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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哲之 #给初学哲学者的十
二封信!#经纬书局

&#%&

年$等$

其中夏瑞民 %本名顾其城 &的
'致青年!

!"#$

年曾改名 '致青
年(((给青年的十三封信 !重
新包装上市)作者署名改作*朱
光潸+) 封面设计也与 '信!相
近)故意混淆视听$朱光潜发现
后)撰文'朱光潜给朱光潸(((

为 ,给青年的十三封信 -!#载

&#$'

年
%

月
&'

日%申报&$予以揭
露$ 另有一本

%"&"

年长风书店
%即棠棣出版社 &初版的 '个人
与社会(((给青年的二十四封
信!)

%"'$

年被改头换面成 '给
青年二十四封信!)封面也仿照
'信!)署朱光潜著$该书原署名
林萍)系盗用茅盾 .李石岑 .孙
本文.萧一山.严景耀.胡愈之.

潘梓年. 平心等十多人的文章
拼凑而成的伪书$

%"'(

年朱光潜估计的二十
万册销量当是基于开明版的保
守数字) 大量盗版则无法统计$

'信! 一面市便成了盗版书商的
猎物)

%")"

年
*

月的第二版被人
以 *上海三民书局+ 名义原样
翻印$ 第三版后更改封面的版
本则遭到 *爱丽书店 + 盗印 )

版权页杜撰为 *

+"&%

年
$

月四
版+) 甚至被误编入朱光潜作品
目录 #温笑俐编 %朱光潜著译

目录&' %朱光潜美学文集& 第

五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年

版'

(((

页$$ 两家盗印者均为
空头招牌) 在各上海出版机构
名录中无案可查$ 盗版也流向
了上海之外)

%"&,

年
*

月) 北平
警方派员大规模搜查取缔盗版
书商 ) 查获的翻版书中便有
'信!) 属 *伪版书) 纸质恶劣)

印刷不良+ #%各种被翻书籍一

览表&' 载 %中国新书月报&

)

卷
%*(

号$$

%"&&

年
,

月) 察哈尔
省城张家口一间书店内也曾被
查抄出 '信! 的盗版 #%张家口

查获翻版书情形&' 载
&#$$

年
+

月
,&

日 %申报&$$

除
原样翻印的以外 )'信 !

在东北还出现过一个特
殊的盗版$ 这一版本袭用

%"&-

年叶圣陶题签的黄色封面 )版
权页信息标注详尽)为*康德十
年%

%"'&

年&八月十日+ 在大连
实业印书馆印刷) *康德十年
九月五日 + 由 *奉天 + %沈
阳& 东方书店发行) 由总部在
*新京 + %长春 & 的 *满洲书
籍配给株式会社+ 总批发) 编
辑人朱楠秋)发行人何一鸣$此
版#下称!康德版"$使用传统式
标点排印 )正文

%%,

页 )虽与原
书篇幅相近)内容却缩水不少)

文字经过精心篡改) 从中可窥
见伪*满洲国+出版审查的标准
和操作手法$

*康德版 + 删掉了卷首的
夏丏尊序言) 十二封信中仅有
第二信和第七信) 以及附录一
'无言之美 ! 不变 ) 其余均有
程度不等的删改) 有几处甚至
整页删除$ 前半部分删改的尺
度较严) 后半部越发马虎$ 删
改的一大目标是淡化 *敌国 +

色彩$ '信! 多处援引欧美国
家的事例) 如第一信提到 *美
国有一位文学家. 科学家和革
命家弗兰克林 +) 被改为 *外
国有一位文学家科学家 +/ 达
尔文 *幼时颇好文学和音乐 +

的事迹则全部删除/ 作者 *调
查了英国几个公共图书馆+ 一
句中 ) *英国 + 二字被删去 $

朱光潜在第一信里还列出了一
些有代表性的欧美名著和自己
喜爱的中外作品) 标有英文原
名的书目被整体移除) 提到的
中国古籍也未保留) 少了整整
两页$ 全书中) 专名后所附的
外文原名都是需删除的对象 $

欧美人物如只写名字) 未提国
籍)大都可以保留)但有一个滑
稽的例外$ 第七信写到许多西
方大学者擅长多种学问) 举亚
里斯多德.康德.歌德.斯密.罗
素为例$ 其他几位西方哲人的
事迹均原封不动)*康德在大学
里几乎能担任一切功课的教
授+ 一句)*康德+ 则被突兀删
去)仅留下一个无主语的句子$

%"&'

年 )伪 *满洲国 +执政溥仪
改国号为 *大满洲帝国 +)年号
改为*康德+$ 在*康德皇帝+治
下)*友国+ 的古人康德竟也成
了忌讳$

以伪 *满洲国 +的立场 )日
本和中国更是敏感词) 不提为
妙$第六信写到*日本民族是一
个有生气的民族) 因他们中间
有人能够以嫌怨杀人) 有人能
够为恋爱自杀$ 我们中国人随
在都讲中庸) 恋爱也只能达到
温汤热 +$ 前一句本属正面评
价)也遭删除/后一句则被改为
*我们国人00+全书指代本国
的*中国+通常改作*我国+或被
去掉$如第七信*现在中国社会
还带有科举时代的资格迷00

希望掇拾中国古色斑斑的东西

去换博士+)前半句*中国+一词
被删)后句改为*我国+$附录二
'悼夏孟刚 !中 )朱光潜曾任教
的 *吴淞中国公学+ 竟被更名
*吴淞学校+$ 但也有少数语境
例外 )如第七信 *有一天 )一个
中国人一个印度人和一位美国
人游历+并未改)大约可视为与
己无干的三个外国并列$

'信 !写于
%",.

年代 )紧承
新文化运动的余音) 以落后的
社会和国民劣根性亟需改造为
共识基础)不乏愤激批判之语$

*康德版 +中 )对社会或某一群
体做出尖锐批评的内容均遭删
改$如第一信里*你不看见现在
许多叉麻雀抽鸦片的官僚们 .

绅商们乃至于教员们) 不大半
由学生出身么1 +被改为*你不
看见现在许多放荡无羁荒僻邪
侈00+$第五信批判中国人和
中国社会)号召打破偶像)莫在
浮嚣中沉沦等近两页内容悉数
被删$ *人是一种贱动物)只好
模仿因袭)不乐改革创造+被改
为*人有一种恶习惯00+)*社
会是专制的)是压迫的+被改为
*社会有极重的压迫力+$ 如第
三信写到*街上有个乞丐)旁人
见到他也许立刻发下宏愿 )要
打翻社会制度+)后半句变成了
*要建设慈机关+$ '悼夏孟刚!

认为人生应采取*绝我不绝世+

的态度 ) *我自己不幸而为奴
隶)我所以不惜粉身碎骨)努力
打破这个奴隶制度) 为他人争
自由$ +*康德版+则改写为*我
自己不幸而为屈服) 我所以不
惜粉身碎骨)努力打破这些)而
为他人创造幸福+$

*康德版+删改最大的是第
四信 *谈中学生与社会运动+)

题目被改成 *谈中学生与社
会 +)不仅删得支离破碎 )部分
文字等于重写$ 如以下一段2

中国人蜂子孵蛆的心理太

重!只管煽动人"类我类我# $比方

我喜欢谈国事! 就藐视你读书%你

欢喜读书!就藐视我谈国事& 其实

单面锣鼓打不成闹台戏&要撑起中

国场面! 也要生旦净丑角角俱全&

我们对于鼓吹青年都抛开书本去

谈革命的人!固不敢赞同!而对于

悬参与爱国运动为厉禁的学校也

觉得未免矫枉过正&学校与社会绝

缘!教育与生活绝缘!在学理上就

说不通& 若谈事实!则这一代的青

年!这一代的领袖!此时如果毫无

准备!想将来理乱不问的书生一旦

就变成措置咸宜的社会改造者!也

是痴人妄想& 固然!在秩序安宁的

国家里!所谓'天下有道!则庶人不

议$!用不着学生去干预政治&可是

在目前中国!又另有说法& 民众未

觉醒!舆论未成立!教育界中人本

良心主张去监督政府!也并不算越

职& 总而言之!救国读书都不可偏

废& 蔡孑民先生说
!

"读书不忘救

国!救国不忘读书!$这两句话是青

年人最稳妥的座右铭&

*康德版+改写为更加中庸世故
的立场2

我国人蜂子孵蛆的心理太

重!只管煽动人"类我类我( $比方

我欢喜作的事!就藐视你作的事!

你欢喜作的事!就藐视我作的事&

其实单面锣鼓!打不响闹台戏!要

撑起社会场面!也要生旦净丑!角

角齐全&所以我们对于鼓吹青年!

希望他们都要加以谨慎! 先将你

自己学业护得相当把握! 那时候

再平稳走向社会去亦还不迟!并

且决不致于失败的& 但据一般人

来说!什么学校与社会绝缘!教育

与生活绝缘!在学理上就说不通&

若谈事实! 必然在学生时代还用

不着去顾虑到社会的一切! 可是

其究竟!也不真是越轨!亦是学生

应蓄意的天职&

此信结尾两段原作2

总而言之!到民间去( 要到

民间去! 先要把学生架子丢开&

))现在一般青年的心理大半

都还没有根本改变&学生们自成

一种特殊阶级!把社会看成待我

改造的阶级&这种学者的架子早

已御人于千里之外!还谈什么社

会运动* 你尽管说运动!社会却

不敢高攀!受你的运动+ 这不是

近几年的情形么*

老实说!社会已经把你我们

看成眼中钉了&这并非完全是社

会的过处& 现在一般学生!有几

个人配谈革命* ))你也许说!

任何团体都有少数败类!不能让

全体替少数人负过&但是青年人

都有过于自尊的幻觉!在你谈爱

国谈革命以前!你总应该默诵几

声"君子求诸己( $

*康德版+却变成了2

总而言之!刚要迈到社会漩

涡里的时候!先要把你学生时代

的私生活和素常举止动作的态

度!得完全的改造一下子!并且

更得先领略这处世的哲学!那才

行呢( 社会是须要人们自己去向

着它的转移方向作去!那时才能

得到了生存和立足巩固的根基&

老实说现在一般学生!有几个

人能谈得到!革新社会和真实的认

识社会的一切! 他的失败原因!还

不是犯了青年都有过于自尊的幻

觉! 所以在你未踏入社会以前!总

应该默诵几声"慎于从事$&

*康德版 + 外观与原版近
似)不易分辨3 网上出售过一本
%"''

年
(

月再版的 *康德版 +

'信!)内中写有*浙江学校图书
馆惠存 +.*一九四七年初三女
毕业班赠+字样)可见此版已从
东北流入其他地区) 直到抗战
后仍有读者上当$

朱
光潜于

%"&&

年结束留学
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

活跃在京派文人圈) 抗战前夕
曾卷入与左翼阵营的论争 $

%"'%

年加入国民党后) 他相继
当选三青团中央监察委员和国
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

%"'-

年受
到郭沫若.邵荃麟.蔡仪等人的
集中批判$

%"'"

年后)从在'人
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起)朱
光潜步入了不断被批判和自我
否定的生涯)曾风靡全国.影响
深远的'信!)也成为他*毒害青
年+的代表罪状$ 在

%"*,

年的思
想改造运动中 )朱光潜对 '信 !

做出了深入检讨)表示它*流露
着买办思想和民族自卑感 +)

*标榜个人享乐主义和看戏的
人生观+$ *我要把青年们从革
命运动中引诱出来) 我的动机
完全是反革命的$ +

-

%朱光潜在

北京大学文学院师生大会上的

检讨&' 载
&#(,

年
.

月
+#

日北京

大学 %三反快报 &#铅印版 $第
.

期
/ %"$,

年)曾在开明书店任编
辑的宋云彬撰写回忆文章时 )

还将'信!举为开明出版物的反
面典型 2*当时是一本畅销书 )

现在看来)是颇有问题的$ +#宋

云彬%开明旧事&'%文史资料选

辑 第三十一辑&' 文史资料出

版社
0#'+

年版'

+#

页$

*文革 + 结束后 ) 朱光潜
恢复了政治地位) 著译陆续出
版或重版$ '信! 也一度计划
重刊 ) 最终被认为内容过时 )

*领导上不赞成出+ #

&#!+

年
.

月
+1

日朱光潜致陈望衡' %朱

光潜全集& 第
21

卷' 安徽教育

出版社
2##.

年版 '

'1'

页 $ $

%"-$

年) 朱光潜病逝) 没能看
到 '信! 再版$

%"-(

年) 他家
乡的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朱
光潜全集 ! 第一卷 ) 将 '信 !

收入其中 ) 个别词句有所改
动$

%"--

年) 开明出版社在民
进中央管理下成立) 叶圣陶长
子叶至善出任社长$ 开明出版
社从

%"",

年起推出 *开明文
库+ 系列) 将开明书店出过的
著名新文艺书籍陆续重版 $

'谈 美 ! 收 入 文 库 第 二 辑 )

'信! 收入
%""$

年
-

月初版的第
三辑 ) 这也是

%"'"

年后 '信 !

的首个单行本$

,...

年后) 十
余家出版社相继重版 '信 ! $

这本曾在民国热销二十年不衰
的 '信! 再度成为长销书) 滋
养着新世纪青年的心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