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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胡秋原（1910-2004），湖北黄陂人，当代著名的民族主义思想家、历史学家，《中华杂志》发行
人。
在文艺上，他提倡“文艺自由”，自称“自由人”，曾与左联发生“文艺自由论辩”；在史学上，他
创立了“理论历史学”，主张史学方法论与价值判断论并重；在文化上，他主张超越传统派、西化派
、俄化派而前进。
胡秋原不仅是著作等身的学问家，而且是一个怀抱道德理想，积极参与、批评、指导现实政治的儒者
。
他不畏艰险，屡屡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历经顿挫而矢志不渝。
1988年4月，胡秋原发起成立“中国统一联盟”，并被推举为名誉主席。
同年9月他访问北京，成为海峡两岸隔绝40年之后，首位来祖国大陆访问的台湾高层人士，被誉为“两
岸破冰第一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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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远笋，湖北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教师。
2006年获武汉大学哲学硕士学位，2010年获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11年获第二届武汉大学孔子与
儒学研究中心“王蕴聪纪念奖学金”。
已有多篇论文、书评、综述发表于《武汉大学学报》、《鹅湖月刊》（中国台湾）、《学术研究》、
《哲学评论》、《孔子研究》等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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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 第1章 少年立志 家世与出生 明道救世与科学救国 第2章 求学之路 
从交通大学到武昌大学 从武昌大学到复旦大学 从复旦大学到早稻田大学 第3章 在上海的几次论战 创
办《文化评论》 与“左联”关于文艺自由问题的论辩 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胡秋原 第4章 文章报国 福
建事变 游历欧美 文章 报国 第5章 学术与政治之间 书生问政 从香港到台湾 中西文化论战 第6章 《中华
杂志》 《中华杂志》与民族主义 驳费正清中国观 《中华杂志》与保钓运动 中国统一联盟与破冰之旅 
第7章 理论历史学 历史哲学的困境 史学的三重性质 史学方法论 价值判断论历史必须做价值判断 中国
的历史文化与知识分子 第8章 超越前进论 二重文化危机 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 超越前进论 向什么
方向前进 附 年谱 主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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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0世纪20年代末，复旦大学中文系有陈望道、徐中舒、谢六逸等知名教授。
胡秋原在上课之余，时常利用空闲时间光顾图书馆，广泛涉猎文学、哲学、艺术等方面的书籍。
北伐期间，北京及武汉地区的许多文人相继来到上海，一时间上海文坛派别林立，百家争鸣，精彩纷
呈。
1928年普罗文学运动开始兴起。
所谓“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主张文学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
胡秋原不赞成文学服务于政治的提法，撰写了《革命文学问题》一文。
这是胡秋原谈论文学的开始，也由此激发了他系统研究文艺理论的兴趣，他决定以普列汉诺夫作为深
入研究的中心。
不久胡秋原又写了《文艺起源论》一文，也发表于《北新》杂志。
《文艺起源论》根据唯物史观，对文艺理论做了系统的研究，用以澄清“革命文学论者”的一些武断
的说法。
 五三惨案（济南惨案）之后，上海大东书局正在策划一套关于时局的丛书，其中一册的内容有关日本
侵华，李长傅先生推荐胡秋原执笔。
李先生原是前川中学的地理老师，当时正在东方舆地学社就职。
东方舆地学社与大东书局一直有合作关系。
在李先生的期待与鼓励之下，胡秋原仅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日本侵略下之满蒙》的
撰写任务。
大东书局很快就印制完毕，公开发行。
这样，胡秋原不仅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而且拿到了将近40元的稿费。
其后，因为家庭的变故与情绪的波动，胡秋原于这年暑假退学回家，决心隐居乡里，读书写作，不问
世事。
这期间，先是父亲所办前川中学因校舍被霸占而停闭，接着长姐胡清心病逝，后又发生了左翼青年周
延墉的悲剧。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胡秋原是在忧郁、感伤、消沉中度过的。
返乡仅仅半载，1928年末又因有被逮捕的风声，胡秋原不得不在岁暮寒冬离家逃难，再次奔赴上海。
这时，他决定以新的眼光来观察和适应这个世界，做一个通达的人。
意志消沉不可取，玩世不恭同样不可取，人必须刚健自强，精进不已，这正是儒家的精神。
1929年春，胡秋原任大东书局编辑。
有了这种心态上的转变，胡秋原觉得精神振奋，没过多久就完成了《近世民族运动》《帝国主义殖民
政策》《三民主义问答》三书的写作。
 胡秋原觉得，困扰他许久的一个问题，即如何用唯物史观来解释文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才是他
真正值得研究的问题。
其实，他在写完《文艺起源论》一文后，原本想对这一问题作系统的研究，写一本学术专著《文艺之
发展》。
可是，胡秋原当时在中、英文书籍中，竟未找到一本可用的参考文献。
有一次，他来到日本人开的“内山书店”，竟有不少发现。
尤其是藏原惟人所译的普列汉诺夫著《艺术与社会生活》，让胡秋原如获至宝。
但是，由于不懂日文，胡秋原也只能望书兴叹。
当时此类著作的中译本可谓凤毛麟角，日译本却有不少。
为了阅读更多的日译书籍，看懂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胡秋原决定负笈东洋，这毕竟比到俄国去研读俄
文文献要现实得多。
1929年3月间，胡秋原由上海乘船抵达日本，他一边学习日文，一边收集、研读马克思主义以及普列汉
诺夫的文献资料，并撰写文章寄到上海发表。
1930年春，胡秋原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但并没有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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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家精要:胡秋原》是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胡秋原-大家精要>>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