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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次对雷震这个名字有了印象，大约是在二十多年前，李敖的某一篇杂文中有一段话给我留下了很
深的印象，大意是说，中国人本身有很多不自由民主的性格，雷震的气质是革命党式的、单调的、高
高在上的，兴趣狭窄，虽然很雄浑、很过瘾，可惜不是自由民主的气质。
从那时起，我就想了解雷震，这位曾经进入过国民党权力中心、最后却因追求民主自由而成了“阶下
囚”的历史人物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真的像李敖论定的那样缺乏民主自由的气质吗？
自那以后，我断断续续读到过不少有关书籍、文章，但真正对雷震一生大起大落的命运，他的理想、
追求，他的性格、气质，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一直要等到2004年5月《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问
世之后。
相隔多年，此书重出修订本，易名为《雷震传：民主在风雨中前行》，范泓兄要以我当年写下的一点
感想为序。
修改旧作之时，遥想海峡对岸，物是人非，早已换了人间，雷震若在，不知会有如何的感想。
面对十年牢狱，他在铁窗之中写给儿女的信里，傲然说出了这番话：“我是缔造中国历史的人，我自
信方向对而工作努力，历史当会给我做证明。
”是的，历史已给他做了证明。
    这是我到目前为止读到的第一部雷震传，也是唯一的一本。
以史家笔法而不是文学笔法写的，没有多少轻飘飘的抒情成分，读起来沉甸甸的。
范泓兄是新闻记者出身，年轻时当过诗人，却偏好文史，对1949年以后海峡对岸的历史曲折和政治变
迁尤有特别的兴趣，所以首先选择了这个题目。
我从中看到了一个包括我在内的多数大陆读者陌生的雷震，一个从坐而论道到起而行之的雷震，一个
“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丈夫，即便在狱中，他也从来没有低头屈膝，他的脊梁始终是挺直的，他
的骨头向来是硬的。
他不仅是海峡对岸迈向民主宪政的风雨历程中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特征和悲剧色彩的象征性人物，一个
“光焰万丈”的纪念碑，也是中国人追求民主的百年长路上的一个不能回避的坐标。
读罢此书，我老是在想，他早年深受蒋介石的赏识，连国民党内炙手可热的CC系、政学系都暗中嫉妒
过他，在国民党大厦将倾的1949年他还成了“沪上三剑客”，他身上不乏对蒋和国民党政权的忠诚。
如果不是1949年风云激荡的大变局，他是不是会走上这条不归路，还是一个未知数呢。
    但另一方面，青年雷震长期留学日本，曾师从日本负有盛名的宪政学者森口繁治、行政法学者佐佐
木惣一等，接受了宪政主义思想。
特别是他在国民党权力系统中那段独特经历，从参政会到政协会议，奔走于各党各派之间，与政治观
点截然不同的各种人打交道，在一个历来缺乏包容、缺乏多元选择可能性的中国，这一经历对他政治
生命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雷震不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生长出来的，虽然他身上有类似古代士大夫的那种浩然之气，在许多方面
受到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但毫无疑问他是近代的产儿，他的思想、行事作风中包含了更多我们传统
中所缺乏的东西。
    雷震主持《自由中国》半月刊达到了一生事业的顶峰，历史记住了雷震这个名字，后世的人们缅怀
这个名字，不是因为他曾是国民党高官，介入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而是因为他主办的那本《自由中
国》杂志。
从1949年11月到1960年9月，在长达十年多的岁月中，《自由中国》在水深浪阔、长夜难明的孤岛举起
了一个火炬，照亮了一代青年，后来推动台湾民主化进程的许多重要人物或多或少受到这本杂志的影
响。
李敖批评雷震的民主自由气质是“革命党式”的，可是如果不是他以雷厉风行的决绝姿态，高举起《
自由中国》的大旗，不断地发出道义的声音，殷海光他们的书生论政能坚持十年之久吗？
在与蒋介石政权的冲突中，正是雷震不惜被开除党籍、撤销“国策顾问”等头衔，以傲岸的人格力量
抵抗一切袭来的横逆。
    1960年，在岛上存在了十年之久的《自由中国》已陷入风雨飘摇之中，雷震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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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了筹建反对党的步伐，超越了士大夫的清议传统。
他的悲剧命运也因此注定，罗网迅速张开，情治机构最初想找马之骕，这位与雷震并无深交、“对政
治向无兴趣、也没有写过任何文章”的普通人不肯出卖人格，拒绝和当局合作，而另一个与雷震关系
更深、多次受过其恩惠的原《自由中国》杂志社会计刘子英在威逼利诱面前，很快就软了下来，“自
白”是邵力子之妻傅学文派到台湾的“匪谍”，而且早就向雷震说明。
这让国民党黑暗势力情治部门大喜过望，一场以“知匪不报”罪名将雷震构陷入狱、掩天下人耳目的
独角戏就此完成。
雷震为此付出了十年牢狱代价。
    在这出历史剧中，让我感到吃惊的不是刘子英的出卖，在人权根本没有保障的时代，漂浮在黑暗的
孤岛上，刘子英，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强大到几乎无所不能的暴力机器面前，确实连一只蝼蚁
都不如，他选择出卖雷震以求自保显得那么正常。
在构陷了雷震之后，刘子英照样被判了十二年，当局给他的回报是“养其终生”，即在狱中享有零花
钱之类的特殊待遇。
    而雷震几乎从一开始就原谅了叛卖他的刘子英，以他阅世之深，岂能不明白，就算没有刘子英扮演
这个不光彩的角色，他的牢狱之灾同样无法幸免，刘子英不过是一个工具罢了。
他说：“我并不深责刘子英，如果他不肯屈服，警备总部当会另找他人来陷害我的。
”特别是后来他了解到，刘子英被捕后关押在台北警备总部保安处的黑屋子里，“四周无窗户，不透
空气，不见天日，地上是泥土，其黑暗阴森可怕，被囚于此者无不肉跳心惊，以为个人的末日将至也
”。
他明白，“关在这里的人，都是为着逼供的，和过去的屈打成招则毫无二致⋯⋯这里的方法，是精神
压迫而使囚者精神崩溃”，何况“有时也兼用酷刑”。
所以，1970年代有人告诉他刘已获释时，他当场就问：“刘子英已经出狱，为什么不来见我？
”语气平静。
1988年8月，雷震的遗孀宋英终于等到了刘子英的忏悔信，其中说：“而您对我的为人罪行也似给以宽
容，从未表露责怪之意，因而益使我无地自容。
”此时，距离震惊台湾及国际社会的“雷震案”已相隔二十八年，雷震谢世已近十年，这是一份迟到
的忏悔。
    这一切，在这部传记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雷震的前半生在国民党体制内浮沉，《自由中国》创刊那一年他已年过半百，却是他在风雨中前行、
跋涉的开始。
此书初版时，我曾以为，从篇幅上说，他前半生的经历可以写得简略一些，《自由中国》十年、狱中
十年还可以写得更详细、更丰满一些，因为雷震一生意义最重大的是他的后半生。
这已经在修订本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解决。
    这些年来，相关的新史料不断浮现，当年台湾的许多档案都已陆续解密，修订本增加了许多新材料
，在这方面还有进一步可拓展的空间，比如雷震日记中留下的大量有价值的线索，都可以好好利用。
当时驻美“大使”叶公超的“使美外交文件”中涉及“雷震案”的内容，1960年11月28日，雷震案判
决几个月后，叶公超致电“外交部”并请转陈诚，美国国务院主管政治事务的助理国务卿Merchant当
天下午约谈，对雷震案表示“至为遗憾”，美国一般人士指责蒋政府压制自由及阻止组织新党，国务
院受到国会方面强大压力，要求发表声明。
约谈一个多小时，就是希望蒋介石能考虑减刑一途。
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局马丁局长向叶公超透露，有国会议员列举韩国李承晚封闭反对党报纸时，国务
院曾发表声明，此次如不采取行动，实有偏颇，为此提出警告。
叶公超的电报转到蒋介石那里，蒋不为所动，亲批：“雷案为‘反共运动政策’与‘共产颠覆阴谋’
之争。
且为维持‘国法’与破坏反共法律之争，乃为国家生死存亡之关键，不能再作其他如减刑等之考虑。
否则我政府无法再言反共，即使其存在亦无意义。
最后结果台湾只有坐待‘共匪’和平解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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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由“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复电，除了转达此意，并说台湾为西太平洋防卫之要冲，其安危
得失，与美国利害有不可分之关系，要叶公超将这个意思相机恳切陈说，获得美国的谅解。
    如果要说初版时留下一些什么遗憾的话，我想到的是雷震的心路历程，1949年前后，他目睹国民党
政权在大陆的失败，仓皇撤到孤岛，惊魂未定，雷震和一班受过良好教育、心怀自由理想的知识分子
一起开始了重新的思考，穿越《自由中国》和漫长的囚禁生涯，直到出狱后的最后时光，从他的思想
转型到最后以如此决绝的姿态，与他大半生栖身的这个政治集团决裂，他的内心轨迹、精神脉络还可
以进一步展开；此外，对雷震的个性、精神    气质可以做更深入的探索。
李敖以为自由民主的气质是自然的、从俗的、快乐的、嘻嘻哈哈的、拍肩膀捏大腿的，雷震不具备这
些气质。
这不过是一管之见、一家之言，我不相信一个有着如此深厚的专制土壤的民族，依靠嘻嘻哈哈、拍肩
膀捏大腿就能走向民主，我不相信只有那样的气质才是自由民主的气质。
诚如雷震在《自由中国》时期一再说的，自由是争取来的。
嘻嘻哈哈、拍肩膀捏大腿式的自由民主未免也太廉价、来得太容易了，它忽略了在专制向民主过渡的
过程中志士仁人们付出的努力、汗水和血泪代价。
假如没有雷震，海峡对岸的历史有可能完全不同，1960年胡适就在《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说过
：“雷先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台湾的人应该给雷震造个铜像。
”    我以为，雷震不仅属于那个他埋骨的孤岛，同时也属于生养他的这片广袤的大陆。
他在本质上是一个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一生的事业是离开大陆之后才开始的。
在雷震告别人间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范泓兄的这本《雷震传：民主在风雨中前行》，可以看作是他
用象形文字为雷震建造的第一个铜像。
    ——傅国涌2011年11月7日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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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雷震（1897-1979），浙江和兴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京就帝国大学。
回国后投身政治，历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制宪 国民大会代表兼副秘书
长、行政院政务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要职，与帮适等人创办并主持《自由中国》半月刊，因
其政治理念与国民党威权体制南辕北辙、迥不相侔，成为统治当局的政治上最大的敌手，而遭致政治
构陷，成为蒋介石的“阶下囚”。
雷震一生怀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写下战后台湾民主宪 政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

      本书作者以第一手资料，透过雷震的风雨一生，叙述一代知识分子与民主政治的互动关系，并 以
其个人政治生命的沉浮及历史背景为考量，着力表述这位骨鲠之士从坚守理念到付诸实践的精神风貌
，从而显现出 那个时代的变局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真实的艰难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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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此时有人正在酝酿罢学之事。
校方意气用事，意欲开除雷震。
雷震觉得受到莫大委屈，心想索性跟着罢学风潮而动，卷起铺盖，打起箱笼，一走了之。
就这样，雷震离开了学校，尽管走在路上编了一大堆理由，又觉得“总不能自圆其说”，心中一直忐
忑不安。
当他突然出现在母亲面前时，陈氏大吃一惊，不知道儿子“在学校里闯下了什么滔天大祸”，以至于
非要回家不可。
不过，陈氏是一位精明、沉稳的女人，以她对儿子的了解，雷震在学校是不会无端惹祸的，此次离校
归来，其中必有内因，只是一时无法明说而已。
 发生这样的事情，陈氏当然不便去校方直接查询，免得伤及雷震的自尊。
于是，静观其变，她相信一定能够等来校方的说法。
果不其然，校方不久来一公函，声称已开除“罢学闹事”的学生，共十七人，雷震不在其中，校方希
望各位家长敦促未被开除的学生立即能够返校。
雷震事后获悉，此次参与打碗的人，并未被全部开除，相反，平时敢于直言批评校方的同学，却被藉
机除名了，“安吉的章廷坤已被开除了，但他已有二十多岁，办过学校，有经验，对校务讲过几次话
，都是一针见血之谈，今竟被开除了，我深感不平”。
雷震从此对潘校长心存芥蒂，认为校方此举是“杀鸡给猴看”，只求“校内安定”而不思改进。
若干年后，即1927年，当雷震从日本归国治病，被浙江省教育厅突然任命为母校“浙江省立第三中学
”校长一职，为教学之事，雷震还去过潘校长家中请益，老校长早忘记十几年前的“莼菜汤事件”，
只知道自己的学生现在出人头地，乐不可支。
 当时，雷震并没有打算立即返校。
正近年关，家中一些琐事需要分劳，加上他向省内各私立学校提出的转学申请，尚未有最后的结果，
须在家中等待一段时间。
母亲陈氏表示不妥，坚持让雷震返回湖州城，不许他转至别处就读，态度十分坚决。
寒假过后，在母亲一再催促下，雷震才怏怏地回到了学校。
经过此次“莼菜汤事件”，雷震对校方有了自己的看法，变得成熟了许多，很少再过问校方与学生之
间的矛盾。
然而，此时他却发现自己对政治的兴趣开始渐浓，其视线从校内已转到了校外。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袁世凯时代，尽管清廷被推翻，但各种政治矛盾仍层出不穷，新与旧、专制与共
和、革命党与立宪派仍处于对立和交锋之中。
不久，发生一个重大事件，国人指责袁世凯与日本签下了一个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凡稍有国
家观念和民族意识者，谁也不能忍气吞声、茹辱含垢了。
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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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雷震传记，2004年出版以来，已有八年过去。
此次广西师大出版社再版(原书名《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使我有了一次全面修订、增补的机
会。
这自然要感谢总编辑刘瑞琳女士，感谢冯克力、曹凌志二位。
我与他们是多年的朋友，也许不该说这样的“客套话”，但这些年来，他们的出版境界与眼光，以及
对出版事业的执著和敬业态度，一直为我由衷敬佩，有这样的朋友，也是我个人的荣幸。
    雷震在台湾民主思想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对台湾民主宪政运动来说，他是一位承前启后
的关键人物。
台湾自由主义之发轫，实际上，是从雷震及《自由中国》那一代人开始的，而他们的传承，则来自
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思潮。
今天台湾知识界，仍十分推崇已故的雷震先生，就因为知道在当年形格势禁下，坚持发出正义与理性
的声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只是这些清醒的声音，在威权时代，非但没有对执政当局产生振聋发聩的作用，反而引发一次又一次
激烈的言论冲突，及至雷震被捕，《自由中国》被迫停刊，台湾自由主义运动出现过一段“沉寂期”
，即便有过零星的抗争，却未能形成较大的影响和实际作用。
说起来，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并不局限于某个年代，雷震与《自由中国》的
历史意义和内涵或许就在这里。
鉴往知来，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或信心，“这几百年来(特别是这一百年)演变出来的民主政治，
虽然还不能说是完美无缺陷，确曾养成一种爱自由，容忍异己的文明社会”，这是胡适早年说的。
    2003年秋，我撰写了这本雷震传记，当然主要是因为“雷震案”前一年在台湾得到平反，大陆一般
读者对雷震与《自由中国》所知甚少；在台湾，尽管有多本这方面的研究专著，却没有一本真正意义
上的传记。
具体说来，与几位师友促成此书的完成，有很大关系。
一位是邵建兄，在他的建议下，我开始了对雷震与《自由中国》的初步研究；一位是冯克力兄，他作
为《老照片》执行主编，多次向我约写有关雷震的稿件，成书之后，几经辗转，最后是经他推荐，交
广西师大出版社正式出版；还有一位，是袁伟时老师，最早是他老人家约写此书，当时笑蜀兄拟编一
套历史人物丛书，袁先生作为丛书主编，将雷震列入选题，使我写了这本“雷震传”(丛书后未能运作
成功)。
这些都为外界有所不知，旧事重提，或许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于我个人来讲，是在“雷震传”之
后，对民国人物尤其是“从政学人”产生了较大的兴趣，陆陆续续写来，一晃也有七八年了。
    “雷震传”(初版)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叙述，还是观点，以及史料运用，都存在许多问题。
坦率地说，这是我在当年无法克服的困难，有此心，而无此能力。
这样说，并不等于此次修订本一定尽善尽美，但至少我已能发现其中的若干问题，当然，还会有新的
问题出现。
此次再版，全书结构，整体未动，加大了后半部分的比重，即雷震赴台后创办与主持《自由中国》至
被捕入狱、出狱后九年的新资料，同时删去一部分在今天看来是可有可无的内容。
这一调整应当说是必要的，正如老友傅国涌兄所言，雷震一生意义最重大的是他的后半生，与我的看
法不谋而合。
    “雷震传”初版之后，又先后得到来自台湾友人不断提供的新资料，为此次修订提供了条件。
除一些熟识的朋友外，特别要感谢未曾谋面的蒋茉春女士，我已记不清与她是怎样认识的了，好像给
我写过信。
当时她是台湾某校的一位老师，在职研究生，后来又去读博士，做过“三位外省人”——雷震、柏杨
、李敖的专题研究，将自己搜集的所有资料都寄给了我，现在已联系不上她了。
另外，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卓恩先生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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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一生大起大伏，从国民党商层核心人士，到蒋介石的阶下雨。
      十年牢狱之灾，输了半个人生：《自由中国》十年，赢了一个时代，唐德刚忆别时言语“悬 剑空
垅，有恨如何”！
聂华苓向恩师行礼，热泪涔涔⋯⋯      他自信地说：我是缔造中国历史的人。
      胡适说P——台湾的人应该给他造一座铜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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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雷震传:民主在风雨中前行》编辑推荐：胡适、唐德刚，及龙应台、傅国涌等人，都十分敬重的自由
中国斗士——雷震至今唯一的一部传记，汇集一生影像，我们言论自由和民主政治的先驱，威权时代
良知发声的暮鼓晨钟。
雷震的风雨一生——就是一部我们台湾言论自由的抗争史，就是一部最生动有力的威权时代民主政治
教科书。
“十年牢狱之灾，输了半个人生；自由中国十年，赢得一个时代。
”——这就是雷震争取言论自由和民主政治的结果。
面对台湾威权制度的白色恐怖，雷震说，我们“不为文置评，则失去办刊物之立场，如批评而拿不出
良心主张，一味歌功颂德，不仅对国事无补，亦有失独立之人格”。
胡适、雷震与《自由中国》半月刊，是推动台湾社会朝着民主政治方向发展的三个关键因素——设若
当年没有胡适的支持，《自由中国》不可能维持十年生命；设若没有雷震本人不计个人毁誉的全力投
入，《自由中国》很难冲破当局对言论自由的百般禁锢；设若没有《自由中国》十年殊死抗争，为台
湾社会开启一扇透光的窗口，播下自由主义的种子，提供丰厚的思想资源，日后的“党外运动”或许
难以找到行之有效的突破口。
“我是缔造中国历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对而工作努力，历史当会给我做证明。
”——雷震在铁窗之中曾傲然说出这番话。
如今，历史已给他做了证明。
该走的路，对岸已经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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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雷先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台湾的人应该给雷震造个铜像。
——胡适胡氏（胡适）鼓吹了一辈子民主，处处碰壁；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谁知道在垂暮之年，却遇到这样了不起的“传人”雷震。
雷震所搞的简直就是百分之百的“胡适民主”。
——唐德刚今日知识界仍然尊敬雷震，就是因为知道当年发出良知之声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龙应台这是我到目前为止读到的第一部雷震传，也是唯一的一本。
以史家笔法而不是文学笔法写的，没有多少轻飘飘的抒情成分，读起来沉甸甸的。
范泓兄是新闻记者出身，年轻时当过诗人，却偏好文史，对1949年以后海峡对岸的历史曲折和政治变
迁尤有特别的兴趣，所以首先选择了这个题目。
我从中看到了一个包括我在内的多数大陆读者陌生的雷震，一个从坐而论道到起而行之的雷震，一个
“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丈夫，即便在狱中，他也从来没有低头屈膝，他的脊梁始终是挺直的，他
的骨头向来是硬的。
他不仅是海峡对岸迈向民主宪政的风雨历程中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特征和悲剧色彩的象征性人物，一个
“光焰万丈”的纪念碑，也是中国人追求民主的百年长路上的一个不能回避的坐标。
——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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