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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与自由》

内容概要

《容忍与自由》是一部杂文选集，收录了18篇胡适先生的经典杂文，行文流畅，说理深致，对于我们
今天的生活仍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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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与自由》

作者简介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民国时期著名学者，于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
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有深入研究和贡献。一生坚持民主自由理想而不辍，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及
五四运动核心人物，推动了中国近代文明进程。历任北京大学校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台湾中央研
究院院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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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与自由》

书籍目录

容忍与自由
差不多先生传
归国杂感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我的儿子
保寿的意义
论女子为强暴所污
新生活
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
大宇宙中谈博爱
不朽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信心与反省
为什么读书
大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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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与自由》

精彩短评

1、有容忍才有自由  “人生最神圣的一件举动，就是口里说出和心里觉得‘我相信某件事物是真的’
”
2、看得太晚，应该读书的时候看。
3、不错，就是有的地方对待传统太激进了
4、好玩又深刻，特别喜欢父母于子无恩论，差不多先生传，等前几章，有自己的见解，独到。真正
体会到了什么是解放思想，很多观点在当今的我看来仍在解放我的思想。
5、读的第一本胡适 实在是个深刻又有趣的人 简单直白的话语 看得却很远
6、胡适的文字逻辑性十足，这么多年前的东西，至今看起来依然觉得有味道且符合现实。
7、胡大爷也是厉害的，翻三章，啪啪啪，打脸声
8、果麦版本。内容对年轻人来说很有启发，但我妈却比我更喜欢，甚至在看完之后买了一套胡适文
集。适合反复读，很多观点都很隽永。
9、功不唐捐！
10、果麦出的经典之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论证，喜欢胡适，五分打起来
11、勤，谨，和，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方法的自觉
12、可作为大学一年级、二年级通识课的读本，胡老师要是活在今天，是可以去奇葩说当导师的！
13、进一寸有一寸的愉快，进一尺有一尺的满足。

（太喜欢这个版本的装帧设计了。
14、收录偏于实用主义，标题有点不搭，装帧封面还可以。胡适的文章和讲演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
但那普世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放在如今还是很管用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年纪越大，越觉得容
忍比自由重要”“多谈点问题，少谈些主义”。
15、开卷有益
16、装帧好看 语言精炼 有的思想在今天都算前卫的了 【孩子无意求生 我们生了他 我们对他只有抱歉 
更不能“市恩”了】
17、大概看懂10%... 不好意思评分
18、几篇短短篇挺有趣，至于谈英论美，就有些局限了。
19、对人生有意义的几篇文章
20、前面一半就算在现世也是适用啊
21、比起之前看的那本同名演讲录编排更为合理，但收录较少又有些欠缺。这本装帧可以，但书名的
确误导，可以的话还是这么要找另外一本容忍与自由来读读。
22、少谈些主义 多研究些问题
23、三月第二本书，挺有意思的，几十年前讨论的问题至今仍适用。
24、先生先生了百年，后生后知在此间。

哈哈哈哈这个 民国版知乎 的标签是谁想出来的太有才了。
25、功不唐捐
26、民国学霸老胡的话现在看来不过是常识而已，但在当时近现代化刚刚开始的中国也算是时代的先
锋了。
27、讲道理对现代中国并没有启发
28、可能很少有比胡适先生三观更正的人了，这样的文章才应该编进思想教材。标重点：《容忍与自
由》《我的儿子》《保寿的意义》《论女子为强暴所污》《为什么读书》《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29、虽然是很久以前写的，但其中的道理很值得我们当代青年好好读一读，想一想。
30、很多思想，即使是现在仍然适用，醍醐灌顶！
31、胡适的文章好燃啊！！！
32、都是些通透的道理，最喜欢《我的儿子》这篇。
33、我的无神论与共产党的无神论有一点根本的不同。我能够容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也能够容忍
一切诚心信仰宗教的人。共产党自己信仰无神论，就要消灭一切有神的信仰，要禁绝一切信仰有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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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与自由》

宗教——这就是我五十年前幼稚而又狂妄的不容忍的态度了。
34、“列位不要担心。我们中国正恐怕进步太快，我们留学生回去要不认得他了，所以它走上几步，
又退回几步。正在回头等我们回去认旧相识呢。”
35、《容忍与自由》 值得现在社会非常多人反复体会。   以及值得一读再读。很多思想也是我们可以 
活学活用！
36、思想大家，平实隽永。
37、2017 March Lancaster
38、第一次读胡适的书
39、鉴于11版的容忍与自由校对错误过多，当这版出现时目录都没看就买了。
我只想说，这种只注重装帧排班，有圈钱之嫌的书还是少出点吧。
ps：把《不朽》和《我们对西洋文明的态度》两篇放在一前一后确定不是高级黑？
40、先生留学七八年年归来，快到ZG时有人问是否会翻天覆地、变化万千，先生说不做希望，果然⋯
⋯
看完书啊，先生已去世50多年，在世界的另一边，如果有人问先生是否认为ZG已大变，先生估计会说
“呵呵~”

41、之所以一直比较喜欢胡适先生，在于他比较实在，大家都在各种主义套帽子的时候，他说要少谈
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都在讲我们要自由民主的时候，他说，容忍比自由更加重要；总给我感觉，
他并不在意那些虚无缥缈模凌两可的伪概念，而真正愿意关注实在问题。 最喜欢那篇论不朽，用大我
和小我两个概念阐述了人生之意义，乃是人与人互相交互产生的蝴蝶效应。
42、文人，哲人，有正念之人。
43、何谓大师，何谓伟大的思想家，在于其思想的历史生命力！
44、虽是选编文章，仍是字字珠玑。
45、旧人思想里总能挖掘出不一样的东西。
46、很快地就读完了
折服与这样的前辈的思路，思维与表述
明明是在讲道理，却让我有着读小说的快感。
不断地感叹，茅塞顿开。
学习，多学习，多向这样思维缜密，表述清晰的大家学习。
还要看看他的别的书！
47、适之先生文如其性，不愠不火，娓娓道来，有些是演讲稿，有些是社评，杂七杂八，随时翻翻都
可以。可叹的是我与他相差几乎近一个世纪，为何那个时代所堪忧的问题与人事，除战乱外，和这个
时代那么接近？
48、“我年纪越大越觉得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49、被胡适先生实力圈粉
50、那个时代的人写的文章，和当下人的文章，最大的不同就是，那一股子热情，热心，爱，诚恳。
他们是有感染力的，这种感染力不是靠渲染，技巧，就仅仅是靠发自内心。

内容。半个世纪前胡适讽刺的，揭露的，如今仍是一样的问题。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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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与自由》

精彩书评

1、归国杂感先生在此篇中谈了一些归国后的失望之感。在谈论至京戏布景时，联想到之前《伶人往
事》中描述的光景，我却生出一些悲哀。那时先生依旧可以见到戏曲有些繁荣的景象，纵然在社会革
新下有些不伦不类，却并未面目全非，魂魄全无。但先生随后对中国人“懒散”的生活状态的全面否
定却是我不能完全接受的观点，这样急促的希望摆脱旧社会，摆脱一些旧的习气未免有一些急功近利
了些。而且，我并不认为喝茶下棋的日子是可耻的，不对的，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态度和人
生追求，一个包容性更强的社会才应该是一个新社会应展现出来的气质。其后先生提到的“列位办学
堂，尽不必问教育部规程是什么，须先问这块地方上最需要的是什么。譬如，我们这里最需要的是农
家常识，桑蚕常识，商业常识，卫生常识，列位却把修身教科书去教他们做圣贤！⋯⋯”这也是我不
能赞同的。虽说实用性是很重要，但是，这样的做法完全忽视了学生的差异性，切断了学生的其他一
切可能性，而教育的目的之一应该是帮助每个人找到适合自己和自己喜爱的人生吧！阅后发现先生写
这篇文章时也是27岁的年纪，正是年轻气盛时。保寿的意义这篇小文在我看来很有趣，很像如今的广
告软文。充分向大众推销了保险。新生活这篇小文是给我感触较大的一篇。先生详细的阐述了什么样
叫新生活，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仍然有很积极的指导意义。先生说“新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我一
直想过有意思的生活，然而何为“有意思”却从未明白。最开始，我觉得有意思便是生理、心理上的
一种强烈满足感与愉悦感。比如，迟到一块心仪的蛋糕，听到一曲有灵魂共振的歌曲。暂且称之为“
有意思”的初级吧！皆是贪享。后来，“有意思”于我，又变成了要成为一个有意思的人。去了解艺
术，欣赏美景，观赏歌剧、电影；品一杯清茶或红酒。暂且称之为中级吧，开始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
。而先生说“凡是自己说得出“为什么这样做”的事，都可以说是有意思的生活”。这一说法让我又
有茅塞顿开之感。中级的生活未免有些累，有些装，有些为了做而做，失了本心。真正的“有意思”
应该是在问出“为什么”之后去追寻，去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去完成自己的想法和目标。有自我和
个性的活着。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比较了中西文明，或者说是中西哲学观
，宗教观的不同。先生师从约翰杜威，深受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他的思辨理论有浓重的实用主义的
影子，我确实很喜欢这一套哲学体系的。东方文明中的“知足，天命，安贫”深深存在于所有的中国
古籍和宗教教义中。而西方文明是“不知足，争自由，争平等，争公道”，”信任天不如信任人，靠
上帝不如靠自己“。我认为先生推崇的这种西方文明精神也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应该具有的精神。为自
己的梦想和生活而努力，不要一味的抱怨自己运气不好，命不好。应该明白自己的人生要靠自己的努
力打拼。为什么读书这是我最喜欢的之一。只想简短的说，先生在这里很好的阐述了读书的意义，不
浮夸，不鸡汤，走了实用主义的路线，中肯而有趣。希望大家都可以读读这篇！大学的生活先生又讨
论了一个至今都依旧在讨论而无解的话题，大学生该如何选择专业。1958年胡适先生就已经说，”性
之所近，力之所能“的选专业，但直到今天，好像还是市场导向更大一点。这篇对面临选择专业问题
的同学们有很好的参考意义。治学方法三讲这篇文充分论述了先生”大胆假设，小心论证“的做学问
的方法。虽然先生将其运用到做学问上，我认为，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模式。面对
一个新的科目和内容，不要着急翻开书页做笔记，不如，先问问题。然后带着一种探索的好奇心来学
习这些新的内容，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这样，学习是不是变得有趣了许多？以上皆是我读书内文章
时产生的一些感想，不成体系，随兴而写。希望大家可以读读此书，从中找到一些可以启发自己的东
西。况且，与大师进行交流，思想的碰撞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2、第一次这样完整地读了胡适先生的一本书，内容是些杂谈。吸引我的是书名、也即第一篇所讲内
容。胡先生讲话风趣，把大大的道理讲到了生活中的小事情当中，读起来极有意思。以前就听说过胡
先生关于“生孩子”的言论，其意旨在强调父母的责任，抗议中国传统封建的家长思想，&quot;父母
于子无恩&quot;。家长思想禁锢了很多人的自由，违背了他们的意愿，以至于很多子女已经没了主见
。我很是赞同胡先生此方面的观点，父母与子女，多想些义务，少提些权利，人人都是独立个体，子
女可选择自己的道路，父母不可强加干涉子女意愿。汪长禄先生担心这样就造出一个“白吃不还账”
的主顾来，其实新生儿本是一张白纸，父母做好了自己该做的，子女也不会为非作歹。有意思的新生
活。能问出“为什么”的生活，就是有意思的新生活。胡适先生也在身体力行这样一种生活。从“红
楼梦”，“佛教的神会和尚”到“水经注”，胡先生过的就是一种有意思的生活。然而，甲之有意思
，并不一定是乙之有意思，因此许多人质疑先生所做的工作。他有自己的解释，他所做的研究，其实
是给社会上的研究者们提供一个范本，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没有判断的人云亦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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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与自由》

证据的以讹传讹，都不是研究的正确姿势。先生一生都在致力于科学的方法论的实践，对传统的中庸
思想和“差不多”精神是一种挑战。除了时论，他并没有太多的著作留下来，然而他懂得，人应该“
少谈些主义，多研究问题”。罗辑思维拿狮子与狐狸来做对比，狐狸懂得很多，却过于灵活，随时准
备转舵。狮子或许不够机智，却知道一些大事。因此能称为森林之王的是狮子，而不可能是狐狸。吴
晓波频道也有一期节目讲到“刺猬与狐狸”，是将这个对比搬到了商业中，一样的道理，能够做成马
云的人，一定是专注于一件事情的人，而对流行趋势十分敏感，随时转行的人，可以赚些钱，但称不
上企业家。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是对我冲击最大的一篇。我时时强调个人自由，也相信“达则兼济
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样的信念下，其实时时都觉得自己是“穷”的。渴望隐居的生活，回到自
己的小世界里，觉得外面的不公平并不是我一己之力可以改变的。做好自己，省心省力省麻烦，自我
麻痹。中国传统的隐居思想和日本的新村生活，其实都是一种自我的避世观点，是被胡先生所批判的
。胡先生这一篇辩清了真的和假的个人主义，并指给我们看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在古代封建社会或许
是渺小无力的，在现代社会却是可以实现的，也就是“穷”的力量集合起来，其实组成了一个强大的
力量，“人人都是个无冠的帝王”，主动去做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社会会有所反应，甚至你的想法
就此实现也是可能的。尤其在当时当地的中国，如果一味要求狭隘的个人自由，置国家危难于不顾，
更是懦夫的表现。个人可以就生活所在，多“研究点问题”，即是针对自己力所能及或有所兴趣的方
面，积极地改善社会生活。人本是社会中的人，改造个人与改造社会本就是不可区分，仅从主观上要
求“正心、诚意、独善”，其实是一种自我欺骗。博爱一节很是有趣，胡老先生笑话古代的“喂蚊割
肉”，很有一种画面感。喂蚊割肉本就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好像自己受了苦，做这么件蠢事也可以称
之为“博爱”，呵呵不朽这一篇也很不错。辩证唯物，一点也不拘泥于任何人所提出来的思想里，很
是能够开拓思维，不过我并不对不朽有所追求，只是看的有趣罢了。先生主张教育应该学些实用的科
目，比如乡村就教些种田、养蚕之类，这是有些道理的，因为手风琴确实在农家用不上。可是我也有
一个疑问，人生而阶级不同，有农村的有城市的，一味地教授农村孩子养蚕种田，有没有考虑过想要
通过读书向上攀登的人呢？有一个关于神山鹦鹉的传说，说神山着了火，一只鹦鹉不停地含水来救火
，被问到为何时，说：长居是山，不忍见之。《容忍与自由》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不要妄自菲薄，
要多多做事。
3、无意中在亚马逊，作为推荐类的相关书目，为了凑单到200参与减价活动所购买的。起初以为会是
近代时期“不伦不类”的半白话文半文言文形式，会比较难懂⋯实际上愚蠢至极（竟然忘了胡适是白
话文倡导的先驱者）。第一篇让我颇有感触，讨论的“容忍”与“自由”二者的联系。让我印象最深
的是胡适先生的“容忍”观。就目前中国政府所宣扬的“无神论”以来，大多数年轻人对于基督，伊
斯兰，佛教，尤其道教，持有的大多是不信加鄙夷的态度，认为这种唯心主义式的信仰只不过是人们
自我安慰的一种形式罢了。其实不然，按照胡适先生的说法便是：“我到今天还是一个无神论者，我
不信有一个有意志的神，我也不信灵魂不朽的说法。但我能够容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也能够容忍
一切诚心信仰宗教的人。”而做到如此宽宏大量也是有其原因——世界信神的人予我雅量，能容忍我
的无神论，那作为回报和感激，即便不能苟同也给予他们充分的尊重。这种雅量在胡适先生看来是非
常难得的，因为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不会错，所站的立场往往高高在上，因此不能允许他人对自己的
观点说三道四，说白了就是老子对老子牛逼外加绝不接受他人观念的态度。其实现实生活中，除了这
种走极端的人之外，还有就是打擦边球的人。自己沾了“正确”或“正义”的一小边，就开始洋洋得
意，加上自己的诡辩三寸不烂之舌，便以为站定了阵脚，能对他人观点说三道四了（我大概也能算是
其中一员）。这种人就是缺少雅量的典型代表，一遇上不顺心或是不轻易被说服的人，便大动肝火，
想想着实没有一点必要：他人没有因为与你不同而唾骂你，嫌弃你，而你却因为别人的异而动怒，大
概就是基于胡适先生所说的“我不会错”的绝对心理吧。另外，我也喜欢《我的儿子》这一篇。很佩
服胡适先生在差不多100年前能有今天大多数中国父母都无法认同的父子母女关系论。父母作为生育者
选择赋予一个细胞完整的生命时，理所应当地应该付出养育的责任，这份责任好似我选择了一份工作
便有义务完成（并不是说义务就可以不用偿还）。因此养育是父母应给的，而子女必须在有能力后尽
好赡养的义务，这叫基本伦理。而胡适先生在书中强调的一点便是，父母尽力是应该，并且不能因为
这份应该而去限制束缚孩子自己的理想。大多数父母在养育孩子的同时，只不过是在培养另一个理想
的自我而已，这是不科学的，也是没有逻辑可言的，所以在后文中，年轻人究竟选择哪行哪业时，胡
适也提到不应该过分考虑父母与社会所摆出的经验主义。其次，关于年轻人脱离大学，在工作中产生
现实理想的落差之时，从而逐渐丧失求知感和抛弃大学时代的理想追求。从这个层面来说，怪不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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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都无法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的确，涉水未深还未找到源头之时便开始放弃，这无论如何也难
成一撇。而胡适给出的意见也相当中肯，一句充分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并将其玩得炉火纯青便能使自
己产生一种劳逸结合的感觉，而非单纯的无聊感。其实，关于治学那一段讲的也极好。胡适先生的文
章读来不拗口不高深（即便背后的理论深刻），虽然短小却让人震撼。读完这本，真是佩服胡适先生
引经据典信手拈来的能力，弄得我也想去读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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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1页

        20160904胡适《容忍与自由》

这一点“我不会错”的心理，就是一切不容忍的根苗。

如今的中国人，肚子饿了，还有些施粥的厂把粥给他们吃。只是那些脑子叫饿的人可真没有东西吃了
。

我们学西洋文字，不单是要认得几个洋字，会说几句洋话，我们的目的在于输入西洋的学术思想。

我回中国所见的怪现状，最普通的是“时间不值钱”。

列位办学堂，尽不必问教育部规程是什么，须先问这块地方上最需要的是什么。譬如我们这里最需要
的是农家常识，蚕桑常识，商业常识，卫生常识，列位却把修身教科书去教他们做圣贤！

但是如今中学堂毕业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种无能的游民。这都由于学校所教
的功课，和社会上的需要毫无关涉。所以学校只管多，教育只管兴，社会上的工人、伙计、账房、警
察、兵士、农夫⋯⋯还只是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社会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学堂所造成的是不会
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才，这种教育不是亡国的教育吗？

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
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
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诸位，凡是自己说不出“为什么这样做”的事，都是没有意思的生活。反过来说，凡是自己说得出“
为什么这样做”的事，都可以说是有意思的生活。

孔子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就是把自己弄好。我们应当先把自己弄好
，然后帮助别人；独善其身然后能兼善天下。同学们，现在我们读书的时候，不要空谈高唱博爱；但
应先努力学习，充实自己，到我们有充分能力的时候才谈博爱，仍不算迟。

《左传》说的三种不朽是：立德的不朽，立功的不朽，立言的不朽。

其实孔丘的不朽全在他的人格与教训，不在他那“在天之灵”。

但上述三不朽说有其缺陷：1、真不朽的是少数，那无数平常人难道就没有不朽的希望吗？2、这种不
朽论单从积极一方面着想，没有消极的裁制。3、这种不朽论说的“德、功、言”范围都很含糊。

人世的大悲剧是无数的人们终身做血汗的生活，而不能得着最低限度的人生幸福，不能避免冻与饿。
人世的更大的悲剧是人类的先知先觉者眼看无数人们的冻饿，不能设法增进他们的幸福，却把“乐天
”“安命”“知足”“安贫”种种催眠药给他们吃，叫他们自己欺骗自己，安慰自己。人们享不着物
质上的快乐，只好说物质上的享受是不足羡慕的，而贫贱是可以骄人的。这样自欺自慰成了懒惰的风
气，又不足为奇了。

东方人见人富贵，说他是“前世修来的”；自己贫，也说是“前世不曾修”，说是“命该如此”。西
方人则不然，他说，“贫富的不平等，痛苦的待遇，都是制度的不良的结果，制度是可以改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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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

固然，真理是无穷的，物质上的享受是无穷的，新器械的发明是无穷的，社会制度的改善是无穷的。
但格一物有一物的愉快，革新一器有一器的满足，改良一种制度有一种制度的满意。

创造是一个最误人的名词，其实创造只是模仿到十足时的一点点新花样。古人说得好：“太阳之下，
没有新的东西。”一切所谓创造都从模仿出来。例如学琴，必须先模仿琴师弹琴；学画必须先模仿画
师作画；就是画自然界的景物，也是模仿。模仿熟了，就是学会了，工具用得熟了，方法练得细密了
，有天才的人自然会“熟能生巧”，这一点功夫到时的奇巧新花样就叫做创造。

一个民族也和个人一样，最肯学人的时代就是那个民族最伟大的时代；等到他不肯学人的时候，他的
盛世已过去了，他已走上衰老僵化的时期了。

为什么要读书？有三点可以讲：第一，因为书是过去已经知道的智识学问和经验的一种记录，我们读
书便是要接受这人类的遗产；第二，为要读书而读书，读了书便可以多读书；第三，读书可以帮助我
们解决困难，应付环境，并可获得思想材料的来源。

读外国语要读到有乐而无苦，能做到这地步，书中便有无穷乐趣。

要依照自己“性之所近，力之所能”的方向去做。

大学毕业后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大概两类：一，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二、容易
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人生追求。
三个方子：一、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二、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三、总得有一点
信心。

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功不唐捐，没有一点点努力是会白白地丢了的。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
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
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息。

做官做事要勤、谨、和、缓。勤是不躲懒，不偷懒。谨是不苟且，不潦草，不拆烂污，敬事。和是虚
心、不武断、不固执己见、不动火气。缓是不要轻易下结论。

2、《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62页

                        

3、《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17页

                        

4、《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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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洋近代文明是建筑在三个基本观点之上：
第一，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
第二，所以拼球是一桩罪恶。
第三，所以衰病是一桩罪恶。

5、《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43页

        生在这个新时代的人们，应该学一点新时代的新伦理。新伦理的最小限度有这几点：

         第一，自己要能独立生活，生不靠朋友，死不累子孙。
         ......
“新时代”的许多人，还是没有学会“新伦理”

6、《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130页

        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第二是
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总得有一
点信心。

7、《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31页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
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8、《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61页

        “个人是社会上无数势力造成的。
改造社会须从改造这些造成社会、造成个人的种种势力做起。
改造社会即是改造个人。”

改造社会尚且如此，何况改造一个组织了。

9、《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58页

        反对独善的个人主义                

10、《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7页

        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

11、《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68页

        宇是空间，即东、南、西、北；宙是时间，即古、今、旦、暮。《淮南子》说宇是上下四方，宙
是古往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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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53页

                        

13、《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7页

        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
由。但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
容易养成的雅量。

14、《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195页

        p195
1600年到1675年这75年间，中国有两位学者顾亭林和阎百诗，他们做学问的态度让世人看到中国治学
走上了一条新路，走上了科学方法的路，方法严谨了，更看重证据了。比如顾林亭找到了160个证据，
证明衣服的“服”古音读作“逼”。
同样在这75年间，西方发明了望远镜，开普勒用它研究了五大行星的运行轨迹；伽利略奠定了物理学
基础；牛顿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生理学家发明了显微镜，看到了血液中的细胞和肌肉中的纤维。

15、《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37页

        我想这个孩子自己并不曾自由主张要生在我家，我们做父母的不曾得他的同意，就糊里糊涂地给
了他一条生命。况且我们也并不曾有意送给他这条生命。我们既无意，如何能居功？如何能自以为有
恩与他？ 他既无意求生，我们生了他，我们对他只有抱歉，更不能“市恩”了。我们糊里糊涂地替社
会上添了一个人，这个人将来一生的苦乐祸福，这个人将来在社会上的功罪，我们应该负一部分的责
任。说得偏激一点，我们生一个儿子，就好比替他种下了祸根，又替社会种下了祸根。他也许养成坏
习惯，做一个短命浪子；他也许更堕落下去，做一个军阀派的走狗。所以我们“教他养他”，只是我
们自己减轻罪过的法子，只是我们种下祸根之后自己补过弥缝的法子。
送给所有熊孩子的爸妈

16、《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60页

        反对独善的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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