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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他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和学术宗师之一，他与梁启超、鲁迅并称为中国近现代
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他用毕生的实践与思考构筑了一个自己终生梦寐的理想国度，他用自己的赤子
之情与悲悯之心书写了一位知识分子的天下情怀。
谈时势与社会，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感受“五·四”思想家们最本真、最激烈的文字，体悟他们澎湃激荡的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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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适，学者、作家，毕业于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
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代表作品：《文学改良刍议》、《卢山游记》、《胡适文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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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赠言北大哲学系毕业生纪念 哲学系应该是最不时髦的一系，人数应该最少。
但北大的哲学系向来有不少的学生，这是我常常诧异的事。
我常常想，这许多哲学学生，毕业之后，应该做些什么事？
能够做些什么事？
 现在你们都要毕业了。
你们自然也都在想，“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 依我的愚见，一个哲学系的目的应该不是教你们死读哲学书，也不是教你们接受某派某人的哲学。
 禅宗有个和尚曾说，“达摩东来，只是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我想借用这句话来说：“哲学教授的目的只是要造出几个不受人惑的人” 你们应该做些什么？
你们应该努力做个不受人惑的人。
 你们能够做个不受人惑的人吗？
这个全凭自己的努力。
 如果你们不敢十分自信，我这里有一件小小法宝，送给你们带去做一件防身工具。
这件小法宝只是四个字：“拿证据来！
” 这里还有一只小小锦囊，装着这件小法宝的用法：“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
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可以算做定论。
” 必须自己能够不受人惑，方才可以希望指引别人不受人惑。
 朋友们，大家珍重！
 （二十 五 五）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我在这十年之中，出版了三集《胡适文存》，约计有一百四五十万
字。
我希望少年学生能读我的书，故用报纸印刷，要使定价不贵。
但现在三集的书价已在七元以上，贫寒的中学生已无力全买了。
字数近百五十万，也不是中学生能全读的了。
 所以我现在从这三集里选出了二十二篇论文，印作一册，预备给国内的少年朋友们作一种课外读物。
如有学校教师愿意选我的文字作课本的，我也希望他们用这个选本。
 我选的这二十二篇文字，可以分作五组。
 第一组六篇，泛论思想的方法。
 第二组三篇，论人生观。
 第三组三篇，论中西文化。
 第四组六篇，代表我对于中国文学的见解。
 第五组四篇，代表我对于整理国故问题的态度与方法。
为读者的便利起见，我现在给每一组作一个简短的提要，使我的少年朋友们容易明白我的思想的路径
。
 第一组收的文字是：《演化论与存疑主义》《杜威先生与中国》《杜威论思想》《问题与主义》《新
生活新思潮的意义》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
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
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
处顾到思想的结果。
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故我选前三篇介绍这两位大师给我的少年朋友们。
 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
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
这个希望是错误的。
辩证法出于海格尔的哲学，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
实验主义是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的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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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只是因为中间隔了一层达尔文主义。
达尔文的生物演化学说给了我们一个大教训：就是教我们明了生物进化，无论是自然的演变，或是人
为的选择，都由于一点一滴的变异，所以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决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
到，更不会有一步跳到之后可以一成不变。
辩证法的哲学本来也是生物学发达以前的一种进化理论；依他本身的理论，这个一正一反相毁相成的
阶段应该永远不断的呈现。
 实验主义从达尔文主义出发，故只能承认一点一滴的不断的改进是真实可靠的进化。
我在《问题与主义》和《新思潮的意义》两篇里，只发挥这个根本观念。
我认定民国六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再造中国文明，而再造文明的途径全靠研究一个个的具体
问题。
 我说：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
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
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
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都是一点一滴的解放。
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都是一点一滴的改造。
 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
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
 我这个主张在当时最不能得各方面的了解。
当时（民国八年）承“五四”“六三”之后，国内正倾向于谈主义，我预料到这个趋势的危险，故发
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警告。
我说：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
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
然后根据一生的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
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思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应该可以有什么样的效果，更推
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
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最满意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
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
 我又说： 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
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待证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
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
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
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
 这些话是民国八年七月写的。
于今已隔了十几年，但这些话字字句句都还可以应用到今日思想界的现状。
十几年前我所预料的种种危险，——“目的热”而“方法盲”，迷信抽象名词，把主义用作蒙蔽聪明
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一都显现在眼前了，所以我十分诚恳的把这些老话贡献给我的少年朋友
们，希望他们不可再走错了思想的路子。
 《新生活》一篇，本是为一个通俗周报写的；十几年来，这篇短文走进了中小学的教科书里，读过的
人应该在一千万以上了。
但我盼望读过此文的朋友们把这篇短文放在同组的五篇里重新读一遍。
赫胥黎教人记得一句“拿证据来”我现在教人记得一句“为什么”？
少年的朋友们，请仔细想想：你进学校是为什么？
你进一个政党是为什么？
你努力做革命工作是为什么？
革命是为了什么而革命，政府是为了什么而存在？
 请大家记得：人同畜生的分别，就在这个“为什么”上。
 第二组的文字只有三篇：《〈科学与人生观〉序》《不朽》《易卜生主义》，这三篇代表我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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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我的宗教。
 《易卜生主义》一篇写的最早，最初的英文稿是民国三年在康奈尔大学哲学会宣读的，中文稿是民国
七年写的，易卜生最可代表十九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故我这篇文章只写得一种健全的个人主
义的人生观。
这篇文章在民国七八年间所以能有最大的兴奋作用和解放作用，也正是因为它所提倡的个人主义在当
日确是最新鲜又最需要的一针注射。
 娜拉抛弃了家庭丈夫儿女，飘然而去，只因为她觉悟了她自己也是一个人，只因为她感觉到她“无论
如何，务必努力做一个人。
”这便是易卜生主义，易卜生说：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
下只有关于你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等不得什么。
⋯⋯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
”（页一三零） 这便是最健全的个人主义。
救出自己的唯一法子便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
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
 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腐
败情形，做一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斯锋曼医生。
斯锋曼医生为了说老实话，为了揭穿本地社会的黑幕，遂被全社会的人喊作“国民公敌”。
但他不肯避“国民公敌”的恶名，他还要说老实话，他大胆的宣言： 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
的人！
 这也是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真精神。
 这个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锋曼医生，要
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
少年的朋友们，不要笑这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陈腐思想！
我们去维多利亚时代还老远哩。
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
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
 《〈科学与人生观〉序》一篇略述民国十二年的中国思想界里一场大论战的背景和内容。
（我盼望读者能参读《文存三集》里《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的吴敬恒一篇，页一五——一八六）在
此序的末段，我提出我所谓“自然主义的人生观”。
（页九二——九五），这不过是一个轮廓，我希望少年的朋友们不要仅仅接受这个轮廓，我希望他们
能把这十条都拿到科学教室和实验室里去细细证实或否证。
 这十条的最后一条是： 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个人——“小我”——是要死灭的
，而人类——“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为全种万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
的宗教，而那些替个人谋死后的天堂净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这个意思在这里说的太简单了，读者容易起误解。
所以我把《不朽》一篇收在后面，专说明这一点。
 我不信灵魂不朽之说，也不信天堂地狱之说，故我说这个小我是会死灭的。
死灭是一切生物的普遍现象，不足怕，也不足惜，但个人自有他的不死不灭的部分： 他的一切作为，
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大小，无论善恶，无论是非，都在那大我上留下不能磨灭的结果
和影响。
他吐一口痰在地上，也许可以毁灭一村一族。
他起一个念头，也许可以引起几十年的血战。
他也许“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
善亦不朽，恶亦不朽；功盖万世固然不朽，种一担谷子也可以不朽，喝一杯酒、吐一口痰也可以不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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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
”我们应该说：“说一句话而不敢忘这句话的社会影响，走一步路而不敢忘这步路的社会影响。
”这才是对于大我负责任。
能如此做，便是道德，便是宗教。
 这样说法，并不是推崇社会而抹煞个人。
这正是极力抬高个人的重要。
个人虽渺小，而他的一言一动都在社会上留下不朽的痕迹，芳不止流百世，臭也不止遗万年，这不是
绝对承认个人的重要吗？
成功不必在我，也许在我千百年后，但没有我也决不能成功。
毒害不必在眼前，“我躬不阅，逞恤我后！
”然而我岂能不负这毒害的责任？
今日的世界便是我们的祖宗积的德，造的孽。
未来的世界全看我们自己积什么德或造什么孽。
世界的关键全在我们手里，真如古人说的“任重而道远”，我们岂可错过这绝好的机会，放下这绝重
大的担子？
 有人对你说：“人生如梦”。
就算是一场梦罢，可是你只有这一个做梦的机会。
 岂可不振作一番，做一个痛痛快快轰轰烈烈的梦？
 有人对你说，“人生如戏”。
就说是做戏罢，可是，吴稚晖先生说的好：“这唱的是义务戏，自己要好看才唱的；谁便无端的自己
扮做跑龙套，辛苦的出台，止算做没有呢？
” 其实人生不是梦，也不是戏，是一件最严重的事实。
你种谷子，便有人充饥；你种树，便有人砍柴，便有乘凉；你拆烂污，更有人遭瘟；你放野火，便有
人烧死。
 你种瓜便得瓜，种豆便得豆，种荆棘便得荆棘。
少年的朋友们，你爱种什么？
你能种什么？
 第三组的文字，也只有三篇：《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漫游的感想》《请大家来照照镜子
》。
在这三篇里，我很不客气的指摘我们的东方文明，很热烈的颂扬西洋的近代文明。
 人们常说东方文明是精神的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的文明，或唯物的文明，这是有夸大狂的妄人捏造
出来的谣言，用来遮掩我们的羞脸的。
其实一切文明都有物质和精神的两部分：材料都是物质的，而运用材料的心思才智都是精神的。
木头是物质；而剖木为舟，构木为屋，都靠人的智力，那便是精神的部分。
器物越完备复杂精神的因子越多。
一只蒸汽锅炉，一辆摩托车，一部有声电影机器，其中所含的精神因子比我们老祖宗的瓦罐、大车、
毛笔多得多了。
我们不能坐在舢板船上自夸精神文明，而嘲笑五万吨大汽船是物质文明。
 但物质是倔强的东西，你不征服他，他便要征服你。
东方人在过去的时代，也曾制造器物，做出一点利用厚生的文明。
但后世的懒惰子孙得过且过，不肯用手用脑去和物质抗争，并且编出“不以人易天”的懒人哲学，于
是不久便被物质战胜了。
 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
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愿。
树砍完了，只好烧茅草；山都精光了，只好对着叹气。
这样又愚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
进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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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说：这样受物质环境的拘束与支配，不能跳出来，不能运用人的心思智力来改造环境改良现状
的文明，是懒惰不长进的民族的文明，是真正唯物的文明。
 反过来看看西洋的文明： 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
人用，来改造物质的环境，来改革社会政治的制度，来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
是精神的文明。
 这是我的东西文化论的大旨。
 少年的朋友们，现在有一些妄人要煽动你们的夸大狂，天天要你们相信中国的旧文化比任何国高，中
国的旧道德比任何国好。
还有一些不曾出国门的愚人鼓起喉咙对你们喊道：“往东走！
往东走！
西方的这一套把戏是行不通的了！
” 我要对你们说：不要上他们的当！
不要拿耳朵当眼睛！
睁开眼睛看看自己，再看看世界。
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
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
，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肯认错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
不要怕模仿，因为模仿是创造的必要预备工夫。
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惰性已尽够保守那旧文化了，用不着你们少年人
去担心。
你们的职务在进取，不在保守。
 请大家认清我们当前的紧急问题。
我们的问题是救国，救这衰病的民族，救这半死的文化。
在这件大工作的历程里，无论什么文化，凡可以使我们起死回生、返老还童的，都可以充分采用，都
应该充分收受。
我们救国建国，正如大匠建屋，只求材料可以应用，不管他来自何方。
 第四组的文字有六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尝试集〉自序》《文学进化观念》《国语的进化》
《文学革命运动》《〈词选〉自序》，这里有一部分是叙述文学革命运动的经过的，有一部分是我自
己对于文学的见解。
 我在这十几年的中国文学革命运动上，如果有一点点贡献，我的贡献只在： （1）我指出了“用白话
作新文学”的一条路子。
（页一九四——二零三；页二三八——二四零；页二七七——二八三） （2）我供给了一种根据于历
史事实的中国文学演变论；使人明了国语是古文的进化，使人明了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什么地
位。
（页二四一——二八四；页三四——三零九） （3）我发起了白话新诗的尝试。
（页二一七——二四一） 这些文字都可以表出我的文学革命论也只是进化论和实验主义的一种实际应
用。
 第五组的文字有四篇：《〈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古史讨论的读后感》《〈红楼梦〉考证》《治学
的方法与材料》。
这都是关于整理国故的文字。
 《季刊宣言》是一篇整理国故的方法总论，有三个要点： 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研究的范围。
 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准备研究的资料。
 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材料的整理与解释。
 这一篇是一种概论，故未免觉得太悬空一点。
以下的两篇便是两个具体的例子，都可以说明历史考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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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史讨论》一篇，在我的《文存》里要算是最精彩的方法论。
这里面讨论了两个基本方法：一个是用历史演变的眼光来追求传说的演变，一个是用严格的考据方法
来评判史料。
 顾颉刚先生在他的《古史辨》的自序里曾说他从我的《水浒传考证》和《井田辨》等文字里得着历史
方法的暗示。
这个方法便是用历史演化的眼光来追求每一个传说演变的历程。
我考证《水浒》的故事，包公的传说、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井田的制度，都用这个方法。
顾先生用这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史，曾有很好的成绩。
顾先生说的最好：“我们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
凡是一件史事，应看他最先是怎样，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
”其实对于纸上的古史迹追求其演变的步骤，便是整理他了。
 在这篇文字里，我又略述考证的方法，我说：我们对于“证据”的态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证据。
 但史家要问： （1）这种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寻出的？
 （2）什么时候寻出的？
 （3）什么人寻出的？
 （4）依地方和时候上看起来，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
 （5）这个人虽有证人资格，而他说这句话时有作伪（无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吗？
（页三四八——三四九） 《红楼梦考证》诸篇只是考证方法的一个实例。
我说：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著者”和“本子”两个问题上着手；只能运用我们
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
这是考证学的方法。
我在这篇文章里。
处处想撇开一切先人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
的结论上去。
（页四——四一二）。
 这不过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实际应用。
我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明”的实例来教人怎样思想。
 试举曹雪芹的年代一个问题作个实例。
民国十年，我收得了一些证据，得着这些结论： 我们可以断定曹雪芹死于乾隆三十年左右（约西历一
七六五）。
⋯⋯我们可以猜想雪芹大约生于康熙末叶（约一七一五——一七二零），当他死时，约五十岁左右。
（页三八三） 民国十一年五月，我得着了《四松堂集》的原本，见敦诚挽曹雪芹的诗题下注“甲申”
二字，又诗中有“四十年华”的话，故修正我的结论如下： 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一七六四
），⋯⋯他死时只有“四十年华”，我们可以断定他的年纪不能在四十五岁以上。
假定他死时年四十五岁，他的生时当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
（页四三零） 但到了民国十六年，我又得了脂砚斋评本（石头记），其中有“壬午除夕，书未成，芹
为泪尽而逝”的话。
壬午为乾隆二十七年，除夕当西历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和我七年前的断定（“乾隆三十年左右，
约西历一七六五”）只差一年多。
又假定他活了四十五岁，他的生年大概在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这也和我七年前的猜测正相符
合。
（页四三三）考证两个年代，经过七年的时间，方才得着证实。
证实是思想方法的最后又最重要的一步。
不曾证实的理论，只可算是假设；证实之后，才是定论，才是真理。
 我在别处《文存三集》（页二七三）说过：我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
在消极方面，我要教人怀疑王梦阮徐柳泉一班人的谬说。
在积极方面，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
我为什么要替《水浒传》作五万字的考证？
我为什么要替庐山一个塔作四千字的考证？
 我要教人知道学问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贯的。
⋯⋯肯疑问“佛陀耶舍究竟到过庐山没有”的人，方才肯疑问“夏禹是神是人”。
有了不肯放过一个塔的真伪的思想习惯，方才敢疑上帝的有无。
少年的朋友们，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
这些都只是思想学问的方法的一些例子。
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
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
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
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
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
 少年的朋友们，用这个方法来做学问，可以无大差失，用这种态度来做人处事，可以不至于被人蒙着
眼睛牵着鼻子走。
 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
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抱着无限的爱和无限的希望，我很诚挚的把这一本小书贡献给全国的少年朋友！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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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胡适说的独立最重要，就是不要把责任推给外借。
人到最后还是回到自己的心里，很沉地把自己压住。
所谓的独立就是此时此刻此地的我是否有不足和蒙昧？
假如有我就像叶子一样去挣脱出来，等你完全把自己张开，人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柴静他都能高瞻远瞩，不肯脱离学术讨论和历史因素而计较芥蒂于怀。
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仁人君子，治学大师。
——周汝昌“不在乎”这三个字正是胡适之先生高风亮节的注脚，是胡先生使我们最佩服最望风仰景
、望尘莫及的地方⋯⋯——林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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