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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独立评论》时期（1932年5月至1937年7月），在胡适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具有承先启后的重
要意义，也是胡适处于与现实政权、特别是与国民党蒋介石统治关系生涯中，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阶段
。
整理和探讨这个时期胡适政治思想的丰富内容（政治信仰）和政治立场（政治行动）的分裂状况，对
深化胡适及其政治思想的整体研究，对促进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及其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研
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独立评论时期胡适政治思想研究》的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
一部分，即第一章，《独立评论》时期的政治生态。
《独立评论》时期，是中国民族主义大兴起和西方民主在中国际遇十分不佳的时期，也是中国政局因
救亡之需由分裂走向统一、言论环境相对宽松的时期。
随着日祸加剧，民族危机愈益严重，民族主义由此而成为制控中国政治思想格局的主流;西方民主政治
，因其理论的“修正”、西方世界的全面危机和德意日法西斯主义，更因无法满足中国的现实需要，
而遭到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冷落;为救亡图存，国共两党开始逐渐捐弃前嫌，走上合作轨道，国民
党蒋介石成为中国政权的代表。
这种政治生态（语境），既是促进胡适政治思想发展的机遇，也是驱动胡适政治思想主题由自由主义
转向民族主义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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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一、胡适与《独立评论》二、研究旨趣三、研究现状四、研究思路第一章 《独立评论》时期的政
治生态一、西方民主遭受冷落的际遇(一)西方民主在中国的风行(二)西方民主遭冷落二、民族主义的
兴起(一)民族心理的激荡(二)抗日救亡高潮的形成三、国内政局转变的趋向(一)国内政治分裂的状况(
二)国内政治统一的趋向第二章 胡适对日观的变化一、胡适对日观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关系(一)
主张对日和谈(二)对日强硬态度渐占上风.二、胡适的民族主义品格(一)有限度的让步(二)胡适民族主
义与汪精卫“大亚洲主义”比较第三章 胡适与国民党政治关系的转变一、胡适对孙中山政治思想的阐
释(一)与孙中山关系的演变(二)对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评价(三)对孙中山民主宪政思想的理解(四)对孙
中山政党政治思想的阐释(五)对孙中山政治思想来源的解说二、胡适与蒋介石政治关系的转变(一)与
蒋介石政治关系转变的轨迹(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参政的影响三、胡适与汪精卫政治关系的变化(一)
初步接触(二)关系趋向密切(三)关系裂变第四章 胡适的建国思想一、建设西式国家思想(一)民族反省
思想(二)“充分的世界化”思想二、和平建国思想(一)创建与维护“社会重心”思想(二)政治统一而非
武力统一思想第五章 胡适的民主宪政思想一、坚持民主政治、反对专制思想(一)“民主与独裁之争”
中的民主派(二)中国无实行专制政治的必要与可能(三)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四)“好政府主义”
的标准二、宪政思想与对“五五宪草”的批评(一)宪政的意义与本质(二)宪草初稿是“七拼八凑的百
衲本”(三)有限宪政论三、民主政制建设思想(一)中国应实行联邦制(二)议会政治的意义(三)国民参政
会应是“雏形国会”(四)权力的分立与制衡第六章 胡适的政党政治思想一、对政党政治的早期认识二
、“无党政治”主张第七章 胡适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一、关于人权与思想的自由(一)通过法治的途径保
障人权(二)充分实现思想言论的自由二、个人主义价值关怀(一)五四运动的本质意义是造成了思想的
大解放(二)个人主义是社会进步的前提条件结语一、政治信仰上的自由主义品格二、政治行为上趋附
极权主义(一)为民族危机与民族主义的情势所至(二)实用主义哲学与好政府主张的内在指向三、中国
自由主义的命运主要参考资料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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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纵横捭阖，一度打败了国民党内的各种反蒋势力，基本确立起其在国
民党政权中的地位，不过，这种地位因缺乏基本的中央向心力而极不稳固，国民党内部以“抗日”为
旗号的倒蒋风波屡有发生。
　　1931年，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广东国民政府打出了“以推翻独裁与抵御帝国主义之侵略，为
对内对外之根本方针”的旗号②，进行反蒋运动。
后在“一致对外”口号下，粤方以蒋介石“息兵下野”为条件，解散了广东国民政府，而蒋介石亦被
迫释放此前被软禁的粤方首脑胡汉民和李济深，并于12月15日通电下野。
但一个月之后，蒋介石与汪精卫达成了政治合作。
1931年3月，蒋介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新掌握大权，由此孕育了宁粤之间及蒋派
与其他派系之间新一轮的权力纷争。
　　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署后，胡汉民以抗日为号召，重组反蒋阵线，反对蒋汪的对日妥协
政策。
同年，他积极联络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和华北等地的地方实力派，着手组建新的国民党，吸收“
反蒋最坚决的人”③。
对于胡汉民组建反蒋大同盟的行动，胡适明确表示反对。
他说：“近几年来，大家滥用名词；明明是内战，偏叫做什么的革命，或叫做倒什么的革命。
⋯⋯凡用武力来伸张私人或党派的意见，凡用武力来谋政治纠纷的解决，凡用武力来压迫清除政治上
的异己者，都是内战，都是应该废止。
”④　　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妥协，胡汉民再次发出“讨蒋以抗日”的号
召，得到粤、桂、闽实力派多数首脑的积极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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