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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自选集-现代名家自选集》

内容概要

《胡适自选集》初版于1933年，包括五组文章，涵盖了胡适主要的研究领域，是胡适对自己思想的文
字总结。“我现在从这三集里选出了二十二篇论文，印作一册，预备给国内的少年朋友们作一种课外
读物。如有学校教师愿意选我的文字作课本的，我也希望他们用这个选本。”读了这个选本，可以对
胡适有一个初步而不肤浅的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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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自选集-现代名家自选集》

作者简介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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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兴趣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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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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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组
演化论与存疑主义
杜威先生与中国
杜威论思想
问题与主义
新生活
新思潮的意义
第二组
科学与人生观序
不朽
易卜生主义
第三组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漫游的感想
请大家来照镜子
第四组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尝试集自序
文学进化观念
国语的进化
文学革命运动
词选自序
第五组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古史讨论的读后感
红楼梦考证
治学的方法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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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Materialistic），而尊崇东方文明为精
神的（spiritual）。这本是很老的见解，在今日却有新兴的气象。从前东方民族受了西洋民族的压迫，
往往用这种见解来解嘲，来安慰自己。近几年来，欧洲大战的影响使一部分的西洋人对于近世科学的
文化起一种厌倦的反感，所以我们时时听见西洋学者有崇拜东方的精神文明的议论。这种议论，本来
只是一时的病态的心理，却正投合了东方民族的夸大狂；东方的旧势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气焰。我
们不愿“开倒车”的少年人，对于这个问题不能没有一种彻底的见解，不能没有一种鲜明的表示。现
在高谈“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人，往往没有共同的标准做讨论的基础，故只能做文字上或表面
上的争论，而不能有根本的了解。我想提出几个基本观念来做讨论的标准。第一，文明（Civilization
）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第二，文化（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第三
，凡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一是物质的（Material），包括种种自然界的势力与质料；一是
精神的（Spiritual），包括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
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我想这三个观念是不须详细说
明的，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人都可以承认的。一只瓦盆和一只铁铸的大蒸汽炉，一只舢板船和一只大汽
船，一部单轮小车和一辆电力街车，都是人的智慧利用自然界的质力制造出来的文明，同有物质的基
础，同有人类的心思才智。这里面只有个精粗巧拙的程度上的差异，却没有根本上的不同。蒸汽铁炉
固然不必笑瓦盆的幼稚，单轮小车上的人也更不配自夸他的精神的文明，而轻视电车上人的物质的文
明。因为一切文明都少不了物质的表现，所以“物质的文明”（Material Civilization）一个名词不应该
有什么讥贬的涵义。我们说一部摩托车是一种物质的文明，不过单指他的物质的形体；其实一部摩托
车所代表的人类的心思智慧决不亚于一首诗所代表的心思智慧。所以“物质的文明”不是和“精神的
文明”反对的一个贬词，我们可以不讨论。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1）什么叫做“唯物的文明”，
（Materialistic Civilization）（2）西洋现代文明是不是唯物的文明。崇拜所谓东方精神文明的人说，西
洋近代文明偏重物质上和肉体上的享受，而略视心灵上与精神上的要求，所以是唯物的文明。我们先
要指出这种议论含有灵肉冲突的成见，我们认为错误的成见。我们深信，精神的文明必须建筑在物质
的基础之上。提高人类物质上的享受，增加人类物质上的便利与安逸，这都是朝着解放人类的能力的
方向走，使人们不至于把精力心思全抛在仅仅生存之上，使他们可以有余力去满足他们的精神上的要
求。东方的哲人曾说：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仓凛实而后知礼节。这不是什么舶来的“经济史观”；这
是平恕的常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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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古代有一则寓言说，狐狸想吃葡萄，葡萄太高了，他吃不着，只好说“我本不爱吃这酸葡萄！”
狐狸吃不着甜葡萄，只好说葡萄是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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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有狂病的人又进一步
，索性回过头去，戕贼身体，断臂，绝食，焚身，以求那幻想的精神的安慰。从自欺自慰以至于自残
自杀，人生观变成了人死观，都是从一条路上来的：这条路就是轻蔑人类的基本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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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胡适自选集》编辑推荐：人人都知道的一代大家，读他们自己认为最好的作品。在忙碌的时代轻松
读经典，得到最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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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我在这十年之中，出版了三集《胡适文存》，约计有一百四五十万字。我希望少年学生能读我的书，
故用报纸印刷，要使定价不贵。但现在三集的书价已在七元以上，贫寒的中学生已无力全买了。字数
近百五十万，也不是中学生能全读的了。所以我现在从这三集里选出了二十二篇论文，印作一册，预
备给国内的少年朋友们作一种课外读物。如有学校教师愿意选我的文字作课本的，我也希望他们用这
个选本。 ——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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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论国学 之前的 所有篇章 都挺不错 .  逻辑之缜密 .
2、老生推荐 现在看来适用度当然打了一定折扣  多么适合年轻人的读物啊
3、一百年后的今天，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人文主义的魅力
4、有理性思维的作家
5、喜欢胡适的思想，，，
6、有喜欢的几篇，也有读不下去的几篇。拖了好久才翻完，后面几篇实在不对胃口。
7、胡适真的是我的男神啊！大师称号无可厚非！
8、有些东西是值得思考的。
9、精华在前一百页
10、很不错，无论书还是内容，胡适是近代金字塔尖上的学者，他的思想，观念，精神永不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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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读期间，师从约翰·杜威，终生服膺实验主义(杜威式的实证主义)
（pragmatism）哲学。北大学生对教师素来挑剔，北京大学学生顾颉刚介绍傅斯年去听胡适上课，以
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赶走。傅斯年听了几次课以后，他评价胡适：“这个人
，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胡适很喜欢“谈墨”，他认为“
欲知一家学说传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订这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如今讲墨子的学说，当
先知墨子生于何时。”其中的兼爱思想成了胡适一生的品德。胡适还认为“天人感应”是汉代儒教的
根本教义，而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响。1921年，梁启超将作品《墨子》笺注辑为《墨经校释》四
卷，送请胡适作序。胡适在这篇长序赞美任公的贡献，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墨子不曾见到战
国名将吴起的死——吴起死时，墨子已去世多年，而且墨学已是一种宗教。任公常说：“绩溪诸胡多
才，最近更有胡适之。” 
2、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意义重大，其使红学的面貌为之一新。其成果极大地超越了以王雪香、张
新之和姚燮为代表的题咏、评点派红学，也超越了以王梦阮、沈瓶庵、蔡元培等为代表的索隐派红学
，将红学研究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真正地将其纳入到了科学研究的范畴。 　　胡适红学研究
的著述颇多，其代表作有《红楼梦考证》、《考证&lt;红楼梦&gt;的新材料》、《曹雪芹家的籍贯》、
《谈&lt;红楼梦&gt;作者的背景》、《&lt;石头记&gt;一材料》，此外胡适与顾颉刚、蔡元培、钱玄同、
周汝昌等人还有大量讨论《红楼梦》的信件。 　　胡适热爱《红楼梦》，可以说他有着深深的红楼情
结。1949年他即将离开陆时，许多珍贵藏书顾不上带走，但却将甲戌本《红楼梦》视若珍宝，催促周
汝昌尽快还回以便带走，后来他从台湾到美国又将其远渡重洋带到美国。自1921年3月发表《红楼梦考
证》初稿，到1962年逝世，胡适终生关注、追踪红学研究，胡适逝世前留下的最后一封信（1962年2
月20日“致金作明”），还是谈《红楼梦》的。无论是研究红学，还是研究胡适，都不可轻忽“胡适
红学研究”的价值与地位。
3、邵建先生将自己这部著作命名为：《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这个名称看似平常
，在我看来，其实却是有深蕴寄予内里：其一，所谓“知识分子”，是些有独立的思想品性、坚执的
精神操守，并且具有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切热情和理性判断力的人们。他们当然有自己的“专业领域
”，但与一般“专业人士”不同，他们更表现出一种人世关怀与现实关注的品格，其行其言具有更广
泛的文化担当，所以他们常被誉为“社会的良知”。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当下中国自然尚为稀有，
在一个高度体制化的社会场域内，充斥着谨小慎微的“专业人士”，他们被整合为庞大的“知识阶层
”——但他们不是“知识分子”。上世纪初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从“士大夫阶级”的历史躯壳中艰
难降生，胡适与鲁迅则是其间有代表性的两位，他们各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大建树，更对“中国
问题”表现出忧心焦虑与深邃思索，因而具有真正的“知识分子”品格。我想，邵建先生在书册题名
中，即点明其论说对象的“知识分子”属性，实际隐含着某种当下性召唤：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
，何在？其二，“胡适”、“鲁迅”，以“与”并置而列，在并行比较的学术实践中，作者强调其学
术基点的中立性，表达着公正评说历史人物的主体追求。公元1949以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段——或
许它还延续至今，胡适一直是大陆文化语境里一个负面的存在物与被“批判”对象，而在所有“批判
的武器”中，鲁迅犀利如“匕首”、“投枪”般的杂文，通常是最有效的利器。对于鲁、胡当年的文
坛论战，我们这些后来者的理解“定见”，直接为鲁迅的观念牵制，而更深的主宰性因素则是——20
世纪中国曾经愈演愈烈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其登峰造极处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无法
静心好好听听胡适当年的论说，其实那时我们压根儿就寻不见他的文本，它们长期被“屏蔽”在历史
的“背阴处”，在专制极权的政治操弄下，当年平等交锋的鲁、胡双方，后者一方（胡）被取消了同
等话语权，历史的对话就此被“虚构”成“一边倒”的“大批判”——这是被扭曲的一段历史。邵建
先生将论说对象鲁、胡并置的中立态度，显然有“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思虑；而因为长久以来，胡适
及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被压抑”的文化处境，邵建的评说也显见“矫枉”的叙述意图。二就更
阔大的文化视界而言，“胡适”与“鲁迅”，这两个私人符号，其实早已成为两个文化符码，标志
着20世纪中国两种不同的文化选择。他们当初同属《新青年》知识群体，在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
”的年月，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践行着中国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文化职责与社会道义；其后，
两人走向不同的文化“路径”，邵建概括：“五四两位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一个从启蒙理性遥遥奔赴
苏俄社会主义，一个依启蒙理性力践英美自由主义”——前者是鲁迅，后者则是胡适。我并不认为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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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鲁迅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的思想“倾向于”社会主义，因此用“奔赴苏俄社会主义”归纳
晚年鲁迅精神世界，在我看来并不精确，它显然没有充分关注鲁迅思想的独特性。在现代中国，鲁迅
特立独行，无法归类，他自己因此而孤独、绝望，其思考自有深刻老辣处，也无可避免存有缺陷与不
足。他青年时就认同拜伦等“魔罗”诗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以后也自认心内有“鬼气
”——其实是一种颠覆的力量与冲动，这使他与20世纪的“革命”发生了某种精神共鸣，但鲁迅又始
终对“革命”抱持怀疑与警惕，且不相信一切有关未来“黄金世界”的构想与许诺。不断有人指责鲁
迅“偏狭”、“好报复”、“一个都不宽恕”——就事论事，其间某些评说也不无道理，但设若就文
化历史意义论，鲁迅的怀疑精神对一个因专制悠久而奴性深厚的族群，却是建构现代个体精神的有效
资源。如果说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孤独“战士”，胡适则像一位“绅士”。我们曾经在某种意识形态语
境中，将“绅士”作贬义解读，并将胡适矮化、丑化、甚至妖魔化，但真正的绅士自有教养与操守，
且坦荡而磊落。胡适，这个老中国的文化传人，身受欧风美雨滋育，意欲在数千年专制土壤上栽种民
主政体的树林，其体制改良与制度设计用心良苦——你可以不赞同他的理念与主张，但他不断碰壁的
一生“实验”，也是现代中国的一份珍贵遗产。三在我看来，“解放思想”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
，当代中国最富成果的精神收获，直到如今我们犹然受用其惠赠。在次第“开禁”的视界中，历史也
逐渐还原其本真面目，比如今天，我们有可能静心好好听听胡适当年的声音与论说，而在鲁、胡当年
的历史“对话”中，超越一面之词的牵制，于“两面之词”间发见历史深处的真相。兼听则明——不
幸我们却正如鲁迅当日所言，生活在“瞒”和“骗”的境地中。其实，作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位
代表，无论是胡适还是鲁迅，长久被歪曲、误解：就在胡适被妖魔化的年月里，鲁迅被推上文化“神
坛”——这是特定政治对历史人物的肆意拨弄，无论鲁、胡均被极权政治用作演戏的道具。这实在与
他们自己无关，鲁迅早已作古，胡适也远离大陆——退一步说：即便身在现场，又能怎样？对于自家
身败名裂他定然也无能为力，弄不好还得头破血流，甚至被“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掉”。无论如
何，能够将胡适与鲁迅并置研究，毕竟已是历史的进步。我无疑消弭这两位“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
的精神界限与思想差异，但在我意识里，他们是现代中国的两份丰厚遗产；并且，我还得补充强调的
是：且不要盲从任何的“定见”，在鲁、胡之间简单而草率地作孰是孰非的选择与判断，先静心好好
倾听他们的论说，认真读读他们的文本，而后再自己想想⋯⋯
4、胡适晚年期的思想，与他中少年期的思想没有什么出入，所以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说，读过胡适《
四十自述》的人，在这一本口述（《胡适口述自传》）中很难看到新东西。但是唐德刚先生在《胡适
杂忆》提到：“所以吾人要了解晚年的胡适思想，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际，于私人朋友谈笑之间求
之。胡先生没有梁任公那样憨直。对自己思想挑战的文章，在胡氏著作里是找不到的。” 　　余英时
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称：“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我们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
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
命》也说：“他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在《从
〈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又称：“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
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我们也不能过分低估他的哲学知识，
他在美国最后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学训练已达到了当时的一般水平，足够他研究中国哲学史之用了。”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书中给他相当高的评价：“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中
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
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
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5、胡适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更是人们眼中的“自由主义斗士”。即使是对被软禁的封建帝
王，也能报以人文关怀。胡适对已经退位十年有余的溥仪不卑不亢，与皇帝之间分庭抗礼，“他称我
为先生，我叫他皇上”。即使卷入舆论的漩涡，他也能风骨犹存，为了自己的民主自由，甚至不惜以
身试险去劝说袁世凯、吴佩孚、段祺瑞等多名军阀。在人们狂热的打倒一切的革命旋风中，依然能保
持自己的理性思维，并提出“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的一生是不卑不亢，不向权贵低头的
一生，正如他的老师，哲学家杜威一样，是一个比较倾向于自由派的教育家，不希望向权威低头的斗
士。尤其是在1960年，蒋介石准备再次当选总统之时，胡适挺身谏言，劝说蒋介石放弃权利，不要参
加选举；并提议用不记名的投票方式选举出新的总统。当然这些话语，却不为蒋介石所接受。然而胡
适就是胡适，永远笑呵呵地向人们阐述他的民主、自由，和他心中的理想社会。
6、之前并不是很喜欢胡适的文字，可能是被那两只蝴蝶影响的吧，年龄越来越大，知道的事情越来

Page 10



《胡适自选集-现代名家自选集》

越多，发现社会远不像当初在象牙塔中想得那么美好，那么值得向往，面对这个并不美好的社会，畏
惧，抱怨⋯⋯读胡适的文字很偶然，是在别人的一本书中窥到了其思想的一丝足迹，像一缕清风，在
这炎热的季节给心灵降了温。很多人诟病胡适，但不得不承认，他的文字是温暖的，对于这个社会，
冷嘲热讽的人太多了，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我更喜欢冷静的思索，然后提供温暖的力量，相信并敦
促这个社会一点点变化。我相信，我们每个人什么样，我们的中国就什么样。真正的英雄是知道这个
社会的本质，然后能依然乐观生活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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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胡适自选集》的笔记-第2页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一、辩证法：思辩性与实证性相统一的辩证法的发展有一个过程。辩证法发展的第一阶段是通过辩论
达到真理，是辩证法发展的思辩阶段；第二阶段是揭示宇宙发展的普遍规律，是辩证法发展的实证阶
段；作为思辩与实证相统一的第三阶段是前面两个阶段的综合，即 思辩性与实证性相统一的阶段。如
果说第一阶段是认识论的辩证法，第二阶段是本体论的辩证法，第三阶段则是本体论和认识论相统一
的对称辩证法。思辩性与实证性相统一的辩证法即对称辩证法，是辩证法发展的最高阶段。[1][2]

2、《胡适自选集》的笔记-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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