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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胡适是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也是教育领域里的重要人物。
他早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起过积极的倡导者的作用，影响很大，因此之故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主
讲中国哲学史等课程。
以后又担任北大教务长、文学院院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任命胡适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担任这一职务直至北平和平解放前
夕。
北大是胡适进行种种“实验”的基地。
在现代知识界引领风骚的代表性人物中，以胡适与北大的关系最为深厚。
胡适在北大，是胡适政治和学术生涯中的重要内容，也是研究胡适，撰写胡适传记的重要内容。
胡适的许许多多的政见，以及哲学理念、文学主张、学术观点、教育思想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
并公之于世的，几乎涵盖了胡适思想的各个方面，透过它们差不多就可以揭示胡适之全貌。
本书在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对胡适在北大各方面的活动（包括政治的、学术的、教务的）进行
全面、系统、深入的介绍与评析，是一部以“胡适在北大”为主题进行重点探讨，以“胡适在北大”
为主要内容兼及其他的专门着作。
“在北大”而又不局限于北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胡适的学术传记也未尝不可。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综观对胡适的评价，存在两种偏向：一是全盘否定，从政治上一棍子打死，并连带着对其学术和教
育方面的业绩也一并抹煞；二是对胡适反共和支持国民党蒋介石的政治立场轻描淡写或视而不见，过
分赞誉其学术成就，甚至以胡（适）压鲁（迅）贬郭（沫若）。
这些都是不对的，因为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胡适是海洋，其学识之渊博和涉猎范围之广令人赞叹。
同样鲁迅和郭沫若也是海洋，他们都是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都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做出了重
要的贡献。
胡适、鲁迅、郭沫若堪称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三足鼎立的“三巨头”，是三位最有代表性、影响也最大
的人物，整理和研究他们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项大的文化工程。
由于胡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受到冷落，因此显得尤为必要与迫切。
总的来看，胡适既是学者、教育家，又是社会与政治活动家。
在政治上他的失误多于成功，有许多主张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确是应当予以批判和扬弃的；在学术上
成就多多，谬误也不少，人们由于观点的不同而对之毁誉参半。
胡适最大的贡献，应该说是在倡导“文学革命”和推行现代教育两个方面，人们对前者多有共识，对
后者则有所忽视。
实际上，虽然不一定把胡适赞誉为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但他的的确确是在努力着要把北大办好，对教
育事业倾注了许多的心血。
他的一些教育理念和主张至今仍有参考与借鉴的价值，比如大学要朝研究院的方向发展，北大应注重
于提高，国家要办好一批重点大学，以及要注意教育在门类与地区上的均衡发展等等。
他在内乱不已、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提出要集中科学精英在北大建立原子物理研究中心，以满足未来
国家发展与国防需要，更显示出了他的远见卓识与爱国苦心。
本书用历史的、科学的尺度，对胡适作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对就是对
，不对就是不对；正确就是正确，谬误就是谬误。
在学术研究中，就同一事实、同一人物有不同的评说是很正常的，司空见惯的，本书对胡适的评说乃
系作者一家之言，无意与时下“精英”们比长较短PK一番。
在写作手法上，本书采用学术与传记相结合，以史为经，夹叙夹议，注重评论并适当融入文学的元素
，目的是既能显示出胡适思想的脉络轨迹，又使原本枯燥乏味的学术着作具有一定的可读性。
这种半是学术半是传记的写法，对作者本人来说属于实验性质，借用胡适的一句话曰：尝试。
本书又是在大量史料基础上写成的，为展现历史和胡适思想的原态，故而引文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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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一一注明出处（包括篇名、书名、作者、发表或出版的时间与刊物等等），势必显得繁琐不说，而
且会增加全书字数与出版成本，加重读者负担。
对一般读者来说这些东西又无甚需要，只是便于有“考据癖”的某些专家学者查检，然而他们应当是
熟悉材料的，大可不必由我来提供线索。
所以，为避免繁琐、降低图书成本起见，本书除附有主要参考书目外，所引之文均不注明出处，仅对
正文有所引申、发挥或需略作说明的地方，用注条形式列出。
特此说明。
是为序。
桑逢康2006年12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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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胡适在北大，是胡适政治和学术生涯中的重要内容，也是研究胡适，撰写胡适传记的重要内容。
胡适的许许多多的政见，以及哲学理念、文学主张、学术观点、教育思想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
并公之于世的，几乎涵盖了胡适思想的各个方面，透过它们差不多就可以揭示胡适之全貌。
本书在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对胡适在北大各方面的活动(包括政治的、学术的、教务的)进行全
面、系统、深入的介绍与评析，是一部以“胡适在北大” 为主题进行重点探讨，以“胡适在北大”为
主要内容兼及其他的专门著作。
　　胡适是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也是教育领域里的重要人物。
本书以史为经，夹叙夹议，在大量史料基础上写成，展现历史和胡适思想的原态，用历史的、科学的
尺度，对胡适作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好处说好，坏处说坏。
　　有人说胡适给北大留下了一份精神遗产，有人说胡适给北大留下了沉重的负担；有人说他给北大
添了光彩，有人说他使北大受损蒙羞。
有人说北大应该为胡适立碑，有人说北大不应该为胡适招魂。
啊啊！
胡适与北大留下了太多的争论，太多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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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桑逢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长期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兼及传记文学与小说创作。
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学术著作《郭沫若人格》《茅盾的小说艺术》《现代文学大师品评》，长篇传
记《荣氏财团》《感伤的行旅——郁达夫传》《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游刃肝胆写春秋——吴孟
超传》，长篇小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友人·情人·路人》，中篇小说《被囚的普罗米修斯》《赴
美华人录像》。
曾参与编辑《郭沫若全集》，并有《女神汇校本》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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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或试读片断）历史的渊源：胡适怎样进的北大？
中国的近代教育始于清末“维新变法”。
光绪二十四年（1898）作为“新政”措施之一，开办京师大学堂。
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变通科举章程，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各省筹设高等、中等、初等学堂，选派学
生出洋留学。
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七日又颁布学堂章程，分大学堂、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蒙养学堂，大致采
用日本教育制式。
京师大学堂以“广育人才，讲求时务”为办学方针，美国人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
原拟设道学、政学、农学、工学、商学等10科，学制为预科三年、正科三年，学生预科毕业后授举人
，正科毕业后授进士。
由于“维新变法”运动旋即失败，在旧派封建顽固势力的干预下，仅有诗、书、易、礼及春、秋共六
堂开办，性质与旧式书院无甚差别。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京师大学堂被迫停办。
1902年复校后设预备科（政科、艺科）及速成科（仕学馆、师范馆），次年增设进士馆、译学馆、医
学实业馆。
1910年扩展为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呈现中西混杂、新旧并存的局面。
辛亥革命以后，帝制结束，民国成立，京师大学堂于1912年5月改名为北京大学。
“北大”既是“北京大学”的简称，也是人们对这所成立最早、贡献最大的中国最高学府的一种昵称
，包含着许多的亲切与尊敬的意味在内。
在论述胡适与北大的历史渊源时，有两个人物必须首先提到：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陈独秀。
蔡元培（1863—1940），字鹤卿，号孑民。
浙江绍兴人氏。
清光绪新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
受维新思潮影响，积极参加反清排满活动，曾先后组织光复会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1902年与章炳麟等创办中国教育会，主张用共和的教育造就理想的国民，进而建立理想的国家。
辛亥革命成功以后，蔡元培被临时政府委任为教育总长。
因为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被迫赴欧，在法国组织“华法教育会”，倡导并支持留法勤工俭学，使许
多有为青年受益匪浅。
1917年1月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1927年4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陈果夫加上蔡元培，提出“弹劾共党案”
，为蒋介石“清党反共”铺路。
尽管如此，但后来蔡元培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是深为不满的，1933年1月在上海与宋庆龄、鲁迅、杨铨
等著名进步人士一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瑕不掩瑜，青史留芳，蔡元培逝世后周恩来对其一生言行作了高度评价：“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
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蔡元培的杰出贡献主要在教育方面。
尤其是在1917年执长北大以后，他借鉴国外办学经验，大力贯彻新的近代教育理念，对中国这所最高
学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与整顿。
明确提出：“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悌。
”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广纳贤士与学有专长的人才，而不论其主张与信仰如何，也不
看其为新派旧派。
“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违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
发展”，“令学生有自自选择的余地”。
在蔡元培的倡导与推动下，北京大学一扫昔日京师大学堂时期的沉闷与守旧，面貌焕然一新，各种学
说、思潮、流派异彩纷呈，百家争鸣，相互竞争交融，学术空气十分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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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也因此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酝酿与发祥之地。
正是出于上述教育理念，尤其是改革文科的迫切需要，蔡元培根据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与北大预科教
授沈尹默的推荐，聘请了著名的急进民主主义者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
此一职务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院长。
陈独秀（1880—1942），原名庆同、乾生，字仲甫，号实庵。
安徽怀宁人氏。
曾先后五次东渡日本，并以日本为媒介，广泛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各种社会思潮。
1912年在安庆组织青年励志学社，首次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
1916年起在上海编辑《青年》杂志，次年改名《新青年》。
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大力提倡民主与科学，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
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为方兴未艾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准备了坚实的基础。
陈独秀本人通过对各种学说的比较鉴别之后，选择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创建
人和领导者之一。
大革命时期他在党内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最终堕落为托陈取消派，则是后来的事，作为五四新文
化运动的倡导者和鼓吹者，陈独秀自有他不应抹煞的历史贡献。
1917年1月陈独秀正式就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也随之从上海迁至北京，箭杆胡同9号小院
就是陈独秀当时寄寓的所在，《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也设在这里。
他协助校长蔡元培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而就思想意识来讲陈独秀比蔡元培更为急进，态度也更为大
胆。
他身兼《新青年》杂志编辑人和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两个阵地互相配合，左右开弓，掀起了声势浩大
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传统文学的变革图新，于是陈独秀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一个人一一正在美
国留学的胡适之。
他之所以聘请胡适来北大任教，一来是出于同乡情谊，两人都是“皖中名士”，属于徽帮；二来是陈
独秀对胡适文学改良的主张颇为赏识，并引为志同道合者。
后一条原因是主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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