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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殷海光政治哲学思想研究》采用史论结合、比较分析的方法，将其前后期思想进行对照分析，殷海
光由前期对自由主义的钟情式理解转进到后期进行理知的自由主义思想学理建构，他的思想日益成熟
和深刻化，他认识到自由主义的人文价值及其深厚的人文基础，因而调整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认同
传统文化的许多人文价值观念，由一个反传统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非传统主义者。他的思想转变对海外
新生代自由主义者有极大的启示意义，他们都是沿着殷海光的思路来探索自由主义中国化问题，致力
于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的转化。殷海光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现出批判式理性主义、非传统主义的理论特
质。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在中国自由主义传统中起了转捩继往、开拓方来的重要
作用，而且也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对于推进现代化建设和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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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春林（1975～），女，河北张家口人，哲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师。曾在河
北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南开大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哲学、政治文化与
政治思潮研究。曾在《江汉论坛》、《湖北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相关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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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早期自由知识分子引介西方自由主义的概况西学东渐以来，自由主义传人中国，由最初的观
念输入到形成为一种社会思潮，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严复最早将自由的思想观念介绍到中国来，
此后，谭嗣同、梁启超、吴虞、吴稚晖等这些自由主义先驱者们，都为推进自由主义思想做出了积极
的努力，到“五四”时期，自由主义走向高潮，成为一种政治思潮，对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这一
时期被称为中国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胡适一度成为自由主义的核心人物，而殷海光则是1949年
以后，中国台湾地区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接续着中国自由主义的香火。第一节 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概
述自由主义是西方社会重要的政治思潮，一直以来，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分歧，自由主义
思想有许多不同的流派，各派别之间有许多的争论。虽然如此，自由主义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主流思
想，还是有其相同的核心思想和基本理论基础。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肯定
，对个人权力和利益的尊重与保护。自由主义理论的出发点是个人主义，强调个人自由，主张维护个
性的自由发展。自由主义者主张，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都应以维护个人自由为目的
，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个人自由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出发点，也是所有社会政策和立法的基础，所
以个人主义也被称为原子主义，突出个人自由的优先性和基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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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是作者的学位论文，写得严谨扎实，值得一读。
2、研究殷海光政治哲学的力作！
3、对殷政治思想的研究而全然不提他对苏俄、共产党及共产主义的看法，这可是他各类作品中的一
个重要议题。只能说在国内做学术掣肘太多。割舍掉这么大的一块，殷的形象怎能丰满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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