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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与自由》

前言

一、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891年12月17日生于上海，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学者、思想家、教
育家。胡适幼年在家乡接受私塾教育，14岁时到上海求学，开始接触新思想。20岁时考取“庚子赔款
”官费生赴美留学，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农科，后改读文科，25岁时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
学家杜威，受其“实验主义”哲学影响颇深。1917年，27岁的胡适归国后即受聘为国立北京大学文科
教授，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之领袖，后历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北京大学校长、
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要职。1962年2月24日，胡适因心脏病猝发逝世于台湾，享年72岁。胡适一生涉猎甚
广，著述颇丰，在文、史、哲、教育及社会活动方面均有建树，他的思想、行为及著述对20世纪的中
国乃至今日社会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二、作为中国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胡适的一言一
行都备受时人瞩目。学成归国之后的胡适以改革旧中国、旧思想为己任，不只用笔，也通过演说向当
时的民众孜孜不倦地播撒新思想的种子。胡适一生发表演讲无数，内容涉及文学、历史、教育、伦理
、政治、学术研究等多个方面，加上胡适情思敏捷，能言善道，谈吐幽默，并能将深刻的哲思转化为
浅显易懂的白话，因此，胡适的演讲同他的著作一样受到无数国人的广泛关注，至今仍热度不减。三
、胡适的一生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极深，并不遗余力地将西方的先进思想文化介绍传播到中国，但并
非主张全盘西化，他也十分看重并传承着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宝藏，并且将数十年的光阴投身到“整
理国故”以及考据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工作之中。在生活上胡适也是“中西结合”，虽留洋数载，
常年身居异国，但仍十分注重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爱穿中国传统长袍，并与他的“小脚太太”不离
不弃、相携到老。抛开众多名誉的光环，胡适独特的人格魅力也始终为后代国人所称道。胡适去世之
后，蒋介石曾在给胡适的挽联中评价他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四、
胡适的思想在其生活的年代无疑是超前的，对传播科学、启迪民智、引导自由独立之风有不灭之功；
而胡适的许多观点和理念对于今人今事也仍不过时。比如在青年的人格塑造上，胡适主张独立进取的
个人主义，反对自私自利的“假个人主义”；他鼓励青年人注重以自己的兴趣来选择职业，而不是只
看重社会所需；在为人上，胡适讲究“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在治学上，
胡适则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这些思想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仍
然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虽然胡适曾多次声称自己“不喜欢搞政治”，但他的一生还是同政治密不可
分。由于时势环境的不同，胡适的某些政治主张或许有待商榷，他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认识也
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相信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加以甄别，但这并不遮掩他的独特思想和高洁人格的光
芒。五、今年是胡适辞世的第50个年头，我们特从众多珍贵的材料之中，甄选了胡适演讲稿中最精彩
、最有价值的篇章，汇成《容忍与自由——胡适演讲集》一书，以飨读者。本书按照时间倒叙的顺序
，追溯了从胡适的晚年至青年大半个人生的演讲历程，试图向读者呈现胡适一生思想之光的轨迹，同
时，也向这位为现代中国拉开文明与进步、民主与自由大幕的先哲致以诚挚的缅怀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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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与自由》

内容概要

本书是胡适先生的演讲精选集。作为近代中国最富盛名的文化名人之一，胡适的影响力至今不衰。书
中对演讲稿的辑录，在时间的跨度上，从胡适的青年时代直至其晚年，而内容题材上，则横跨了文化
、民生、修身、历史、教育、社会改革，甚至妇女地位等诸多领域，既保证了内容上的丰富，又大大
提升了本书的可读性。这些演讲大都十分浅显易懂，且充满睿智和风趣。在书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一
个侃侃而谈的智者，又可以体会到胡适对于家国的热爱和思考，对于民主和自由的守护和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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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与自由》

作者简介

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891年12月17日生于上海，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学者、思想家、教育家
。胡适幼年在家乡接受私塾教育，14岁时到上海求学，开始接触新思想。20岁时考取“庚子赔款”官
费生赴美留学，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农科，后改读文科，25岁时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
杜威，受其“实验主义”哲学影响颇深。1917年， 27岁的胡适归国后即受聘为国立北京大学文科教授
，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之领袖，后历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
研究院院长等要职。1962年2月24日，胡适因心脏病猝发逝世于台湾，享年72岁。胡适一生涉猎甚广，
著述颇丰，在文、史、哲、教育及社会活动方面均有建树，他的思想、行为及著述对20世纪的中国乃
至今日社会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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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与自由》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毕业班的诸位同学，现在都得离开学校去开始你们自己的事业了，今天的典礼，我们叫作
“毕业”，叫作“卒业”，在英文里叫作“始业”（Commencement），你们的学校生活现在有一个
结束，现在你们开始进入一段新的生活，开始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自己的担子，所以叫作“始业”。 
我今天承毕业班同学的好意，承阎校长的好意，要我来说几句话。我进大学是在五十年前（1910），
我毕业是在四十六年前（1914），够得上做你们的老大哥了，今天我用老大哥的资格，应该送你们一
点小礼物，我要送你们的小礼物只是一个防身的药方，给你们离开校门，进入大世界，作随时防身救
急之用的一个药方。 这个防身药方只有三味药： 第一味药叫做“问题丹”。 第二味药叫做“兴趣散
”。 第三味药叫做“信心汤”。 第一味药，“问题丹”，就是说：每个人离开学校，总得带一两个
麻烦而有趣味的问题在身边作伴，这是你们入世的第一要紧的救命宝丹。 问题是一切知识学问的来源
，活的学问、活的知识，都是为了解答实际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困难而得来的。年轻人进入社会的
时候，总得有一个两个不大容易解决的问题在脑子里，时时向你挑战，时时笑你不能对付他，不能奈
何他，时时引诱你去想他。 只要你有问题跟着你，你就不会懒惰了，你就会继续有知识上的长进了。
学堂里的书，你带不走；仪器，你带不走；先生，他们不能跟你去，但是问题可以跟你走到天边！有
了问题，没有书，你自会省吃省穿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卖田卖地去买仪器！没有好先生，你自
会去找好师友；没有资料，你自会上天下地去找资料。 各位青年朋友，你今天离开学校，夹袋里准备
了几个问题跟着你走？ 第二味药，叫做“兴趣散”，这就是说：每个人进入社会，总得多发展一点专
门职业以外的兴趣——“业余”的兴趣。 你们多数是学工程的，当然不愁找不到吃饭的职业，但四年
前你们选择的专门职业，真是你们自己的自由志愿吗？你们现在还感觉你们手里的文凭真可以代表你
们每个人终身的志愿，终身的兴趣吗？——换句话说，你们今天不懊悔吗？明年今天还不会懊悔吗？ 
你们在这四年里，没有发现什么新的，业余的兴趣吗？在这四年里，没有发现自己在本行以外的才能
吗？ 总而言之，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又应该有他的非职业的玩意儿。不是为吃饭而是心里喜欢做
的，用闲暇时间做的，——这种非职业的玩意儿，可以使他的生活更有趣，更快乐，更有意思，有时
候，一个人的业余活动也许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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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与自由》

媒体关注与评论

40年来，能够一以贯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且在40年间，没有迷茫，没有“最后
见解”的人，除了胡适，简直找不到第二个。——李敖    我觉得不但我们这一代和上一代，就连大陆
的下一代，尽管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格所谓民族回
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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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与自由》

编辑推荐

《容忍与自由:胡适演讲集》编辑推荐：如果说民国也有“偶像派明星”，那么胡适无疑就是民国人气
最高的“偶像”之一。想要了解胡适，他的演讲集不可不读。因为演讲集是胡适最真实的情感流露，
是最直接的心声倾诉。这些演讲，既贯穿了胡适不凡的一生，也记录了一段不容忽视的历史。之所以
在胡适逝世50年后的今天，依然能兴起“民国热”、“胡适热”，这都表明那一段不曾走远的历史令
人神往，而来自胡适的声音也足以令国人百年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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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与自由》

名人推荐

40年来，能够一以贯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且在40年间，没有迷茫，没有“最后
见解”的人，除了胡适，简直找不到第二个。 ——李敖 我觉得不但我们这一代和上一代，就连大陆
的下一代，尽管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格所谓民族回
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 ——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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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与自由》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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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与自由》

精彩书评

1、整体的文章内容比较散乱，不及整本的小说看着有味道，可以细细嚼读的内容不算多。文章编排
顺序建议调整一下。根据文章发表的年份，最早发表的文章放前面，最晚发表的文章放后面，这样有
助于读者体会老胡的心路历程。
2、从“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到“启了又蒙，蒙了又启”，只言片语所感受到的胡适先
生，每每让人感觉语言平实易懂，说理深入浅出，甚至还有一些幽默的成分，不愧是梁漱溟先生所赞
叹的会讲“理”的人。这次看了下整本的演讲集，虽年代远隔，所陈述的很多事实和道理，不但不为
过时，反觉予我多有启发，身为学人，演讲并不卖弄学问，而多切实际，发人深省，我想，这才是做
学问的正道和大师应有的风范。无论是做学问，还是搞文艺，无疑民国都是一个好时代，一来国门初
开西学东渐，大量的新知和思想涌将进来，令人目不暇接，从克鲁泡特金到民主代议制，从达尔文主
义到马克思主义，从文明戏到新文学，从传统国学到西方哲学，都有拥趸而无绝对的价值标准；二来
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年代，新旧交替不破不立，一方面整理国故一方面要探索新知，新学堂、新青年
、新文化、新知识，就连先生也往往是新的，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变革，降低了学问的门槛儿，所有
的知识也都要重新梳理，教科书尚且没有一定，自然也不会存在什么学阀，也正是这一代人，构成了
中国现代学术与文化的基础和主干；三来虽然军阀混战，政治也不清明，但多忙于争抢地盘，并不过
于干涉高等教育，对于意识形态和文化的钳制相对较弱，更无暇顾及各种学术和思潮的发展，思想才
能得以解放而充满活力，文化界和知识界才能迎来自秦汉诸子百家以来少有的繁荣；四来国家虽然面
临分裂，经济凋零政局不稳，但国民政府中一些有识之士，有感于近代国事的衰颓，能够意识到文化
与教育的重要性，出于对学问和学人的尊敬，愿意在资源上多加倾斜，学者和文化名人无论在社会地
位上还是经济收入上，都还普遍过得去。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条，那时一些有智识的人们，多少还
保有一些东方优良的传统，晓得一些敬畏，做人有些底限，虽然社会也不是他们这些书生所能改变的
，但常怀兼济天下之志，这些人就不由得要发声、要做事。有人盛赞民国可以称之为中国启蒙的时代
，如果姑且算的话，那么我认为文革后的八、九十年代，也曾有过短暂的启蒙，可惜的是，胡适先生
的一句“启了又蒙，蒙了又启”，不幸一语成谶，究其原因，大概还是启蒙的不够彻底。今天的教育
和学术届，我不想多加评议，道听途说而来的不一定确凿，即使确凿，人微言轻徒增笑柄，留给“公
共知识分子“和“大人物”们去说较好，至少能入耳，而不至于被人批评为“瞎侃”和 “狂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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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与自由》

章节试读

1、《容忍与自由》的笔记-新闻独立与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同一切自由一样，都是要各人自己去争取的。越开放越可以养成新闻独立，越可以养成
言论自由，而政府也就可以得到舆论的支援。

2、《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40页

        -中学生的修养应注重两点：

一、工具的求得。第一种工具是语言文字。第二种工具是科学的基本知识。

二、良好习惯的养成。

-做人、做事、做学问(治学)的秘诀：勤、谨、和、缓

勤，就是不偷懒，不走捷径，要切切实实、辛辛苦苦的去作。

谨，就是谨慎，不粗心，不苟且

和，就是不要发脾气，不要武断。要虚心，要和和平平。虚心即脑筋不存成见，不以成见来观察事，
不以成见来对待人。

缓，是指不要忙，不轻易下一个结论。

3、《容忍与自由》的笔记-中学生的修养与择业

        中学生需要求知识与做人、做事的工具。工具有两种，一种是语言文字，多学得一种语言，等于
辟开一个新的花园、新的世界。另一种是科学的基本知识。拿工具的观念看功课，功课便是活的。这
一点也可以说是中学生治学的方法。胡适认为好的学习习惯应该是多“动手动脚”。
“勤谨和缓”是胡适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秘诀。勤，就是不偷懒，不走捷径，要切切实实，辛辛苦
苦的去作。谨，就是谨慎，不粗心，不苟且。和，就是不要发脾气，不要武断。要虚心，要和和平平
。什么叫做虚心？脑筋不存成见，不以成见来观察事，不以成见来对待人。缓，这个字很重要。缓的
意思不要忙，不轻易下一个结论。如果没有缓的习惯，前面三个字都不容易做到。“性之所近，力之
所能。”胡适先生最强调和看重个性。对于选课择业，他认为“个人标准比社会标准更重要”。我已
经六十二岁了，还不知道我究竟学什么？都是东摸摸、西摸摸，也许我以后还要学学水利工程亦未可
知，虽则我现在头发都白了，还是无所专长，一无所成。可是我一生很快乐。因为我没有依社会需要
的标准去学时髦。我服从了自己的个性。他自称是“学术界的流民”。胡先生虽然认为自己“无所专
长，一无所成”，但事实上他已经成为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而其成才的原因，恐怕就是他
的这份谦逊，以及他在知识上的广泛涉猎吧。

4、《容忍与自由》的笔记-大宇宙中谈博爱

        孔子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就是把自己弄好。我们应当先把自己
弄好，然后帮助别人；独善其身然后能兼善天下。同学们，现在我们读书的时候，不要空谈高唱博爱
，但应先努力学习，充实自己，到我们有充分能力的时候才谈博爱，仍不算迟。

5、《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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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的人生观”有两个意思：第一拿科学做人生观的基础；第二拿科学的态度、精神、方法，
做我们生活的态度，生活的方法。

-第一点，人生是什么。关于人生是什么的十条：

一 要知道空间的大，眼光要大
二 时间是无穷的长
三 宇宙间自然的行动
四 物竞天择的原理
五 人是什么东西
六 人类是演进的
七 心理受因果律的支配
八 道德、礼教的变迁
九 各物都有反应照
十 人的不朽

-第二点，人生，要用那科学的方法、精神、态度去做：

一.怀疑
二.事实
三.证据
四.真理

6、《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120页

        -以上所谈的三大类来讲，第一是消极的研究、讨论，来影响政治，个人、团体都能够做。第二是
要不怕臭，努力扒粪，调查，揭发，总会使政治日渐清明。第三是以团体的力量做大规模的调查和教
育工作，直接推动了选举，积极促进了政治。

7、《容忍与自由》的笔记-大学的生活

        “性之所近，力之所能。”这是清代大儒章学诚的话。

8、《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180页

        -治学的第一步所需要的是工具。工具包括自己的能力、设备。

第二步是习惯的养成，包括不要懒、不苟且、不要轻于相信人家

9、《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140页

        -总而言之，一个受过训练的头脑，就是对于易陷入于偏见、武断和盲目接受传统与权威的陷阱，
存在戒心和疑惧。

-有责任心的思考至少含着三个主要的要求：第一，把我们的事实加以证明，把证据加以考查；第二，
如有差错，谦虚地承认错误，慎防偏见和武断；第三，愿意尽量彻底获致一切会随着我们观点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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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来的可能后果，并且道德上对这些后果负责任。

10、《容忍与自由》的笔记-治学方法·第二讲·方法的自觉

        无论是在科学上的小困难，或者是人生上的大问题，都得要严格地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
西：这就是科学的态度，也就是做学问的基本态度。自觉就是自己批评自己，自己检讨自己，自己修
正自己。'勤、谨、和、缓'这四个字不但是做官的秘诀，也是良好的治学习惯。做学问要能养成'勤谨
和缓'的好习惯；有了好习惯，当然就有好的方法，好的结果。

11、《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160页

        -我以为在做学问之前，应先有下列两个条件：第一是有博大的准备，第二是养成良好的习惯。
一、准备做学问的准备工作，就是先要打个底子，先要积知识经验，把基础打好。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做学问的先决条件，不是重在先得方法，而是在先求知识，抱定开
卷有益的态度，先造成广博精深的基础，然后才来做学问。

二、养成良好的习惯。
良好习惯的养成约有三种：
1、勤（要勤快，不要懒，不怕苦。）
2、慎（不苟且，不潦草，不随便，要负责任。）
3、虚（不要有成见，要虚心。）

12、《容忍与自由》的笔记-找书的快乐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13、《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80页

        - 所谓自由就是不受外力的无理约束，不做傀儡，一切动作、思想、信仰，都由于自己作主，也就
是西洋人所指解放的意思。所谓自由主义，就是人类历史上争取自由、爱护自由、扩大自由、发展自
由的大运动。

-中国历代自由最大的失败，就是只注意思想言论学术的自由，忽略了政治的自由。所谓政治自由，就
是要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否则一切基本自由都是空的。能实现才能取得保障。

-自从他们先后发明了代议制，成文宪法，和无记名投票，一切自由才能渐获保障。自由主义，贵在容
忍，要承认别人有自由，更要承认有反对党。民主政治最宝贵的就是政府能在制度上承认反对党的存
在。

-但是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
。西方的自由主义绝大贡献正在这一点，他们觉悟到只有民主的政治方才能够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
所以自由主义的政治意义是强调的拥护民主。

-近代民主政治制度是安格罗撒克逊民族的贡献居多，代议制度是英国人的贡献，成文而可以修改的宪
法是英美人的创制，无记名投票是澳洲人的发明，这就是政治的自由主义应该包含的意义。

-世界只有安格罗撒克逊民族在七百年中逐渐发展出好几种民主政治的方式与制度，这些制度可以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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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国，也可以用在大国。（1）代议政治，起源很早，但史家指一二九五年为正式起始。（2）成文宪
，最早的一二一五年的大宪章，近代的是美国宪法（1789）。（3）无记名投票（政府预备选举票，票
上印各党候选人的姓名，选民秘密填记）是一八五六年South Arsthlia最早采用的。

-自由主义在这两百年的演进史上，还有一个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义，就是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
的自由权利。在近代民主国家里，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久已成了当然的政治作风，这是
近代自由主义里最可爱慕而又最基本的一个方面。

-为什么容忍比自由还更要紧呢？因为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可说了。至少在现
代，自由的保障全靠一种互相容忍的精神，无论是东风压了西风，是西风压了东风，都是不容忍，都
是摧残自由。多数人若不能容忍少数人的思想信仰，少数人当然不会有思想信仰的自由，反过来说，
少数人也得容忍多数人的思想信仰，因为少数人要时常怀着“有朝一日权在手，杀尽异教方罢休”的
心理，多数人也就不能不行“斩草除根”的算计了。

-我要很诚恳的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的指示我们，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
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
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
的。

-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
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

14、《容忍与自由》的笔记-扉页插图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功不唐捐（唐是空的意思
，与“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意思相近）

15、《容忍与自由》的笔记-易卜生主义

        人要有选择的自由，即要能够给自己做决定，同时，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担干系，负责任，这样
才能真正的成长。

在"陆沉”的过程中，最要紧的是救出你自己。

胡适先生的话真是给人心灵上的洗礼。

16、《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25页

        -广义的爱，是世界各大宗教的最终目的。

17、《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190页

        -为什么要读书？有三点可以讲：第一，因为书是过去已经知道的智识学问和经验的一种记录，我
们读书便是要接受这人类的遗产；第二，为要读书而读书，读了书便可以多读书；第三，读书可以帮
助我们解决困难，应付环境，并可获得思想材料的来源。

18、《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180页

        -无论何人，要能对自己尽责任，有了知识，有了能力，有了人格，而后能救国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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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强的人，就是能为真理而孤立的。
我们可以发现两个原则(一)努力发展个人的能力和人格 （二）要能够冲破一切障碍，完成一种真理。

19、《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8页

        -布尔(George Lincoln Burr)先生有一句话我至今也没有忘记。他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
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
......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动机都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一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但我的无神论与共产党的无神论有一点根本的不同。我能够容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也能够容忍一
切诚心信仰宗教的人。共产党自己信仰无神论，就要消灭一切有神的信仰，要禁绝一切信仰有神的宗
教。

-不容忍只是因为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

-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
这一点深信自已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
仰了。

20、《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15页

        -...做一个新闻记者，必须要有为人“辩诬白谤”的精神。

21、《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1页

        -这个防身药方只有三味药：

第一味药叫做“问题丹”
第二味药叫做“兴趣散”
第三味药叫做“信心汤”

-第一味药，“问题丹”，就是说：每个人离开学校，总得带一两个麻烦而有趣味的问题在身边作伴，
这是你们入世的第一要紧的救命宝丹。
只要有问题跟着你，你就不会懒惰了，你就会继续有知识上的长进了。

-第二味药，“兴趣散”，就是说：每个人进入社会，总得多发展一点专业职业意外的兴趣—“业务的
兴趣”。

-第三味药，我叫他做“信心汤”，这就是说：你总得有一点信心。

22、《容忍与自由》的笔记-大学的生活

        性之所近，力之所能。                

23、《容忍与自由》的笔记-容忍与自由

        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所以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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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所以我不信神，但我能诚心地谅解一切信神的人，也能诚心地容忍并且敬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
。我们要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我们应
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24、《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260页

        -好政府主义有三个基本观念：——
（1）人类是造工具的动物，政府是工具的一种。
（2）这种工具的特性，是有组织，有公共目的的权力。
（3）这种工具的效能，可促进社会全体的进步。

-由工具主义的政府观中所得到的益处：
第一，可得到评判的标准
第二，可得民治的原理。政府这工具，原为我们大多数人民而设，使不善造善用，则受害者亦即在这
些老主人。因为人类有劣根性，不可有无限的权力。有之，即好人亦会变坏。政府这工具，原为我们
大多数人民而设，使不善造善用，则受害者亦即在这些老主人。因为人类有劣根性，不可有无限的权
力。有之，即好人亦会变坏。

第三，可得到革命的原理

-好政府主义的实行，至少须备有几个重要的条件。
一，要觉悟政治的重要
二，要有公共的目标
三，要有好人的结合

25、《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50页

        一 治学方法引言
-有两句话也许可以算是讲治学方法的一种很简答扼要的话。那句话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

二 方法的自觉

-无论是在科学上的小困难，或者是人生上的大问题，都得要严格地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
这就是科学的态度，也就是做学问的基本态度。

-自觉就是自己批评自己、自己检讨自己、自己修正自己。

-良好的治学习惯：勤、谨、和、缓

三 方法与材料

26、《容忍与自由》的笔记-第257页

        戴上眼镜，往往容易招人家厌恶。从前是近视眼，看不见人家脸上的麻子，戴上眼镜，看见人家
脸上的麻子，就要说：“你是个麻子脸。”有麻子的人，多不愿意别人说他的麻子。要听见你说他是
麻子，他一定要骂你，甚而或许打你。这一层意思，就是说受过教育，就认识清社会的恶习，而发不
满意的批评。这种不满意社会的批评，最容易引起社会的反感。但是人受教育，求知识，原是为发现
社会的弊端，若是受了教育，而对于社会仍是处处觉得满意，那就是你的眼镜配错了光，应该返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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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一审查，重配一副光度合适的才好。

27、《容忍与自由》的笔记-报业的真精神

        我认为办报只要采取锲而不舍的精神，用公平态度去批评社会、教育、文化、政治，有毅力地继
续不断的努力去做，终是有效的。佛教《法华经》有一句话：“功不唐捐”（“唐”，古白话“空”
字），意思说，努力是不会白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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