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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口述自传》

内容概要

本书真实介绍了胡适这位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的家世、求学、治学的主要经历与学术成就，
其中有不少胡适脱口而出的警言妙语，给人深刻的启迪。本书的注释鲜明体现了注释者在海外文坛上
形成的“唐派散文”风格，文史掌故，文坛佳话，社会要闻，名人轶事，风俗民情，异域见闻，信手
拈来，顺理成章。十分耐看耐想。因此，本书初版，即在海内外引起了重视，被称为是研究和了解胡
适其人其事具有“实用价值”的“名人自传”，又是一部“最浅近、最适合青年读者需要的、胡适自
撰的胡适入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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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写在书前的译后感
编译说明
第一章 故乡和家庭
徽州人
我的家族――绩溪上庄胡氏
第一章 我的父亲
青年期的家难
考试和书院教育
吴大徽的知遇
在台湾任知州和统领
第三章 初到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学生生活
与不同种族和不同信仰人士的接触
我对美国政治的兴趣
放弃农科，转习哲学
第四章 青年期的政治训练
公开讲演的训练
学习议会程序
对世界主义、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信仰
第五童 哥伦比亚大学和杜威
文科各系的教授阵容
杜威和实验主义
实证思维术
第六章 青年期逐渐领悟的治学方法
《诗三百篇言字解》
《尔汝篇》和《吾我篇》
论“校勘”“训诂”之学
第七章 文学革命的结胎时期
革命的导火线
孤独的文学实验大胆的革命宣言
第八章 从文学革命到文艺复兴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文学革命的数种特征
中国文艺复兴的四重意义
第九章 “五四运动”――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
陈独秀入狱的经过
“科学”和“民主”的定义
“问题”与“主义”之争：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
第十章 从整理国故到研究和尚
国学季刊发行宗旨
我在干些什么
研究神会和尚的始末
第十一章从旧小说到新红学
第一部“整理过的本子”
新红学的诞生
第十二章现代学术与个人收获
揭穿认真作假的和尚道士
老子比孔子更“老”

Page 3



《胡适口述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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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口述自传》

精彩短评

1、政治偏见是文化发展的最大阻碍
2、方正的数据库很蛋疼。读这本书，关键是读唐德刚的注释，至于胡适的自述，不如去看别的几个
版本。
3、德刚风格未尽显
4、唐德刚挺有意思的，不少地方专爱和适之先生抬杠。
5、唐德刚先生的详细注解是一大亮点～
6、注比传有意思。
7、唐德刚写的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李宗仁回忆录都是好书。
8、注比正文更有意思
9、胡适真的是现在的国人要好好读一下的大家。虽然学术造诣未必艰深，但态度和对生活的理解，
无论公私，都有消解戾气的良效。很多百年前的问题，至今也尚未解决。
10、90年代出版尺度还真宽，对毛爷爷大有微言也照刊不误...
11、治学启蒙书。
12、唐德刚的注看起来更生动
13、已经是第二本胡适的传记了，其实初步了解胡先生，倒是胡适之评传的信息量更大一些。这本书
的亮点绝对是笔者对胡适口述里事件的点评。可见什么伟人都有局限性，以后自己为人看事也学着谦
逊些，且不要尽信权威了。
14、在大山里读书多有感觉的
15、看得太过瘾啦~~快乐的阅读感觉 ~
16、胡适先生一直让学生面对时事保持冷静防止被别人利用。可是如果自己家都沦陷了，你还能静下
心来读书吗?那肯定是无良心之人。胡先生的自由主义观念太超前了，我想过几年中国一定还会兴起胡
适热，讲民主、争自由。
胡先生一生相随江冬秀，这一点甚是欣赏。
17、1.五四运动后，陈独秀便去了上海，不再与我们这些老友相见，《新青年》从此成了共产党的宣
传刊物2.新文化运动后，转头整理国故乃是建设之举3.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唐德刚是这句话的最佳
注解4.当称呼从适之先生变成胡适先生，您作何感想，是喜自己文化改良有成还是哀自己毁灭礼仪有
罪
18、注释和正文同样重要
19、注释甚至比正文还要多一下些，有很多知识点，不过只是泛读了一下
20、胡先生有趣，唐先生更有趣。
21、唐德刚的注释实在精彩。
22、见识了
23、时光不可逆转，心心相通
24、正文和注释相得益彰
25、未完。  假民主便远不如真独裁之能福国利民
26、初步了解了胡适之先生。钦佩他的眼界、学识和思想。权当了解胡适之的入口。
27、唐德刚为胡适的口述加的注脚不仅仅交代背景，而且有时候铺展开来比胡适的口述部分更长，而
且东拉西扯，十分有趣。比如从胡适的“治学有方”四字能扯到自己大二时的论文《中国郡县起源考
》；从呼市的白话文运动扯到自己小学时“喔喔喔”、“叮当叮”的朗读声⋯⋯结果就是注脚比正文
变得更好看⋯⋯
28、唐真幽默~ 胡真真实~
29、大师厉害，大师的爹更厉害。安徽文化需要了解了解。
30、了解胡适的一个重要窗口。唐德刚的译注和胡适的口述一样精彩，不可不读！
31、比胡适口述更精彩的是唐德刚极赋批判性的评论。
32、注释比正文还多，德刚就是这么风骚。。主要以胡总的留美经历为主，后半段更是突出政治话题
。。本人对政治不再感冒，则更提不起兴致。。胡总所倡导的要在“不疑处见疑”，被德刚反打一耙
。。我干咳两声，哎，疑的过多也会神经衰弱。。读死书和死读书，都是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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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口述自传》

33、唐教授的注释很精彩，加分不少。
34、我都读得错乱了，总是分不清哪里是胡适说话，哪里是唐德刚说话。这样的叙述最大的好处在于
有助辩证看问题，胡适刚说了一段马上被徒弟反驳了回去，而读者也会带着自己的看法参与其中，不
至偏听偏信
35、中规中矩，无甚特色。
36、真有意思
37、不曾改变
38、很有意思，注释几乎跟原文一样长，而且与其说是注释，不如说是唐德刚对老师胡适观点的解构
，但是丝毫不代表学生就冒犯老师了。
39、唐注尤精彩！
40、虽名为适之之口述，然内容乃是两代人，两“层”知识分子（胡是为尝民疾的精英知识分子，而
唐相对更了解下层）之间的对话。精妙之处是德刚敬重却不迷信胡适之，秉持史学家的态度，评价入
微得体。实为当代史学家所不及也！（现在史学工作者研究某人常常都有“翻案”之癖好，总认为自
己研究的人牛逼烘烘云云）
41、启发。柘锦借之。
42、写的不错，简单也较真实。。。
43、唐德刚注中写读书中大时泡茶馆的经历，很有意思。中央大学抗战内迁依附于重庆大学，重大内
以前有一处四合院名“饶家院”，旧为茶馆汇聚之地，不知道是否即是唐先生与友人清谈之处？我读
书时院落已拆，原址新建了30多层的主教，遗迹唯存一匾额，两石础而已。
44、相较于胡适的夫子自述，唐德刚的注释显然更有趣
45、空将爱恨人前说，不过年华笔底痴。
46、 家门口买到系列
47、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两年间对胡适有再认识，实在是开创了现代中国知
识分子的典范样貌。
48、不知为何 胡适的文字反而不如唐德刚精彩
49、唐先生的注更有趣啊~
50、幼年受诸子百家思想，后赴美留学，重新认识宗教和美国的民主政治，受杜威的实证主义影响较
深，回国后掀起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重估一切价值。包括推广白话文，重新输入西方文化及研究方
法，在思想史、宗教、考据学、训诂学等方面开风气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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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越来越多的人回忆和怀念胡适，或许是因为向往他的谦和、开明、雍度大方境界，或许是希望能
够达到他所指向的那片自由、民主之乐土。
2、　　胡适属于青年时就“暴得大名”的人，这自然缘于他所倡导的“文学革命”，尤其是他身体
力行的白话文写作。与他的文学创作比，他的学术成就要显著许多，“大胆怀疑，小心求证。”这话
简直成了他的代名词。譬如：他对《红楼梦》的研究，对曹雪芹身世的考证，不仅仅使得“红学”成
为一门“显学”，更重要的是把一种新的观念、新的方法引入了新文学运动后的知识界。　　对于有
强烈的“历史癖”的胡适来说，他一生还大力提倡传记文学，写了《四十自述》和《我的信仰》以及
回忆当年开始文学革命的《逼上梁山》等，在《四十自述》的“自序”中，胡适强调，自传的写作，
必须是赤裸裸的叙述，这样才能给“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他的这些自述，叙述了童年在
家乡，少年在上海，青年时代旅美，直到回国后的生活，既有生活上的悲欢和治学时的甘苦，也有思
想信仰的形成和学术观点的建立。十多年前我初读到《胡适自传》(黄山书社1986年第一版)，很为上
述内容吸引，�尽管胡适的自传比起既充满传奇又文采菲然的《从文自传》来说，显得有些枯燥单调，
但这毕竟是史家“赤裸裸的叙述”，并不能当“文学”来读的。　　与这本《胡适自传》相比，《胡
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要有趣得多，但这并非胡适的“成绩”，他的“口
述”其实更为“干巴”，只有骨头，没有肉。读起来有趣是因为唐德刚的“注解”。五十年代，胡适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了16次口述回忆，提纲携领地介绍了他的家世、求学、治学的主要经历和成就
。20年后，当年协助胡适完成这些口述的美籍华裔史学家唐德刚将哥大正式公布的录音英文稿，和自
己保存并经胡适手订的残稿，对照参考，综合译成中文，即《胡适口述自传》。这本“自传”最大的
特色，不在于胡适又说了些什么，是唐德刚根据他与胡适的交往，访谈中的质疑，问难和感想，再加
上唐氏自己旅美生活的见闻感受，在胡氏口述之外，加上了内容丰富，颇具知识性和趣味性的“译者
注”。这本“自传”可称具有唐氏散文风格的《胡适自传》。　　我原以为读过这两本胡适的《自传
》，对胡适已有了一个清晰的印象。谁料到历史老人和有“历史癖”的胡适之先生开了一个玩笑，让
后世有“历史癖”的学者抠出了胡适未必希望抖搂出来的“赤裸裸的叙述”，这就是《胡适与韦莲司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该书副题：“深情五十年”，透露出了埋藏在胡适心底的隐情，
也说明了提倡《自传》的写作必须是“赤裸裸的叙述”，只是一种理想境界。这本“深情五十年”也
可看作胡适的《自传》，至少是他“自传”的补充。该书内容系根据胡适和他的美国女友韦莲司相交
五十年间未被公开的书信。这些书信更接近于“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刻画”出了持续
五十年的爱情或说友情。书前插页有一张是胡适的墨迹：“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
简直可拿来作韦莲司对胡适痴情半生的注解。与这位一生在等待中度过的美国知识女性相比，品行为
世人所称道的胡适之先生倒显得有些渺小。当然，这也只是胡适的一个侧面，让人感叹和深思。
3、wikipedia:&quot;口述历史 是一种搜集历史的途径，该类历史资料源自人的记忆，由历史学家、学
者、记者、学生等，访问曾经亲身活于历史现场的见证人，让学者文字笔录、有声录音、影像录影等
。 之后，作为日后学术分析，在这些原始记录中，抽取有关的史料，再与其他历史文献比对，让历史
更加全面补充、更加接近具体的历史事件真实。&quot;《胡适口述自传》就是唐德刚负责的哥伦比亚
大学口述史的中国部分，而这本自传的主角是唐德刚崇敬的老师胡适之先生。这本胡适先生的口述自
传当然极具历史价值，但本书更出彩的是唐德刚的注解。唐德刚本人是个史学家，又比胡适晚几十年
来到美国，接受了更加规范的社会科学放买你的训练，又因是后来人，所以他的一些注解往往意见于
胡适本人相反，甚至直接提出批评，读来相当有意思。以下就是唐注中对胡适之先生提出反对或批评
的笔记部分。P5.洪杨起事之前，我们聚居的胡适一族总人口约在六千上下——当然也包括散居各地经
商的族人在内——大半务农为生。唐注：⋯⋯绩溪是皖南山区里的一个小县，人口甚少，有这样六千
人聚居的大族，是件不可想象的事。⋯⋯.P10.太平军复灭后的第二年（1865），我族再作第二次的人
口调查，拟再按人口派捐，重建宗祠。调查所得，乱吼剩余丁口不过一千二百人左右，人口减少了百
分之八十。唐注：⋯⋯铁花先生对当时徽州一带受劫的情形记述甚详。如果他们胡适一族的人口在四
年之乱中便死掉百分之八十，他的记录中一定有更多骇人听闻的故事。但是全稿中似乎只提到他原配
冯氏死难一事，未见有其他死难的记述。所以一族人口损失八成的情形，似乎不大可能。洪杨乱前他
们胡适全族人口为”千六“被误为”六千“，倒比较可信。P28.多年以后，当洛克菲勒基金会拨款修
建那远近驰名的纽约的”国际学社“（International House）时，穆德的儿子便是该社的执行书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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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口述自传》

特地在此提出说明这个国际精神，并未中断。唐注：纽约的”国际学社说穿了便是一座世界各国留美
学生所杂居的观光大酒店。其中嘈嘈杂杂；美式的，乃至世界各式的声色犬马，应有尽有。⋯⋯胡适
之先生是位有思想的哲人，但是一个人的思想很难跳出他青少年时期所热爱的环境和岁月。所谓“不
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罢。P29.我个人第一次对教友会的历史发生兴
趣和接触，和对该派奇特而卓越的开山宗师乔治·弗克斯的认识，实由于读到《欧洲文艺复兴大师》
伏尔泰有关英国教友会派的通信。这一认识乃引起我对美国教友会的教友很多年的友谊。唐注：⋯⋯
胡适之先生乃至和胡氏同辈的有观察力、有学养的老辈留学生，他们言必称美国，并不是如一般洋奴
大班的“崇洋”。只是他们早年，乃至暮年，，对美国基督文明的感染，就始终没有跳出笔者上述的
那个阶段。⋯⋯见贤思齐，他们难免自惭形秽。至于WASP幕后还有些什么其他的花样，又怎是胡适
当年这批二十多岁的中国青年所能体会的呢？也更不是后来一些隔靴搔痒的名流学者所能透彻了解的
了。⋯⋯胡适之先生那一辈的留美学生但见洋人之长，而未见其短，或讳言其短，实是无可厚非。⋯
⋯P30.我和一些犹太人也相处得很亲密。⋯⋯在我阅读《圣经》，尤其是《旧约》。之后，我对犹太
人真是极其钦佩。唐注：⋯⋯胡适之先生是为聪明人，和目光锐敏的社会观察家，对各民族性的短长
所在，他焉有不知之理？只是他是个国际性的学者，一言九鼎，为盛名所累，他就只能报喜不报忧了
。胡氏一生为言论自由而奋斗；可是晚年的胡适之在学生上是在没有享受到他应有的”自由“，这便
是他在盛名之下，自我限制的结果。P35.我们合雇了一位爱尔兰的村妇，帮忙打扫，她每周来做一次
清洁工作。在1916年大选之前（那位妇女尚无投票权），我问她说：”麦废夫人，你们那一选区投哪
位候选人的票啊？“唐注：⋯⋯就在全美排华最烈之时，也正是胡适之先生这一辈“庚款留学生”大
批来美之时。而这批少爷小姐们留美期间，对上层白种美国人，真是桃花潭水，一往情深！而对再次
邦受苦受难的最下层黄皮肤的自己同胞，却未听过他们说过一句话，或写过一个字！也真是咄咄怪事
！吾人今日回头检讨近百年来我国留美教育史，对这一点，真不能不有所警惕！P38.因此我后来在公
开讲演中，便时时告诫青年，劝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学习前途的选择，千万不要以社会时尚或社会国家
之需要为标准。他们应该以他们自己的兴趣和秉赋，作为选科的标准才是正确的。唐注：胡适是个“
大学者”、“大师、⋯⋯总之是个有大”成就“的人。可是这个世界里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都可
说是”没有成就“的普通人⋯⋯但是”正当职业“不是完全受个人兴趣只会的，它要以社会、国家和
团体的需要而定。⋯⋯总之胡适之先生那一辈的老知识分子，头脑里始终未能摆脱科举时代的旧观念
。受教育的人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要锥处囊中。P40.所以当我自农学院转入文学院，我已具备了足
够的学分（有二十个英国文学的学分），来完成一个学系的”学科程序“。唐注：⋯⋯我坦白告诉我
的学生（尤其是中国学生）学历史和亚洲文化，在美国是没饭吃的。我劝他们”兼修“异地爱你电脑
、教育、或会计一类实际一点的的课胡适之先生如仍健在，他听到笔者对学生的劝告，一定大不以为
然。因为胡先生所要教的是一些些将来和他一样”有成就“的雪人专家；笔者所要教的则是一些和我
一样”没有用成就“，但却有个”正当职业“的普通人。P52.那是我因为（转系的关系）留学的生活
费被缩减；同时我还要抽点起那来接济母亲，所以生活甚为窘困。唐注：⋯⋯那时公、自费留学生一
旦出国，真是立地成佛，⋯⋯由留学生变质的官僚，因而逐渐形成一个标准的职业官僚阶层，他们眼
中那里还有汗滴禾下土的老百姓呢？⋯⋯所以我后来听到适之先生说，他在1912年，每月八十元的生
活费被扣掉十五元而大哭其穷之时，我不觉学者一句四川话想他老人家说：”胡老师，你穷啥子啊？
“⋯⋯庚款留学生是近七十年来我国建国的栋梁之材。但是这些栋梁和一般中国老板姓距离多远啊
！P56.那个世界学生会有个习俗，便是有不同种族的学生分别举办不同种族的民族晚会⋯⋯就是在这
些不同的民族晚会里，我们对各种民族不同的习俗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更重要的还是各族学生间社交
的接触和亲密的国际友谊之形成，使我们了解人种的图案及额和人类文明基本的要素。唐注：⋯⋯我
就奇怪为什么胡先生六十多岁了，对这些当年的”儿戏“还兴致未减那？仔细想想也没啥费解。因为
一个知识分子的”大学时代“——这个知识上的”成熟期“——实在是他一生的黄金时代。在那智窍
初开之时所接受下来的东西，是毕生眷恋不置的。⋯⋯胡老师之眷恋康奈尔不是同样的心情吗？至于
那些”民族晚会“的实际价值如何，自然又另当别论了 。P80.唐注：青年期的胡适是被两位杰出的英
美思想家——安吉尔和杜威——”洗脑“了；而且洗得相当彻底，洗到他六十多岁，还对这两位老辈
称颂不置，这也就表示胡适的政治思想，终其生没有跳出安、杜二氏的框框。⋯⋯安吉尔、杜威这两
位白面书生，书生论政，见不及此，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二人皆”身在此山中“。像胡适之先生这
样的从半殖民地出来的黄面书生，在国际政治上也和他们大唱其同调，不是很可笑的事吗？！后来我
访问胡先生，我看他老人家无条件服膺杜威的情形，心中亦不以为然。但是胡公虽然一辈子鼓励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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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口述自传》

”怀疑“，他自己却不大院人人家对他底思想有所”怀疑“。笔者因而也就未敢过分的唐突西施。可
是适之先生是决定聪明和极度虚心的。我们底字里行间式的聊天，曾惹起胡先生用了大笔血汗存款，
托我替他买了十来本研究杜威的新著。适之先生求学于清末民初之际。那时孔家店已不倒自倒。思想
界一片空白，青年知识分子乃四出”求经“。可是这些洋”经“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信息那、太高
明了。在泰山压顶的西风东渐之下，他们完全丧失了”学术自主“的信心（事实上也无此能力），因
为新学问对他们只有”皈依“的份，哪里谈得到怀疑呢？幼年既无力怀疑，也无心怀疑，年老功成业
就，已成了开山宗师，东方一世祖，自然就更不会怀疑了。P88.这显然是我自己心理上有点失调，使
我对两年研究院内的经济课程一无所获。唐注：笔者前在《忆胡》第二篇中，曾提及不懂经济是胡先
生谈政治的致命伤。这里是他老人家有趣的“夫子自道”。P97.事实上治学方法，东西双方原是一致
的。双方之所以有其基本上相同指点，就是因为彼此都是从人类的常识出发的。唐注：从这几段都可
看出胡先生于1917年返国以后，在“西学”上没有跟进的迹象。P118.在我留美期间，当我想读点中国
书籍的时候，我就读了些宋人以前注释的旧典籍，尤其是《十三经注疏》中的《诗经》。唐注：如果
我们说“天下饥馑于不顾”去搞什么“明心见性”为本末倒置；则胡先生“置天下饥馑于不顾”而去
倡导什么“训诂、校勘”，乃至于“自由、容忍”，不也是与时代脱节吗？会议抗张胜利之后，举国
学潮汹涌。笔者这一辈的知识分子那时正是这学潮正反两面的中坚。在这个学潮中，所谓胡适思想简
直未发生任何作用。主要的原因便是他与时代完全脱了节。胡适之先生在本章所说的“治学方法”，
原是学术界的奢侈品；奢侈品只有在像我国的乾嘉之世，或今日富强甲于全球的美国，才能大排用场
。P133.唐注：所以胡适之先生求学时期，虽然受了浦斯格和杜威等人的影响，他底“治学方法”则只
是集中西“传统”方法之大成。他始终没有跳出中国“乾嘉学派”和西洋中古僧侣所搞的“圣经学”
的窠臼。⋯⋯所以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发展的对照之下，适之先生的治学方法，事实上只能算是现代
学术中的一种“辅助纪律”。所以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发展的对照之下，适之先生的治学方法，事实
上只能算是现代学术中的一种“辅助纪律”。适之先生之所以乐此不疲者，实在是因为他幼而习、长
而行，考据成癖。还有就因为他是个“老辈”。老辈们搞老辈的学问。你要他不知老之将至，而向后
辈不断跟进，是做不到的，尤其享有盛名的“老辈”。P140.梅君与我为文学改革引起了一场辩论；也
就是因为他对我改革观念的强烈反对，才把我“逼上梁山”的。唐注：胡适之先生之所以一棒把“中
国文学”打成“文言”、“白话”两大段，便是他对中国社会经济史毫无兴趣而把中国文学史孤立了
的结果。p141.意外事件往往比“单因”——例如经济、色欲、上帝等等——更为重要。上述这些“单
因”对历史上所有的事件，皆可解释。正因为他们对所有的时间皆可加以解释，他们也就不可解释任
何事件了。⋯⋯同时我得出一个结论：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我
认为一种文学的活力如何，要看着恶意文学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活或垂死的工具。当一
个工具活力逐渐消失或逐渐僵化了，就要换一个工具了。在这种嬗递的过程之中去接受一个活的工具
，这就叫做“文学革命”。唐注：”中国文学史“是否就只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呢？这里
胡先生只注意到”形式“而忽视了”内容“。殊不知在中国文学史上，由于”工具的不同，他所制造
的产品“内容”也不同；使用这些不同工具的作者的“社会地位”也不同。对这些问题研究的人都应
当做一点“社会科学的处理”才好。“唯工具论”也只是一种“单因论”。P158.唐注：⋯⋯所以我国
古代士大夫做旧诗，和当代士大夫做新诗，其基本的社会意义和性质是完全一样的。因此胡适之的“
文学工具论”不是全无道理的，但是他所能解释的范围，实在太狭隘了。P176.唐注：第一，文学革命
和其他任何“革命”一样，它的功过如何，是不能让“革命家”本人去自吹自擂的。⋯⋯P180. 唐注：
中共的作家们，大相信毛泽东的老师胡适之了。结果迷胡不化，把我们中国美好的语言传统，弄成个
那样不堪一读的，不三不四的东西！胡先生告诉我：“共产党历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毛
泽东“写得最好”的原因便是“我的学生毛泽东”没有完全遵从他的“老师”指导的缘故。P180.唐注
：“五四”时代“新青年”派李的启蒙大师们，和“新潮社”里那批启蒙小师们，那时都是一些闻一
以知十的才人。大家都欢喜思而不学地作大假设，下大结论。事实上那时我国的“现代学术”尚未萌
芽。他们的“启蒙”之功不可没；但是那时的“现代学术”还不足以支持那样大的结论。P169.所以在
中国可能就是缺少了这种文人学士们有意识的认可——他们认为官话没有文学上的价值——而把官话
（白话）鄙视了一千多年。可是只经过为时不过数年的提倡，这个久经鄙视的“俗话”，便一跃而生
个成为“国语”了。唐注：若论对“俗文学”的提倡，十七世纪的金圣叹比而是实际的胡适之可能就
有过之无不及。但是金、胡二公的下场何以如此不同？就颇值得吾人深思了。他二人如易时而处，试
问胡适之又能玩出什么花样来？这就是笔者一再认为，中国文学史不能与中国社会发展史分开来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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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因。P183.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
。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唐注：胡适之先生是老一辈的“文化学者”，而不是一位
“社会科学家”。他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当成两回事，便是纯粹从一个“文化学者的观
点”出发的。PP224.唐注：在胡先生著作里，比较接近“科学”（社会科学）的，要算是他《井田辩
》里那几篇文章。其实吾人如把那几篇文章认真读一下，便会发现他们辩者双方，连“井”是个什么
东西也没有搞清楚，遑论“井田”。⋯⋯胡适之先生在那场有关“井田”的笔战里，可算把古书翻遍
了，但是他始终没有搞出什么新答案，其关键便是搞“整理国故”，也应有一点sosial science approack
才好。P228.我们的胡老师就是个，最高明的“入世的学者”，他老人家哪里能谈禅！P251.刚按：这里
适之先生气得胡子乱飘的情况，是他老人家太“科学”了。研究宗教，他过分侧重了学术上的“事实
”，而忘记了那批搞禅宗佛学的人，却很少是研究“思想史”或“训诂”、“校勘”的人。他们所追
求的往往侧重于生命的意义，和情感上的满足。P274.唐注：本来文学的好坏是决定在一般读者的好恶
。文学批评家们，越俎代庖，硬说某种体裁好，某种体裁坏，都是他们自己的私见；而“私见”与“
公见”往往也相去甚远。胡先生来个恶言恶语，把“四六文”骂成“杂种”，犯的就是这个毛病。⋯
⋯这种“美感”也是柳宗元所说“锦心绣口”，岂是“实验主义者”所可一点一滴地“实验”出来的
。对文艺灵感不深的胡老师，还以少说为是！
4、当初买时看重老唐的注，小字，详细。我对注释详细的书感兴趣，一则阅读方便，这大概与经常
看古文有关，因笔者的古文水平有限，须得借助注释才能看懂，自然注释越详细越好；一则注释也是
一种创作，于原文自然能看出原文作者之文心，而于注释之中亦能看出注释者之用心，一书而具两心
，岂不是双核CPU？年节回家，于麻将扑克一道实在提不起精神，于是一日数章，不觉中竟也看完。
于是写此读后感。此书作者当然是胡适之先生，但先前也看过《四十自述》和一些回忆性散文。这里
的口述大多也不过是其复述，所以读时并无多少感觉，不过后半部有适之先生对于自己大半生的功过
总结，这倒是有趣得紧。因我辈读书时，高中历史中就有介绍“新文化运动”及“‘问题’与‘主义
’之争”章节，及长，也阅读过胡氏的著作及评价的文章，心中亦有一胡适在。余一直将其定位为现
代思想文化的启蒙者，擅长交际，热衷政治。而于学术一途从不敢苟同，因在笔者心中有一思想作怪
，学问做的好做的专业的，总不应该是整天交际的，虽也看过几篇胡氏的学术文章，但心中不以为然
，况胡氏的不少著作都是半部或仅开头的。想看其自我评价的心理，其实正如看一人为自我辩解一样
有趣。于是，细读。适之先生的夫子自道自然不离其思想启蒙的意义及其现代治学方法的开创，并于
此有其实践。此二者确实意义重大，常人有其一即可傲视群雄，更遑论于此。但有一则却是出乎笔者
意料之外，适之先生反对“五四运动”，认为是对“新文化运动”的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原来在他
老人家心中也有一份想将文化与政治割裂的情怀，自然，历史告诉我们这只能是个人的情怀。老唐也
在后文的注释中提出了客观的反对意见。及此，不得不提老唐的注释了。余以为本书最大特色即在此
。注释很详细，很长，很“废话”，但却读来饶有兴味，不仅有注释也有评论，不仅有评论还有考证
，还有往事回忆和自己的切身体会及感想等，这等注释真是令笔者大开眼界，自然与笔者的孤陋寡闻
亦有关系，但确实比一般的著述还要来的妙。评论允当，文笔诙谐，读来意味尤长，不愧有“唐派散
文”之称。其实几年之前就闻唐德刚大名，当时书店网站热卖其书。中国很奇怪，学术经常成流行文
化，学术大师也经常成流行偶像，如陈寅恪、季羡林等人即是典型。偏偏笔者有反感流行的毛病，于
已知的国学大师人物倒没什么，而于不知道的则一概有意避之，于是这本书算是我接触唐德刚的第一
本书了。
5、之前并没有看过关于胡适之的东西。看这本口述也是为了寻些资料的。唐先生痞子风格的译注比
口述本身精彩许多。值得读读。
6、引子：“老顽童”李敖走了一趟大陆，让祖国大陆的同胞们见识了他“谁都敢骂和谁都骂”的风
格。胡适是他唯一只捧不骂的近代人物，还捐了钱为胡适在北大塑像，为此“老顽童”也颇为沾沾自
喜，逢人就说，以为大荣耀。在演讲中也多次提及他的这位恩人和精神导师。奇怪的是，李氏大陆行
红遍大陆学界，可是李氏反复推崇的胡适却依旧寂寞如故，论者寥寥。怪哉！唐德刚的这本《胡适口
述自传》很有意思。文末“注释”中那种娓娓道来的笔调，亦庄亦谐，趣味盎然。从某种视角来看，
这“注释”意义甚至超过了正文。与其说是注释，不如说是一种评论。出版者将其一概排版于每章之
后，实在不智。如以楷体随文排版，信手注文对照而阅，必令阅读快感大增。略举其中一斑。胡适之
晚年对唐德刚说：“现在台湾青年写信给我，都称我‘胡适先生’⋯⋯‘胡适先生’，也很好！也很
好！”依照吾国传统习惯，直呼其名乃无礼之行为。所以，当面称呼他人一般使用其字号。如孔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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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仲尼，诸葛亮之为孔明；在近现代则有孙文之为中山，毛泽东之为润之。如今的中国人礼俗已经国
际接轨，直乎其名，不以为怪。唐调侃道，吾辈所识者，胡适之也，今日青年所识者，胡适也。吾书
（指《胡适口述自传》）所记者胡适之也。至于胡适，自有识胡适之今日之青年者记之矣。（大意，
读的是PDF电子版，查询颇烦。）唐德刚所说不假。胡适之之与胡适颇为不同。门生弟子若顾颉刚、
唐德刚之师长的胡适之，是“少谈主义多谈问题”，“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那个“不为人惑”的国
学大师；而后世青年引以为先驱的胡适，则是“必须承认我们百般不如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
的那个“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的启蒙者。诚然，胡适与胡适之毕竟是同用着一个躯体，这个躯体似
乎也未曾有过精神分裂的疾病。现在的人们也许很难理解，一个鼓吹杜威实用主义科学方法的人，如
何会说朱熹以至于清代汉学的考据即是科学方法的体现？其实平心静气地读读胡氏的作品，其实不难
体贴出几分深意。我最推崇的胡氏著作是《说儒》。如今唐氏在他的评点中也极力推崇胡氏的这篇早
年之作，确是深契吾意，颇有知音之感。唐氏甚至将《说儒》称为胡毕生最高的学术成就，乃至于“
近代中国学术之黄金时代——30年代的最高学术成就”。（当然指的是文史之学）是否有过誉之嫌？
无论如何，我也以为《说儒》的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是被低估了。有心人不妨找来再读读吧。你可能
早已认识那个叫做“胡适”的先生，我建议你不妨也认识一下这个叫做“胡适之”的家伙
。http://blog.donews.com/klaas/archive/2005/10/19/593340.aspx
7、上周偶然买之，今日终于读完，懒散的读完，对了解近代史，了解胡适其人还是有帮助的，毕竟
是其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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