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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日记全编2》

内容概要

《胡适日记全编（二）》是胡适十七卷《留学日记》的（一九一五——一九一四七年）期间的札记。
是参照了各种版本的《胡适日记》整理而成的。

　　《胡适日记全编（二）》收集了胡适的藏晖室日记、留学日记及1915—1917年间的日记。写的是
一个中国青年学生的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历史。作者把自己的文学主张、思想
演变，都写成札记，作为一种“自言自语的思想草稿”。他发现这种思想草稿很有益处，因为这种工
作是求知识学问的一种帮助，也是思想的一种帮助。它的方式有多种，读书作提要、札记、写信、谈
话、演说、作文，都有这种作用。札记是为自己的了解的；谈话、讨论、写信，是求一个朋友的了解
的；演说，并发表文章，是求一群人了解的。这都是“发挥”，都有帮助自己了解的功用。因为作者
相信札记有这种功用，所以他常用札记做自己的思想的草稿。如作者对世界主义、非战主义、不抵抗
主义，文学革命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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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日记全编2》

作者简介

胡适（1891.12.17—1962.2.24），汉族，安徽绩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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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改良而成
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
与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曾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等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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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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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卷 八《告马斯》诗世界学生总会年会杂记善于施财之富翁裴立先生对余前二诗之指正记世界会十年祝
典再游波士顿记罗斯福昔日之言英日在远东之地位C．W论男女交际之礼为学要能广大又能高深加滕
演说远东问题本校学生的文学团体《李鸿章自传》果出伪托矛 盾《战时新妇》&ldquo;室中摄影&quot;
两帧记新闻两则裴伦论文字之力量与普耳君一段文字因缘本赵耳寄赠飞瀑冬景影片西方学者勇于改过
诗贵有真三句转韵体诗罗素论战争荒谬之论纽约旅行记卷 九自 课国立大学之重要写生文字之进化救
国在&ldquo;执事者各司其事&quot;婉而谑之乐观语范鸿仙蒋翊武海外学子之救国运动为祖国辩护之两
封信投书的影响致张亦农书塔虎脱演说吾国各省之岁出&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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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一、写定《读管子》上、下两篇　　（四月八夜）　　上篇论《管子》非管子自作，乃战国末
年治调和之道家学者所作，而托于管子以自重耳。证据如下：　　（一）书中记管子死后事实，如西
施，吴王好剑，楚王好细腰之类。　　（二）书中《立政篇》攻墨子寝兵兼爱之说。　　（三）书中
学说乃合名、法、阴阳诸家之言，而成一调和之道家，即韩非，司马谈所谓道家也。　　下篇乃驳梁
任公《管子》中语。　　第一，太史公所言尝见《管子》诸篇不足为据。　　第二，《管子》书中学
说乃周末最后之产儿，决非管子时代所能发生。　　第三，梁氏所谓&ldquo;十之六七为原文，十之三
四为后人增益&rdquo;，其说殊无所据。与其臆测，何如宁缺无滥？　　下篇颇多要紧之意见。久不作
规矩文字，殊苦有意思而不能畅达也。　　四二、评梁任公　　《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　　（四月
十三日记完）　　梁任公著《管子》（宣统元年），其论《管子》书中之法治主义及其经济政策，皆
有可取之处。惟梁先生以此诸项为管子所尝实行，所尝著述，此则根本错误，不容不辨。　　书末附
《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有足取者，节录一二，以备参考。　　法之起因（二章）　　（一）儒家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
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
礼之所以起也。故礼者，养也。（《荀子&middot;礼论》；参看《王制》《富国》二篇）　　（二）
墨家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hellip;&hellip;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
。&hellip;&hellip;明夫天下之乱，生于无政长。（适按：此近于霍布士之说。）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
，立以为天子。&hellip;&hellip;天子惟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middot;尚同》上）
　　（三）法家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hellip;&hellip;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hellip;&hellip;故
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hellip;&hellip;名物处违是非
之分，则赏罚行矣。上下设，民生体，而国都立矣。&hellip;&hellip;（《管子&middot;君臣》下）　　
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生
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有乱。当此之时，民务胜而力征。负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
也。 （适按：此近于洛克之说。）故贤者立中，设无私，而民日仁。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
凡仁者以爱利为道，而贤者以相出为务。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
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
。既立其君，则上贤废而贵贵立矣。（《商君书．开塞》；参看《君臣篇》。）　　参看《汉书》《
刑法志》。　　法字之语源　　法 《说文》：&ldquo;潼，荆也。平之如水，从水。扁，所以触不直
者去之，从荐去。&rdquo;&ldquo;解，兽也。似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者。&rdquo;，《释名
》：&ldquo;法，逼也。莫不欲从其志，逼正使有所限也。&rdquo;　　《尔雅&middot;释诂》：
&ldquo;典，彝，法，则，刑，范，矩，庸，恒，律，戛，职，秩：常也。柯，宪，刑，范，辟，律，
矩，则：法也。&rdquo;　　刑 《说文》：&ldquo;潼，刑也。&rdquo;而刀部有刑字，无荆字。　
　&ldquo;刑，到也。刭，刑也。&rdquo;　　&ldquo;型，铸器之法也。&rdquo;　　刑又与形通。《左
传》引诗&ldquo;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rdquo;。杜注云，&ldquo;形同刑，程量其力之所能为而不
过也。&rdquo;　　《易&middot;井卦》，&ldquo;改邑不改井。&rdquo;王注曰，&ldquo;井以不变为德
者也。&rdquo;故荆从井。从（立刀旁） 者，刀以解剖条理。　　（梁）荆也者，以人力制定一有秩
序而不变之形式，可以为事物之模范及程量者也。　　律 《说文》：&ldquo;均布也。&rdquo;段注云
：&ldquo;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故曰均布。&rdquo;　　桂馥《义证》云：&ldquo;均
布也者，义当是均也布也。《乐记》：&lsquo;乐所以立均。&rsquo;《尹文子&middot;大道篇》
：&lsquo;以律均清浊。&rsquo;《鹗冠子》：&lsquo;五声不同均。&rsquo;《周语》：&lsquo;律所以　
　立均出度也。　　（梁）&hellip;&hellip;盖吾国科学发达最古者莫如乐律。《史记．律书》云
：&ldquo;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rdquo;&hellip;&hellip;《汉
书&middot;律历志》云：&ldquo;夫律者，规圆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莫
不用焉。&rdquo;&hellip;&hellip;然则律也者，可谓一切事物之总标准也。　　《尔雅．释言》
：&ldquo;律，通，述也。&rdquo;《释诂》：&ldquo;通，遵，率，循也。&rdquo;（参看上所引《释诂
》文）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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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看，充充电，好好学习
2、《留学日记》
3、胡大师的作品，很喜欢
4、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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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S按：读《胡适》日记，印象最深的，是胡先生阅读速度之快，领悟能力之高，去美国之前，在上
海的时候，一个星期间曾有过这样的阅读记录：读史，希腊史-读希腊史-希腊史毕，读罗马史-读罗马
史-罗马史毕。而且每日他还有很多诸如会友、聊天、吃茶、散步、写信之事，尤其是写信，往往一写
数函，觉还没少睡，看得人不禁生疑，他是咋看得呢？此外，还有打牌。甚至有一日记中只有“打牌
”的情况，当然，打牌的频率到美国之后已经远远降低，但并没有绝迹慢慢读下来，会发现胡适先生
思想脱胎换骨的经过也是循序渐进的，而且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中。他仿佛从一开始就有每读书必做
记录的习惯，初到美国时，他曾非常密集地阅读了莎士比亚的作品，而且每读必有感，有感都成文。
另外印象深刻的是，在美国的每日，胡适先生始终没有中断对中国经典的习读，几乎每日有所进，这
个持续的过程与他不断地吸收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想文化想始终，在年轻的胡适头脑中，成为一个世界
主义者和做一个爱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曾经深深纠结着，不过由于那个时候，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
都是乱相纷纭，他更多的是对时局的关心，到美国一两年后，日记里越来越多的是对公共话题的个人
看法。不过依旧有很多自勉、自律、自察、自省的内容，或许成为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者”本非自
愿，实属无奈，因为文字间总是时不时有一种若隐若现的悲观与虚无。抄一则胡适写于1915年2月18日
的日记，有些突兀，此前胡适先生到纽约旅行数日，见了韦莲司女士，一起吃饭聊天，胡适先生记录
说：“与女士（韦莲司）谈论最有益，以其能启发人之思想也。是日所谈甚繁，不可胜记”；后他又
参加一大学俱乐部聚会，并至哥伦比亚大学访友若干位，胡适先生记录说：“美国大学学生之大多数
皆不读书，不能文，谈吐鄙陋，而思想固隘，其真可与言者，殊寥寥不可多得，吾居康南耳可五年矣
，大学中有贤豪，适未尝不知之（或直接或间接），然何其寥寥也？哈佛与哥伦比亚似较胜，惟吾不
深知也，故不敢率尔评论之耳。”之后见张仲述，并一同前往见韦莲司，后又呼数客一起晚餐。餐后
前往车站，须渡船过河，离岸之际，风雨骤至，天色一下子暗了下来，胡适先生说：“余颇欲见‘自
由’之神像乃不可见。已而舟行将及车次，乃见众光之上有一光最明亦最高，同行者遥指谓余曰：此
‘自由’也！”此“自由”行后，胡适回到康奈尔，开篇便是此反省的“自课”一篇，大概所想繁多
，自觉无此大不当，特记下专文来约束鞭策自己，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在此文中，已有“专修”
转为读书辅之最末，胡适弃农学转投哲学，即在是年。当然，抄这则日记不光因为它本身在上下文中
有点突兀，更重要的，其内容很是有警戒提醒之用涅。1915年2月18日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人
中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此何等气象，何等魄力！任重道远，不
可不早为之计：第一，须有健全之身体；第二，须有不挠不屈之精神，第三，须有博大高深之学问。
日月逝矣，三者一无所成，何以对日月？何以对吾身？吾近来省察工夫全在消极一方面，未有积极工
夫。今为积极之进行次序曰：第一，卫生：每日七时起。每页十一时必就寝。晨起作体操半时。第二
，进德：表里一致——不自欺。言行一致——不欺人。对己与接物一致——恕。今昔一致——恒。第
三，勤学：每日至少读六时之书。读书以哲学为中坚，而以政治、宗教、文学、科学辅焉。主客既明
，轻重自别。毋反客为主，须擒贼擒王。读书随手作记。
2、　1915年二月十八日 24　 　　任重道远，不可不早为之计：第一，须有健全之身体；第二，须有
不挠不屈之精神，第三，须有博大高深之学问。日月逝矣，三者一无所成，何以对日月？何以对吾身
？ 　　第一，卫生： 　　每日七时起。 　　每页十一时必就寝。 　　晨起作体操半时。 　 　　第二
，进德： 　　 　　表里一致——不自欺。 　　言行一致——不欺人。 　　对己与接物一致——恕。 
　　今昔一致——恒。 　　 　　第三，勤学： 　　每日至少读六时之书。 　　读书以哲学为中坚，
而以政治、宗教、文学、科学辅焉。 1915 八月二十六夜  24初民以肢体量物，手足所极，故为大。天
源大，人上之物，故曰天，也，本义女阴，地乃“土”上雌性之 一物，所以配天。1916 一月二十七  
25余曾记得，余第一次看到美元时，就被它上面一句铭文深深感动：“吾人信仰在于上帝”。它使余
想起，所有吾国鉴别和防范伪币之防范举措。此时，余不禁汗颜。然后，六年之后，余终于从这句铭
文中找出疵点，尽管此铭文在当时激起吾无限的钦佩之情。余斗胆以为，更好之铭文恐怕是:&quot;吾
人信仰在于人&quot;1916 四月十三 25《释名》“法，逼也。莫不欲从其志，逼正使有所限也。”1916
八月二十二日 25（四）就过千万事，造人最重要。但得百十人，故国可重造。眼里新少年，轻薄不可
靠。那得许多任叔永，南北东西处处到？1916八月三十一日 25那时我更不长进，往往喝酒不顾命。有
时镇日醉不醒，明朝醒来害酒病。一日大醉几乎死，醒来忽然怪自己。-----牛有面包颇新鲜，家乡茶
叶不费钱。吃饱喝胀活神仙，唱个“蝴蝶儿上天”！1916三、寄陈衡哲女士你若“先生”我，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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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你。不如两免了，省了多少事。1917 五月四日  26吾之博士论文玉=于四月二十七日洗完。五月
三日将打好之本校读一过，今日交去。此文约二百四十三页，约九万字。属稿始于去年八月之初，约
九个月而成。 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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