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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1891-1962 年），字適之， 安徽省绩溪縣上庄村人，因提倡文学革

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他曾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

院院長、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等職。胡适興趣廣泛，著述豐富，在文学、哲

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紅學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1939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胡适畢生追求自由、民主和科學，終身不渝。他早年考取庚子賠款第二期

官費生赴美國留學，于康乃爾大學先讀農科，後改讀文科，23 嵗往哥倫

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受學於哲學家约翰·杜威。26嵗回國擔任北京大學教

授，是當年北大最年輕的教授之一。此後历任北大教務长、文学院院长、

校长、天主教輔仁大學教授、驻美國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

部名誉顾问、、中央研究院院士、院长、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亚图书馆

馆长、中国公学校长等职。 

胡適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 深受赫胥黎與杜威的影響，自称赫胥黎教

他怎樣懷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樣思想。因此胡適畢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

怀疑主义，並以《新青年》月刊為陣地，宣傳民主、科學。畢生倡言 “大

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言必有徵” 的治學方法。 

胡适對國家民族的前途有深刻的思考。他 1930 年在《我们走那条路》中

提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 。他

於 1932 年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時，邀蒋廷黻、丁文江、

傅斯年和翁文灏创办《独立评论》，先后共为其撰写了 1309 篇文章。

1935 年，胡适獲頒香港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1938 至 1946年，旅居美

國，从事学术研究，先後出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和哈佛大学

讲座教授，1945 年，先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後在伦敦出席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1946 至 1949 年，胡适回國，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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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校长。1949 年再赴美国，晚年常到臺灣。1962 年，在台北出席酒會

時心脏病猝发病逝。 

胡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讀期間，師從約翰·杜威，使其終生服膺實用

主義哲學（杜威的 pragmatism是實用主義，胡適自譯為實驗主義）。胡適

很喜歡「談墨」，其中的兼愛思想，成了胡適一生的品德。胡適還認為

「天人感應」是漢代儒教的根本教義，而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響。

1921 年，梁啟超將其作品《墨子》箋注輯為《墨經校釋》四卷，送請胡適

作序。胡適在這篇長序讚美任公的貢獻。胡梁二人惺惺相惜。任公常說：

「績溪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適之」。 

1917 年，當時胡適還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发

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使用白話文寫作，石破天驚，引起很大反响。

胡适隨後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论文，認

為 “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

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 ，主張「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被鄭振铎

譽為「文學革命最堂皇的宣言」。  

1920 年，胡适出版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他的新詩

充滿試驗性質，並不成熟。詩人余光中認為胡適在新詩方面的重要性大半

是歷史的，不是美學的。周策縱評胡適新詩清新，卻乏朦朧的趣味。 

胡适第一个用白话写作独幕剧《终身大事》，确立了现代话剧的新形式。

劇情裡，女主角留下 “孩兒的終身大事，孩兒該自己決斷” 的字條，與戀

人離家出走。這是受亨利·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響。他的小说《一个

问题》，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个流派 - “问题小说”。 

胡適在中國現代學術方面，較早引入西方方法來研究中國學術。他首先采

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他以其博士論文

《先秦名學史》為基礎，編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僅寫到先

秦，但一生也沒有寫下卷，被譏是「善著上卷書」。蔡元培讚揚胡適《中

國哲學史大綱》的長處是 “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統

的研究” ，稱其為 “第一部新的哲學史” 。馮友蘭多次肯定《中國哲學史

大綱》，認為它表明 “在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適創始之功，

是不可埋沒的” 。 

胡適在古典小說《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

《七俠五義》、《海上花列傳》、《兒女英雄傳》、《官場現形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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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殘遊記》等十二部小說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萬言，結集為

《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出版。 

胡適是新红学派所謂考据派的创始人，可以說是將小說納入了學術研究正

軌的第一人，取代蔡元培為代表的 “索隱派” 舊紅學。胡適在《紅樓夢考

證》中說：“我現在要忠告諸位愛讀《紅樓夢》的人：我們若想真正了解

《紅樓夢》，必須先打破這種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  胡適是

《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孤本的发现者和拥有者，并

且接下来发现了一系列珍贵的版本，比如《庚辰本》，为現代红学研究奠

定了重要的基础。 

胡適認爲《紅樓夢》在思想見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學技術上比

不上《海上花》、《老殘遊記》。他之所以考證紅樓夢，只是為了打破

“索隱派” 舊紅學的穿鑿附會，要證明《紅樓夢》不過是曹雪芹一家的私

事而已；最終目的是「要教人疑而後信、考而後信、有充分證據而後信」

的「思想學問的方法」。1926 年，胡適奉派到英國參加中英庚子賠款全體

委員會會議，順便到倫敦大英博物館與巴黎國家圖書館尋找被斯坦因和伯

希和偷走的敦煌遺卷裡的禪宗史料。胡適到了巴黎時，當時在德國柏林大

學研究的傅斯年也趕來巴黎，和胡適住在一起，共同研究敦煌遺卷。 

1942 年，胡適開始關注《水經注》研究。此後的 20 年間，在《水經注》

版本研究上，胡花費了巨大的精力。此後十幾年間，胡適蒐集了四十多種

《水經注》的版本，寫了一百多篇長篇文章和考證文字。《戴東原的哲學》

一書，是胡適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胡適認為，清代思想

史中存在一個反理學的大運動，這個運動有破壞和建設兩個方面。前者是

揭破理學的謬誤，打破它的壟斷地位；後者是要建設一種不同於理學的新

哲學。戴震是胡適的徽州老鄉。胡適花了那麼多功夫研究來為戴震辯冤白

謗，因爲他一向有袒護安徽同鄉的習慣，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要發揚戴震的 

“從一事一物” 開始 “訓練心知之明”，以 “漸漸進於聖智” 的做學問的漸

進法門。 

胡適一生對孔子言行與思想的評價有褒有貶，其關於孔子的論文最重要的

有「中國古代哲學史」、「說儒」等，但胡適去世前不久，在「自由中國

雜誌」所寫的「容忍與自由」裡的一段文字，應屬其對孔子的極重要的最

終評價之一。他舉出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 的例子來解釋孔子

『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的論述，認

爲 “誅” 可以用來禁絕藝術創作的自由，也可以用來 “殺” 許多發明 "奇

技異器" 的科學家，可以用來摧殘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著作出版的

自由。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81%E6%AE%8B%E6%B8%B8%E8%AE%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4%85%E6%A8%93%E5%A4%A2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9%BE%E9%9A%86%E7%94%B2%E6%88%8C%E8%84%82%E7%A0%9A%E6%96%8B%E9%87%8D%E8%AF%84%E7%9F%B3%E5%A4%B4%E8%AE%B0&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A2%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A2%E6%A5%BC%E6%A2%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4%92%E6%9E%97%E5%A4%96%E5%8F%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81%E6%AE%98%E9%81%8A%E8%A8%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A2%E6%A5%BC%E6%A2%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9%9B%AA%E8%8A%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26%E5%B9%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8%8B%B1%E5%8D%9A%E7%89%A9%E9%A4%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A6%E7%85%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2%85%E6%96%AF%E5%B9%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4%E7%BB%8F%E6%B3%A8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8%85%E4%BB%A3%E6%80%9D%E6%83%B3%E5%8F%B2&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8%85%E4%BB%A3%E6%80%9D%E6%83%B3%E5%8F%B2&action=edit&redlink=1


1958年，胡適從美國回到臺灣定居。同年，内地发起大规模清算胡适思

想的运动。胡适响应说：“ 我觉得世界上近二、三百年来有一种公开的趋

向，朝科学民主这个方向上走，朝新的科学方法走。那时候我朋友陈独秀

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拥护 ‘德’ 先生和 ‘赛’ 先生。我表示过这样的

话，把这个抽象名词人格化，把它看作人，最容易犯错误的，容易人格化。

容易人格化，也就容易偶像化。偶像化了，便会盲目崇拜。当时我朋友陈

独秀只认得两个名词，不知道科学是一个方法，民主是一种生活习惯，是

一种生活方式。” 

1962 年，胡適於會議中突發心臟病去世。胡適的墓誌銘，由知名學者毛子

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壯為書寫，其內容為：“這是胡適先生的墓。這個為

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

而苦心焦思，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裏安息了！我們相信形骸

終要化滅，陵谷也會變易，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

遠存在。” 

胡适是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他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和新詩的學者，致力

於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胡适有一套 “治学方法”。胡適独具慧眼，提

拔、任命和帮助梁实秋完成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毛泽东建立的第一个

中国共产党党校 “湖南自修大学” ，是因为胡適的提议和倡导。他寫給胡

適的信中，曾自稱：“你的學生毛澤東” 。毛泽东在五四时期，受到胡适

及杜威实用主义的影响，理论联系实际的毛泽东，思想观点与之颇有共通

之处。胡适在《每周评论》曾专文称赞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最初几

期的内容。胡适畢生提倡民主思想和言論自由，影響頗爲深遠。他提倡的

自由主义，意指健全的个人主义精神和基本的人權主義精神。胡适既掀起

了新文化运动，又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大家。他还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洗

礼，可說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在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中，胡适被称为 “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

而胡适的自我定位是：“ 有时我自称为历史家；有时又自称为思想史家。

但我从未自称我是哲学家，或其他各行的什么专家。” 胡適沒有梁啓超那

樣憨直；對自己思想挑戰的文章，在胡适的著作裏是找不到的。比較起來，

梁啟超更具有自我反省的自覺能力。 

余英時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稱：“對於這樣一個啟蒙式的人物，

我們既不能用中國傳統『經師』的標準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專業

哲學家的水平去測度他。” 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也说：

“他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

之中。” 他在《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又稱：“他在西方哲學和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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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兩方面都具有基本訓練，是不可否認的。這一點訓練，終於使他在中國

哲學史領域中成為開一代風氣的人。我們不能過分低估他的哲學知識，他

在美國留學最後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學訓練已達到了當時的一般水準，足

夠他研究中國哲學史之用了。” 

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一書中，給胡适相當高的評價：“ 胡適之先生的了

不起之處，便是他原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開山宗師，但是經過五十年之考

驗，他既未流於偏激，亦未落伍；始終一貫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

砥柱的地位。開風氣之先，據杏壇之首；實事求是，表率群倫；把我們古

老的文明，導向現代化之路。熟讀近百年中國文化史，群賢互比，我還是

覺得胡老師是當代第一人！” 

温源宁在《不够知己》一書中，這樣评价胡适：因为胡博士已在国立北京

大学讲授哲学多年，人们称他为哲学家。当然，他是个哲学家。但是 “哲

学家” 这个称呼，却肯定不足以描述他所有的活动。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名

称能够用来称呼胡博士这样一种人，我想 18 世纪那样一种用法的

philosophe [philosophe 和 philosopher (哲学家) 不同，前者是指 18 世纪以

狄德罗、卢梭和伏尔泰为代表的那些启蒙思想家和哲学家] ---- “哲人” ，

就恰好合适。在 “哲人”身上，俗人、学者、实干家和哲学家的成分全都

有。他们对宇宙的结构模式全都有个精确的看法，写东西全都有一种实干

家的乐观和自信，全都用明快而有权威的文笔谈论太阳底下各种各样的问

题。无论是对是错，他们全都有勇气发表和坚持自己的主张。放在这样一

群 “哲人” 中间，胡博士也不是最不出色的一个。而在中国，我不敢说他

就不是惟一的一个当代哲人。 

季羡林曾评价胡适 “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 胡

適說:「一個常態國家，政治的責任在成年人，年輕人的興趣都在體育，

娛樂，結交異性朋友；而在變態的國家，政治太腐敗，沒有代表民意的機

關存在，那麼干涉政治的責任必定落在青年學生身上。」 

1938 年，胡適出任駐美大使。消息傳到日本后，日本內閣倍感壓力。當時

日本國內的社會輿論發起建議，應該派三個人同時出任駐美大使，才可以

抑制住胡適的能力。三個人分別是鶴見祐輔、石井菊次郎和松岡洋右。其

中鶴見是文學專家、石井是經濟專家、松岡則為雄辯家。 

胡适的思想，可以概括如下八點： 

1．要怎么收穫，先那麽栽。（這是實事求是，辯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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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做學問要在不疑処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処不疑。（這是為學與做人的

基本方法） 

3．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是結合批判和研究的求真的學習態度） 

4．不作無益事，一日當三日。人活五十年，我活百五十。（嚴謹的人生

態度） 

5．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慈悲，儉樸，

謙和，禮讓） 

6．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世上只有相對的自由） 

7．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能說八分話。（誠實的唯物

觀點） 

8．寧鳴而死，不默而生。（這話與魯迅的名句：[不在沉默中爆發，便在

沉默中滅亡]，互相輝映，互為瑜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