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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殷海光，“五四的儿子”、“自由思想者”，一个在台湾自由民主运动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作者意识到了殷海光作为自由主义人物的典型意义，在于他在中国20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史上，既象征
着前50年的延续，又象征后50年代转进。
本书将人物研究与宏观上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想演变轨迹结合起来考察，将二者之间的关联作为一个更
深一层的问题来研究，是一本少有的研究殷海光生平与思想的力作。
    研究自由主义思想史，对自由主义思想人物的研究是最基础性的工作。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人物，在译介西方自由主义原典方面都有相当突出的贡献，除此以外，他们还
以相当精力注目于中国的现实社会改革，着眼自由主义的中国化努力。
像维新时代的严复、梁启超，五四和国共并立时代的胡适、罗隆基、王造时、张东荪、张君劢、储安
平，两岸分治后台湾和海外的殷海光、雷震、陈鼓应、李敖、杨国枢、胡佛、韦政通、林毓生等，都
是这样的人物，都值得作为专案各别研究。
在这几个大时代中，从思想层面上说，最有代表性的是严复、胡适、殷海光。
严复在中国最早引进自由主义，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开山人物，梁启超等人都受他的影响；胡适自从五
四“暴得大名”，一直被自由派学人视作中国自由主义领袖，其自由主义基本信念终生未曾动摇；殷
海光在自由主义最困厄的时期，接过“五四”的大旗，将自由主义传到台湾，在生命的后期，又起而
反省“五四”的不足，尝试中国自由主义的转进，不失为中国自由主义从浪漫发展走向理性发展的关
键人物。
相对于严复和胡适研究，中国大陆对殷海光的关注比较滞后，也比较薄弱，所以笔者不揣浅陋，选择
了阅读殷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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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49年8月，殷海光离开《中央日报》，转职台湾大学。
　　台湾大学是战后流亡自由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学校，《自由中国》创办时，台大校长和许多教授都
有参与，殷海光也列在其中。
不过，这个时候，殷海光身份上虽然已经是个自由人，但思想上还没有立即走到真正的自由主义道路
上来。
他的思想建构并没有脱离三民主义的轨道：强调民主自由，同时也肯定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社会主
义）的价值。
他仍然觉得三民主义本身的正确性和全面性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只出在教条主义）。
　　殷海光游离三民主义轨道的迹象，从1950年9月开始，渐现端倪。
本来，殷海光早已表示不能跟“这个样子的国民党”跑，只因国民党喊出了革新的口号，才勉强继续
追随到台湾来。
到台湾后，他继续担任《中央日报》主笔，同时兼任《民族报》（1949年5月4日创刊，《联合报》前
身之一）的总主笔，撰文的主题，便是鼓吹“革新运动”，呼吁国民党进行“改造”。
然而，几个月来，耳闻目睹的客观事实中，他并没有感到国民党有真正反省的迹象。
相反，自己出于忠诚而写的逆耳之言，即触怒了政治当局。
党人“至死不悟”之举，使他心寒，恰遇报社出现“人事倾扎”，终促成他转职到台湾大学任教并加
盟《自由中国》。
国民党改造的拖延，虽使殷海光相当失望，却并未绝望。
毕竟，党的改造已经逐渐成为全党的共识，迟早总会有那么一天。
所以，在这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殷海光除了表达希望，并没有“出格”的表现。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海军“协防台湾，国民党变本加厉公开走向独裁”。
当蒋氏父子启动“国民党改造运动”并使改造航线驶入极权方向时，殷海光彻底绝望了。
　　殷海光认同的是“三民主义”，蒋氏父子讲的也是“三民主义”，而其指向何其不同！
为了支持自己的民权主义信念，与国民党政治宗教划清界限，殷海光感到必须寻找新的思想资源。
1950年9月，殷海光撰文有较大变化。
大量的书评文章和译著显示出他为民权主义寻找新动国的心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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