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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刘海粟    史料很重要，没有史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史料要人来处理，史学家如果缺少正确的
世界观、历史观，没有惊人的胆识，面对珍贵史料，也难点铁成金、沾溉后世，甚至由于运用不当，
导致出错误的结论。
近几百年来，史家的视野比唐宋以前的专家辽阔，“五四”前后，野史、笔记、文牍、档案、家传、
墓碑、家谱等等，都是他们搜集的对象，这对真实地反映历史原貌来讲，无疑是有帮助的。
    我非史学家，由于姑父屠敬山先生治史，幼年耳濡目染，喜欢翻翻史籍，既可以增加知识，汲取精
神力量，又可获得作画的启示和艺术享受，可谓得益良多。
最近在《艺谭》上陆续读到了《闲话胡适》，观点正确，叙说朴实简炼，从不同的侧面，再现了胡适
的风貌。
它引起读书界的重视并非偶然。
胡适的亲友健在者无多，能写出这本书的人更是寥若晨星。
作者是一位有着丰富革命经历的科学家，关于他，我也希望有人另写一篇闲话，附在此书之后。
    读了《闲话胡适》，还有几点感想：    第一，当前有一批老同志离休，其中的很多人，都有着波澜
壮阔的阅历，可以写出精彩的回忆录；有的同志限于体力和文化程度，也可以配备专责助手，但不必
专职，大学文科的学生，业余作者，口述者的子女亲友，凡愿动笔的入，都是理想的候选人，大家组
成一支队伍，抢救史料。
对于有经验的老科学家、老艺术家，除去写出史料，还应当翔实地记下他们从事业务活动的经验、见
闻和感想，为后代留下精神财富。
助手们从中也可以得到锻炼。
    第二，已经谢世的历史人物，还有不少亲友健在人间，后者对前者的了解不一定很全面，一鳞半爪
，同样值得珍视。
老人的时间很宝贵，从事这项工作，应当争分夺秒。
    第三，史料的征集，不能局限于著名的人物，有些人终身默默无闻，但在品德上、学识上、技术上
，有突出的东西，值得告诉后代的，都要加以记录。
地方名医，名教师，名演员，能工巧匠，凡是对一个地区的人民生活起过积极作用的人，就值得我们
纪念。
历史并不是少数人运动群众的结果，尊重了普通人，我们的历史宝库便会更加丰富。
    一滴水珠可以包含大海的全部成分，一片树叶也可以看出大片森林的枯荣。
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天翻地覆，很多优秀人物值得大书特书。
早在一九三五年，鲁迅便说过：“我正在预备写一部大的东西，从辛亥革命写起，这件东西如果我不
写它，恐怕再没有别人去写了。
”疾病使鲁迅的大东西没有吐出来，令人遗憾。
“再没有别人去写”的东西，今天一定也还有不少，希望都能变成文字，公之于世！
    胡适的思想很复杂，全面正确评定他的功过，还要学术界进一步努力。
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过贡献，对祖国的文化遗产，作过整理，限于哲学观点，今天看他的东西，难
免仍有非议。
他的政治活动又损害了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他的英文很好，却没有译出一本可以传诵千古的英国文学杰作；在晚年，他本来具备把学问做得更扎
实深厚的功力，却当了“过河卒子”，成了给腐朽势力殉葬的悲剧人物。
他的藏书和朋友往来的书信大都留在北京，未必没有乡土之情，如果他生前能绕道归来，祖国会欢迎
他的，但这一切都已无法追赎，作为老友，我感到惋惜。
在朋友和后辈们的心中，他也没有完全死去，没有一个人否认他是个值得研究的对象。
关于他，我还想写点东西，就不在这里开“无轨电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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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胡适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举凡政治、文化、教育与外交领域，都可以听到这位
“徽骆驼”发人深思的言论，作为民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领袖，他的一举一动长期成为学术界、文化
界与思想界关注的焦点。
《历史回眸:闲话胡适》作者是胡适近亲，自幼对胡适及其家族有深切的了解。
《历史回眸:闲话胡适》从胡适的家族史讲起，涉及胡适整个生活世界，娓娓道来，文字清新，在往事
的流光溢彩中让读者与胡适愈发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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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原皋(1905-1987)，安徽省绩溪县人。
早年就读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国立北平研究院生理学研究所。
1935年被派往德国进修。
七七事变发生后，毅然中断学业，回国救亡，1944年与新四军取得联系，从此走上革命道路，曾任新
四军参议，在华东局国区部上海“三人小组”和芜湖“三人小组”做采购运输解放区紧缺物资和策反
工作，为解放军渡江做出一定贡献。
参加革命后，曾两次被捕入狱，均坚贞不屈。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芜湖市教育局局长、安徽省工业厅处长、安徽省科协副主席等职，曾被选为安徽
省人大代表、安徽省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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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军队继续加紧“围剿”，加强法西斯恐怖统治，逮捕和暗杀革
命者。
在那恐怖的年代，宋庆龄挺身而出，与蔡元培、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等五人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
十七日公开筹组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一九三三年一月，胡适也正式参加。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胡适被选为执行委员。
一月三十日，他和杨杏佛、成平（成舍我）代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会和北平分会，到北平监狱中视
察，立即发生所谓捏造控诉事件，胡适为此事与总会发生争论，他说：宋庆龄信中作为依据的陆军反
省院政治犯所写的控诉书是“伪造”的。
二月二十二日，上海《字林西报》登载该报记者关于胡适为政治犯问题发表谈话的报道。
二月二十八日，宋庆龄、蔡元培致电胡适：“释放政治犯，会章万难变更。
会员在报章攻击同盟，尤背组织常规，请公开更正，否则自由出会，以全会章。
”胡适固执己见，不肯更正。
不但保障人权的“热度”完全消失，而且走向反面，他主办的《独立评论》，可以为证。
《独立评论》是一九三二年三月由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任叔永、陈衡哲等人发
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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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闲话胡适》自一九八五年问世以来，深受广大读者和历史研究者的喜爱。
一九八六年春，我社为了再版此书，请当时健在的石原皋同志，按有的专家的建议，对书中个别专题
作了增删和字句改动。
并请作者写了《我的简历》。
值此书再版之际，附上这篇简历，使读者能够从中了解作者的经历、思想，特别是与胡适间的交往。
这里，编者以怀念的心情，捧上这一新版本，告慰已于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逝世的石老，愿他在天之
灵安息！
    石原皋是胡适的亲戚和同乡，并常有交往，熟悉胡适的生活和家世，对其学术思想也有所研究。
正因为如此，书中第一手材料颇丰，正如历史学家罗尔纲所说，《闲话胡适》是国内第一次披露胡适
家世的著作。
书中不少专题，有史有论，史论结合，有些评述入木三分，具有新意。
今日读来，也发人深省。
文内许多细节富有情趣，人物性格刻画人微，能诱人入胜。
愿读者从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中有所借鉴，从历史人物的生活好恶中得到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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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适之先生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无论是誉是谤，他始终是学术思想界的一个
注意的焦点：在许多思想和学术的领域内——从哲学、史学、文学到政治、宗教、道德、教育等——
有人亦步亦趋地追随他，有人引申发挥他的观点和方法，也有人和他从容商榷异同，更有人从各种不
同的角度对他施以猛烈的批评，但是几乎没有人可以完全忽视他的存在。
这一事实充分地说明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占据的枢纽地位。
　　——余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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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回眸:闲话胡适》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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