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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游杂忆》

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南游杂忆》《庐山游记》等。在游记中有对当时沿途风土人情的描写，但即使在游玩中，
胡适所见也不止是"山"和"水"，还看见当地的宗教、文化、教育和国家建设，甚至不忘考证庐山上的一
个塔，意在引导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
-------------------------------------------------------------------
在积极方面，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
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
我为什么要替《水浒传》作五万字的考证？我为什么要替庐山一个塔作四千字的考证？我要教人一个
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知道学问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贯的，一部小说同一部圣贤经传有同等的学
问上的地位，一个塔的真伪同孙中山的遗嘱的真伪有同等的考虑价值。
——《庐山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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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游杂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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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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游杂忆》

书籍目录

南游杂忆
一  香港
二  广州
三  广西
四  广西的印象
五  尾声
附录  粤桂写影
庐山游记
平绥路旅行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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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游杂忆》

精彩短评

1、“自明以来，上流社会则受朱熹的理学的支配，中下社会则受朱元璋的‘真命天子’的妖言的支
配，二朱狼狈为奸，遂造成一个最不近人情的专制社会。”

“有了不肯放过一个塔的真伪的思想习惯，方才敢疑上帝的有无。”

太多考据，读起来自然不流畅闲适，不过胡适之先生“黑”人与自“黑”的功夫了得。
2、武化那段说的在理。身体强健和武化还是两个概念。
3、没有太多风景的描写，一贯的对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关注，一些考据从游记的角度来说似乎不必太
多。
4、看了一半看不下去，写得还是不错的，有条理性，很多引用，看得出胡先生的知识渊博
5、庐山那一段，关于大月山的高度，《指南》中并没有错误啊，5038英尺换算成尺不就是4600吗⋯发
现这个以后，顿时对他其他的考证和点评都没兴趣了。
6、有关广西的风俗历史较为感兴趣
7、南游杂忆挺好看，后面两篇游记更多是治学了。
8、广西部分好看些
9、世易时移
10、黑了邹鲁一把
11、这个年代看这本书真是一种奇妙的体验~香港的部分是一场精彩的撕逼大战~比微博上的那些诸如
“名媛王母娘娘”的撕逼账号还牛X~广西的游记部分还比较精彩~但是后面分析起广西的各种和谐的
原因我就蒙圈了，胡先生竟然列举了广西的各项政策！OMG！民国时期的政策！这是政府工作报告吗
？！之后的部分也是乏味~而且当年的汉语语法和现在的貌似还有不少区别~每每见到奇怪的语序和结
构我都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学了假汉语~
12、胡适作品系列读了三本，这本杂忆最是印象深刻。在文字中可以读出胡适之做学问的理念，以及
他作为新人类对中国之关心。广西篇和庐山篇最好，最有趣。
13、民国时期出门旅行的味道。
14、有必要去读读胡适~
15、2016年7月28日读，2016-243，图142。
16、 年代不同了，讨论太多当时政治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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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游杂忆》

章节试读

1、《南游杂忆》的笔记-第81页

             ”将起程时，见轿夫玩江西纸牌，引起我的注意，故买了一副来查考，果有历史价值。此牌与
福建牌，徽州牌，同出与马吊，源流分明。一万至九万皆有《水浒》人物画像。一吊至九吊，一文至
九文，则都没有画像了。此二十七种各有四张，共百零八张。另有千万四张，枝花（一枝花、蔡庆）
四张，“全无”（轿夫说，湖北人叫做“空白”，则与马吊更合）四张，此则今之中发白三种之祖。
空文即“零”，故今为“白版”。以上共百二十张。另有福，禄，寿，喜，财，五种，各一张，则“
花”也。共一百二十五张。“
      徽州牌有”枝花“五张，”喜“五张，“千万”五张，”王英“（矮脚虎）五张。

2、《南游杂忆》的笔记-第112页

                 昨天（四月十九日）《民国日报》的《觉悟》里，有常乃惪先生的一篇文章，内中很有责备
我的话。常先生说：
       
       将一部《红楼梦》考证清楚，不过证明《红楼梦》是记述曹雪芹一家的私事而已。知道了《红楼
梦》是曹氏的家乘，试问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有何大用处？⋯⋯试问他（胡适之）的做《&lt;红楼
梦&gt;考证》是”为什么“？
       
       他又说：

       《&lt;红楼梦&gt;考证》之类的作品是一种“玩物丧志”的小把戏；唱小丑打边鼓的人可以做这一
类的工作，而像胡先生这样应该唱压轴戏的人，偏来做这种工作，就未免太不应该了。

      常先生对于我的《&lt;红楼梦&gt;考证》这样大生气，他若读了我这篇《庐山游记》，见我考据了一
个塔的几千字，他一定要气的胡子发抖了。（且慢，相别多年，常先生不知留了胡子没有，此句待下
回见面时考证。）

        但我要答复常先生的质问。我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
        在消极方面，我要教人怀疑王梦阮、徐柳泉、蔡孑民一班人的谬说。
        在积极方面，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

        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
        我为什么要替《水浒传》作五万字的考证？我为什么要替庐山一个塔作四千字的考证？我要教人
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知道学问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贯的，一部小说同一部圣贤经传有同等
的学问上的地位，一个塔的真伪同孙中山的遗嘱的真伪有同等的考虑价值。肯疑问佛陀耶舍究竟到过
庐山没有的人，方才肯疑问夏禹是神是人。有了不肯放过一个塔的真伪的思想习惯，方才敢疑上帝的
有无。

3、《南游杂忆》的笔记-第72页

        “有人议论我们练民团是教猱升木，等于养成老百姓的早饭能力。不知一个政府而怕人民造反，
根本就不是好政府，因为只要政府好，百姓爱护之不暇，何至起来革命？如果因为怕人民革命，便不
敢养成民众武力，结果也未必避免得了革命。”
书中“教猱升木”被打成"教揉升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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