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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朋友胡适之》

内容概要

“我的朋友胡适之”，曾经是民国时许多人的口头禅。他的名望之高、人缘之好、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
这二十余篇回忆文章出自唐德刚、夏志清、周策纵等诸多大家，他们或为亲炙弟子，或为同事知交，
或为异代知己，从“先生胡适之”“朋友胡适之”“知行者胡适之”三种视角，呈现一个立体鲜活，
更为真实可信的胡适形象。对学子，他诱掖提携，爱才举才不遗余力；对朋友，他切磋砥砺，忠直相
待；在新文化运动、教书治校以及抗战外交中，他的为学与治事，展示了自由的思想、宽宏的精神和
过人的胆识。
如唐德刚所言：胡适之有一种“磁性人格”，总能让人片刻坐对，整日春风。他的智慧和风骨，不断
给予我们启示和勇气。

Page 2



《我们的朋友胡适之》

作者简介

唐德刚（1920—2009），安徽合肥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
）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
学工作。
夏志清（1921-2013），美国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曾任教美国密歇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哥伦比亚
大学等校。其中英文著作皆极具分量，且影响深远。
周策纵（1916—2007），湖南祁阳（今祁东县）人。1942年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毕业，获学士学位
。1950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硕士学位，1955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历任美国密歇根大学副研
究员，哈佛大学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荣誉研究员，威斯康辛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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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朋友胡适之》

精彩短评

1、各种角度忆胡适，一个伟大的学者
2、有赞有弹，但作为胡适粉，相对于对胡适人格的褒扬，更愿意看到多点对胡适学术和文学的商榷
。
3、这本是我用kindle以来标注最多的书，其中最难以忘怀的是一句让我自己都有点意外的话：“书生
的势力，不是幼稚的势力，不是兵力，不是暴力，而是凭人类良知取得共识而存在的。”
4、台湾传记文学纪念胡适文章合集。
5、同仁忆胡适，论胡适。历史是面镜子，时光逝去，无数的教训过后，才发现那个温柔淳厚的小个
子书生是那么可爱，可敬。
6、启发很多
7、阅
8、属于名人的裹脚布系列，反正跟名人有过接触的人都会写出来的那种文章。
9、体育中考前读完，也算有纪念意义
10、文章合集，所以重复的内容蛮多，其中有些篇章还是挺有意思的，可以大致翻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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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朋友胡适之》

精彩书评

1、从晚清开始，确切说是从乾隆开始，西方世界科技迅猛发展，中国以中央帝国自居，实已近皇朝
末路。太平天国起事，帝国残败，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臣的联手打击下，太平天国没了，
帝国得以苟延残喘。西方海洋霸权崛起，叩国门而令通商，守旧人士节节败，有识之士开始提倡学习
西方科技。西方思潮不断涌入，令人眼花缭乱，此时，留学派异军突起，各举大旗呐喊，无非是要唤
醒专制之下麻木的民众，为中国未来谋划一番以强国，免受西方欺凌。思潮之多若春秋战国之百家争
鸣，只不过时期之短不足以成为一家之言。在此情形之下，留英美派与留日派各有所长，长远看来，
留英美派是大势所向。胡适恰是留英美派的杰出代表，有国学功底，有英美思潮，涉猎范围之广，望
尘莫及。在今天看来，胡适有几个长处：一是敢于提出问题，摆在明处大家辩论，越辩越清晰，在论
战中不断修正完善自己思想。二是利用西方科学来研究整理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博采众长为我所用。
三是不拘一格推人才。这方面书中有不少感人的例子，为中国未来保留人才。四是避身于政治之外，
无党派立场，便于直言进谏。
2、近期连续读了《胡适留学日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和此书，对胡适和那个时代有了更多更
进一步的了解，此书有如下优点：一是史料翔实，信而有征。取材于台湾的《传记文学》月刊，岳麓
书社精心编纂而成。这个确实很难得，正如总序中说：“这是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是中国近代
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大事、喜事”，幸甚，幸甚。二是内容虽多，编排合理。全书分为三个部分也
就是三个角度看胡适：之一先生胡适之，多为执弟子礼的晚后辈所写，情意漫天，令人感动；之二朋
友胡适之，多是同时期同时代人眼中的胡适之，多方面反映那个时代的胡适之；之三知行者胡适之，
主要叙述胡适之践行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事情。三是条理清晰，文笔舒畅。书中作者多为某一领域
专家、学者，传统文化功底深厚，知识渊博字里行间感觉为人朴实低调、敢于求真直言，令后辈汗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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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朋友胡适之》

章节试读

1、《我们的朋友胡适之》的笔记-第125页

        关于梁启超与研究系政党，及胡适为何拒绝加入其中：顾颉刚曾说梁启超“他们未必尽是坏人，
但他们确自有取咎之道”。

2、《我们的朋友胡适之》的笔记-第112页

        “如果一个外国人要你举出十个对中国文化贡献最大的人物，你将推荐何人？”他(胡适)想了一会
儿说：“我的排名榜是：(一)孔子，(二)老子，(三)墨子，(四)韩愈，(五)杜甫，(六)范仲淹，(七)王安
石，(八)朱熹，(九)王守仁，(十)顾炎武。若是再加几名，则可列上：孟子、司马迁、王充和张居正。
······”

3、《我们的朋友胡适之》的笔记-第41页

        书中出现两次的一首诗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
堂堂溪水出前村。

这是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一首，胡适最爱这首诗，以其为“权威与自由斗争”的象征。

第一次出现是在傅安明在《回忆胡适之先生---如沐春风二十年》一文中，事情起源于1960年9月4日，

《自由中国》半月刊的雷震涉嫌“叛乱罪”被捕，10月8日判处有期徒刑10年。1961年7月26日，雷震

在狱中65岁生日时，胡适写下此诗为雷震寿，称颂他在争取言论自由上的成就和奉献。

4、《我们的朋友胡适之》的笔记-第104页

        书中出现两次的一首诗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
堂堂溪水出前村。

第二次出现是在唐德刚《胡适的大方向和小框框---为纪念适之先生百龄足岁冥诞而作》一文中，唐德
刚总结了师傅的思想也是山峡中的流水。它迂回、旋绕、停滞、钻隙......不论经历何种阻挠，它是永
远地流下去。溪流冲石，千年万年，岩石总会销蚀出一个大峡谷来。---这便是胡适的大方向；一个潮
流的方向；中国前途的方向。唐德刚还说，这首诗表现出胡适有自信心的夫子自况，也是胡适思想终
能风靡全国的道理。

5、《我们的朋友胡适之》的笔记-第31页

        胡先生看不惯蒋夫人的“虚娇之气”，看不惯她的“主客”迟到，看不惯她的“登高座”“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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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朋友胡适之》

头”怠慢宾客，看不惯她的演说无内容......

--------------------------------------
从文化到思想，从时局到政治，尽管胡适不乏论敌，但“我的朋友胡适之”简直成为半个世纪间社会
名流互托身份的一个符号。1962年2月24日，当胡适突然病发辞世，他所“依附”半生的蒋公为他“盖
棺定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6、《我们的朋友胡适之》的笔记-第235页

        从胡先生作品的风格来说，打饭读过他诗文的人，没有不觉得非常浅显明白，本末条理，通顺流
畅。无论你同意不同意他所说的，你总觉得他在说清事理；当然，有时也只是他自己斟酌选择过的事
理；但比起许多人来，他多半还是 比较公平的。即是他反对或责备的人，作品里却从来不盛气凌人，
不生气，不讥讽挖苦，不故意损伤别人的自尊心，不骂人。尽管别人冤枉他，骂他，也不生气，不对
骂。这样叙事、说理、分析的文章，在中国是凤毛麟角，非常罕见的。
点评：果然大师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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