四的儿子不能完全像五四的父亲。这种人认为，认为五四的父亲太浅薄，无法认真讨论
问题，甚至被时代的浪潮冲退了色，被岁月磨掉了光彩。而五四的父亲则认为他是一个欠稳健的时代
的叛徒，有意或是无意的和他疏远起来。下一辈人呢？绝大多数和他分离在两个不易交通的心灵世界
里。他们和他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牢结和不同的展望。他们是失落了。但是，他们失落的内
容和他的太不相同。保守人物呢？毫无问题，视他为祸根。于是，在这一个时代，他像断了线的风筝
。这种人注定了要孤独的。” 但是，“一切狂风都吹不散我心头的那点追求自由的理想和肯定的人理
价值。正因这样，我不仅变成一个生活的孤岛，而且是一个价值孤岛，以及一个感情的孤岛。虽然如
此，我又自认为是冰山上的一枝小蜡烛，它挣扎着要在浓雾中发出一点微光，免得船触了礁，免得乘
客们同归于尽。”也正因为现实里的孤立无援，他将满腹诉说都写在了这些信里。给友人，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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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后辈。看他与学生的交流，完全没有老师的架子，倒更像是相互扶持的伙伴。在大部分寄往海外的
信里，殷海光都在请求友人们帮他买书、找资料，然后不断从自己可怜的所得里挤出些钱添补进去。
很可爱的是，他也常常请求友人们送点饼干、糖果过来，聊解嘴馋。他还给学生的儿子写信，说：“
原拟进贡小领袖美国糖十块。今小领袖灭花六朵。每朵扣糖一块，故余四块，以示抗议，并希笑纳。
”还高呼“万岁”。俏皮中充满了温柔的爱意。至于他在自家小院里投入的心血，硬是将一个荒废的
、破败的、堆满垃圾的院子变得有“河”有“山”，有花有草，有小径有游泳池，更可见其在生活上
的用心。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陆知道殷海光的人不多。但说起他的老师金岳霖与他的学生李敖，相信
大家就不陌生了。李敖称自己的老师为“五四之后中国最后一个知识分子”。决计接下来读雷震的传
记。了解一下同时代的另一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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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殷海光书信集》的笔记-第166页

        有人说台湾的经济是“浅碟子经济”。这个model[模型]用来描状胡适的学问，再恰当也没有了。
从表面看来，胡博士的学问很博；可是，稍一究诘，真是浅得很。像这样的人，如何不像你所说的“
终生崇拜这样的美国文明”?令人遗憾的是，这类人物居然成了学术重镇和新时代的领导者。你曾经告
诉过我：“中国近几十年来，凡是发生大影响的人，无一不是糊涂虫。”这话常常在我心里荡漾。默
念中国近几十年来，在知名人物里，除了严又陵及梁启超二位先生比较有些成熟的见识以外，都是青
苹果。这些人物的名望和地位及所事，无一与其知识与才能相埒。试问一个工程师需要几年培养?一位
物理学家需要几年才成形?一名真有思想的人要有多少时间的心智努力才成得了气候?这几十年来的实
情则是，无论什么人，只要机会巧，打乱仗打胜了就可成神，鸡犬也跟着升天。甚至学界也是讲“混
”。所以，一切都乱。我们不知何时才黄河清!

——“《致林毓生》——殷海光一九六八年 五月三日写

2、《殷海光书信集》的笔记-第72页

            在思想工作范围里，除了必具的学绩（scholarship）以外，最见硬功的就是解析能力：一点也假
不来。
   但是，中国思想界近几十年来，稍有才智之士，大都腾云驾雾的建立大体系。结果，这类人物名噪
一时，但无不旋踵而烟消云散，长篇大论与废纸为伍。

    今日，深思体味再三，学界和思想界，一如既往，体系架构，连篇累牍，却没有多少思想上的创见
。如谢泳先生这样沉潜爬梳民国常识的学者，在国内，并没有多少人欣赏。而，这种浮华而功利的学
术，究竟能带来多少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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