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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谈哲学与人生》

内容概要

《胡适谈哲学与人生》精选了胡适关于哲学和人生两个方面的文章，选录的均为胡适一生最有代表性
的文字，并结合多个版本进行了校对，力求呈现最接近大师本人原意的文字。
本书探讨了哲学和人生两个方面，从古代到现代，从过去到未来。包括中国古代哲学，现当代哲学，
以及人生的观念。接受过新思想的胡适，其观念与当时的众多人迥然不同，一些人生观到现在读来仍
让人觉得醍醐灌顶。
哲学与人生，相互渗透，人生里必然有哲学，故二者实际密不可分，胡适认为，生命本没有意义，你
要能给它什么意义，它就有什么意义。与其终日冥想人生有何意义，不如试用此生做点有意义的事。
因此，在本书中，读者能看到胡适对哲学与人生的剖析，也能看到他鼓励大家去创造，因为“生命本
身不过是一件生物学的事实，有什么意义可说？生一个人与一只猫、一只狗，有什么分别？人生的意
义不在于何以有生，而在于自己怎样生活。你若情愿把这六尺之躯葬送在白昼做梦之上，那就是你这
一生的意义。你若发愤振作起来，决心去寻求生命的意义，去创造自己的生命的意义，那么，你活一
日便有一日的意义，做一事便添一事的意义，生命无穷，生命的意义也无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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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谈哲学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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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改名胡适，字适之。因提倡文学
革命而成为 href='baike.so./doc/2760422.html' target='_blank'>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是中国现代史最著
名的学者之一。
26岁的胡适因《文学改良刍议》而一举成名，大举白话文的旗帜，革新了中国几千年来日常生活的表
达方式。他的著述也颇为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Page 3



《胡适谈哲学与人生》

精彩短评

1、很好，很智慧，让我的认和及思考更深层。
2、前半部分的中国古代哲学部分 怪自己学艺不精 读起来还是有点吃力 
人生观很值得学习 大胆怀疑 小心求证 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
成功不必在我 而功力必不唐捐
3、跳过前面的谈哲学，读了后面关于人生的部分。摘录一段：生命本身不过是一件生物学的事实，
有什么意义可说？生一个人与一只猫、一只狗，有什么分别？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何以有生，而在于自
己怎样生活。你若情愿把这六尺之躯葬送在白昼做梦之上，那就是你这一生的意义。你若发愤振作起
来，决心去寻求生命的意义，去创造自己的生命的意义，那么，你活一日便有一日的意义，做一事便
添一事的意义，生命无穷，生命的意义也无穷了。
4、要认真思考自己的三观和方法论。
5、生活方法论化的哲学与人生真的比普通人活得有意义？感觉很浅，不知道是不是时代进步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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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谈哲学与人生》

章节试读

1、《胡适谈哲学与人生》的笔记-《胡适谈哲学与人生》

        1. 老子寻相当名词的困难。老子既说道是“无”，这里又说道不是“无”，乃是“有”与“无”
之间的一种情境。虽然看不见，听不着，摸不到，但不是完全没有

2.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3. 在中国的一方面，最初的哲学思想，全是当时社会政治的现状所唤起的反动。社会的阶级秩序已破
坏混乱了，政治的组织不但不能救补维持，并且呈现同样的腐败纷乱。当时的有心人，目睹这种现状
，要想寻一个补救的方法，于是有老子的政治思想。但是老子若单有一种革命的政治学说，也还算不
得根本上的解决，也还算不得哲学。老子观察政治社会的状态，从根本上着想，要求一个根本的解决
，遂为中国哲学的始祖。他的政治上的主张，也只是他的根本观念的应用。如今说他的根本观念是什
么。

4. 老子反对有为的政治，主张无为无事的政治，也是当时政治的反动。凡是主张无为的政治哲学，都
是干涉政策的反动。因为政府用干涉政策，却又没干涉的本领，越干涉越弄糟了，故挑起一种反动，
主张放任无为。

5. 上篇说老子以前的时势，和那种时势所发生的思潮。老子亲见那种时势，又受了那些思潮的影响，
故他的思想，完全是那个时代的产儿，完全是那个时代的反动。看他对于当时政治的评判道： 民之饥
，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
轻死。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 天下多忌讳，而
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这四段都是很激烈的议论。读者试把《伐檀》《硕鼠》两篇诗记
在心里，便知老子所说“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和“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的话，乃是
当时社会的实在情形。

6. 治大国若烹小鲜。（河上公注，烹小鱼不去肠，不去鳞，不敢挠，恐其糜也）

7. 他对于国家政治，便主张极端的放任。

8.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9. 老子反对有为的政治，主张无为无事的政治，也是当时政治的反动。

10. 老子是楚国人（《礼记·曾子问》正义引《史记》作陈国人），名耳，字聃，姓李氏（今本《史记
》作“姓李氏，名耳。

11. 老子哲学的根本观念是他的天道观念。

12. 在中国的一方面，最初的哲学思想，全是当时社会政治的现状所唤起的反动。

13.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
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伐檀》）

14.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硕
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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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谈哲学与人生》

15.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
何人哉？（《黍离》）

16. 这四种现象：（一）战祸连年，百姓痛苦；（二）社会阶级渐渐消灭；（三）生计现象贫富不均；
（四）政治黑暗，百姓愁怨。这四种现状，大约可以算得那时代的大概情形了。

17. 第四，那时的政治，除了几国之外，大概都是很黑暗、很腐败的王朝政治。

18. 第三，封建时代的阶级虽然渐渐消灭了，却新添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那时社会渐渐成了一个贫富
很不平均的社会。富贵的太富贵了，贫苦的太贫苦了。

19. 古代社会的阶级，约有五等： 一、王（天子） 二、诸侯（公、侯、伯、子、男） 三、大夫 四、士 
五、庶人（皂、舆、隶、僚、仆、台）

20. 第一，这长期的战争，闹得国中的百姓死亡丧乱，流离失所，痛苦不堪。

21. 第二，那时诸侯互相侵略，灭国破家不计其数。古代封建制度的种种社会阶级，都渐渐的消灭了，
就是那些不曾消灭的阶级，也渐渐的可以互相交通了。

22.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小
雅·采薇》，参看《出车》《杕杜》）。

23. 我们现在要讲哲学史，不可不先研究哲学发生时代的时势和那时势所发生的种种思潮。

24. 这个前因，所含不止一事，第一是那时代政治社会的状态；第二是那时代的思想潮流。

2、《胡适谈哲学与人生》的笔记-第14页

        古代社会的阶级，约有五等：一、王（天子）二、诸侯（公、侯、伯、子、男）三、大夫四、士
五、庶人（皂、舆、隶、僚、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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