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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的少年》

内容概要

《此间的少年》是胡适首部致青春的作品。胡适首先以一个青年学生的身份，介绍了自己的小时代：
九年的家乡教育、在上海的中学经历，怎样到外国留学，念康奈尔大学念大学、在哥伦比亚念博士；
又以一名青年导师、教育工作者的身份，语重心长地勉励和告诫青年朋友们，如何治学与做人，如何
在纷乱的社会里立定脚跟，把自己铸造成器，努力构筑属于自己的中国梦。是每一个人都值得拥有的
梦想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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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的少年》

作者简介

胡适，安徽绩溪人，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因提倡文学改良而成为新
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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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尝试集》、《胡适文存》、《白话文学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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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的少年》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介绍我自己的小时代
九年的家乡教育
在上海（一）
在上海（二）
我怎样到外国去
《胡适留学日记》节选
第二章 此间的少年
读书
为什么读书
找书的快乐
思想的方法
科学的人生观
谈谈大学
大学的生活
治学方法三讲
谈谈实验主义
演化论与存疑主义
中学生的修养与择业
第三章 青春志
"五四"运动纪念
爱国运动与求学
学生与社会
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
为学生运动进一言
我们所应走的路
提高与普及
回顾与反省
大学教育与科学研究
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
第四章 少年中国梦
人生问题
不受人惑
大宇宙中谈博爱
谈谈四健会的哲学
一个防身药方的三味药
附录：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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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的少年》

精彩短评

1、虽然胡适先生和我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但读了还是很有感悟和收获的，这是本挺适合年轻人尤
其是大学生的书。对这本书真是相见恨晚啊。
2、书看完很有收获，其实想如果能更早接触这部分内容，在如何读书方面，或许能走更少的弯路，
书中很多演讲是在几十年前，但内容依然很有启发，尤其是在读书方法和教育理念方面，很是收益，
这些基本的理念如果能在上学期间通晓一些的话，我们或许会少很多迷茫，真是此间的少年该知晓的
一些东西啊
3、部分文放到现在都还是很有意义和代表性，很适合中学尤其是大学阶段的少年阅读
4、看完这本书看到了胡适先生的求学及成长的历程。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
和为学生运动进一言。指出了学生运动是很好的表现，学生运动不能压制。但是学生罢课是很不幸的
，学生应该认清自己的目标，力量，方法和方法。想到了26年前的学生运行，这对学生而言无疑是一
大损失。胡适先生的一点看法也许是一种很好的建议。
5、给青年人的话，不可不听
6、治学不易
7、胡适的求学之路很励志，做学问的方法值得学习，值得收藏的一本好书。
8、人生就算做梦，也要做一个像样子的梦，颇有感触
9、胡适先生的观点，在现在看来应该已经是广为人接受的普适价值了，因此没有特别大的收获，可
见社会的确在不断进步。
10、少年人早读或许可以少走弯路
11、相见恨晚，这个岁数才读到这本书，有点遗憾，要是高中时期的我能遇到它就好了。
12、读的时间很长，但是很有收获
13、还想把胡适所有的文章都读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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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的少年》

精彩书评

1、这本书我重点看了第一章-介绍我自己的小时代。主要讲的是胡适先生的成长经历和求学历程。其
中有很多细节描绘很打动人，读到那些地方就感觉我就在那个小朋友身边，就好像我是她的一个姐姐
或者小邻居，我知晓他的一切，欢喜、难过、得意、失落等诸多，我见过他执笔伏案学写字时的那股
认真劲儿，我也见过他拿到先生给的作文题目时眼里闪着光。其实我忆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其实，
我又想起了一位少年时代的小伙伴，他是我的小学同学，也是我童年的好朋友。可是，我再也见不到
他了，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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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的少年》

章节试读

1、《此间的少年》的笔记-第59页

        吾读俄国小说，每叹其男女交际之自由，非美国所可及。其青年男女以道义志气相结，或同习一
艺，或同谋一事，或以乐歌会集，或为国事奔走，其男女相视，皆如平等同列，无一毫歧视之意，尤
无邪亵之思。此乃真平权，真自由，非此邦之守旧老媪所能了解。非此邦之守旧老媪所能了解。所谓
男女之间是否有纯粹之感情，尔等浅薄至极。

2、《此间的少年》的笔记-第140页

        现在我把实验主义的要点缩起来做一年总束，我们人类当从事实上求真确的知识，训练自己去利
用环境的事物，养成创造的能力，去做真理的主人。
这一段对于实验主义的讲解也彰显着本书的主题。从这种哲学的含义看来，是一种相当实用的、积极
的、入世的哲学。主张人类可以通过正确的行动创造个人的世界。其中告诉少年人，要学会利用事实
，怀有批判性思维，主动创造的精神，必能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内心的个人的安乐。

3、《此间的少年》的笔记-第168页

        学校固然不是造人才的唯一地方，但在学生时代的青年却应该充分地利用学校的环境与设备来把
自己铸造成个东西即使呐喊也算是救过运动的一部分，你也不可忘记你的事业有比呐喊重要十倍百倍
的。你的事业是要把你自己造成一个有眼光有能力的人才。

4、《此间的少年》的笔记-第154页

        勤、谨、和、缓
这四个字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的确是大有裨益，不能仅仅看作是做官的箴言，更是做人做事做学
问应当遵从的要领。
这里也想谈谈对于胡适的看法，借这本书之后，在别的地方看了不少大骂胡适混蛋的评论，心里也对
胡适有所偏见。但是这些天从此间的少年来看，不论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所起到的作用对于民族文化
的发展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他出身世家，幼而蒙学，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有严谨的学术功底，胡
适是一个学术大家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他对于青年人的引导和启发也是大有深意的。书中寄托了胡适
对于青年人诚挚的期待。青年人于胡适来讲，实在是相差甚远，不好有所评点的。
就算胡适在文化界的作用并不是清白的，但是作为一个长者，他的教诲还是要认真地听的。

5、《此间的少年》的笔记-第215页

        三味药：

第一味要：问题丹

问题是一切知识学问的来源，活的学问、活的知识，都是为了了解答实际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困难
，或理论上的困难而得来的。

只要你有问题跟着你，你就不会懒惰 了，你就会继续有知识上的长进了。

因而，每个人离开学校，总得带一两个麻烦而有趣味的问题在身边作伴，这是你们入世的第一要紧对
的救命宝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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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的少年》

第二味要：兴趣散

每个人进入社会，总得多发展一点专门职业以外的兴趣——“业余”的兴趣；

第三味要：信心汤

我们生存在这个年头，看见的、听见的，往往都是可以叫我们悲观、失望的—有时候竟可以叫我们伤
心，叫我们发疯。

我们的信心只有一句话：”努力不会白费“，没有一点努力有没有结果的。

Faith moves mountains.

功不唐捐。

呵呵，这或许就是读书的好处，看到这里，释然了许多，事实上我们并不孤单，面对生活中的许多纠
结与焦躁，这三味药或许可以给我们时不时的清清火，呵呵~~

6、《此间的少年》的笔记-第67页

        读书的方法

读书有两个要素：第一要精，第二要博

一、何为“精”？

眼到，口到，心到，手到

眼到是要个个字认得，不可随便放过

口到是一句一句要念出来；尤其针对心爱的诗歌，精彩的文章，熟读多些更好；此外的书，不须念熟
的，也要一句一句念出来，国书如此，外文书更要如此，以明了每一句的构造，句中各部分的关系。

心到时每章每句每字意义如何？何以如是？用心考究，须准备参考以下几个条件：
1）字典，词典，参考书等等工具要完备
2）要做文法上的分析
3）比较参考，融会贯通的去尝试了解
总之，心到要求读书要会疑，忽略过去，不会有问题，便没有进益

手到就是自己动手才有所得，例如：
1）标点分段
2）翻查字典及参考书
3）做读书札记，札记可分为以下4类
a、抄录备忘
b、做提要节要
c、自己记录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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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的少年》

d、参考诸书，融会贯通，作有系统的著作

手到的功用：发表是吸收智识和思想的绝妙的方法。吸收进来的智识思想，无论是看书来的，或是听
进来的，都只是模糊零碎，都算不得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必须做一番手脚，或做提要，或做说明，
或做讨论自己重新组织过、申叙过，用自己的语言记述过，——那种智识思想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

二、何为“博”

两个意思：
1、为预备参考资料计

致其知而后读——王荆公

多读书，然后可以专读一书。

你想要读佛家唯识宗的书吗？最好多读点伦理学、心理学、比较宗教学、变态心理学。无论读什么书
总要多配几副好眼镜。

要博学者，只是要加添参考的材料，要使我们读书时容易得“暗示”；遇着疑难时，东一个暗示，西
一个暗示，就不至于呆读死书了。这叫做“致其知而后读”。

2、为做人计

精深的方面，是其专门学问；博大的方面，是其旁搜博览，此乃理想中的学者

7、《此间的少年》的笔记-第211页

        4-h club:head heart hands health 
四健运动：健手 健身 健脑 健心
行中求知精益求精
四健会的哲学：行中求知  从工作中学习，从学习中工作

8、《此间的少年》的笔记-第86页

        一个人的思想，差不多是防身的武器，可以批评什么主义，可以避免一切纷扰。

思想是有条理，有系统，有方法的。

管理我们的思想，照心理学上讲，须要用五种步骤：
1、困难的发生。人必遇到歧路的环境或疑难问题的时候，才有思想发生，倘无困难，决不会发生思
想

2、指定困难的所在。话说提出问题，即是问题解决的一半

3、假设解决困难的方法。

4、判断和选定假设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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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的少年》

5、证实结果。

这些方法或许无形中我们都一直在运用，但大多时候可能都未能意识到，如此，倘若再遇到困难，新
问题、工作新领域或不熟悉的问题，这就是方法，思想的方法。

9、《此间的少年》的笔记-第167页

        学校固然不是造人才的唯一地方，但在学生时代的青年却应该充分地利用学校的环境与设备来把
自己铸造成个东西即使呐喊也算是救过运动的一部分，你也不可忘记你的事业有比呐喊重要十倍百倍
的。你的事业是要把你自己造成一个有眼光有能力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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