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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文选》

内容概要

《胡适文选:演讲与时论》由叶君主编。“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
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
点点怀疑的倾向。”这个孩子长大后叫做——胡适，生前身后都处于盛誉与非议交错中，他说，“做
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胡适文选:演讲与时论》便收录了胡适一生中精彩的演讲文稿和时评
文章若干篇。《胡适文选:演讲与时论》的这些演讲文稿充分展现了胡适的基本思想观点以及对学术研
究、时事政局的观点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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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文选》

作者简介

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
理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胡适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曾
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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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文选》

书籍目录

上篇：演讲集
谈谈《诗经》
陈独秀与文学革命
什么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传记文学
研究国故的方法
再谈谈整理国故
考证学方法之来历
治学方法
哲学与人生
在北大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书院制史略
为什么读书
在北大工学院四十四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中学生的修养与择业
大学的生活
当前中国文化问题
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
好政府主义
我们还要作战下去
自由主义
容忍与自由
下篇：时论集
差不多先生传
《孙文学说》之内容及评论
女子解放从那里做起?
大学开女禁的问题
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
政论家与政党
宣统与胡适
蔡元培与北京教育界
说难
我们要我们的自由
我们对于政治的主张
文化的冲突
东西文化之比较
赠言北大哲学系毕业纪念
论对日外交方针
中国政治出路的讨论
究竟那一个条约是废纸
民权的保障
全国震惊以后
国际流言中的一个梦想
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
“协和外交”原来还是“焦土外交”
“九一八”的第三周年纪念告全国的青年
整整三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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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节的感想
谁教青年学生造假文凭的?
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
新年的梦想
纪念“五四”
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
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
平绥路旅行小记
政制改革的大路
为学生运动进一言
再论学生运动
我们要求外交公开
新年的几个期望
日本霸权的衰落与太平洋的国际新形势
读经平议
再谈谈宪政
我们能行的宪政与宪法
“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
眼前“两个世界”的明朗化
青年人的苦闷
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
容忍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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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文选》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我们要我们的自由 佛书里有这样一段神话： 有一只鹦鹉，飞过雪山，遇见雪山大火，他便
飞到水上，垂下翅膀，沾了两翅的水，飞回去滴在火焰上。滴完了，他又飞去取了水回来救火。雪山
的大神看他往来滴水救火，对他说道：“你那翅膀上的几滴水怎么救得了这一山的大火呢？你歇歇罢
？”鹦鹉回答道：“我曾住过这山，现在见火烧山，心里有点不忍，所以尽一点力。”山神听了，感
他的诚意，遂用神力把火救熄了。 我们现在创办这个刊物，也只因为我们骨头烧成灰毕竟都是中国人
，在这个国家吃紧的关头，心里有点不忍，所以想尽一点力。我们的能力是很微弱的，我们要说的话
也许是有错误的，但我们这一点不忍的心也许可以得着国人的同情和谅解。 近两年来，国人都感觉舆
论的不自由。在“训政”的旗帜之下，在“维持共信”的口号之下，一切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都得受
种种的箝制。异己便是反动，批评便是反革命。报纸的新闻和议论至今还受检查。稍不如意，轻的便
停止邮寄，重的便遭封闭。所以今日全国之大，无一家报纸杂志敢于有翔实的记载或善意的批评。 负
责任的舆论机关既被箝制了，民间的怨愤只有三条路可以发泄：一是秘密的传单小册子，二是匿名的
杂志文字，三是今日最流行的小报。社会上没有翔实的新闻可读，人们自然愿意向小报中去寻快意的
谣言了。善意的批评既然绝迹，自然只剩一些恶意的谩骂和丑诋了。 一个国家里没有纪实的新闻而只
有快意的谣言，没有公正的批评而只有恶意的谩骂丑诋，——这是一个民族的大耻辱。这都是摧残言
论出版自由的当然结果。 我们是爱自由的人，我们要我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我们
不用说，这几种自由是一国学术思想进步的必要条件，也是一国社会政治改善的必要条件。 我们现在
要说，我们深深感觉国家前途的危险，所以不忍放弃我们的思想言论的自由。 我们的政府至今还在一
班没有现代学识没有现代训练的军人政客的手里。这是不可讳的事实。这个政府，在名义上，应该受
一个政党的监督指导。但党的各级机关大都在一班没有现代学识没有现代训练的少年党人手里，他们
能贴标语，能喊口号，而不足以监督指导一个现代的国家。这也是不可讳的事实。所以在事实上，党
不但不能行使监督指导之权，还往往受政府的支配。最近开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便有百分
之七八十的代表是政府指派或圈定的。所以在事实上，这个政府是绝对的，是没有监督指导的机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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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文选》

编辑推荐

《胡适文选:演讲与时论》可以从中领略大师的风采及了解大师的缜密思维和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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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文选》

精彩短评

1、要捡起胡适的书仔细咀嚼。
2、中国很业余，需要一点专业精神。
3、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端（如何写文章）、日本霸权的衰落与太平洋的国际新形势（时政前瞻）
、读经评议（国学教育）、为学生运动进一言（大学生活）、传记文学，这五篇尤其值得一读。
4、还原真正的胡适 - 一个始终怀有认真读书的习惯/实用主义态度/怀疑精神和实际求证哲学的大师。
时论部分大部分是关于30年代各种历史时间的看法，读来越觉历史课本的可笑
5、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6、胡适用专业的言语勾画出文化改进的方向，无愧于一个学富五车的大家，经天纬地的辨才。全书
思维严谨，论述详尽，只是文笔并不怎么活泛，需要沉心静气地阅读才行。
7、感觉好像什么都没有变一样⋯⋯
8、2013-10-14；许多年后看胡适，文字朴实易读。本书收录的时论，即使是今天读来，在海峡此岸依
然能够引起共鸣，海峡对岸才会觉得过时了吧。
9、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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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国难当前，我们要如何去救。人民不觉，我们要如何去唤。如今我们生活面对了种种困难，我们
是否能迷途知返？这一切都是思维的定式，或许，只要前人从旁一点，我们就能恍然大悟。就像电影
里说的，参透与参不透，往往就差那么一点。这本书我喜欢，演讲的内容不空且有直白的道理，如果
当时唤醒了一批人，那么如今就能影响一代人。
2、四年的大学教育所给予我们的，毕业只不过是已经研究出来和尚未研究出来的学问浩翰范围的一
瞥而已。不管我们主修的是那一个科目，我们都不应当有自满的感觉，以为在我们专门科目范围内，
已经没有不解决的问题存在。凡是离开母校大门而没有带一两个智识上的难题回家去，和一两个在他
清醒时一直缠绕着他的问题，这个人的智识生活可以说是已经寿终正寝了。　　这是我给你们的劝告
：在这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你们该花费几分钟，为你们自己列了一个智识的清单，假如没有一两
个值得你们下决心解决的智识难题，就不轻易步入这个大世界。你们不能带走你们的教授，也不能带
走学校的图书馆和实验室。可是你们带走几个难题。这些难题时刻都会使你们智识上的自满和怠惰下
来的心受到困扰。除非你们向这些难题进攻，并加以解决，否则你们就一直不得安宁。那时候，你们
看吧，在处理和解决这些小难题的时候，你们不但使你们思考和研究的技术逐渐纯熟和精稔，而且同
时开拓出智识的新地平线并达到科学的新高峰。以上是书中摘录的，我无话可说，只有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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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文选》

章节试读

1、《胡适文选》的笔记-第50页

        Pages 50-59
关于敦煌书卷的来龙去脉：
大英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值得去看一看。
考证、寻找材料。
在他的讲述下，突然觉得有趣了。人文学科乃是这样做研究，而资料的寻得也是研究的重要部分。
六祖慧能和其弟子神会的历史。

另外关于曹雪芹家族的考证。其祖父给康熙皇帝的秘密奏折。关于报告天气情况的描述。突然意识到
当时即使是皇帝，想知道某地发生了什么事情，还很费周折，信息传递时间以天计。而如今普通老百
姓通过媒体，当天就能知道各地发生的事情，更不用提世界各地的天气。不过，各地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否及时获知了，现今也并非十分乐观，听闻不一定真实，涉足当地依然是必要——即使有记者替
我们做，但媒体的报道并非百分之百客观真实。

傅孟真先生提出的研究三要：
直接研究材料；
扩充材料；
扩充工具。

由此，讲到中国研究几百年来只在书中，材料也很难扩充，更别提工具。而同时代的西方，研究材料
和对象已经是自然界，镜片制造中产生的天文望远镜和显微镜大大扩展了人的视野，藉由此种工具，
便可以研究别人所没有研究、无法研究的东西，从而产生新的知识。

2、《胡适文选》的笔记-书院制史略

        书院之真正的精神惟自修与研究

3、《胡适文选》的笔记-文化的冲突

        国内外的忠告者们都认为中国必须走选择性的现代化的道路，即尽量保持她的传统价值，而从西
方文明中只采取那些适合现实迫切需要所必须的东西

4、《胡适文选》的笔记-治学方法

        真正说起来，做学问就是研究；研究就是求得问题的解决。所有的学问，做研究的动机是一样的
，目标是一样的，所以方法也是一样的

5、《胡适文选》的笔记-胡适文选：演讲与时论

         为什么读书
 
2013-08-20 13: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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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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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文选》

2013-08-20 13:27:20
有了困难，才有思想
 
2013-08-20 13:27:57
读书是过去智识学问经验的记录，而智识学问经验就是要用在这时候，所谓养军千日，用在一朝。否
则，学问一些都没有，遭到困难就要糊涂起来。
 
 差不多先生传
 
2013-08-20 13:29:31
你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谁？ 提起此人，人人皆晓，处处闻名。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县各村人
氏。你一定见过他，一定听过别人谈起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因为他是中国全
国人的代表。
 
 民权的保障
 
2013-08-20 13:32:11
先进的民族得着的民权，不是君主钦赐的，也不是法律授予的；是无数的先知先觉奋斗力争来的，是
用血写在法律条文上去的，是时时刻刻靠着无数人的监督才保障得住的。没有长期的自觉的奋斗，决
不会有法律规定的权利；有了法律授予的权利，若没有养成严重监护自己的权利的习惯，那些权利还
不过是法律上的空文。法律只能规定我们的权利，决不能保障我们的权利。权利的保障全靠个人自己
养成不肯放弃权利的好习惯。
 
2013-08-20 13:33:03
好胜是天性，而肯吃亏是反人情。中国人的肯吃亏、不好讼，未必是宗教与哲学造成的，绝大的造因
是因为几千年来没有保护人民权利的律师阶级。
 
2013-08-20 13:33:11
西洋人的权利思想的发达同他们的宗教信条正相反。基督教的教主也是教人不抵抗强权的：“有人打
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也给他打。”然而基教的信条终久不能埋没罗马人提倡法律的精神。罗马不但遗
留下了《罗马法典》，更重要的是她遗留下的法学与辩护制度。士大夫肯终身研究法律，肯出力替人
民打官司；肯承认法律辩护是高尚的职业，而替人伸冤昭枉是光荣的功绩，——有了这种风气和制度
，然后人民有权利可说。
 
2013-08-20 13:33:54
我们赞成民权应有保障，但是我们以为民权的唯一保障是法治。
 
2013-08-20 13:34:10
第一，我们可以要求，无论何种政治犯，必须有充分证据，方可由合法机关出拘捕状拘捕。诬告的人
，证实之后，必须反坐。 第二，我们可以要求，无论何种政治犯，拘捕之后，必须依照约法第八条，
于二十四小时之内送交正式法庭。 第三，我们可以要求，法庭受理时，凡有证据足以起诉者，应即予
起诉，由法庭公开审判；凡无犯罪证据者，应即予开释。 第四，我们可以要求，政治犯由法庭判决之
后，应与他种犯人同受在可能范围之内最人道的待遇。

6、《胡适文选》的笔记-第61页

        谈到苏格拉底和笛卡尔对于哲学的理解。
笛卡尔游历各国发现了不同的风俗，从而怀疑自己所接受的知识仅仅是一时一地而非永恒真理。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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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历变得更为方便，这种认识渐渐为大众所接受，这乃是今人受惠于时代发展而认识强于古人之处。

7、《胡适文选》的笔记-为什么读书

        我从五岁起到了四十岁，读了三十五年的书。我可以很诚恳的说，中国旧籍是经不起读的。中国
有五千年文化，四部的书已是汗牛充栋。究竟有几部书应该读，我也曾经想过。其中有条理有系统的
精心结构之作，二千五百年以来恐怕只有半打。“集”是杂货店，“史”和“子”还是杂货店。至于
“经”，也只是杂货店，讲到内容，可以说没有一些东西可以给我们改进道德增进智识的帮助的。中
国书不够读，我们要另开生路，辟殖民地，这条生路，就是每一个少年人必须至少要精通一种外国文
字。读外国语要做到有乐而无苦，能做到这地步，书中便有无穷乐趣。希望大家不要怕读书，起初的
确要查阅字典，但假使能下一年苦功，继续不断做去，那末，在一二年中定可开辟一个乐园，还只怕
求知的欲望太大，来不及读呢。我总算是老大哥，今天我就根据我过去三十五年读书的经验，给你们
这一个临别的忠告。
哈哈哈哈⋯⋯我不是来黑胡适的⋯⋯

8、《胡适文选》的笔记-文化的冲突

        日本的例子使我们对中国文明的未来抱一些希望。日本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西方文明，结果使日本
的再生取得成功高三语文老师在课上和我们讨论过这个话题，他当时的意见和这个相近

9、《胡适文选》的笔记-传记文学

        中国的传记文学，因为有了忌讳，就有许多话不敢说，许多材料不敢用，不敢赤裸裸的写一个人
、写一个伟大人物、写一个值得作传记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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