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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胡适思想录10:胡适先生到底怎样》作者胡适，汉族，安徽绩溪人。
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
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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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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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1 胡适先生到底怎样／13 蔡元培与北京教育界／15 一年了！
／17 一师毒案感言／18 胡适启事（二则）／2l 刘熙关于《爱国运动与求学》的来信附言／23 这回为本
校脱离教育部事抗议的始末／25 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政治信仰／31 中日提携，答客问
／35 纪念“五四”／37 杂碎录（一）／45 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48 又大一岁了／52 今日思想界的一
个大弊病／56 无不纳闷，都有些伤心／60 略答陶希圣先生／64 沉默的忍受／66 答陈序经先生／69 平
绥路旅行小记／7l 苏俄外交史上的又一页及其教训／78 政制改革的大路／80 国联的抬头／89 从一党到
无党的政治／96 敬告日本国民／99 再记国联的抬头／103 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
／109 华北问题／112 冀察时局的收拾／114 为学生运动进一言／117 再论学生运动／121 我们要求外交
公开／124 编辑后记／127 再论外交文件的公开／145 东京的兵变／148 《洛加诺公约》的撕毁／152 调
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155 关于《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159 《独立评论》的四周年／163 国
联还可以抬头／166 敬告宋哲元先生／170 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172 《新青年》重印题辞／175 编辑后记／176 中日问题的现阶段／191 读经平议／193 伦敦的英、日
谈判／197 再谈谈宪政／199 冀察平津举办“国大”选举／202 我们能行的宪政与宪法／204 编辑后记
／207 中国和日本的西化／217 “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224 眼前“两个世界”的明朗化／228 青年人
的苦闷／231 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235 援助与自助／239 北京大学五十周年／241 宁鸣而死，不默
而生／244 容忍与自由／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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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出游了五个星期，回家又得了流行感冒，在床上睡了五六天。
在病榻上得着《大公报》催促星期论文的通告，只好把这一个多月的报纸杂志寻出来翻看一遍，看看
有什么材料和“灵感”。
一大堆旧报里，最使我感觉兴趣的是一班朋友在三四十天里发表的讨论“民主与独裁”的许多文章。
其中我读到的有吴景超先生的《中国的政制问题》（12月30日《大公报》星期论文，《独立评论》一
三四号转载）；张熙若先生的《独裁与国难》（1月13日《大公报》星期论文）；陶孟和先生的《民治
与独裁》（《国闻周报》新年号）；陈之迈先生和陶希圣先生的两篇《民主与独裁》（《独立评论》
一三六号）；丁文江先生的《再论民治与独裁》（1月20日《大公报》星期论文，《独立评论》一三七
号转载）。
我现在把我读了这些文字以后的几点感想写出来，虽然是旧事重提，但在我个人看来，这个讨论了一
年多的老题目，这回经过了这几位学者的分析，——尤其是吴景超、陈之迈两先生的清楚明锐的分析
，——已可算是得着了一点新的意义了。
 吴景超先生把这个问题分成三方面：（一）中国现在行的是什么政制？
这是一个事实问题。
（二）我们愿意要有一种什么政制？
这是一个价值问题。
（三）怎样可以做到我们愿望的政制？
这是一个技术问题。
他的结论是：在事实上，“中国现在的政治是一党独裁的政治，而在这一党独裁的政治中，少数的领
袖占有很大的势力”。
在价值问题上，“中国的知识阶级多数是偏向民主政治的，就是国民党在理论上，也是赞成民主政治
的”。
在技术问题上，他以为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还未完备，但“大部分是可以教育的方式完成的”。
 陈之迈先生的六千多字的长文，他的主要论点是：“被治者用和平的方法来产生及推倒（更换）统治
者，这是民主政治的神髓，抓住了这层便有了民主政治”。
所以他指出汗蒋感电说的“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不取决于武力”正是民主政治的根本。
所以他的结论是：我个人则以为中国目前的现状，理论上，实际上都应该把“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而
不取决于武力”，因此绝对没有瞎着眼去学人家独裁的道理。
⋯⋯同时我们对于民主政治，不可陈叉太高，太重理想，而着眼于把它的根本一把抓住；对于现存的
带民主色彩的制度，如目前的国民党全代会，能代表一部分应有选权的人民，并能产生稍为类似内阁
制的政府，应认为是一种进步。
对⋯⋯宪草里规定的国民大会，则应努力使它成功。
 我对于陈之迈先生的主张，可以说是完全同意。
他颇嫌我把民主政治看得太容易，太幼稚。
其实我的本意正是和他一样，要人“对于民主政治不可陈义太高，太重理想”，所以我说民主宪政只
是一种幼稚的政治，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
许多太崇尚民主政治的人，只因为把民主宪政看作太高不可攀的“理智的政治”了，所以不承认我们
能试行民治，所以主张必须有一个过渡的时期，或是训政，或是开明专制，或是独裁，这真是王荆公
的诗说的“扰扰堕轮回，只缘疑这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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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胡适思想录10:胡适先生到底怎样》收录了《蔡元培与北京教育界》；《苏俄外交史上的又一页及其
教训》；《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
》；《为学生运动进一言》；《敬告宋哲元先生》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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