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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2年，是胡适诞辰121年，也是他逝世50周年。
也许是因为这样一个有点特殊的年份，胡适的名字又一次活跃在人们的视野，成为许多媒体的话题。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胡适一直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说他是标志性的人物，一是他“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季羡林语)，不仅在哲学、史学、佛学
、文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人文学科声名显赫，而且在社会活动、政治领域也为人瞩目，被
世人誉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
二是他的名字在整个20世纪都是中国现代学术领域最具争议的焦点，赞者捧入云霓。
批者贬若草芥。
从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声名鹊起之后，一个世纪以来，在每次学术界的风云变幻之中，他都成为中国
现代思想史上绕不开的话题。
    在20世纪的中国，产生过许多成就辉煌的文化大师，诸如史学界的王国维、陈寅恪、钱穆；文学界
的鲁迅、郭沫若、林语堂；哲学界的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佛学界的虚云、汤用彤、任继愈⋯⋯
这些大师术有专攻，各擅所长，以深入的研究和丰富的成果，名扬四海，成为一代宗师。
和这些大师相比，胡适的学术研究不免显得有些驳杂而疏浅：他的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部写
完，即成绝响；《白话文学史》也是写完上部，再无下文。
至于他颇为自许的史学研究、禅学研究，也都随兴而起，无疾而终，不仅缺少系统与条理，而且许多
结论的牵强与粗疏一直为学者所诟病。
然而这些明显的疏失似乎并不妨碍他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代表人物。
在20世纪50年代批判胡适的运动中，郭沫若曾经做过这样的总结：胡适是“学术界的孔子”，胡适批
判应该把“文化学术界的一切部门都包括进来：在文化学术界的广大领域中，无论是在历史学、哲学
、经济学、建筑艺术、语言学、教育乃至于自然的各部门，都应当来开展这个思想斗争”。
这样的结论，从另一个角度证明胡适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影响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
    这是一个奇怪的悖论．这种悖论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者回避，这种忽视或
者回避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对胡适解读的含糊和混乱：胡适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他的思想和学术研究究竟价值几何？
为什么他会引出这么多截然对立的评价？
在胡适去世50周年后的今天，对这些疑问的合理解答应当是今天我们重新认识胡适必不可少的前提。
    这里，我们通过对胡适主要学术思想的梳理，试着为这种悖论的诠释提供一条思路或一些启发，为
今天的读者认识胡适提供一些素材。
    胡适一生给后人留下了数以千万字的著述，内容涉及人文科学的很多领域。
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他所倡导的白话文理论与新文学运动。
陈独秀在他的《文学革命论》中声称：“文学革命之风气，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
为吾友胡适。
”20世纪之初，批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是当时普遍的文化诉求，在胡适之前和同时，酝酿并推动这
种变革的文人很多，如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等。
与这些同人相比，胡适既是一位卓越的理论家，也是一个勤勉的实践者。
他在《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中充分阐发了白话文和新文学的意义，并且在
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为其找出了渊源。
他特别明确地指出：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
从《诗经》、《楚辞》、汉魏六朝的乐府歌辞、五言诗、七言诗，直到小说、戏曲，“中国三千年的
文学史上，哪一样新文学不是从民间来的”。
这种鲜明、积极的文学史观，不仅破除了几千年来正统文学观念的束缚，为白话文和新文学的提倡和
发展找到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使他鼓吹的“文学革命”有了广阔的前景和
切实的可行性。
在反复宣扬自己的观点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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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还通过具体的文学史研究、古典小说的考证以及对传统文学作品的重新解读。
使自己的理论得到了充分的阐释和验证。
至于他在诗歌、小说、戏剧等领域的创作，虽然稚嫩粗糙，但作为引领风气的实践，更为自己的白话
文理论提供了鲜活的范例。
正是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使得胡适的白话文理论在当时众多的喧闹中显得实在而详备、具体而生
动，较之一般的号召和鼓动，来得更加真切而有生命力，从而产生的影响也就格外重大且深远。
胡适的白话文理论和实践奠定了他在新文学运动中的领袖地位，为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奠定了基本的
格局、思路乃至命题。
    同样，胡适也曾在20世纪初的中国哲学界掀起过惊涛骇浪。
1919年2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蔡元培在序言中称赞它有四大特长：“证明的方法
”、“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
梁启超更是称赞该书有三大特点，即“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
谈到对当时人的影响，任继愈说：“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使人耳目一新⋯⋯它不同于封
建时代哲学史书代圣贤立言，为经传作注解，而敢于打破封建时代沿袭下来的不准议论古代圣贤的禁
例。
他把孔丘和其他哲学家摆在同样的地位，供人们评论，这是一个大变革。
”当时的中国。
西学渐入，中学凋零，许多有志于弘扬中华文化的学者产生了很多困惑和焦虑：国学前途何在？
做学问的路径何在？
胡适的见解和主张恰好解除了萦绕在人们心头的困惑，而这种“解除”的途径，就是新的学术眼光和
新的研究方法。
胡适曾极自信地说：“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
这件事要算中国的一件大幸。
这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
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部书的影响。
”口气之大、自信之深，国人之中确乎少有。
然而，历史证明：胡适所言不谬。
虽然《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完成了上部，但它第一次以明确而清晰的西方实用主义的方法论颠覆了传
统中国因循了几千年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方法，它借鉴西方哲学的学术规范、理论框架和方法进行中西
哲学融会贯通，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中国现代哲学的创立都作出了
无法磨灭的贡献。
被誉为“中国哲学史研究之集大成者”的冯友兰，其学术观点与胡适始终分庭抗礼，但谈到胡适的《
中国哲学史大纲》时，也多次强调：胡适在中国哲学史上是有开创之功的。
    与此相对照，胡适的史学思想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和质疑。
胡适的史学理论的核心是倡导怀疑的精神，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态度和实验主义的方法
。
去整理、发掘古代学术思想，为现实的目标服务。
他认为，中国传统史学单纯以考察和证实历史为目的的研究方法已不能适应时代潮流，必须以历史进
化的眼光和以古为今的标准重新审视。
在当时，历史进化论和厚今薄古的观点并非胡适的首创。
严复、康有为、章炳麟等人都是历史进化论的鼓吹者，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等也都提出过厚今薄
古的主张。
而胡适与众不同之处则在于：他的怀疑和批判，不是简单的否定或摒弃。
而是要从古人的思想中找出对今人有益的东西来．在符合客观史实的基础上，对古人思想做出新的评
价。
换句话说，整理国故的目的在于“再造文明”。
按照这种思路，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从当前的立场出发。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胡适谈哲学>>

对史料进行新的组织和诠释，批判地吸取精华，从而引发合乎现实需要的历史结论。
在这里，历史已不再是史料的简单堆砌，而是现实人们有思想、有目的的“重构”。
胡适的史学研究完全秉承了这样的宗旨：为了证明中国无为政治和自由主义的传统，他刻意强调了老
子、孔子学说的相关命题：为了推广实证主义的理论，他重新诠释了清儒考据的治学精义。
这样的史学理论一改中国历来“代圣人立言”的传统观念，着力强调现实的目的和实用的态度。
把阐释学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变成了干预现实的工具，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且开启了
一代“疑古”的学风。
当然，这套理论所带有的强烈主观特色和实用倾向也招致了许多批评。
“把历史当做一个随意打扮的婢女”，就是对胡适史学观点众多质疑中最为人熟悉，也是最形象的恶
谥。
    胡适的佛教研究，实际上是他史学理论的延伸，而他的禅宗史研究又是其中最主要的部分。
胡适的禅宗史研究主要是围绕神会和尚的生平，整理历史上从唐朝开始到北宋时期中国禅宗发展的情
况，考察中国禅的建立过程。
胡适通过对敦煌材料和日本发现的材料的考证和辨析。
指出正是神会和尚的努力，南宗顿悟之说才成为中国禅宗的“真宗”。
胡适把神会和尚的努力视为“佛教内部的一种革新或革命”，从神会开始，中国禅宗进入了历史上的
革命时期，是把印度禅转化为中国禅的时期。
仔细研读胡适关于神会的一系列论述，不难发现：胡适之所以对神会在中国禅宗史上的作用极力推崇
，甚至到了夸张的地步，是因为他坚决地认为，神会给禅宗带来的改变是根本性的、革命性的，是带
有转折意味和里程碑意义的。
这种价值和作用，和胡适自许对于中国现代思想的改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胡适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用思想史的眼光、历史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禅宗史的学者。
他的佛学研究不仅在国内是开创性的，而且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
他在禅宗史研究中的研究成果在日本学术界曾引起强烈的反响，而且直至今日也还受到相当的重视。
    从上面的简单梳理中不难发现。
五四运动以来，在新文化的思潮中，胡适的确有其不同凡响的地方：从文学革命到整理国故，从哲学
研究到中西文化的讨论，在传统文化面向现代变革的很多方面，他都表现出独特的眼光和卓越的创造
力；他学贯中西又不拘一隅，俨然成为整个人文科学领域引领风气的通才。
更为难得的是，在变革传统的过程中，胡适并不满足于简单的批判和否定，而是在激浊扬清的同时，
努力寻找一条基于传统而又变革传统的可行之道。
他的立场可以有人反对，结论或许受到质疑，但他所提出的问题、解决问题所使用的方法，却把中国
文化从原有的封闭传统带入了现代世界，把中国传统的古典学术转变成现代学术。
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带给现代中国的不是几部经典的理论著作，也不是若干精辟的学术观点，更不
是几句振聋发聩的口号。
而是一种立场、一种方法、一种面向现代的态度。
李泽厚曾经做过这样的比较：“中国现代曾出现王国维、陈寅恪等史学巨匠以及顾颉刚、汤用彤、钱
穆、金岳霖等，在学术上，都非胡适所能比拟。
但他们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却远不能与胡适相比。
这就是思想史与学术史的区别。
”宋代禅师法演法师云：“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
”说的是不要把治学的门径轻易示人。
胡适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他所希望且努力的，恰恰是将一种新的治学方法和态度推己及人，“普度众
生”。
如果“鸳鸯”算是成果、“金针”算是修成正果的方法和门径的话，胡适自己绣的“鸳鸯”或许并不
那么精美，但是他大力度人的“金针”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中国学术，而且在整个现代中国的思
想史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烙印。
    这，或许就是胡适虽然学术未为醇厚，但在许多领域依旧备受推崇的原因，或许就是胡适一生毁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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猬集，但历时百年无法被人忘却的理由。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深入，关于胡适的思考还将持续下去。
并会成为中华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命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认识胡适和他的思想自然成为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选编了这套“新编胡适国学文丛”。
内容包括“胡适谈文学”、“胡适谈哲学”、“胡适谈史学”、“胡适谈佛学”，基本涵盖了胡适学
术研究的重点领域，很好地体现了胡适学术思想的基本面貌。
“文丛”在内容的选择上首先注重反映胡适学术思想的精华所在，同时也力求表现其学术观点的完整
面貌。
因此，本丛书的编排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精心的考量：    首先是要选取最能反映胡适相关理论的代表
作，如最早提出“文学革命”理论的《文学改良刍议》，最先阐述“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
著名论断的《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
    其次，除了不得已的减省之外，编者尽量全文选录，不对原文做割裂和删改，从而最大限度地保留
了文章的原貌，有助于读者做出客观的评价。
    最后，在文章类型的选择上，编者也尽可能兼顾文体、论题、文笔各方面。
力求全面反映胡适学术研究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以“史学卷”为例，书中既选录了胡适的中国史通论《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也选入了有关治史理
论《研究国故的方法》。
在具体的史学问题上，则选录了《两汉人临文不讳考》等一组文章，可以让人清晰地看到胡适在史学
实践中的方法运用，加上那些短小精悍的读史随笔以及胡适晚年最为倾心的《水经注》考证的文章，
胡适的整个史学风貌就显得丰富而生动许多。
    这样的选文安排不仅有助于读者对胡适的研究成果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印象，而且也是对他学术思想
的尊重和致敬。
    当年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的碑铭中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
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万千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有人认为，这段议论借用到胡适身上也有一定的道理。
相信每一个认真读过胡适作品的读者，都会有自己的评价。
    (作者系人文学者，现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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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胡适自己曾说：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而文学是他的“娱乐”。
他在美国的早年读书计划便是“以哲学为中坚”，而以政治、宗教、文学、科学为辅的。
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后，他师从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
1917年回国后在国内最早开设“西洋哲学史”课程，1919年出版了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可见，胡适把哲学作为自己职业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如果说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是先锋，那么，在哲学研究的方面，胡适所发挥的作用则无疑是开创性的
，而且这种开创性不仅贯穿着他的哲学研究，也在实际指导着他的历史、文学、宗教等各个领域的理
论实践。

　　研究胡适哲学思想的人早就注意到，胡适的哲学研究有两大特点：一是突出强调了方法论的重要
意义，甚至有以方法论去涵盖整个哲学的倾向。
这正是詹姆斯\杜威实用主义影响的结果。
为了梳理胡适哲学思想的脉络，在《胡适谈哲学》的“哲学理论”部分，《逻辑与哲学》、《从历史
上看哲学是什么》是胡适对哲学问题的一般定义，而《实验主义》、《杜威哲学》以及《五十年来世
界之哲学》则可以看做胡适对自己哲学渊源的自述。

　　胡适的哲学研究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涉及广泛，内容包括：宇宙论、名学、知识论、宗教哲学、政
治哲学和教育学、伦理学。
所以胡适所说的哲学史实为思想史，他晚年也明确说过：“后来我总喜欢把‘中国哲学史’改称为‘
中国思想史
’。
”正因为如此，胡适的哲学研究和思想史研究常常是融为一体的。
所以本书的选文自然没有刻意拘泥于“哲学”二字。

　　第二部分的“中国哲学”集中了胡适论述中国哲学史主要文字。
《中国哲学史大纲》是胡适的成名之作，集中表现了他的哲学立场和方法，在《导言》中他界定了什
么是哲学、什么是哲学史，以及研究哲学史的目的等基本概念。
其中他的“明变、求因、评判”
的哲学史目的论充满了积极的哲学批判精神，
对于旧哲学史观无疑是巨大的冲击。
《中国中古思想小史》、《中国思想史纲要》虽然在影响方面稍逊一筹，但作为后续的研究成果，可
以看出胡适在中国哲学研究方面更多的思考，而且对于整个中国思想史的脉络有更加完整和清晰的勾
勒，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未能完成的缺憾。
在《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一文中，胡适针对少数西方哲学家的“东方哲学天然阻止科学发
达”的论调，
严肃地指出， 东西方哲学的差异都是由历史造成的，
而造成这种差异的历史因素决不可能天然阻止一个民族科学精神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近代科学成就虽然不能与西方相比，
但中国哲学中绵亘数千年而不衰的科学精神和方法， 如逻辑的方法、大胆怀疑和假设的精神，
都丝毫不亚于西方。
这种观点表明了胡适对于中国哲学历史定位清醒和客观的认识，无疑是很有价值的。

　　第三部分的“专题研究”实际上是胡适对于中国哲学史诸多重大命题的个案研究。
主要内容自然包括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先秦诸子、宋明理学、乾嘉学派。
其中1934年完成的《说儒》，以新的眼光和视角对儒学的产生、发展、流变作了颇有创见性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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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自己对此也颇为看重。
另一篇比较重要的文章是《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
胡适视清代考据学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而戴震则是这一“文艺复兴”运动的主帅和旗帜。
不知道胡适在标榜戴震的时候有没有夫子自道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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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适（1891.12.17—1962.2.24），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
、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
安徽绩溪上庄村人，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曾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
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
入的研究。
1939年还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胡适谈哲学>>

书籍目录

第一编　 哲学理论
从历史上看哲学是什么
逻辑与哲学
杜威哲学
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
东西文化之比较
第二编　 中国哲学史论
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
中国中古思想小史·节选
中国思想史纲要
中国哲学的线索
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
第三编　 专题研究
说儒
先秦诸子之进化论（改定稿）
庄子哲学浅释
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
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
编后赘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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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个题目很重要，从人类历史上看哲学是什么，一方面要修正我在中国哲学史上卷里所下哲学的定义
，一方面要指示给学哲学的人一条大的方向，引起大家研究的兴味。
    我在今年一二月《晨报副刊》上发表杜威先生哲学改造的论文，今天所讲，大部分是根据杜威先生
的学说；他的学说原是用来解释西洋哲学的，但杜威先生是一个实验主义者。
他的学说要能够解释中国或印度的哲学思想，才能算是成立。
    杜威先生的意思，以为哲学的来源，是人类最初的历史传说或跳舞诗歌迷信等等幻想的材料，经过
两个时期，才成为哲学。
    (一)整齐统一的时期，传说神话变成了历史，跳舞诗歌变成了艺术，迷信变成了宗教，个人的想象
与暗示，跟了一定法式走，无意识的习惯与有意识的褒贬，合成一种共同的风尚。
造成了种种制度仪节。
    (二)冲突调和的时期，人类渐渐进步，经验多了，事实的知识分量增加，范围扩大。
于是幻想的礼俗及迷信传统的学说，与实证的人生日用的常识，起了冲突，因而批评的调和的哲学发
生，例如希腊哲人“sophist”之勃兴，便是西洋哲学的起源。
“sophist”对于一切怀疑，一切破坏，当时一般人颇发生反感，斥哲人为诡辨，为似是而非。
“sophist”一字，至今成了恶名。
有人觉得哲人过于激烈，应将传统的东西保存一部分，如socrates辈。
但社会仍嫌他过激，法庭宣告他的死刑。
后来经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的调和变化，将旧信仰洗刷一番，加上些论理学、心理学等等，如卫
道护法的工具．于是成了西洋的正统哲学。
    归纳起来说，正统哲学有三大特点：    (1)调和新旧思想，替旧思想旧信仰辩护，带一点不老实的样
子。
    (2)产生辨证的方法，造成论理的系统，其目的在护法卫道。
    (3)主张二元的世界观，一个是经验世界，一个是超经验的世界，在现实世界里不能活动的，尽可以
在理想的世界里玩把戏。
    现在要拿杜威先生关于正统哲学的解释，来看是否适用于中国。
我研究的结果，觉得中国哲学完全可以适用杜威的学说。
    中国古代的正统哲学是儒墨两大派，中古时代是儒教。
近世自北宋至今是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的理学。
    现在分论古代中古近世三期。
    中国古代的哲学原料，诗歌载在《诗经》，卜筮迷信载在《易经》，礼俗仪容载在《礼记》，历史
传说载在《尚书》。
在西历纪元前二千五百年，初民思想已经过一番整齐统一。
一切旧迷信旧习惯传说已成了经典。
    纪元前五六百年老子孔子等出，正当新旧思潮冲突调和的时期．古代正统哲学才算成立。
老子是旧思想的革命家，过激党，攻击旧文化，攻击当时政治制度。
古代以天为有意志有赏罚，而老子说天地不仁，将有意志的天变为无往而不在，无为而无不为的天，
是一个自然主义的天道观。
老子这样激烈的态度．自然为当世所不容。
他很高明，所以自行隐遁。
邓析比老子更激烈，致招杀身之祸。
没有书籍流传后世，可见当时两种思想冲突的厉害。
    于是调和论出来了，孔子一方面承认自然主义的天道观，他说：“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一方面又承认有鬼神，他说：“敬鬼神而远之。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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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总舍不得完全去掉旧信仰，舍不得完全去掉传统的宗教态度。
但在一般人看来，他仍然是偏向革命党。
偏向革命党的苏格拉底不免于死刑，偏向革命党的孔子不免厄于陈蔡，终身栖栖皇皇。
这是第一派的调和论。
    第二派的调和论是墨子，墨子明白提倡有鬼，有意志的天，非命，完全容纳旧迷信，完全是民间宗
教的原形。
但究竟旧思想经过动摇，不容易辩护，于是不得不发明辨证的方法，以逻辑为武器。
我们看他用逻辑最多的地方，是《明鬼》和《非命》两篇。
他提出论辨的三个标准：    (甲)我们曾经耳闻目见否，    (乙)古人说过没有，    (丙)有用没有用。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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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胡适谈哲学》由胡适所著，胡适自己曾说：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而文学是
他的“娱乐”。
他在美国的早年读书计划便是“以哲学为中坚”，而以政治、宗教、文学、科学为辅的。
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后，他师从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
1917年回国后在国内最早开设“西洋哲学史”课程，1919年出版了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可见，胡适把哲学作为自己职业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如果说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是先锋，那么，在哲学研究的方面，胡适所发挥的作用则无疑是开创性的
，而且这种开创性不仅贯穿着他的哲学研究，也在实际指导着他的历史、文学、宗教等各个领域的理
论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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