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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寻胡适历程》

内容概要

在胡适个人生命史上的每一阶段，一向都存在着一些或大或小的疑点，他的博士学位问題，他的西洋
哲学素养，他对毛泽东的影响，他和蒋介石的关系⋯⋯随着《胡适日记全集》的出版，其中有些问題
已能够获得比较明确的解答。
本书根据《胡适日记全集》的內在线索，探讨胡适在各个阶段与中国现代史进程的关联，并就上述引
起议论的疑点，择其较有关系者予以澄清，让胡适自己说话，还胡适一个原来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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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寻胡适历程》

作者简介

余英时，1930年生。美国哈佛大学史学博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历
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香港新亚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康奈尔大学
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
著有《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
《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
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
、《现代儒家论》等中英文著作数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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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寻胡适历程》

书籍目录

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
一 留学时期（1910——1917）
二“新文化运动”初期（1917——1926）
三 “大革命”时期（1926——1930）
四 侵略阴影下的新北大（1931——1937）
五 出使美国（1937——1946）
六 内战时期（1946——1962）
七 落日余晖（1910——1917）
后记
谈学谈诗二十年
——序《胡适杨联往来书札》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
前言
一 胡适的出及其思想史的背景
二 思想革命的始点
三 长期的精神准备
四 思想革命的两个领域
五 胡适思想的形成
六 方法论的观点
七 实验主义的思想性格
八 胡适思想的内在限制
《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
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
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
征引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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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寻胡适历程》

章节摘录

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联经出版公司重新编校的《胡适日记全集》是一部最完整、也最合用的新版
本。最完整，因为它以曹伯言先生整理的《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为底本，又增加
了一些以前未收的新数据；最合用，因为《胡适日记全集》四百万字，翻检不易，联经本附加一册人
名索引，为使用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最近一、二十年来，晚清到民国时期许多重要人物的日记都已
相继出版，为现代史的研究领域增添了很丰富的史料。但以史料的价值而言，《胡适日记全集》恐怕
仍然要占第一位，远非同类作品所能比肩。理由很简单，从1917年到1962年，胡适无论在文化史、思
想史、学术史、或政治史上都一直居于中心的位置，他一生触角所及比同时代任何人的范围都更广阔
，因此他观察世变的角度自然也与众不同。更难得的是，他在日记中保存了大量反对他、批判他、甚
至诋毁他的原始档，这尤其不是一般日记作者所能做得到的。所以他的日记所折射的不仅仅是他一个
人的生活世界，而是整个时代的一个缩影。读完这部四百万字的日记，便好像重温了一遍中国现代史
，不过具体而微罢了。联经出版公司毅然决定出版这样一部庞大的日记，其原动力只能来自一种纯净
的文化理想。因此刘国瑞、林载爵两先生提议我为本书写一篇序文时，我在“义不容辞“」的直感下
便一口答应了。现在开始着手写序，我却不免颇为踌躇，因为我不能决定采用什么方式把《胡适日记
全集》的史料价值充分而又系统地呈现出来。21年前我为《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颂平编着，
联经，1983)写序时，除了《胡适留学日记》之外，其余部分尚未刊行。所以我只能从思想方面着眼，
写成了一篇〈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但其中很少谈到他个人的事迹。自1990年《胡适日记》影
印本(台北：远流)问世以来，它便成为我经常浏览和翻检的一部史料。在一切涉及20世纪文化、思想
、政治动向之类的论著中，我往往先参考《日记》，一方面寻求整体背景的了解，一方面觅取具体证
据。日积月累之余，《日记全集》逐渐引导我进入了胡适的世界，我在20年前的一片空白今天总算勉
强填补起来了。反复考虑之后，我最后决定根据《日记全集》的内在线索，把胡适的一生分成几个阶
段，并分别点出其与中国现代史进程的关联。但在每一阶段，胡适个人的生命史上一向都存在着一些
或大或小的疑点，现在由于《日记全集》的出现，其中有些问题已能够获得比较明确的解答。我自然
不能在这篇序文中讨论所有的疑点，因此下面仅择其较有关系者，予以澄清。我相信这也许是使读者
认识《日记全集》的价值与意义的一种最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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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寻胡适历程》

精彩短评

1、我个人比较喜欢余英时的作品，从他的《士与中国文化》，到《论戴震与章学诚》我都一一的读
过来，先生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曾经师从于钱穆，杨联生二位大师，造诣非浅，这本书的质量
也很好，胡适之 是美国经验学派大师杜威的高足，二人思想碰撞相比会是一场值得观看的好戏。期待
2、大陆的鲁迅，台湾的胡适，是历史的选择还是权者的玩弄？都是竹篮打水吧，鲁迅还只是鲁迅，
胡适也还是胡适。一个谁都不原谅，一个谁都原谅，都是别的人无法企及的。
3、关于胡适，了解的还是太少了
4、本来约四号的字体也不厚想四天左右能看完吧？但还是看了一周左右。我觉得是有点忙，我马不
停蹄都还常觉时间不够，也只有尽力而为不留后悔。另外这书虽然分这么高，我自己却觉得只是写了
一些作者很散、很初步的一些研究结果，谈不上多深刻跟震动，倒不如直接看容忍与自由来一窥胡适
得好。倒是作者写的1938年胡适出使美国的一段情缘的考证让人印象深刻。
5、这本书并没有对胡适下一个定义，我喜欢这种通过胡适日记去了解胡适思想的写作......他解释了为
什么胡适会在近代中国暴得大名的原因，以及在最后关于五四的多重面相与多重方向的断言启发很大
。
6、非常喜欢余英时的书。不仅语言简洁有力，而且讲到了很多不为人知的事实。胡适当时为国民政
府驻美国大使前往美国，做了很多努力及贡献，但今天人们并不提此话。
7、余英时先生的扛鼎之作，研究胡适跳不过去的经典著作
8、自由就是你的基本权利应该受到保障。
9、首先，里面用新范式这一概念来探讨胡适与新文化时期的学术情况是具有启发性的。其实，这本
书告诉我们，千万不要红杏出墙，如果出墙，也不要成为名人。历史学家是凶残的，他们甚至会列表
格去挖掘你的私生活。
10、五四运动是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是一场“文化与思想的规划”还是“伪装的政治计划”？
11、这本书是对余英时有关胡适文章的排版再录，勘误较多，尤其是最后一篇《文艺复兴乎？启蒙运
动乎？》纰缪累见于文中。如果不是“处女座”患者，对错字、错印有较大的容忍，这本书还是可以
拿来一读以了解胡适生平与思想的，书中特别对激进派的思想何以最终控制中国近现代思想做了散点
式的透露。
12、余公乃胡适的传人。
13、“没有胡适之的时代我们读余英时”
14、本书根据《胡适日记全集》的內在线索，探讨胡适在各个阶段与中国现代史进程的关联，并就上
述引起议论的疑点，择其较有关系者予以澄清，让胡适自己说话，还胡适一个原来面貌。
15、“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16、《〈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一文，从清代训诂、考据学到“变异”再到“技术崩溃”的
背景，作为“新典范”的源头，也算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历史的画面油然而现。已豆列。
17、好书好书，大家之作，胡适是中国历史上绕不开的一个人。
18、16书37。早上本想出去走走，但放不下昨晚翻起的这本书。胡适的书俺翻得少，仅《中国哲学史
大纲》、《白话文学史》，都只写了半部，故黄侃笑曰：胡适乃著作监矣。监者，太监也。太监者，
下部没有了也[呲牙]不过，胡适的八卦俺看了不少。一个20多岁就暴得大名、历久不衰，在现代学人
之中胡适先生排得上前三名吧。从这本书里，俺又新知了胡适与Robby的一段八卦，Robby先与胡适有
段情缘，后嫁于杜威，成了胡适师母[呲牙]年华老大心情减，辜负萧娘数首诗。哈哈一笑[呲牙]
19、　余英时先生在学术界的影响是无需多说的。这是作者研究胡适的论著。本书研究探讨胡适在他
人生各个阶段与中国现代史进程的关联，并就引发大家兴趣的关键点，作者选择研究角度，让事实说
话，对有些事情予以澄清。作者是想让让胡适自己说话，还胡适一个原来面貌。本书是好书。
20、70
21、余英时先生根据胡适日记对胡适的生平和思想所做的研究。
22、一本非常好的小黄书；老相好突然变成自己的师娘一定肥肠刺激

23、很好。
24、三序三文，最有价值的是为《胡适日记全集》所写的序《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和为《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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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寻胡适历程》

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写的序《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论五四运动是“文艺复兴”或“启蒙
运动”一篇亦颇新人耳目。余英时之长处在于长时段的勾勒、小问题的考索，高屋建瓴又勾稽入微，
无学究气，无媚俗态，读来尤平易、妥帖、扎实。
25、可怜的胡适之先生成为了意识形态的牺牲品，作为老北大的校长，至今仍不能光明正大的在校园
里为您树一尊雕像，更可悲的是，先生的思想和学问早已为那些从小就接受意识形态教科书的大众青
少年所不知。
26、书中对胡适日记进行了挑选，沿着他日记书写的脉络，重寻了一代学术大师风雨的一生。
27、余英时是钱穆和杨联升的学生，但是在思想上却是胡适的门徒，这部书固然是从思想史的角度评
价胡适，但是关于自由民主的内容何尝不是夫子自道。不过，好在学术师承与门户之见可以相得益彰
，余英时大可以用钱穆的思想史来表彰胡适的思想，虽然不知道乃师是否支持其做法。钱穆留在大陆
，余英时去了美国，胡适还在飘荡。
28、余英时先生写的回忆胡适，告诉真实的胡适，而且书中介入余先生自己的感触，正好限时抢，很
喜欢真本书
29、在胡适个人生命史上的每一阶段，一向都存在著一些或大或小的疑点，他的博士学位问题，他的
西洋哲学素养，他封毛泽东的影响，他和蒋介石的关系⋯⋯随着《胡适日记全集》的出版，其中有些
问题已能够获得比较明确的解答。
30、了解胡适历程好书。
31、余英时先生是位史学大师..“人文学科领域的诺贝尔奖”——“约翰&amp;#8226;克鲁格终身成就
奖”首位华人得主,重寻胡适历程.严谨的治学精神。从胡适日记全集中遴选出来的观点，自然是给读
者提供了一种极其方便的方式.我也很欣赏喜欢胡适写的文章。不失为一本好书。经典。值得藏读。
32、好看激情，倒是这书是怎么通过审核的，好奇
33、后几篇影响较大。然术业有所攻，近代学术史论文属于意义建构型。
34、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只能说还行。
35、余英时的胡适，早想买。刚好限时抢，买而藏，读。
36、不得不叹服余先生在胡适研究上的敏锐嗅觉，通过本书不仅对胡适的生平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也对胡适在思想界的地位和贡献有了了解。客观而深刻得考证推理可以使胡适先生得性格态度学识得
以真实展现。
37、胡适日记疑点突破，传记文学研究法，可资借鉴
38、重寻胡适历程，很不错的书，品相很好！
39、余英时讲述胡适在现代史上的贡献
40、我好像稍微知道余老的書為什麼被禁了。。。
41、余英时是胡适的学生，他写胡适有看头。
42、很棒的书，大家写大家，余英时的笔触很有力。自己也很喜欢胡适这个人，一代英才啊。
43、根据胡适日记，澄清了胡适一生中的一些疑点，重寻当年历程。印刷精良，内容严谨，受益匪浅
。
44、胡适的历程千头万绪 或许只有余英时才能这样剥茧抽丝  值得阅读与收藏的一本书
45、文人毕竟敌不过政治的纷扰，胡先生其实很多想法的初衷都是非常对路子的。关于胡先生的第二
本书，以日记为蓝本，能感受到他更为立体多元的样子。
46、因为熊培云崇拜胡适；因为大爱宾四先生所以知道了余英时。胡适的思想值得我们深深发掘，而
拜读前辈学人的研究心得对于我们的学习有很大帮助，这本书很值得。
47、不错的入门书。通过作者余英时先生到达胡适先生。
48、胡适的伟大，可以用一周的专题报告讲完，我们要以怎样中立的角度述说他呢？余英时就是这样
的一个人。我不想相信任何政党的话，只相信一般历史的评价。
49、又是一段旅程
50、胡适 主题阅读 第三本。 其中对于自由、与民主的阐述，清楚具体。包括对社会主义在苏联、在
中共早期、在世界历史的发展的大趋势下的大胆直言、预言的准确。时间给予了证明！
51、重读余英时和罗志田对胡适的研究⋯⋯
52、先生此书，通俗易懂，精细考究，趣味横生，醍醐灌顶
53、在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周围，有着一些令人费解的谜团。一个人的一生往往会留下一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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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寻胡适历程》

可记录的内容，但所幸胡适先生日记全编的出版为后人进一步了解他的生平与研究提供帮助。余英时
先生根据胡适的日记，使用史学家的方法，对围绕在胡适生上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有助我们进
一步了解胡适及他的研究历程。
54、从书中不仅看到了胡适的坚韧，更看到了他作为一个有文化，有思想的文人的那种不可救药的乐
观主义精神（即民主和自由），虽然他在历史上时而受人敬仰，时而受人批评，但是他在历史上推动
思想文化进步和推动中国走向民主自由改革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55、这不是一本标准的传记，作者通过几个维度（主要是日记）来对先生进行评述。在很多时期，先
生的主张都与当时当地的所谓主流不相符，用今天话说是不走寻常路，比如一二九运动等等，但真理
果真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么，那又要民主岂不有点矛盾了么。是一本好书，但也要保持自己的理性，不
仅是对书中论述不能尽信，那样不如不看，更是对即便相信的材料也要问一个意义所在，思考对当今
，尤其是对自己的意义何在。读书首先为自己，简单的阅读量堆砌是在浪费自己时间，虽然比那些明
显的放纵似乎要好些，但区别并不明显。
56、乱世虽出英雄 可如此大师却累于乱世之中 
57、一团和气吧
58、自从陈怀宇做讲座我就感觉到了对于学者从学术史、思想脉络上去评价他们的重要性远大于其对
单一研究方向的功过评论，也促使我思考钟敬文在民俗学史、民俗思想发展脉络上究竟应该怎样给予
他一个相对客观的地位。以后钟全集出版了我要好好研读啊。（算是明白为什么坊间总传闻余英时被
新闻出版总署封杀了呵呵）
59、我原本对胡适并不太了解，现在想更多地去了解胡适。那个时代的旗手。
60、作者记录的内容是以胡适的日记和可经考证的史料为依据，所以内容比较客观。读了此书，真正
感觉中国太缺乏象胡适这样胸襟博大有独立人格的文人，韩寒之流只学的胡适一点皮毛
61、余英时的这本重寻胡适历程，从胡适日记谈起，其中有许多令人深思的言论，值得好好一读。相
对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这本三联的在纸质上明显要稍逊些，关注于内容也无碍大事啦
62、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待证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
信条，只可认作参考认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智的工具，切不可用作
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可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性的思想力，方可才可以渐使人有解
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
63、余英时写胡适，两位学界大师
64、从胡适日记出发，挖掘历史，对胡适的整个文化生命作一个客观的审视
65、余英时对胡适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他从胡适日记来研究胡适，具有典范的意义。
66、余英时被称为“海外胡适第二”，现代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史研究大家，通过对胡适先生的研究，
我们可以了解近代中国学术界的动向，比什么李敖之类的写的好多了，一个是文人写的，一个是一般
评论性的，你说哪个好？当然是文人余英时先生，李敖就是啥也不懂，一天在那儿胡叫的人。
67、余英时的书，值得读。能进一步认识胡适。
68、重寻胡适历程好
69、正如该书书名，重寻胡适之历程
70、是用胡适日记来解读胡适
71、全书共收三序三文，非常好看，出乎意料的好看。篇幅最长的是两篇长序：为联经出版社《胡适
日记全集》所做的序《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为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作的序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论学谈诗二十年》是为《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作的序，篇幅较短
。三文是：《〈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文艺复兴乎？启蒙
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于题目观，便可知此书涵盖面之广。　　　　阅读中
正色端容时居多，乐不可支时也不少，因为有趣的部分十分有趣。那些严肃的论述，余英时先生写得
既清楚明白，又意蕴深长。时不时挥毫写就的长句，一口长气，一气呵成，分明表达着极复杂且微妙
的含义，却游刃得绰绰有余，还总透着幽默，读来忍俊不禁，印象深刻。篇篇皆逻辑谨严，层层推进
。　　　　阅读此书，一方面享受着余英时先生清晰呈现的胡适先生澄澈、丰美的思想，不虚蹈的“
启蒙”行动；一方面却难以自拔地深陷无奈、混乱的冥想，比如：如果有幸降生在胡适先生的那个理
想国，那个自由、民主的国，此生何貌？胡适期待的理想世界，依然是今天太多人的梦想。　　　　
全书不到20万字，含量却相当大，我只拣两篇长序作些笔记，“心得”且不敢妄言，遑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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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胡适先生为“不自由，毋宁死”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找到的依据，想籍以
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主、自由价值观的相通。我借来作此文的标题，因为觉得这恰是胡适先生的人
生写照。　　
72、我说三联你还能更坑吗？
73、读完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显然是余较差的一本专著，胡适很早就自己解释过学位问题，余
又考了一遍，且挖了一段八卦，意义都不大，书里写的好的部分和胡适本身联系不紧密，历史学家很
喜欢整个社会学理论来说明问题，余特别钟爱库恩，但麻烦把paradigm译成范式好吗，典范典范的伦
家总感觉怪怪的
74、从日记里看透胡适的思想路程
75、余英时精通考据，研究细致。发现了很多胡适的生活细节，很好
76、虽然不是家园柳，一样风流系我思
77、此书有大名鼎鼎的余英时编，是众多胡适书籍中 比较中肯的一本之一吧。
78、余英时对胡适的认识比较客观公允，随着史料的不断补充以及对胡适研究的不断深入，胡适在中
国历史中的定位会越来越清晰。建议与《胡适日记全集》并读！ 
79、答辩前读毕。
80、胡适先生是20世纪初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对中国文化进步，思想发展做出了贡献。他
倡导改良的政治主张有一定的道理，虽然最终中国走上了农民革命的道路，胡适的一些思想还是让人
深思的。本书为余英时先生所著，余先生治学严谨，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81、宁鸣而死，独立之思想，自由之主义。中国文人的精神，当然，胡适先生在对日战争问题上的妥
协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82、余英时根据胡适日记研究胡适
83、余英时对胡适的评述，很多依赖胡适日记。既有对关于胡适的历史事实的澄清，又有对胡适生平
和思想的深入评述。特别是提出胡适“政治的觉悟比学术的成就还要高”这一观点，与很多学者不太
相同，值得一看。
84、#余英时眼里的胡适#能治学，也懂政治，保持清醒和独立，也算难能可贵。
85、评论“重寻胡适历程”
86、2013年7月7-8日读。2013-153。
87、自由思想
88、“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适的启蒙作用是没人能匹及的。
89、胡适和余英时都是让人敬仰的大师！
90、在动荡年代里，胡适这样的人既是学术人，也难免成为政治人，使他后悔没有时间好好做学术。
大陆因此批评他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但是余英时从胡适日记里呈现给我们的却是一个终身奉行自由
主义理想的传统又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余英时对胡适在美国和后来成为杜威夫人的师母的情感追溯
很有趣。那么帅，在那个年代被一众女人爱慕太正常不过了。
91、余英时细腻的文笔，将胡适学术的一生都展现出来了。不错。
92、生动易读
93、余英时先生的《重寻胡适历程》让我们对胡适有了重新的认识，正所谓“让胡适自己说话，还胡
适一个原来面貌”。
94、余英时先生关于胡适的一本书，胡适这个人是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不能绕过的人物，余英时
先生是海外中国思想史、历史研究的知名学者，本书虽然没有多少新意，但读起来还是非常有收收获
的。
95、已读从日记看胡适一生，挺好～
96、胡适，现代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
97、对于胡适一直很有兴趣，这本书又是余英时写的，应该很不错
98、翔实的学术著作，各种八卦穿插其中，非常好看。一个真实而让人折服的胡适
99、在余英时的书里，这本算是好读的。尤其是日记梳理，背后有方法和功夫，呈现出来却很扎实丰
富。顺便说一句，这书放现在估计过不了审，至少要拿掉其中不少段落。想想也觉得，盛世呢。
100、胡适在当时是唯一坚持民主和法治的人。。。适之先生，敬仰之~略略翻了下，与自己的阅读初
衷有些差异，是想多看看适之先生的自由主义的，但本书以考据为主，只有《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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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较多。。。
101、胡适这个人的争议比较大，我学中文的，应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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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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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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