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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谈史学》

前言

2012年，是胡适诞辰121年，也是他逝世50周年。也许是因为这样一个有点特殊的年份，胡适的名字又
一次活跃在人们的视野，成为许多媒体的话题。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胡适一直是一个标志性的人
物。说他是标志性的人物，一是他“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季羡林语)，不仅在哲学、史学、
佛学、文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人文学科声名显赫，而且在社会活动、政治领域也为人瞩目
，被世人誉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二是他的名字在整个20世纪都是中
国现代学术领域最具争议的焦点，赞者捧入云霓。批者贬若草芥。从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声名鹊起之
后，一个世纪以来，在每次学术界的风云变幻之中，他都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绕不开的话题。    
在20世纪的中国，产生过许多成就辉煌的文化大师，诸如史学界的王国维、陈寅恪、钱穆；文学界的
鲁迅、郭沫若、林语堂；哲学界的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佛学界的虚云、汤用彤、任继愈⋯⋯这
些大师术有专攻，各擅所长，以深入的研究和丰富的成果，名扬四海，成为一代宗师。和这些大师相
比，胡适的学术研究不免显得有些驳杂而疏浅：他的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部写完，即成绝响
；《白话文学史》也是写完上部，再无下文。至于他颇为自许的史学研究、禅学研究，也都随兴而起
，无疾而终，不仅缺少系统与条理，而且许多结论的牵强与粗疏一直为学者所诟病。然而这些明显的
疏失似乎并不妨碍他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代表人物。在20世纪50年代批判胡适的运动中，郭沫若曾经
做过这样的总结：胡适是“学术界的孔子”，胡适批判应该把“文化学术界的一切部门都包括进来：
在文化学术界的广大领域中，无论是在历史学、哲学、经济学、建筑艺术、语言学、教育乃至于自然
的各部门，都应当来开展这个思想斗争”。这样的结论，从另一个角度证明胡适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影
响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    这是一个奇怪的悖论．这种悖论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
忽视或者回避，这种忽视或者回避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对胡适解读的含糊和混乱：胡适到底是
什么样的人？他的思想和学术研究究竟价值几何？为什么他会引出这么多截然对立的评价？在胡适去
世50周年后的今天，对这些疑问的合理解答应当是今天我们重新认识胡适必不可少的前提。    这里，
我们通过对胡适主要学术思想的梳理，试着为这种悖论的诠释提供一条思路或一些启发，为今天的读
者认识胡适提供一些素材。    胡适一生给后人留下了数以千万字的著述，内容涉及人文科学的很多领
域。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他所倡导的白话文理论与新文学运动。陈独秀在他的《文学革命论》中声称
：“文学革命之风气，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20世纪之初，批判文
言文、提倡白话文是当时普遍的文化诉求，在胡适之前和同时，酝酿并推动这种变革的文人很多，如
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等。与这些同人相比，胡适既是一位卓越的理论家，也是
一个勤勉的实践者。他在《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中充分阐发了白话文和新
文学的意义，并且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为其找出了渊源。他特别明确地指出：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
民间。从《诗经》、《楚辞》、汉魏六朝的乐府歌辞、五言诗、七言诗，直到小说、戏曲，“中国三
千年的文学史上，哪一样新文学不是从民间来的”。这种鲜明、积极的文学史观，不仅破除了几千年
来正统文学观念的束缚，为白话文和新文学的提倡和发展找到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人们
的眼界，使他鼓吹的“文学革命”有了广阔的前景和切实的可行性。在反复宣扬自己的观点的同时。
胡适还通过具体的文学史研究、古典小说的考证以及对传统文学作品的重新解读。使自己的理论得到
了充分的阐释和验证。至于他在诗歌、小说、戏剧等领域的创作，虽然稚嫩粗糙，但作为引领风气的
实践，更为自己的白话文理论提供了鲜活的范例。正是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使得胡适的白话文理
论在当时众多的喧闹中显得实在而详备、具体而生动，较之一般的号召和鼓动，来得更加真切而有生
命力，从而产生的影响也就格外重大且深远。胡适的白话文理论和实践奠定了他在新文学运动中的领
袖地位，为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奠定了基本的格局、思路乃至命题。    同样，胡适也曾在20世纪初的
中国哲学界掀起过惊涛骇浪。1919年2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蔡元培在序言中称赞
它有四大特长：“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梁启超更是
称赞该书有三大特点，即“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谈到对当时人的影响，
任继愈说：“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使人耳目一新⋯⋯它不同于封建时代哲学史书代圣贤
立言，为经传作注解，而敢于打破封建时代沿袭下来的不准议论古代圣贤的禁例。他把孔丘和其他哲
学家摆在同样的地位，供人们评论，这是一个大变革。”当时的中国。西学渐入，中学凋零，许多有
志于弘扬中华文化的学者产生了很多困惑和焦虑：国学前途何在？做学问的路径何在？胡适的见解和
主张恰好解除了萦绕在人们心头的困惑，而这种“解除”的途径，就是新的学术眼光和新的研究方法

Page 2



《胡适谈史学》

。胡适曾极自信地说：“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件事要算中国的一件大幸。这部书的功用
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部书的影响。”口气之大、自
信之深，国人之中确乎少有。然而，历史证明：胡适所言不谬。虽然《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完成了上
部，但它第一次以明确而清晰的西方实用主义的方法论颠覆了传统中国因循了几千年的思维方式和学
术方法，它借鉴西方哲学的学术规范、理论框架和方法进行中西哲学融会贯通，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
建立、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中国现代哲学的创立都作出了无法磨灭的贡献。被誉为“中国哲学
史研究之集大成者”的冯友兰，其学术观点与胡适始终分庭抗礼，但谈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时，也多次强调：胡适在中国哲学史上是有开创之功的。    与此相对照，胡适的史学思想从一开始就
充满争议和质疑。胡适的史学理论的核心是倡导怀疑的精神，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态度
和实验主义的方法。去整理、发掘古代学术思想，为现实的目标服务。他认为，中国传统史学单纯以
考察和证实历史为目的的研究方法已不能适应时代潮流，必须以历史进化的眼光和以古为今的标准重
新审视。在当时，历史进化论和厚今薄古的观点并非胡适的首创。严复、康有为、章炳麟等人都是历
史进化论的鼓吹者，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等也都提出过厚今薄古的主张。而胡适与众不同之处则
在于：他的怀疑和批判，不是简单的否定或摒弃。而是要从古人的思想中找出对今人有益的东西来．
在符合客观史实的基础上，对古人思想做出新的评价。换句话说，整理国故的目的在于“再造文明”
。按照这种思路，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从当前的立场出发。对史料进行新的组织和诠释，批判地吸
取精华，从而引发合乎现实需要的历史结论。在这里，历史已不再是史料的简单堆砌，而是现实人们
有思想、有目的的“重构”。胡适的史学研究完全秉承了这样的宗旨：为了证明中国无为政治和自由
主义的传统，他刻意强调了老子、孔子学说的相关命题：为了推广实证主义的理论，他重新诠释了清
儒考据的治学精义。这样的史学理论一改中国历来“代圣人立言”的传统观念，着力强调现实的目的
和实用的态度。把阐释学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变成了干预现实的工具，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
响，而且开启了一代“疑古”的学风。当然，这套理论所带有的强烈主观特色和实用倾向也招致了许
多批评。“把历史当做一个随意打扮的婢女”，就是对胡适史学观点众多质疑中最为人熟悉，也是最
形象的恶谥。    胡适的佛教研究，实际上是他史学理论的延伸，而他的禅宗史研究又是其中最主要的
部分。胡适的禅宗史研究主要是围绕神会和尚的生平，整理历史上从唐朝开始到北宋时期中国禅宗发
展的情况，考察中国禅的建立过程。胡适通过对敦煌材料和日本发现的材料的考证和辨析。指出正是
神会和尚的努力，南宗顿悟之说才成为中国禅宗的“真宗”。胡适把神会和尚的努力视为“佛教内部
的一种革新或革命”，从神会开始，中国禅宗进入了历史上的革命时期，是把印度禅转化为中国禅的
时期。仔细研读胡适关于神会的一系列论述，不难发现：胡适之所以对神会在中国禅宗史上的作用极
力推崇，甚至到了夸张的地步，是因为他坚决地认为，神会给禅宗带来的改变是根本性的、革命性的
，是带有转折意味和里程碑意义的。这种价值和作用，和胡适自许对于中国现代思想的改变有着异曲
同工之妙。胡适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用思想史的眼光、历史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禅宗史的学者。他的
佛学研究不仅在国内是开创性的，而且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他在禅宗史研究中的研究成果在日本学
术界曾引起强烈的反响，而且直至今日也还受到相当的重视。    从上面的简单梳理中不难发现。五四
运动以来，在新文化的思潮中，胡适的确有其不同凡响的地方：从文学革命到整理国故，从哲学研究
到中西文化的讨论，在传统文化面向现代变革的很多方面，他都表现出独特的眼光和卓越的创造力；
他学贯中西又不拘一隅，俨然成为整个人文科学领域引领风气的通才。更为难得的是，在变革传统的
过程中，胡适并不满足于简单的批判和否定，而是在激浊扬清的同时，努力寻找一条基于传统而又变
革传统的可行之道。他的立场可以有人反对，结论或许受到质疑，但他所提出的问题、解决问题所使
用的方法，却把中国文化从原有的封闭传统带入了现代世界，把中国传统的古典学术转变成现代学术
。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带给现代中国的不是几部经典的理论著作，也不是若干精辟的学术观点，更
不是几句振聋发聩的口号。而是一种立场、一种方法、一种面向现代的态度。李泽厚曾经做过这样的
比较：“中国现代曾出现王国维、陈寅恪等史学巨匠以及顾颉刚、汤用彤、钱穆、金岳霖等，在学术
上，都非胡适所能比拟。但他们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却远不能与胡适相比。这就是思想史与学术史的区
别。”宋代禅师法演法师云：“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说的是不要把治学的门径轻易
示人。胡适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他所希望且努力的，恰恰是将一种新的治学方法和态度推己及人，“
普度众生”。如果“鸳鸯”算是成果、“金针”算是修成正果的方法和门径的话，胡适自己绣的“鸳
鸯”或许并不那么精美，但是他大力度人的“金针”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中国学术，而且在整个
现代中国的思想史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烙印。    这，或许就是胡适虽然学术未为醇厚，但在许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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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旧备受推崇的原因，或许就是胡适一生毁誉猬集，但历时百年无法被人忘却的理由。    随着中国现
代化进程的逐步深入，关于胡适的思考还将持续下去。并会成为中华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命题。在这
样的背景下，重新认识胡适和他的思想自然成为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
选编了这套“新编胡适国学文丛”。内容包括“胡适谈文学”、“胡适谈哲学”、“胡适谈史学”、
“胡适谈佛学”，基本涵盖了胡适学术研究的重点领域，很好地体现了胡适学术思想的基本面貌。“
文丛”在内容的选择上首先注重反映胡适学术思想的精华所在，同时也力求表现其学术观点的完整面
貌。因此，本丛书的编排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精心的考量：    首先是要选取最能反映胡适相关理论的
代表作，如最早提出“文学革命”理论的《文学改良刍议》，最先阐述“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这一著名论断的《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    其次，除了不得已的减省之外，编者尽量全文选录，不
对原文做割裂和删改，从而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文章的原貌，有助于读者做出客观的评价。    最后，在
文章类型的选择上，编者也尽可能兼顾文体、论题、文笔各方面。力求全面反映胡适学术研究的多样
性和丰富性。以“史学卷”为例，书中既选录了胡适的中国史通论《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也选入
了有关治史理论《研究国故的方法》。在具体的史学问题上，则选录了《两汉人临文不讳考》等一组
文章，可以让人清晰地看到胡适在史学实践中的方法运用，加上那些短小精悍的读史随笔以及胡适晚
年最为倾心的《水经注》考证的文章，胡适的整个史学风貌就显得丰富而生动许多。    这样的选文安
排不仅有助于读者对胡适的研究成果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印象，而且也是对他学术思想的尊重和致敬。 
  当年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的碑铭中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
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万千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有人认为，这段议
论借用到胡适身上也有一定的道理。相信每一个认真读过胡适作品的读者，都会有自己的评价。    (作
者系人文学者，现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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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胡适谈史学》内容简介：胡适是一位历史感极强的学者，在他论述中，“历史的态度”、“历史的
看法”、“历史的进化”、“历史的方法”、“历史的眼光”等等词眼俯拾即是，不论是对中国哲学
的研究，还是在文学、历史研究，都可以看到胡适对于考据和史料研究的热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
是所谓“史癖”。胡适对自己的学术定位是最感兴趣于史学。他晚年曾说：“有时我自称为历史家；
有时又称为思想史家。但我从未自称我是哲学家，或其他各行的什么专家。”这种表述也许只是胡适
兴之所至的随口一说，但至少证明，对于一个在传统文化氛围中成长出来的知识分子，史学研究可以
说是他的本色当行。所以，《胡适谈史学》收录的文章显得格外从容和熟悉。
“史学通论”部分收录的文章，是胡适对于中国历史的基本认识。《说史》所述是中国人历史观的经
典描述，虽无新意，也算是开宗明义。《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和《中国的再生时期》从不同的侧面
为中国历史作了一个说书式的梳理，看似浅薄，但其中已包括了胡适的历史态度。胡适早年批判传统
文化时曾严词厉色，然而对于西方世界诋毁中国文化的攻讦，他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尊。《中国近
一千年是停滞不进步吗》《中国的传统与将来》就很好地体现了胡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未来的信心和
期望。
胡适一生不断地宣传倡导。他说：“我的唯一的目的，是要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种注重
事实，服从验证的思想方法。”“治学方法”部分就收录了胡适关于“科学方法”的一系列重要文字
，它们集中反映了胡适所提倡的治学精神和态度。所以这些方法，不仅运用于胡适的史学研究，也是
他整个学术研究所贯彻始终的宗旨。章学诚和崔述是胡适十分推崇的两位清代史学家。读过《科学的
古史家崔述》，就可以明白胡适的用心所在了。
“史学研究”部分收录的是胡适的专题研究，其中《两汉人临文不讳考》《注汉书的薛瓒》都是他熟
练运用考据的最好体现。论王莽和曹操的文章，已显出胡适做翻案文章的本领，读来颇有趣味。胡适
晚年对于《水经注》倾注了大量的关心，说来起因很简单，就是为戴震洗刷冤屈。而之所以要为戴震
鸣冤，就是因为胡适视戴震为清代考据学的主帅和旗帜。《水经注考》就是胡适晚年这方面研究的代
表作。可惜尽管胡适费尽心力，但他为戴震辩白的努力似乎并不太成功，关于《水经注》的悬案至今
依然扑朔迷离。
中国历代的学者似乎都喜欢用“笔记”这种文体记录自己的学术成果。胡适作为一位在传统文化中浸
润很深的知识分子，自然也脱不了这样的习惯。虽然他没有刻意收录一些短文小札，但在他大量的著
述中，还是有很多这样短小精悍的文字，读来颇有兴味。我们把它编入“读史随笔”，借此展示一下
胡适作为新文化先驱不被注意的一面：一个书生，一个骨子里面充溢着儒家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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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谈史学》

作者简介

　　胡适(1891.12.17—1962.2.24)，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
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现代著
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安徽绩溪上庄村人，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
”的领袖之一，曾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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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1939年还曾获得过诺贝
尔文学奖的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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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谈史学》

书籍目录

第一编　 史学通论
说“史”
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
中国再生时期
中国近一千年是停滞不进步吗？
中国传统与将来
第二编　 治学方法
研究国故的方法
再谈谈整理国故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
校勘学方法论（序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
考证学方法之来历
科学的古史家崔述（1740-1816）
第三编　 史学研究
两汉人临文不讳考
读陈垣《史讳举例》论汉讳诸条
汉初儒道之争
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
再论王莽
曹操创立的“校事”制
补记曹魏的“校事”
孙吴的“校事”制
书院制史略
注《汉书》的薛瓒
《水经注》考
第四编　 读史随笔
论初唐盛唐还没有雕板书
八股的起原
考作象棋的年代
建文逊国传说的演变（跋崇祯本《逊国逸书》残本）
读《北史》杂记
海外读书笔记
编后赘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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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谈史学》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上面许多话，都是本篇的绪论，在说明要研究文学史的，第一要注意材料的收集；第二说
明中国国语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第三就是说明做文学史时要晓得的标准。下面我们再来谈文学
史的本身。 我们要问一问白话文学是怎样起来的？文学和文字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语言文字是拿来表
情达意的，文学也是用来表达情绪的。这两种东西仔细比较起来，却有一个分别，就是文学是语言文
字的最好的部分。文学的表情达意要看表得好否，达到妙否；至于普通的语言文字，只要能够表情能
够达意就好了。用不着再追问表达得美妙与否。 白话的文学，完全是平民情感自然流露的描写，绝没
有去模仿什么古人。记这种平民文学的古书，第一部当然是《诗经》。这部书里面所收集的，都是真
能代表匹夫匹妇的情绪的歌谣，如《郑风》《秦风》等。后来南方又出一部《楚辞》，这一部书里如
《九歌》等篇，都能够代表当时民众的真正情感。到汉朝的时候，又觉得“楚辞”不能发表真正情感
，而“楚辞”在当时便成了古典文学。而代替“楚辞”的却是五字一句的民众文学的诗，同时又将五
字一句的诗变成三字，五字，八字不等的歌谣似的诗。这种类似歌谣的诗，当时一般文人都瞧不起来
，但在他们瞧不起来的文学中，的确有很多是极好的作品，如《孔雀东南飞》等。这些东西总起来说
，就是古乐府的文学。汉末，有曹操父子和他的朋友在北方提倡新文学，这就是赋的出现，他们的作
品，都是模仿歌谣和古乐府的。到了此时，忽然有五胡的乱华。南北分裂起来，北方的野蛮民族带来
许多特殊的文学，成为北方的乐府。南方的人好文，性情是文绉绉地。他们描写的是些恋爱的事，创
了许多格式，这种文学都是匹妇匹夫所能懂的，南北朝的文学的精彩，就是五言的作品。直到唐朝的
时候。一般人才大着胆子很诚实的模仿起匹夫匹妇的情绪，当时的文学，如《全唐诗》开首便是模仿
古乐府的，所以处处都有些平民化了。总起在唐以前的文学。要以乐府为最重要，但当时散文的作品
却很少。这就是因为小百姓们，平时用不着散文，有什么情感随口便唱成诗歌等的韵文了，此时的散
文，在《汉书》里《赵皇后传》上可以找出很好的一问一答的散文。此外《文选》中也可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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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谈史学》

编辑推荐

《胡适谈国学系列(文学+哲学+佛学+史学)(套装共4册)》通过对胡适主要学术思想的梳理，试着为准
确解读胡适提供一些思路或启发；也是为了让今天的读者更全面地认识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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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谈史学》

精彩短评

1、当今图书定价太贵了让读书人承受不起，如果没有当当网的活动读书人只能望书兴叹了。推荐大
家读一读胡适的著作。
2、过于枯涩 难懂
3、重读一下民国时期国人的一些文化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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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谈史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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