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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几篇文章讨论的是中国今日人人应该讨论的一个问题，——人权问题。
前三篇讨论人权与宪法。
第四篇讨论我们要的是什么人权。
第五、六篇讨论人权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思想和言论的自由。
第七篇讨论国民党中的反动思想，希望国民党的反省。
第八篇讨论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
这两篇只是“思想言论自由”的实例：因为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
。
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第九篇与第十篇讨论政治上两个根本问题，收在这里做个附录。
    周栎园《书影》里有一则很有意味的故事：    昔有鹦鹉飞集陀山。
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
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
”对日：“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
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
点谴责而已。
    十八，十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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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胡适思想录8:我们要我们的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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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1 人权与约法／2 《人权与约法》的讨论／7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10 论人权／罗隆基／16 论
思想统一／梁实秋／31 告压迫言论自由者／罗隆基／38 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49 知难，行亦不易／59
专家政治／罗隆基／69 张慰慈《萨各与樊才第的案件》附记／76 记某女士／78 说难／80 新年的好梦
／82 我们要我们的自由／84 中国公学校史／86 我们对于政治的主张／92 后生可畏／94 思想革命与思
想自由／96 《独立评论》引言／99 宪政问题／100 上海战事的结束／104 废止内战大同盟／106 论对日
外交方针／109 所谓教育的“法西斯蒂化”／114 论学潮／116 英庚款的管理／120 汪精卫与张学良
／125 内田对世界的挑战／129 英庚款的管理／131 中国政治出路的讨论／133 究竟哪一个条约是废纸
／138 陶希圣《一个时代错误的意见》附记／145 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147 统一的路／153 国联新
决议草案的重大意义／158 国民参政会应该如何组织／163 国联调解的前途／167 民权的保障／170 国联
报告书与建议案的述评／174 全国震惊以后／180 日本人应该醒醒了！
／187 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190 跋蒋廷黻先生的论文／194 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197 从农村救济谈到
无为的政治／202 制宪不如守法／208 《独立评论》的一周年／212 熊十力《要在根本处注意》一文的
编者附言／216 保全华北的重要／218 建国问题引论／223 世界新形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229 福建的大
变局／233 建国与专制／237 再论建国与专制／242 为《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栏所写的应征答案
／247 关于外交问题的几点意见／248 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249 武力统一论／252 政治统一的途径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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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二，有些人权已经破产的人，自骗自地说人权是抽象的名词，是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
口头语，人权运动比不上唯物主义的阶级革命的切实。
这些人根本没有想过什么是人权。
人权当然包括衣，包括食，还包括许多比衣食更要紧的东西。
说句顽皮话，假使当日德国有绝对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马克思就不必逃到伦敦的古物陈列所里
去做《资本论》了。
批评人权是抽象名词的人，根本还是没有想过人权是些什么条件。
我们目前要的人权是些什么？
已到了我们回答这问题的时候了。
 第三，更有一班幸运一时的人权蹂躏者，他们大笑人权是老生常谈，他们大笑人权运动是英法十七和
十八世纪的东西。
侥幸得志的人们，拼着命在模仿英国十七世纪的查理士第一，法国十八世纪的路易十六，他们在排演
“朕即国家”的老剧，在这种环境之下，我们只好唱《大宪章》和《人权宣言》的老调。
其实，人权果然是老调吗？
查查大战后各新兴国家的宪法，就知道人权已有了许多新腔。
他们得意的人们，横行霸道来糟蹋人权，根本没有明白我们的人权是些什么条件。
我们要的人权是什么？
已到了回答这问题的时候了。
 人权，简单来说，是一些做人的权利。
人权是做人的那些必要的条件。
“做人”两字的意义，表面上似乎肤浅，实则高深。
有五官，有四肢，有头脑，有肠腑，有皮，有骨，有爪，有发，有人之貌，有人之形，这样的动物，
当然应该叫人。
但他在不在“做人”，能不能有那些“做人”的条件，又另成问题。
 一个死人当然不在做人。
所以“做人”，第一，要有生命。
换言之。
维持生命，是做人的出发点。
谈到维持生命，马上我们联想到生命上那些必须的条件。
譬如说，要维持生命，就要有衣，有食，有住。
谋取衣，食，住的机会，换句话说，就成了做人的必要的条件。
谋取衣，食，住的机会，就变了人权的一部分。
西洋人的工作权（rigbttowork）如今成了人权的一部分，当然是这个意义。
 有衣，有食，有住。
在我固然可以做人，旁人能不能容许我做人，又成另一问题。
在个野蛮社会里，强凌弱，众暴寡，一把刀，一支枪，随时可以了结我的性命。
这样，我虽然是个人，我虽然想做人，我不一定有做人的机会。
换句话说，要维持生命、身体的安全，又成了必要的条件。
身体安全的保障，又成了人权的一部分了。
 照这样说，人权是人生命上那些必须的条件，是衣，食，住的取得权及身体安全的保障。
 人权的范围，决不止此。
维持生命，固然是做人的出发点。
维持生命，决不是做人的唯一目的。
 如今中国千千万万人活着，他们有他们的生命，但有几个是真正在做人？
做人，老实不客气，要有做人的快乐（happiness），生命要有生命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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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享受生命上的幸福，衣，食，住，及身体安全这几个条件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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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胡适思想录8:我们要我们的自由》收录了《我们要我们的自由》；《所谓教育的“法西斯蒂化”》
；《内田对世界的挑战》；《国联报告书与建议案的述评》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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