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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胡适思想录4:我的岐路》讲述了在中国历史上，胡适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中国自由主
义的先驱”。
拥有32个博士头衔。
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较深的造
诣。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约翰·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么怀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样思想。
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才能救中
国，毕生倡言“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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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十七年的回顾 我于前清光绪三十年的二月间从徽州到上海求当时所谓“新学”。
我进梅溪学堂后不到两个月，《时报》便出版了。
那时正当日俄战争初起的时候，全国人心大震动。
但是当时的几家老报纸仍旧做那长篇的古文论说，仍旧保守那遗传下来的老格式与老办法，故不能供
给当时的需要。
就是那比较稍新的《中外日报》也不能满足许多人的期望。
《时报》应此时势而产生。
他的内容与办法也确实能够打破上海报界的许多老习惯，能够开辟许多新法门，能够引起许多新兴趣
。
因此《时报》出世之后不久就成了中国智识阶级的一个宠儿。
几年之后《时报》与学校几乎成了不可分离的伴侣了。
 我那年只有十四岁，求知的欲望正盛，又颇有一点文学的兴趣，因此我当时对于《时报》的感情比对
于别报都更好些。
我在上海住了六年，几乎没有一天不看《时报》的。
我记得有一次《时报》征求报上登的一部小说的全份，似乎是《火里罪人》，我也是送去应征的许多
人中的一个。
我当时把《时报》上的许多小说诗话笔记长篇的专著都剪下来分粘成小册子，若有一天的报遗失了，
我心里便不快乐，总想设法把它补起来。
 我现在回想当时我们那些少年人何以这样爱恋《时报》呢？
我想有两个大原因：第一，《时报》的短评在当日是一种创体，做的人也聚精会神地大胆说话，故能
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故能在读者脑筋里发生有力的影响。
我记得《时报》产生的第一年里有几件大案子：一件是周生有案，一件是大闹会审公堂案。
《时报》对于这几件事都有很明决的主张，每日不但有“冷”的短评，有时还有几个人的签名短评，
同时登出。
这种短评在现在已成了日报的常套了，在当时却是一种文体的革新。
用简短的词句，用冷隽明利的口吻，几乎逐句分段，使读者一目了然，不消费工夫去点句分段，不消
费工夫去寻思考索。
当日看报人的程度还在幼稚时代，这种明快冷刻的短评正合当时的需要。
我还记得当周生有案快结束的时候，我受了《时报》短评的影响，痛恨上海道袁树勋的丧失国权，曾
和两个同学写了一封长信去痛骂他。
这也可见《时报》当日对于一般少年人的影响之大。
这确是《时报》的一大贡献。
我们试看这种短评，在这十七年来，逐渐变成了中国报界的公用文体，这就可见他们的用处与他们的
魔力了。
 第二，《时报》在当日确能引起一般少年人的文学兴趣。
中国报纸登载小说大概最早的要算徐家汇的《汇报》。
那时我还没有出世呢。
但《汇报》登的小说一大部分后来汇刻为《兰苕馆外史》，都是《聊斋》式的怪异小说，没有什么影
啊。
戊戌以后，杂志里时时有译著的小说出现。
专提倡小说的杂志也有了几种，例如《新小说》及《绣像小说》（商务）。
日报之中只有《繁华报》（一种“花报”），逐日登载李伯元的小说。
那些“大报”好像还不屑做这种事业（这一点我不敢断定，我那时年纪太小了。
看的报又不多，不知《时报》以前的“大报”有没有登小说的）。
那时的几个大报大概都是很干燥枯寂的，他们至多不过能做一两篇合于古文义法的长篇论说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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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出世以后每日登载“冷”或“笑”译著的小说，有时每日有两种冷血先生的白话小说，在当
时译界中确要算很好的泽笔。
他有时自己也做一两篇短篇小说，如福尔摩斯来华侦探案等，也是中国人做新体短篇小说最早的一段
历史。
《时报》登的许多小说之中，双泪碑最风行。
但依我看来，还应该推那些白话译本为最好。
这些译本如《销金窟》之类，用很畅达的文笔，作很自由的翻译，在当时最为适用。
倘《几道山恩仇记》（Countofmontecristo）全书都能像《销金窟》（此乃《恩仇记》的一部分）这样
的译出，这部名著在中国一定也会成了一部“家喻户晓”的小说了。
《时报》当日还有《平等阁诗话》一栏，对于现代诗人的介绍，选择很精。
诗话虽不如小说之风行，也很能引起许多人的文学兴趣。
我关于现代中国诗的知识差不多都是先从这部诗话里引起的。
我们可以说《时报》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为中国日报界开辟一种带文学兴趣的“附张”。
自从《时报》出世以来，这种文学附张的需要也渐渐地成为日报界公认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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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胡适思想录4:我的岐路》为“胡适思想录”第四卷，是人们认识与了解胡适思想文化成果的重要依
据，更是掌握与研究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的必读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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