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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胡适，中国新文化运动首举义旗的倡导者之一。
他的一生在多种学科，如哲学、文学、史学、宗教、教育、思想、文化等领域内辛勤探求，著文立说
，融汇中西，沟通古今。
在中国文化、学术领域内显示了一种全新的眼光和学术路向。
本书选录一百三十三篇反映其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
全书分为四辑：第一辑为文学研究，第二辑为哲学、史学研究，第三辑为文化、思想方面的文章，第
四辑为关于人生、教育、社会的言论，及学术书信三十通。
其具体内容包括：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跋《红楼梦考证》、《镜花缘》的引论、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
上的位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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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最重要的证据自然还是曹雪芹自己的历史和他家的历史。
《红楼梦》虽没有做完（说详下），但我们看了前八十回，也就可以断定：（1）贾家必致衰败，（2
）宝玉必致沦落。
《红楼梦》开端便说，“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又说，“一技无成，半生潦倒”；又说，“当此蓬
牖茅椽，绳床瓦灶”。
这是明说此书的著者——即是书中的主人翁——当著书时，已在那穷愁不幸的境地。
况且第十三回写秦可卿死时在梦中对凤姐说的话，句句明说贾家将来必到“树倒猢狲散”的地步。
所以我们即使不信后四十回（说详下）抄家和宝玉出家的话，也可以推想贾家的衰败和宝玉的流落了
。
我们再回看上文引的敦诚兄弟送曹雪芹的诗，可以列举雪芹一生的历史如下：　　（1）他是做过繁
华旧梦的人。
　　（2）他有美术和文学的天才，能做诗，能绘画。
　　（3）他晚年的境况非常贫穷潦倒。
　　这不是贾宝玉的历史吗？
此外，我们还可以指出三个要点。
第一是曹雪芹家自从曹玺、曹寅以来，积成一个很富丽的文学美术的环境。
他家的藏书在当时要算一个大藏书家，他家刻的书至今推为精刻的善本。
富贵的家庭并不难得；但富贵的环境与文学美术的环境合在一家，在当日的汉人中是没有的，就在当
日的八旗世家中，也很不容易寻找了。
第二，曹寅是刻《居常饮馔录》的人，《居常饮馔录》所收的书，如《糖霜谱》、《制脯鲜法》、《
粉面品》之类，都是专讲究饮食糖饼的做法的。
曹寅家做的雪花饼，见于朱彝尊的《曝书亭集》（二十一，页十二），有“粉量云母细，糁和雪糕匀
”的称誉。
我们读《红楼梦》的人，看贾母对于吃食的讲究，看贾家上下对于吃食的讲究，便知道《居常饮馔录
》的遗风未泯，雪花饼的名不虚传！
第三，关于曹家衰落的情形，我们虽没有什么材料，但我们知道曹寅的亲家李煦在康熙六十一年已因
亏空被革职查追了。
雍正《殊批谕旨》第四十八册有雍正元年苏州织造胡凤犟奏折内称：　　今查得李煦任内亏空各年余
剩银两，现奉旨交督臣查弼纳查追外，尚有六十一年办六十年分应存剩银六万三百五十五两零，并无
存库，亦系李煦亏空。
⋯⋯所有历年动用银两数目，另开细折，并呈御览。
⋯⋯　　又第十三册有两淮巡盐御史谢赐履奏折内称：　　窃照两淮应解织造银两，历年遵奉已久。
兹于雍正元年三月十六日，奉户部咨行，将江苏织造银两停其支给；两淮应解银两，汇行解部⋯⋯前
任盐臣魏廷珍于康熙六十一年内未奉部文停止之先，两次解过苏州织造银五万两。
⋯⋯再本年六月内奉有停止江宁织造之文。
查前盐臣魏廷珍经解过江宁织造银四万两，臣任内⋯⋯解过江宁织造银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两。
⋯⋯臣请将解过苏州织造银两在于审理李煦亏空案内并追；将解过江宁织造银两行令曹頫解还户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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