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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与自由》

内容概要

胡适先生是现代中国文化界最负盛名的国学大师之一。
本书精选了其一生的散文、杂文、演讲等内容，分别从教育与成功、信心与反省、不朽与人生、容忍
与自由等方面阐述他的思想和观点，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影响深远，在现代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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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与自由》

作者简介

胡适（1891—1962年），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
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他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
的研究。
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留学，康奈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1914年往哥伦比亚
大学攻读哲学，师从哲学家杜威。191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夏回国。抗日战争初期
，出任国民政府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193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
名。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寄居美国，后来去往台湾。1957年，出任台
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因心脏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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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与自由》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没有智识，就没有未来
读书不是单为文凭功名，只因为书中可以供给学问知识，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可以帮助我们思想.
大学生毕业之后，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和理想的人生的追求，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
第一要寻问题，第二要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第三要有一点信心。
读书
为什么读书
论家庭教育
九年的家乡教育
归国杂感
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
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
记兴趣
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第二章 没有反省，就没有进步
我们须要认定这个世界是很多危险的，定不太平的，是需要冒险的。世界的缺点很多，是要我们来补
救的；世界的痛苦很多，是要我们来减少的；世界的危险很多，是要我们来冒险进取的。
麻将
东洋车夫
少年中国之精神
信心与反省
再论信心与反省
三论信心与反省
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第三章 没有包容，就没有新生活
人生即便是做梦，也要做一个热闹的，轰轰烈烈的好梦，不要做悲观的梦。不要丢掉这梦，要好好去
做！即算是唱戏，也要好好去唱。
贞操问题
女子问题
易卜生主义
差不多先生传
美国的妇人
人生问题
大宇宙中谈博爱
新生活——为《新生活》杂志第一期做的
不朽——我的宗教
第四章 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我要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因为我年纪越大，我越觉得容忍的重要意义。若社会没有
这点容忍的气度，我决不能享受四十多年大胆怀疑的自由，公开主张无神论的自由了。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自由主义是什么？
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
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
胡适致陈独秀
容忍与自由
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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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与自由》

胡适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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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与自由》

精彩短评

1、我们总是大谈自由，却忘了容忍。渴望外界给自己无尽的自由和尊重，却忘了自己理应对他人对
社会先保有基本的容忍。
2、大师！
3、2016-08-14  8.0
4、值得一读 见解独到 
5、“容忍與自由”一節只占了全書篇幅的五分之一，份量最重，核心“容忍是自由的根本”短短一
句但啟發最大且預料會影響深遠。除此，胡適對個人与社會的觀點“小我並非獨立存在，而是跨越時
空互相聯接組成不朽的大我”“反對獨善的個人主義”對我來說是一個借鑒。書中還摘錄了胡適對當
时教育和中國社會的評論思考，他推崇先進的西方思想，而今人對此論述的讚許或批評也就是中國社
會在這幾十年間的進退變化。
6、不错，值得思考
7、关于高等教育，关于西洋文明，关于舆论肯定，关于容忍与自由。这些观点在今天也是那么的贴
切，但要真的说出来，恐怕就要“被嫖娼”！
“凡不肯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胡适”
8、多一点容忍，多一份自由。在迷茫时读读这本书还是挺好的
9、内容非常有条理，胡适说话博古通今，很多观念即使放在今天也依然有潜在的发展力，不过也有
不少观念相对激进，毕竟是那个时代的思想产物嘛，胡适原来也是个热血青年啊~~哈哈
10、全书收录了胡适演讲文集，分学习、世界、人生观、容忍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讨为何学习
如何学习，适合青少年学生读，第二三部分探讨了当时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劝解青年人打开国门不再
盲目自信，夹杂了讽刺旧时代中国愚昧现象的小文，读起来挺有趣，第四部分应该是前世的重点，探
讨了自由的重要性，但又提出了容忍是之根本。
11、经过多年dang的教育，胡适于我而言还停留在文人汉奸的印象，读了这本书，异常震惊，正如封
面上的标语，中国错过胡适，错过了一百年。其思想之先进，眼光之长远，放到今日中国，依然适用
！容忍与自由，系中国乃至人类的精神智慧！
12、每每看到宝岛香港乃至于移民至国外为追求民主自由之人在一旁高举旗帜纷纷说着天朝的不堪，
天朝子民的悲哀。转念再想想容忍与自由这几个字，只想对其微笑呵呵他们一脸。
13、胡适先生身上的人味(所谓humanism)彻底折服了我。读到后面的文章真的能打动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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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与自由》

精彩书评

1、不读胡适不能说懂“自由”  ——读《容忍与自由》有感文/岸晓风对于近代的文化界、学术界、文
学界，甚至政治界，胡适先生都是无法绕过去一个人。随着历史迷雾逐渐散开，胡适也还原了其本来
的面目，也愈加伟大。不仅仅高山仰止，而且需要学思践悟。近期出版的《容忍与自由》这本书就是
了解胡适思想的一个绝佳范本。对于一部分想了解胡适先生思想精华而又无暇通读胡适全集的读者来
说，的确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全书共分四章。分别为“理想不死，学术不辍”、“世界愈危险，我们
愈有信心”、“直面现实，去过我们新生活”、“容忍是一切自由根本”。第一章中，重点讲读书、
教育问题。胡适先生在《读书》一文中告诫我们，读书必须做到四到，眼到、口到、心到、口到。提
出“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在《为什么读书》中提出，一是接受知识学问和经验，这
是老祖宗的遗产；二是要读更多的书；三是读书可以帮我们解决困难。第二章主要讲信心的问题。这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的，当然对于今天的我们也大有裨益。《少年中国之精神》
提出要保持批评的、冒险进取的、社会的人生观。《信心与反省》指出历史的反省自然使我们明白了
今日的失败都因为过去的不努力，同时也可以是我们格外明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铁律。
第三章讲现实的问题。作者大声呼吁，人生即便是做梦，也要做一个热闹、轰轰烈烈好梦，不要做悲
观的梦。第四章讲的是容忍与自由关系。社会如果没有容忍气度，就谈不上自由。这个甚至可以说是
胡适先生的核心思想，值得我们思考，也值得我们践行。
2、这本《容忍与自由》，由胡适的演讲稿构成，编纂为四章，从读书学习谈到中国精神和民主自由
等。而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第一章——理想不死，学习不辍。这一章涵盖了胡适先生对自主学习、家庭
教育乃至教育普及的见解。对老生常谈的三个问题——读什么书、为什么读书、怎样读书，胡适给出
的答案，让我受益匪浅。“书单”，先生是不给开的，“为什么读书”则无非是有用、有趣一类原因
，而胡适谈的最好的就是关于“怎样读书”。在胡适先生的履历里写道“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
在文学、哲学、教育学⋯⋯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并在193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我
想，胡适先生的“著述丰富、诸多领域有深入研究”与他提倡的读书方法是息息相关的。在读书方法
上，胡适有四个“到”：眼到，口到，心到，手到。可谓是面面俱到。眼到，即字字要认得——这种
方式看起来似乎有点笨，可是这不随便、不苟且的方式不仅能使基本功扎实，而且对人格精神的塑造
也颇有益处。而口到是指熟读，心到是指考究和会“疑”，而手到则为心到的法门。胡适认为“发表
是吸收知识和思想的绝妙方法”这便是手到中的重要部分。在对“手到”的阐述中，胡适还提到了顾
颉刚的例子，“没有动手不勤快而能读书的，没有手不到而能成学的”，顾氏的事例着实令人钦佩。
其实，总觉得这一篇评论相较于大师胡适本身的著作，是多余的。我的文字是无法详尽说出他的好处
的。除了阅读时感觉茅塞顿悟，除了表达自己认为这是一本好书，此外，我的评论里其他文字都显得
是赘述了。
3、《容忍与自由》是一个记录胡适先生演讲和一些发表过的文章的合集，这本书中的内容大多是上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演讲稿和文章，但放到今天依然能够引起我们的共鸣和思考。胡适先生生长在一个
据说是出过国就可以成为大师的年代，读完此书可以发现胡适先生不仅出过国，且完全可以称得上是
大师。这本书共有四个章节组成，共34篇文章，从读书到教育、从“全力现代化”到“全盘西化”，
从“国粹”麻将到全无心肝的贞操论⋯⋯从这些我们现在社会有或者没有的问题中，你会发现即便胡
适先生几十年前文章中的问题和观点，仍旧能让我们思考我们现在所遇到的问题。《容忍与自由》这
本书的第一章中有一篇名为《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的文章，文章说到在那个时期，一个小
学毕业的孩子不肯回到田间帮父母做工，这让我想到了那个前些年因为毕业卖猪肉而引发很大争议的
清华毕业生，我记得当时他好像还上新闻联播了，据说后来他在清华的校庆上哭着发言说自己愧对母
校。这可能是中国教育最可笑的地方，一个年轻人连清华都能考上，却因为是清华毕业生就不能卖猪
肉了？清华毕业的大学生卖猪肉是杀人放火还是杀妻弑子，并不是什么道德问题，清华的毕业生都要
做那行所谓高大上的职业才对得起清华这个中国最高学府的名号？我想到之前看过的一则笑话，是这
么说的：一个年轻人从哈佛毕业后兴高采烈的出来，他在门口打车，上车之后他也难掩喜悦之情，司
机就说，年轻人，你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啊？这个年轻人就说我今天从哈佛毕业了，这时候这个司机说
了一句话，你好，我是哈佛九二级毕业生。这个笑话引人发笑，也引人思考。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是让教育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吗？还是孩子读了好大学就要打破父母从小教育我们的职业不分三六九
等，还是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教育也是说一套做一套。而在这本书的第三章“直面现实，让去过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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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与自由》

的新生活”中的第一篇文章《贞操问题》，民国时期贞操论仍受到很多人的鼓吹，在那个年代，男性
还可以三妻四妾。有有的男性不仅有三妻四妾，还要在外面嫖娼，这些男性并不行为可耻，而如果女
性做出对婚姻不忠的事情，那么后果不堪设想。时至今日，贞洁烈女的观念早已被摒弃，但如果在一
段婚姻中，如果男性出轨要比女性出轨更容易得到原谅。就以引领#周一见#事件的文章、姚笛现在的
状况就可见一斑，文章先生不仅退居幕后当起了导演，还在微博上频频发声，前些日子还晒出和女儿
过生日的幸福照片，而姚笛却还在孤单的艰难复查，女子如马伊琍都在这段婚姻中选择原谅，换作一
个月入两三千的普通女子，在面对另一半出轨时，能够轻易选择放弃婚姻吗？我最喜欢书中第四章“
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这一章节的文章围绕都是本书的主体而选，其中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年
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重要”，我在火车上听过一位三十多岁的人和一个大二的小愤青说过一
句话：你越大你就会知道你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越大，很多事不是说说那么简单。我想这是我听过的最
简单、最有哲理的话。没有一个人会有绝对的自由，而当你成长为一个成熟、理智的人的时候你会发
现与你的自由同行的就是容忍，而且容忍可能要比自由的重量更大些，但你永远不会觉得容忍是累赘
，因为这就是成长所给你的礼物。
4、胡适先生是一个在学问和思想方面都非常优秀的人，从小就喜欢历史书上的这个人物，但是对他
了解很少，现在有机会看到他的作品，才开始渐渐读懂他的人格和思想。所以说，读一个人的书，就
像在跟这个人谈话一样，是否喜欢一个人，这个人的思想是否和自己的一致，从他的作品中，也能看
出一二。在《容忍与自由》这本书中，最让我觉得受益的是，胡适先生告诉我们读书的重要性。无论
是学生还是从事工作的人，读书都是非常必要的，读书的多少决定了你思想的进步程度。就像何适先
生说的，读书不是单为文凭功名，只因为书中可以供给学问知识，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可以帮助
我们思想.大学生毕业之后，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和理想的人生的追求，要防御这两方面
的堕落，第一要寻问题，第二要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第三要有一点信心。胡适先生的学问和学
识都是令人敬佩的。他博览群书，取得了许多学位，也去不同的地方学习和深造。他见多识广，跟我
们分享的人生经历自然也是丰富和有趣的。通过他，我们知道了他眼中的读书和成长的过程。对于一
个人，无论身在什么位置，读书认字都是十分必要的。读书可以让我们的眼界更加宽阔，让我们的心
灵更加纯粹。即使作为进入职场的我们，也应该多读书来充实自己。现在许多人过多的沉迷在网络之
中而忽视了传统的文化以及真正的科学知识。其实这是本末倒置了。我们只有静下心来品读一部作品
，才能在品读作品的过程中重新认识自己，认识这个世界。
5、作为中国文化界久负盛名的文学大师与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胡适的思想受到中西方文化潮流
的冲击和影响，充满了勃勃的生机与巨大的复杂性，而这些特点在《容忍与自由》这本书中都有着充
分的体现。

《容忍与自由》精选了胡适先生一生的散文、杂文、演讲等内容，通过这些言论，我们较为粗略地看
到一个浓缩的胡适思想剪影。全书分为四章，分别由“理想不死，学习不辍”、“世界愈危险，我们
愈要有信心”、“直面现实，去过我们的新生活”以及“容忍是一切自有的根本”四个大板块构成。
其中，胡适讲到了自己的童年时光，流露出暖暖的温情；也谈到了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比如毕生追
求的麻将技艺和读书习惯；当然还有胡适自己对于当时旧中国的一系列关于教育、发展、未来的看法
和褒贬。从小阅读中国古籍经典，后来又深受美国经验主义教授杜威影响的胡适，其很多思想观念具
有深刻的洞察性与预见性，堪称“警世通言”，即使放在今天，也依然值得我们去深深地思考与探索
。
鲁迅曾这样评价胡适：“胡适是一位荷戟独彷徨的战士。”我们纵观胡适的一生，从五四运动到后来
逐渐退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他总是独树一帜，所以他的“警世通言”也不同于一般人的说理，更
不是所谓的社会道德标准，但却是那样的真实有个性。对于中国当时的教育、学术独立，乃至妇女解
放问题、文化传承等现状，胡适一方面表现出一种沉闷的压抑，他在书中的几篇演讲稿里总是会拿那
时的旧中国同先进的日本、美国进行对比，话语中不免悲辛与失落；但是另一方面，他也给予了正面
的猛烈抨击与具体的改良建议，可见他不单单是一个思想者，更是一名实践者。比如在“信心与反省
”这一节中，他就尖锐地指出了寿生先生的中立性与不稳定性，认为“实质上还是站在散沙之上，同
样的挡不住风吹雨打”。

胡适说过：“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从某种意义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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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胡适作为一名“战士”，固然对现状失望，固然国家的复兴之路漫漫，但是他说出的“警世通言
”依然坚定有力，因为在那里面，不仅仅只是他对于国家的一腔热血，更是注满了他对于革新的勇气
与信心，而这是正是无论经历多少岁月，都不应该被磨灭的意志。

6、我们生来追求真理，却又因真理迷失。读完胡适的《容忍与自由》，忽然有一种如释重负感，很
多从前积压在我心里的疑问和难题，都得到了解答。胡适，作为现代最著名的学者之一，我认识他是
在初中的语文课本和历史书上，历史讲他是提倡白话文的先驱，是新青年的代表之一，语文课本上则
选录了他《我的母亲》中的章节，坚韧不屈的母亲，培养出了品行端正，博学多才的人才，这是母亲
的骄傲，也是我们的骄傲。对于读书一事，他说“理想中的学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精深的方面
，是他的专门学问。博大的方面，是他的旁搜博览。博大要几乎无所不知，精深要几乎唯他独尊，无
人能及”。在之前，我一直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看看周围很多厉害的人，的确能做到这一点，上
知天文下知地理，在专业上又有独到的见解，用博大精深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这样的人存在，这样
的学习方式也存在。对于女子问题，他讲要从“女子解放”和“女子改造”两方面来着手，解放身体
和形体，改造自身，女人要自立，女人也要独立，解放女性的思想在胡适这是里算是有了成体统的开
创，他几十年前说的这几点，对于今天的女性，仍然适用，女人的改造除了社会，还有自身。对于追
求自由与新生活，他在想“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这都由于一个懒字”。
确实，懒惰是杀手，是最真实的原因，胡适之前说出的真理，今天仍有无数人引用。突然感觉，几十
年前幸好中华大地上有胡适这样能够针砭时弊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的人士，他出生在中国，去过台湾
留过洋，能把国外的先进知识和制度带到中国，为国家的烂疮痛心，为制度的改革费心，为中华的教
育操心，虽然有些观点现在很多人会觉得有些偏激，但大多数观点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值得思考，
教育，社会风气，女性的解放，言论自由等问题，无一不是有关国家和社会，那个年代的赤子之心，
在这白纸黑字上仍能感受到，如果我们的国家多一些这样的思考，我想一定是大有不同，就像他说的
“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Page 9



《容忍与自由》

章节试读

1、《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12页

        理想中的学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精深的方面，是他的专门学问。拨打的方面，是他的旁搜
博览。拨打要几乎无所不知，精深要几乎唯他独尊，无人能及胡适的这句话解决了我关于专业与兴趣
爱好兼容的问题，博大精深，是真的能够做到的，就像他一样，把自己的专业做好就是精深，扩展兴
趣爱好就是博大，一点也不矛盾。

2、《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59页

        所以今日最可虑的还不是没有钱，只是我们全国人民对于教育没有信心。我们近日必须坚决的信
仰：五千万失学儿童的救济比五千架飞机的功效至少要大五万倍八十年前的教育问题胡适已经意识到
了，到今天为止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并没有到达教育的理想境界，比如高考制度，比如升学制度，
还比如贫困山区的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大城市与小农村的教育差异等，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完全解
决。

3、《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76页

        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4、《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71页

        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
幻灭了。

5、《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152页

        在历史上，只有孝女、烈女、贞女、节妇、慈母，却没有一个女人这算是现代女性意识真正觉醒
的时刻，女人一生下来就被灌注了太多的身份，但从来没有一个是真正的自己，所幸现代女性越来越
多的意识到这点，关于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地位的平衡，胡适在八十年前就讲透了。

6、《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47页

        这七年来简直没有两三本以上可看的书......我看到了这个怪现状，真可以放声大哭胡适回国看到中
国的出版界七年来没有质量好的书，我相信他的心情一定是痛心疾首的，他又说看到这种现象，真想
放声大哭，他是多么单纯与质朴，看到国家教育如此不幸也忍不住露出真性情，喜欢这种真性情。

7、《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99页

        一个国家有五千年的历史，而没有一个四十年的大学，甚至于没有一个真正完备的大学，这是最
大的耻辱。一个国家能养三百万不能捍卫国家的兵，而至今不肯计划任何区域的国民义务教育，这是
最大的耻辱我们一直在讲中华五千年丰富灿烂的文化多么辉煌，但其实并没有什么卵用，当时胡适认
识到的关于教育的问题，真的是迫在眉睫，今天中国也算有了几个大学，但是不是胡适心中真正完备
的大学呢，我想不是。

8、《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52页

        我以为这二十年来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进步，不过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两步，所以到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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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这个样子。

9、《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75页

        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果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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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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