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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文集(2)》

内容概要

《胡适文存》1921年12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分平装（四册）、精装（两册）两种，六开本。《
胡适文存》内收录的文章大致写于1911年5月至1921年11月之间，大都已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有些文
章胡适又作了修改，具体情形胡适在《序例》中有所交待。《胡适文存》问世后，深受广大读者的欢
迎，是二十年代流传甚广的畅销书。
此次整理出版《胡适文存》，系依1930年所出第十三版排印。原书无文章发表出处，现将每篇文章的
出处，一一括注说明，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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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文集(2)》

精彩短评

1、先把胡适文存给看了再说。
2、稍嫌辛苦
3、大师就是大师啊！！！！
4、“是在今日吾国青年之通晓欧西文法者，能以西方文法施诸吾国古籍，审思明辨，以成一成文之
法，俾后之学子能以文法读书，以文法作文，则神舟之古学庶有昌大之一日。“
5、大师的思想能穿透历史，在这个年代依然受用
6、《墨子 小取》篇新诂跳过暂时没看。
7、五四以来，迄今为止，我觉得最懂得反叛 自由 创造的仅胡适 鲁迅 两人而已，鲁迅的小说、杂文、
文学研究，我看过些，能够抓住我的心，给我痛感十足的一击，让我清醒着去看周围、看自己，而看
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内附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我自己还是忠实胡适的，他的文学观念是历史的
，不是陈那种无视一切旧的东西的过分激进的观念，而是立足历史的，面向世界，输入学理的文学变
革观念，是在破坏的基础上创造，这点从他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不难看出。实验主义在他思想中的地
位很高，他也很推崇陈寅恪的二重证据法，这伴随着他重考证的一生。但不得不提，他和鲁迅的思想
是很有出入的，在我看来，鲁迅的种种观念更具备说服性，而胡的有点推己及人的意思，在他和时人
的论争文中，我不敢苟同他某些过分重视问题和现身说法的精神。
8、拖着读的，挑感兴趣的看了几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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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文集(2)》

精彩书评

1、30年代时，当一生都在认识真我的西方心理学大师荣格，向一位来自东方的学者请教《易经》时，
后者却给这种热情泼了冷水。这位学者就是当时怀着救国救民的梦想，极力主张西学强国的胡适，在
他看来，《易经》不过是中国古代先民的巫术总结而已。然而，这并没有打击到荣格的信念，因为在
他看来，误解、敌视和纷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恰好是整合的开始。这就是人类的使命——意识与无
意识，自我与自身，身体与心灵，东方与西方——当一切深及到“人类”这一层面时，一切二元的对
立都将被灵魂这一主题所无限包容。借助现象学的方法和对原型理念的阐释，作为一位心理学大师，
荣格将其几乎所有的热情都全然地倾注在了对神秘学、宗教、历史文化以及人类精神现象的研究与探
索中，这也让他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蒙上了一层精神层面所特有的质朴的魅力。最终，荣格还原了那个
充满着传奇故事与私我神话的内在世界，引领高度工业化和社会化背景下，倍感孤独的现代人回归到
了对自我与灵魂的思考和探寻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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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文集(2)》

章节试读

1、《胡适文集(2)》的笔记-美国的妇人

        1018年 民国七年久月
地点：北京女子师范学校

"这位美国女子，是一种“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我在席上，估量这位女子，大概不过三十岁上下
，却带着一种苍老的状态，倔强的精神。他的一言一动，似乎都表示这种“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
；似乎都会说道：“做一个良妻贤母，何尝不好？但我是堂堂地一个人，有许多该尽的责任，有许多
可做的事业。何必定须做人家的良妻贤母，才算尽我的天职，才算做我的事业呢？”这就是“超于良
妻贤母”的人生观。我看这一个女子单身走几万里的路，不怕辛苦，不怕危险，要想到大乱的俄国去
调查俄国革命后内乱的实在情形：——这种精神，便是那“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的一种表示；便
是美国妇女精神的一种代表。"
————有趣之处是可以比较那时侯的先进思维和这个时代的普遍思维。社会进步的文字证据。去年
认识一位的确自称为“美国妇女”的美国女人，分别毕业于yele和hku，从事独立电影制作、文字编辑
杂志出版、和创意公司星探。游历世界，任何情形都独当一面。而在中国有这种精神的女孩，也是越
来越多了呢 ^o^

"中国的习惯，男女隔绝太甚，所以偶然男女相见，没有鉴别的眼光，没有自治的能力，最容易陷入烦
恼的境地，最容易发生不道德的行为。"
————哈哈...笑死我了...比较中国是否有所改观，有一个例子。今年1月我在瑞士山中一个酒店泡温
泉，男女混浴。女性基本上都穿的比基尼，来回走动，不会惹来任何奇异目光。更甚至一位漂亮美丽
的小姐裸了全身上岸穿衣，周围男士也不会定睛而观，还是很正常地各行其是。而如果同样的状况发
生在中国的任何一个浴场呢？所以，中国的习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虽然程度有所减轻，但本质
还是未有改观 ^.^

"这位女士是一个有名的大学教授的女儿，学问很好，到了二十几岁上，忽然把头发剪短了，把从前许
多的华丽衣裙都不要了。从此以后，他只穿极朴素的以上，披着一头短发，离了家乡，趣到纽约专学
美术。他的母亲是很守旧的，劝了他几年，终劝不回头。他抛弃了世家的家庭清福，专心研究一种新
画法；又不肯多用家中的钱，所以每日自己备餐，自己扫地。他那种新画法，研究了多少年，起初很
少人赏识，前年他的新画在一处展览，居然有人出重价买去。将来他那种画法，或者竟能自成一家也
未可知。但是无论如何，他这种人格，真可算得‘自立’两个字的具体榜样了。"

“我便取出演说稿，挑出几段，读给他们听。内中有一节讲中国夫妻，结婚之前，虽然没有爱情，但
成了夫妇之后，有了共同的生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种同艰苦的生活也未尝不可发生一种浓厚
的爱情。我说到这里，看见主人抬起头来望着主妇，两人似乎都很为感动。后来他们告诉我说，他们
都是苦学生出身，结婚以来虽无子无女，却同受了许多艰苦。进来境况稍宽裕了，正在建筑一所精致
的小屋，他丈夫是建筑工程科教授，自己打图样，他夫人天天去监督工程。这种共同生活，可使夫妇
爱情格外浓厚，家庭幸福格外圆满。”

“‘新妇女’是一个新名词，所指的是一种新派的妇女，言论非常激烈，行为往往趋于极端，不信宗
教，不依礼法，却又思想极高，道德极高。......我在Inthaca时，有一位男同学，学的是城市风景工程，
却极喜欢研究文学，做得极好的诗文。后来我到纽约不上一个月，忽然收到一个女子来信，自言是我
这位同学的妻子，因为平日听他丈夫说起我，故很想见我。我自然去见他，谈起来，才知道他是一个
‘新妇人’，学问思想，都极高尚。他丈夫那时还在Cornell大学的大学院研究高等学问。这位女子
在Columbia大学做一个打字的书记，自己谋生，每星期五六夜去学高等音乐。他们夫妇隔开二百多英
里，每月会见一次，他丈夫继续学他的风景工程，他夫人继续学他的音乐。他们每日写一封信，虽不
相见，却真和朝夕相见一样。这种家庭，几乎没有‘家庭’可说；但我和他们做了几年的朋友，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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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文集(2)》

他们那种生活，最足表达我所说的‘自立’的精神。”
————异地+1

2、《胡适文集(2)》的笔记-第473页

        现今的人都说教育可以救种种的弊病。但是依我看来，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简直可以亡
国。我有十几年没到内地去了，这回回去，自然去看看那些学堂。学堂的课程表，看来何尝不完备？
体操也有，图画也有，英文也有，那些国文、修身之类，更不用说了。但是学堂的弊病，却正在这课
程完备上。例如我们家乡的小学堂，经费自然不充足了，却也要每年花六十块钱去请一个中学堂学生
兼教英文唱歌。又花二十块钱买一架风琴。我心想，这六十块一年的英文教习，能教什么英文？教的
英文，在我们山里的小地方，又有什么用处？至于那音乐一科，更无道理了。请问那种学堂的音乐，
还是可以增进“美感”呢？还是可以增进音乐知识呢？若果然要教音乐，为什么不去村乡里找一个会
吹笛子的唱昆腔的人来教？为什么一定要用那实在不中听的二十块钱的风琴呢？那些穷人的子弟学了
音乐回家，能买得起一架风琴练习他所学的音乐知识吗？我真是莫名其妙了。所以我在内地常说：“
列位办学堂，尽不必问教育部规程是什么，须先问这块地方上最需要的是什么。譬如我们这里最需要
的是农家常识、蚕桑知识、商业学识、卫生常识，列位却把修身教科书去教他们做圣贤！又把二十块
钱的风琴去教他们学音乐！又请一位六十块钱一年的教习教他们的英文！列位且自己想想看，这样的
教育，造得出怎么样的人才？所以我奉劝列位办学堂，切莫注意课程的完备，须要注意课程的实用。
尽不必去巴结视学员，且去巴结那些小百姓。视学员说这个学堂好，是没有用的。须要小百姓都肯把
他们的子弟送来上学，那才是教育有成效了。”

    以上说的小学堂。至于那些中学校的成绩，更可怕了。我遇见一位省立法政学堂的本科学生，谈了
一会，他忽然问到：“听说东文是和英文差不多的，这话可真吗？”我已经大诧异了。后来他听我说
日本人总有些岛国的习气，忽然问道：“原来日本也在海岛上吗？”⋯⋯这个固然是一个极端的例。
但是如今中学堂毕业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种无能的游民。这都由于学校里所
教的功课，和社会上的需要毫无关涉。所以学校只管多，教育只管兴，社会上的工人、伙计、账房、
警察、兵士、农夫⋯⋯还只是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社会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学堂所造成的是不
会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才，这种教育不是亡国的教育吗？

3、《胡适文集(2)》的笔记-第34页

        后之腐儒，不明时代之不同，风尚之互异，遂想出种种谬说来解《诗经》。诗之真价值遂历二千
余年而不明，则皆诸腐儒之罪也。更举一例，白香山的《琵琶行》，本是写实之诗。后之腐儒不明风
俗之变迁，以为朝廷命官岂可深夜登有夫之妇之舟而张筵奏乐。于是强为之语，以为此诗全是寓言。
不知唐代人士之自由，故有非后世腐儒所能梦见者矣。

4、《胡适文集(2)》的笔记-第217页

        休谟一派把心的内容看作细碎的分子，其实那一点一块的分子并不是经验的真相；个人的经验是
连贯不断的一个大整块，不过随时起心的作用时自然不能不有所选择，不能不在连绵不断的经验上挑
出一部分来应用，所以表面上看去很像是一支一节的片段，其实还是整块的，不间断的。

5、《胡适文集(2)》的笔记-第28页

        至唐而大盛，李、杜之歌行，皆可谓创作。后之妄人，乃谓之曰“五古”，“七古”，不知五言
作于汉代，七言尤不得为古，其起与律诗词同时。若《周颂》《商颂》则真“古诗”耳。故李、杜作
“今诗”，而后人谓之“古诗”；韩、柳作“今文”，而后文谓之“古文”。不知韩、柳之为韩、柳
，未可厚非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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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文之时，言文之分尚不成一问题，正如欧洲中古之学者，人人以拉丁文著书，而不知其所用为“
死文字”也。

6、《胡适文集(2)》的笔记-易卜生主义

        “易卜生最后所作的《我们死人再生时》(When We Dead Awaken)一本戏里面有一段话，很可能表
出易卜生所作文学的根本方法。这本戏的主人翁是一个美术家，费了全副精神雕成一副像，名为‘复
活日’。这位美术家自己说他这副雕像的历史道：‘我那时年级还轻，不懂得世事。我以为‘复活日
’应该是一个极精致，极美的少女像，不带着一毫人世的经验，平空地醒来，自然光明庄严，没有什
么过恶可除。......但是我后来那几年，懂得些世事了，才知道这‘复活日’不是这样简单的，原来是
很复杂的。......我眼里所见的人情世故，都到我理想中来，我不能不把这些现状包括进去。我只好把
这像的座子放大了，放宽了。

        我在那座子上雕刻了一片曲折爆裂的地面。从那地的裂缝里，钻出来无数模糊不分明，人身兽面
的男男女女。这都是我在世间亲自见过的男男女女。’

        这是‘易卜生主义’的根本方法。那不带一毫人世罪恶的少女像，是指那盲目的理想派文学。那
无数模糊不分明，人身兽面的男男女女，是指写实派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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