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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文集》

内容概要

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具国际声誉的学者、思想家和教育家之一。他在文、史、哲等领域取得了巨大
的成就，是"五四"以来影响中国文化学术最深的历史人物。他活跃于社会政治领域，是中国自由主义
最具诠释力的思想家。北京大学出版社在校庆100周年的1998年曾隆重推出《胡适文集》（12册），对
所收作品均作了文字订正和校刊，其中有一部分作品，采用了胡适本人的校订本或北大的收藏本，具
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此次重印，修订工作本着整理如旧的原则，尽量依照原作最初发表的原始面貌进行整理。为确保质量
，几乎将《胡适文集》所收作品重新与原始出处做了一次核校。力求呈现最接近大师本人原意的文字
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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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文集》

作者简介

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具国际声誉的学者、思想家和教育家之一。他在文、史、哲等领域取得了巨大
的成就，是“五四”以来影响中国文化、学术最深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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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文集》

书籍目录

第一册
我的信仰
四十自述
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
胡适口述自传
附录：胡传年谱、日记、家传、年表
第二册
胡适文存
第三册
胡适文存二集
第四册
胡适文存三集
第五册
胡适文存四集
人权论集
南游杂忆
第六册
先秦名学史
中国古代哲学史
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
中国中古思想小史
第七册
章实斋先生年谱
科学的古史家崔述
戴东原的哲学
齐白石年谱
丁文江的传记
怀人集
第八册
国语文学史
白话文学史
序跋集
第九集
旧诗稿存
尝试集
尝试后集
早年文存
第10册
胡适集外学术文集
第11册
胡适时论集
第12册
胡适演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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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文集》

精彩短评

1、超前的思想，通俗易懂的文字
2、读了其中的一本，里面很多思想很受用，比如做学问做人四字：勤，谨，和，缓。学生走进社会
，不能全蹦着钱去，要有一两个自己的爱好，要有一两个自己想知道答案的问题。
3、双11入手之二。纸张装帧什么的是真的很棒。
4、关于胡适，我除了崇敬，实在没有其他更多的感情
5、自由与追求
6、暂阅第一卷，胡适，我思想之楷模与人格之导师也
7、被阉割版
8、装帧一流，纸张也好，排版佳。可惜的是没有注释。有些地方就难理解一点。胡适不光是一个社
会思想改革的先驱者，而且也是一个不错的文学家，你看他的自述就知道了，语言浅白朴实到极致，
真有无限魅力。
9、毕业论文资料的主要来源。我一定是我们图书馆第一个把这套书读完而且做笔记的人（生无可恋
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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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文集》

精彩书评

1、这套书价格确实有点高，不过当十二本厚厚的书放到我面前时，内心还是由衷的觉得：值啦！书
的装帧与编选都很不错，总其事者乃是北大的欧阳哲生教授，单就这一点来看它的质量就算有保证了
。至于胡适的为人与思想，更不用我多讲了。此书五折时，还是可以入手的。
2、北京大学新出版的胡适文集应该是目前胡适作品整理本子中最优的。我觉得新版的文集具有几个
特色：1、胡适作品收集全面《胡适文集》在选取胡适作品方面体例是很好的，文集不同于选集，如
目录所见，基本选取了胡适的重要作品。至于如陈平原先生觉得应增选《胡适留学日记》，我觉得却
是必要。《胡适留学日记》目前还没有单行的比较好的本子，而《胡适日记全编》（或《胡适日记全
集》）又部头太大，所以《留学日记》编入文集那就再好不过了。2、作品整理方面较好。作为文集
，进行具体的、必要的整理是有价值的。这部文集对编入作品做了版本源流方面的说明，选取得当，
远胜于《胡适全集》。更重要的是，如“胡适演讲集”的编纂，著名时间、地点等，又有必要的注释
，确实很有益处。3、编纂体例较佳。查看《文集》的编纂目录，可见编纂的体例还是很不错的。尤
其是相比于《胡适全集》，远胜于它。“胡适演讲集”、“胡适时论集”的编辑就是绝佳的证明。4
、编辑比较全面、便于利用。如《人权论集》，不是胡适一个人的作品，为方便读者，全文收入，对
于研究胡适思想是很有帮助的。最后说一下对胡适先生作品整理的期望：1、北大版胡适文集起了很
好的作用，整理胡适的作品要“步步为营”，从胡适生前自己编订的作品再到作品的汇编，再到补遗
，才能逐步清晰地整理出完备的《胡适全集》，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出现全集的编年或是分类
整理，所以在这里应该对《胡适全集》的编纂抱有批评。2、《胡适文集》之外，胡适的作品还有“
日记”、“书信”（中英文）、“译文”、“水经注研究”、“英文著述”等，如何整理，编辑，都
是出版者要仔细考量的。我认为首先应尊重作者自身的编订设计，再考虑其他。3、胡适的日记已经
有曹伯言整理的《胡适日记全集》问世，编纂上是很不错的。不过我认为将来要编纂更加的《胡适全
集》，应把胡适自己编订出版的，如《胡适留学日记》单独成册，而其他日记再做编年汇编。顾颉刚
全集的单行本与钱穆先生全集的单本发行，让读者可以有所选择，不仅仅是分期购买的问题，更是阅
读研究胡适思想不断深入的过程。4、胡适的书信在整理上期望北大应该出版全面的“往来书信”，
已收入《文存》的书信，在书信全编里可以存目。而其他作品如水经注的研究，需不需要进行全面整
理校注后存入全集，或是编纂成一部《胡适&lt;水经注&gt;校注》更好不是吗？等等编纂的问题不仅仅
考验着出版者、编纂者对于出版方面的经验，更考验着出版者、编纂者对于学术思想传承的责任与态
度。总之，北大新版《胡适文集》值得打全五分力荐。（《胡适文集》具体装帧请参考我的相册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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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文集》

章节试读

1、《胡适文集》的笔记-第387页

        第12册卷四第387页第1行，朱逷先生和陈女士做中国现代史的时候。应为朱逷先先生。朱逷先即
朱希祖。他两度出任北大史学系主任（1919-1927,1929-1931）
朱希祖（1879—1944），字逖先，又作逷先、迪先，浙江海鹽人，我國現代著名的歷史學家、藏書家
。1905年考取官費留學，赴日本早稻田大學師範科研習歷史；期間，師從著名國學大 師章太炎先生，
爲“章門五王”之一。1909年歸國，曾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浙江嘉興二中、嘉興中學教師，北京大
學、清華大學、輔仁大學、中山大學、中央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中央研究
院歷史博物館籌備處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長、中國史學會主席、明清史料編刊委員會委員、《廣東通
志》編纂委員會委員、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委員、國史館籌備委員會總幹事、考试院考選委員會考選
委員等職。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8a88280102e5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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