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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两条曾经汇聚于反封建主干道的河流，但大部分的时间，它们分流而去。
这两条河流的末段，似乎重新交汇，但未殊途同归。
这样的不能同流而又不能分割的两种风格的河流，纵横驰骋，流布大地，构成了上个世纪思想文化界
最绚丽的景观之一。
     循着这两条河流而下，那掩隐在纷枝繁叶下的水流，无论是开阔的水面、狭窄的曲湾，抑或水下的
暗礁、岸边的火炮，或许都可以清晰地呈现在世人眼前。
在感受河面上冬日的暖阳、夏日的清风的同时，人们也可感受到河上凛洌的寒风和河下历史的沉重。
    所谓朋友，未必都是“志同道合”的。
这种朋友，气质性格也许不同，志向道路也许不同。
他们也许会发生分歧，发生激烈的争论；但他们却可以始终保持着个人的珍贵友谊。
尤其是在对方处于危难之际，经常伸出援助之手，在对方处于坎坷时刻，往往给予真情关注。
何以如此？
关键是他们能以坦诚相见，不心存介蒂，互相尊重对方，包容对方。
实际上，这是一种大修养，一种大胸怀，一种大气魄。
陈独秀与胡适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种朋友。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陈独秀与胡适，都可谓是叱咤风云的人物。
五四时期，由于共同发动“新文化运动”，共同倡导“文学革命”，二人曾一度成了志同道合的战友
。
然而，由于新文化运动的深入，陈独秀变成了共产主义者，胡适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后来在许多问题上，发生了思想分歧，发生激烈争论。
尽管如此，但二人个人的深厚友谊却始终保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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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高张大旗(1915—1917)   一 甚于儿童盼过年  二 足下洞晓世界文学之趋势  三 中国文学界的“雷
声”  四 弟荐足下以代  五 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  六 小批评大捧场  七 尝试成功自古无  八 此后奉教
之日正长第二章 新思潮的激战(1917一1919)   一 二十年已经有了许多大进步   二 用白话体做文章  三 陈
学长力劝我暑假不要回去  四 欲叫于春啼于秋者  五 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子  六 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  七
林蔡之争第三章 五四运动(1919—1920)   一 汤宅密谈  二 杀君马者道旁儿   三 陈独秀被捉进官里去了   
四 陈独秀在信仰社会主义方面是一位后进   五 孙中山：你们尽做着吧!  六 陈独秀与我们北大同人分道
扬镳了第四章 《新青年》风波(1920—1921)   一 胡适：我自己是赌咒不干的   二 《新青年》风波  三 饭
碗风潮  四 到安徽去办教育，也倒很好第五章 我们的政治主张(1921—1923)   一 胡适：法国人真不要脸 
 二 我们的政治主张  三 胡适：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  四 什么叫做悖主   五 大伤中国青年的感情   六 吾
兄何妨躬自实行为天下倡   七 很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   八 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   九 罗文干案  十 如
防御鼠疫霍乱一样第六章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1923)   一 中国思想界一线曙光  二 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
代   三 像这样明白主张心物二元论  四 弟朝朝所遇烦恼之事  五 讼棍的行为第七章 人革命前后(1924
—1931)   一 胡适：我是不谋私利的  二 简直要做仇敌了   三 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  ⋯⋯第八章  匍匐食残
李时（1932-1936）第九章  最后的交往（1936-1942）第十章  陈独秀去世以后（1942-1962）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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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一  甚于儿童盼过年    陈独秀生于1879年10月9日，安庆人，清末皖城秀才第一，后留学日本，辛
亥革命后任皖省都督秘书长。
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为生活所迫，于1914年夏第五次去日本，帮章士钊编辑《甲寅》。
    1915年初夏，陈独秀因夫人高君曼患肺病咯血，从日本回到上海。
经友人帮忙，陈独秀一家人在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住了下来。
    隔日，陈独秀到四马路惠福里，拜访亚东图书社老板汪孟邹。
陈独秀去日本期问，夫人高君曼和两个孩子主要靠亚东图书社老板汪孟邹照顾。
陈独秀的原配夫人高晓岚带着三儿(延年、乔年、松年)一女(筱秀)在老家安庆，和祖母谢氏住在一起
，陈独秀顾不上他们。
高君曼和高晓岚是同父异母的姊妹。
    陈独秀希望汪孟邹帮助自己发行新办的《青年杂志》。
早在1904年，他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就由汪孟邹发行。
汪盂邹因已担负了几家杂志发行任务，又不清楚陈独秀新办的杂志销量如何，便推荐群益书社发行《
青年杂志》。
    汪孟邹后来为自己的错失良机，懊恼不已。
    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号出版。
陈独秀在发刊词里写道：“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
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问之生命。
”该杂志的诞生，标志了新文化运动的发端，从此，中国的青年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汪孟邹非常喜欢《青年杂志》。
他对陈独秀说：“我有位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的老乡，此翁聪明好学，小说文论俱佳。
”    “你是说胡适之么?”    “你怎么知道?”汪孟邹感到奇怪。
    “《甲寅》在日本曾收到一位留美青年的信，提出输入外国文明，要有明达君子的赞助。
我印象极深，想不到竟是你的老乡。
”陈独秀说。
胡适曾将其所译《柏林之围》寄《甲寅》，刊登在上年第四期上。
章士钊当时给胡适写信约稿，称“此吾国社会所急需，非独一志之私也”。
    陈独秀当即要汪孟邹寄《青年杂志》给胡适，说：“代我向他约稿，言语写恳切些。
”    汪盂邹当日给胡适去信说：“今日邮呈群益出版青年杂志一册，乃炼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与
秋桐亦是深交，曾为文载于甲寅者也；拟请吾兄于梭课之暇担任青年撰述，或论文，或小说戏曲均所
欢迎。
每期多因更佳，至少亦有一种。
”信中所说“炼”，即汪盂邹自称，“皖城”指安庆，“秋桐”指章士钊。
    10月15日，陈独秀编出《青年杂志》一卷二号；11月15日编出一卷三号。
每新出一期，陈独秀都要问汪盂邹：“你的美国老乡有消息吗?”汪孟邹着急了，说：“我每次寄刊给
他，都向他催稿，今日我再给他去一封信。
”陈独秀说：“西方文明，美国文明，急需引入国内。
你把话言重些，我盼胡适来稿，甚于儿章盼过年，一次有一短篇也好。
”    陈独秀是个急性格，袁世凯的爪牙抄陈独秀的安庆家时，陈独秀恨不得生吃其肉。
汪盂邹没有办法，又给胡适写信：  “陈君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故不得
不为再三转达。
每期不过一篇，且短篇亦无不可，务求拨冗为之，以增该杂志光宠，至祷，至祷。
否则，陈君见面必问，炼穷于应付也。
”    胡适，1891年生，这年25岁，安徽绩溪上庄人，小陈独秀一属，两人同属兔。
1910年，胡适考入清华大学庚款留美学生，入康乃尔大学学农科，后改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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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胡适学到的是批评实验丰义的康乃尔哲学。
汪孟邹来信，提到陌生的安庆人陈独秀和同样陌生的《青年杂志》时，胡适刚转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学习杜威的实用主义，加上忙于讨论新诗，准备功课，没有及时给汪盂邹回信。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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