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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与治学有关的文章，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治学“四字诀”——致陈
之藩、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致罗尔纲言、《国学季刊》发刊微言、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清华周刊》记者来书等。
-------------------------------------------------------------------------------
你常作文字，固是好训练，但文字不可轻作，太轻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
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
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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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作者简介

胡适（适之，1891—1962）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在思想文化和学术教育领域都有开
创性的贡献，也始终坚持弘扬自由民主的理想而不辍，影响深远。历任北大文学院院长、驻美大使、
北大校长及中研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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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治学“四字诀”
治学的方法与材料
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
整理国故与“打鬼”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古史讨论的读后感
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
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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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精彩短评

1、北京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按照一定的归类才进行排版，此套博雅书系选集了一些之前因各种
原因在大陆不能出版的文章。本书胡适先生针对国学的治学方法谈了很多经验性的理解，可以作为国
学入门书来进行学习和了解。
2、跟预想中的不太一样，有一些治学原则是通用的——“勤 谨 和 缓”，但是更多是关于国学、书单
，由于古文基础不太好。。。部分内容作罢。
3、重复再重复。
4、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5、读完觉得胡适之先生治学非常严谨。另外，其中《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读完实在让人焦虑
。适之先生列举书目六分之五没有读过，捂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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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精彩书评

1、胡适作品系列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胡适谈治学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我近年教人，只
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
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p.2)训练是“一言难尽”的，是“终身以
之”的，是随时随地不可放松的，——所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平日的训练，一旦偶然放
松，人的性情或早年先人的成见就无意中流露出来了。我平时留意方法的问题，方法是可以训练的。
这种训练正是我所谓“随时随地不可放松的”。我曾用古人论从政的四字诀来说明“治学方法”。那
四字是“勤、谨、和、缓。”勤即是眼勤、手勤——即是“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勤求材料，勤求事实
，勤求证据。谨即是一丝一毫不苟且，不潦草，举一例，立一证，下一结论，都不苟且，即是谨，即
是“敬慎”。和，我解作“平心静气”，解作“虚心体察”。“缓”字在治学方法上也十分重要。其
意义只是从容研究，莫急于下结论。所以我中年以来，常用这四字诀窍教人，常说，科学方法不是科
学家独得或独占的治学方法，只是人类的常识加上良好的训练，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养成勤、谨、
和、缓等良好的习惯，治学自然有好成绩。P.4-6《治学的方法与材料》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
，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方
法虽是科学的，材料却始终是文字的。科学的方法居然能使故纸堆里大放光明，然而故纸的材料终久
限死了科学的方法，故这三百年的学术也只不过文字的学术，三百年的光明也只不过故纸堆的火焰而
已! p.12从文字的校勘以至历史的考据，都只能尊重证据，却不能创造证据。自然科学的材料便不限于
搜求现成的材料，还可以创造新的证据。P.16-17我们的考证学的方法尽管精密，只因为始终不接近实
物的材料，只因为始终不曾走上实验的大路上去，所以我们的三百年最高的成绩终不过几部古书的整
理，于人生有何益处？于国家的治乱安危有何裨补？虽然做学问的人不应该用太狭义的实利主义来评
判学术的价值，然而学问若完全抛弃了功用的标准，便会走上很荒谬的路上去，变成枉费精力的废物
。为什么三百年的第一流聪明才智专心致力的结果仍不过是枉费心思的开倒车？只因为纸上的材料不
但有限，并且在那一个“古”字底下罩着许多浅陋幼稚愚妄的胡说。P.21纸上的学问也不是单靠纸上
的材料去研究的，单有精密的方法是不够用的。材料可以限死方法，材料也可以帮助方法。单学一个
方法是不够的；最要紧的关头是你用什么材料。P.23、《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聪明的人，心思细密
的人，往往可以从这种薄书狱讼的经验里得着读书治学的方法，也往往可以用读书治学的经验来帮助
挺讼折狱。因为这两种工作都得用证据来判断事。P.27中国考证学还缺乏自觉的任务与自觉的方法。
任务不自觉，所以考证学者不感觉他考订史实是一件最严重的任务，是为千秋百世考定历史是非真伪
的大责任。方法不自觉，所以考证学者不能发觉自己的错误，也不能评判自己的错误。凡做考证的人
，必须建立两个驳问自己的标准：第一要驳问世要审查某种证据的真实性。第二驳问世要紧扣证据对
本题的相干性。P.30第一，做文章是要用力气的。第二，在现时的作品里，应该拣选那些用力气做文
章的做样子，不可挑选那些一时游戏的作品。P.42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晓畅的
文字报告出来，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这是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
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可以保护人们
不受鬼怪迷惑。P.44《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学问的进步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材料的积聚与剖解；一
是材料的组织与贯通。前者须靠精勤的功力，后者全靠综合的理解。P.56总之，我们所谓“用历史的
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只是要我们大家认清国学是国故学，而国故学包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
史。历史是多方面的：单记朝代兴亡，固不是历史；单有一宗一派，也不成历史。过去种种，上自思
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只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P.62提出三个方向来
做为互相监督勉励的条件:第一，用历史的眼观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
学研究的资料。（索引式的整理、结账式的整理、专史式的整理）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材
料的整理与解释。P.70古史讨论的读后感用历史的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1）�把每一件史
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
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P.77
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三百年来的音韵学所以能成一种由系统由价值的科学，正因为那些研究音韵的人
，自顾炎武直至章太炎都能用这种科学的方法，都能有这种治学的精神。P.102凡是科学上能有所发明
的人，一定是富于假设的能力的人。宋儒的格物方法所以没有效果，都因为宋儒既想格物，又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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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役其知”。不役其知就是不用假设，完全用一种被动的态度。P.106凡成一种科学的学问，必有一个系
统，决不是一些零碎堆砌的知识。P.115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总括起来，只是两点。（1）大胆假设
，（2）小心求证。P.116“但宜推求，勿为株守”(戴震)八个字是清学的真精神。P.119《国学入门书
要目及其读法》梁启超人生一世的习惯，出了学校门限，已经铁铸成了。所以在学校中不读课外书以
养成自己自动的读书习惯，这个人简直是自己剥夺自己终身的幸福。中国书没有整理过，十分难读，
这是人人公认的。但会做学问的人，觉得趣味就在这一点。吃现成饭，是最没有意思的事，是最没有
出息的人才喜欢的。若问读书方法，我想向诸君上一个条陈：这方法是极成旧极笨极麻烦的。然而实
在是必要的。什么方法呢？是抄录或笔记。我们读一部名著，看见他征引那么繁博，分析那么细密，
动辄伸着舌头说道：这个人不知有多大记忆力，记得许多东西，这是他的特别天才，我们不能学步了
。其实那里有这回事。好记性的人不见得便有智慧；有智慧的人比较的倒是记性不甚好。你所看见者
是他发表出来的成果，不知他这成果时从铢积寸累勉行得来。大抵凡一个大学者平日用功，即刻抄下
，资料渐渐积得丰富，再用眼光来整理分析他，便成一篇名著。发明的最初动机在注意。抄书便是促
醒注意及继续保存注意的最好方法。当读一书时，忽然感觉这一段资料可注意，把他抄下，这件资料
，自然有一微微的印象印入脑中，和滑眼不同。经过这一番后，过些时碰着第二个资料和这个有关的
，又把他抄下，那注意便加浓一度，经过几次之后，每翻一书，遇有这项资料，便活跃纸上，不必劳
神费力去找了。P.164从甘苦阅历中磨练出智慧，得苦甘来的趣味，那智慧和趣味却最真切，这是好处
。P.166《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哲学的定义从来没有一定的。我如今也暂下一个定义：“凡研究人生
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p.173哲学史有三个目的:（
一）明变。哲学史第一要务，在于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二）求因。哲学史目的，
不但要指出哲学思想变迁的线索，还须要寻出这些沿革变迁的原因。(甲)�个人才性不同(乙)�所处的时
势不同(丙)�所受的思想学术不同（三）评判。既知思想的变迁和所以变迁的原因了，哲学史的责任还
没有完，还须要使学者知道各家学说的价值：这变叫做评判。如今所说，乃是“客观的”评判。这种
评判法，要把每一家学说所发生的效果表现出来。这些效果的价值，便是那种学说的价值。这些效果
大概可分为三种：(丁)�要看一家学说在同时的思想和后来的思想上发生何种影响。(戊)�要看一家学说
在风俗政治上发生何种影响。(己)�要看一家学说的结果可造出什么样的人格来。P.176世界上的哲学大
概可以分为东西两支。东支又分印度、中国两系。西支也分希腊、犹太两系。初起的时候，这四系都
可算作独立发生的。到了汉以后，犹太加入希腊系。成了欧洲中古的哲学。印度系加入中国系，成了
中国中古的哲学。到了近代，印度系的势力渐衰，儒家福汽，遂产生中国近世的哲学，历宋元明清直
到于今。欧洲的思想，渐渐脱离了犹太教的势力，遂产生欧洲的近世哲学。到了今日，这两大支的这
些互相接触，互相影响。P.177中国哲学史可分为三个时代：p.178-179（一）�古代哲学 自老子至韩非子
，这个时代又名“诸子哲学”。（二）�中世哲学 自汉至北宋，这个时代大略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
期自汗至晋。这个时期的学派，无论如何不同，都还是以古代诸子的哲学作起点。第二个时期自东晋
以后，直至北宋，这几百年是印度哲学在中国最盛的时代，完全以印度系为主体。（三）�近世哲学 唐
以后，印度哲学已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明的一部分。平心而论，宋明的哲学，表面上虽不承认和佛家
禅宗有何关系，其实没有一派不曾受印度学说的影响的。明代以后，中国近世哲学完全成立。佛家已
衰，儒家成为一尊。综观清代学术变迁的大势，可称为古学昌明的时代。自从有了那些汉学家考据、
校勘、训诂的公法，那些经书子书，方才勉强可以读。这个时代，有点像欧洲的“再生时代”。欧洲
到了“再生时代”昌明古希腊的文学哲学，故能推翻中古“经院哲学”的势力，产生出近世的欧洲文
化。我们中国到了这个古学昌明的时代，不但有古书可读，又恰当西洋学术思想输入的时代，有西洋
的新旧学说可供我们的参考研究。P.180述学是用正确的手段，科学的方法，精密的心思从所有史料里
面，求出各位哲学家的一生行事，思想渊源沿革和学说的真面目。P.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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