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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近年来，胡适研究成为海内外许多学者关注的课题。
国内已有十几种专书问世，每年还有数十篇乃至上百篇的文章在各地的报刊上发表。
 自1991年以来，举行了多次规模不等的研讨会。
从1995年起，又开始出版《胡适研究丛刊》。
还有许许多多攻读学位的青年学子以胡适研究为题做自己的学位论文。
一个从前被批判得一无是处的学者，现在竟能引起如此广泛的注意，这是很可发人深省的。
胡适成了说不完的话题。
据我知道，除了北京、上海、安徽、武汉等地有许多做胡适研究的学者以外，其他各地也陆续有人发
表很有水准的研究胡适的论著。
吴二持先生是广东汕头大学的教师，从我认识他以来，已经发表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文章，如今又写成
一本研究胡适的教育与文化思想的专著，实在可喜可贺。
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人应最能理解胡适的思想。
胡适提倡大力解放人的创造力，鼓励人们用勤奋的劳动为个人、为家庭、为社会谋求幸福。
他在”26一1927年游历欧美归来后，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拜金主义》。
他批评某些中国人回避现实，滥唱高调。
他认为，中国生产落后，灾荒频仍，到处都可见到缺衣少食的穷人，有些人靠从垃圾堆里寻找一些可
用之物来维持生计。
在这种情况下，大批所谓“拜金主义”，难免使人感到有点苦涩的滑稽。
今天的中国与二三十年代的时候相比，自然是大不相同了。
可是就全世界范围来说，我们仍是相对比较贫穷的国家，努力创造财富，使我们的人民和国家尽快富
裕起来，仍是很艰巨的任务。
所以我觉得还无须过分表示对金钱、财富的轻蔑。
其实，金钱既无须崇拜，也无须诅咒。
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也是万万不行的，关键是如何获得金钱，如何使用金钱。
我们应该提倡人人用自己诚实的劳动去创造财富，谋求聿福；并努力回报社会，救灾济贫，扶持社会
事业，尤其是教育事业。
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于人类的经验智慧不断地积累并得以发挥。
动物界进步甚缓慢，有的甚至停滞、退化，原因就在于它们只能依靠个体本能的示范把经验传给下一
代，没有积累。
而人类经验智慧的积累和开发靠的是教育。
胡适曾指出，欧洲近代文明的发育成长，没有哪一个方面不是同欧洲的大学相联系。
我想补充说，美国是继欧洲之后发展起来的，它却拥有世界最多的一流大学，这些大学往往能吸引来
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
没有这些一流的美国的大学，就没有今天的美国。
而美国的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大多数是由一些发了大财而富有远见的实业家们捐建起来的。
我国目前也有一些发了财的所谓“大款”。
我们常在捧明星的大广告里依稀见到他们的身影。
还很少听说，有哪家大学、哪家研究机构得到这些“大款”的有力捐助。
我衷心地期待着，我们那些发了大财的人们有一天会明白，扶助教育事业，是他们回报社会最好的一
种方式。
财力大的，完全可以捐建一所大学、一个研究所；财力小的，可以捐建一个实验室、一个图书馆或一
座大楼；再小些的，可以捐助一个常设的研究讲座。
这些当然会涉及到我们的教育与科研的管理体制的改革。
但我总觉得，要搞现代化而不能放开手脚去发展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迟早会发现，这是最大的失
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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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以要说这些话，是因为二持先生是在一位海外实业家捐建的一家最新的大学里服务，他的专业又
是从事高等教育研究。
我期待他在改革开放最有成绩的地方，努力促进人们的观念变革，在发展高等教育方面发挥有益的影
响。
耿云志1996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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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关于胡适文化思想的专著，作者站在一种回顾历史的角度，对胡适作出了全新的评价。
通过对胡适文章、活动的考察，深挖了胡适思想上的特征和可贵之处。
并着论述了胡适在教育、文学上的贡献，以及独立自觉的文化批判意识、文明观、教育救国论等重要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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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 独立自觉的文化批判意识一、文化批判意识的内涵及胡适早期的启蒙思想二、新文化运动时
期文化批判意识的体现三、文化论争中的独立批判意识四、社会批判中的独-立批判意识第二章 语言
文学革命与现代科学教育发展一、倡导"言文合-一"的历史性贡献二、文学革命成功的历史必然性三、
语言文学革命促进科学教育的蓬勃发展第三章 传统国文教育改革一、现代文法学与新式标点符号的研
究和提出二、"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国语改革方向三、关于中学国文教育改革的主张"第四章 教
育救国思想一、近代"教育救国论"述辩二、胡适教育救国思想的基本内容三、胡适教育救国思想的特
点及教育救国思想的内在价值第五章 开创新红学的历史贡献一、关于著者及其生平的历史考证二、建
立在考证基础上的"自叙传"说的确立三、对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的评价四、"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科学方法的成功运用第六章 胡适思想与易卜生主义一、易卜生生平及其剧作、思想在我国的影响二、
胡适与易卜生社会批判思想的共鸣及其全面介绍三、胡适对易卜生个人主义的肯定及其超越四、胡适
与鲁迅受易卜生思想影响及其超越的同异第七章 胡适与科学、玄学之论争一、胡适的思想基础与论争
的前奏二、论争的实质内容与胡适科学人生观的描述三、科玄论争对尔后思想的影响第八章 胡适论治
学方法与材料一、治学方法论的知识背景二、治学实践、治学态度与科学方法三、对治学方法与材料
的深刻认识及实践上的局限第九章 胡适的文明观一、文明概念的界定二、中西近代民族文化意识之比
较三、再造文明的心理基础和途径四、胡适文明观的思想基础和历史现实意义第十章 胡适文化思想的
心路历程一、研究问题的改良观二、输入学理的现代意识三、"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整理国故"四、再
造文明的目的与方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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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文学革命成功的历史必然性言文合一的文学革命之所以这样迅速获得成功，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
，是“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
胡适等人的倡导虽然具有相当的“英雄造时势”的意味，但从社会发展本身的要求来看，确实更多的
应该是很多的社会因素的“时势”，造就了胡适们的成功，也就是说，文学革命的获得较彻底的成功
，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从社会文化的发展来看，中国近代的社会文化转型，是由发端于明中叶的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革新和
西学东渐的潮流逐渐缓慢地发展渗透，西方近代学术思想的逐渐传播，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西方枪炮
轰开中国国门之后，洋务运动的借法自强的学习西文西技，魏源等人的介绍西方和“师夷长技”等一
系列发展实业、发展新式教育、翻译西书，张之洞等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接触应用西学，再
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介绍西方宪政、民主政治思想以至辛亥革
命推翻帝制等等一系列的量变，所积聚的社会文化转型的各方面基础，最终发展到新文化运动的一次
思想学术文化的反传统和全面革新的质变。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冲刺对象是传统的封建文化，即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
言文合一的文学革命，从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来看，远远不只限于文学方面的革新，而更多的是新思
想传播和科学教育普及的需要，它无疑是为国人打开了方便之门，使整个社会交流思想的传播工具获
得进步，使人们获得一次语言文学传播工具的彻底大解放。
统观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任何一次重大的进步，差不多都是由于工具的改进而使人获得解放的结果
。
近代社会文化转型的历程产生了很多有别于传统封闭社会的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因素，这些
新因素的出现和发展使延续二千多年的文言文工具显出其不能适应，因而潜在地呼唤着语言文学工具
的革新。
具体而言，比如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洋务派由于办洋务与发展实业的需要而创办起来的新教育因
素，包括同文馆一类的外国语专门学堂和一批培养实用科学技术人才的实业学堂，传播学习与传统迥
异的外国语和西方实用科学技术，同时也组织翻译西书。
这种新教育因素如果没有言文合一的白话作为交流工具，而是用文言文“之”、“乎”、“者”、“
也”来作为工具，其困难障碍，事倍功半也就可想而知。
再如，由于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落后，西学东渐成为近代愈演愈烈的文化交流和文化传递的趋势。
大量的有关西方科学技术和典章制度的书籍要被翻译到中国来，而中国的文言文与西文的差异实在太
大了。
因而不仅阻碍西书翻译本身的进程和速度，更主要的是严重影响了中低层文化水准的广大人民群众接
受学习的进程和速度；而较高文化水准、较高国文基础的人又多玩赏于中国传统之“精神文明”，比
较地不屑于去钻研西方夷邦的这些“末技”。
故而总体上延慢了学习西方科技学术的中国近代化进程。
再有，自从洋务运动以来的创办实业，购进国外先进的机器设备及技术资料，这些机器设备及技术资
料的使用等，都不是传统古文所能消化吸收，或者说文言文很不适应于说明这些科学技术的内容，需
要言文合一的现代语言工具来加以沟通和消化。
加上当时另一些行业，如电信业等的发展，国际联系和交往逐渐增加。
这些无一不是迫切需要言文合一的语言文学工具。
还有，自从戊戌维新运动的改革科举制度，改书院为学堂以来，中国的教育系统逐渐走向普及化，也
逐渐从传统的私塾、书院教育系统走向学习德国、日本的一些近代教育制度和教育形式，逐渐走向学
校教育。
其教育内容，也逐渐从传统的古文格致之外，加进一部分借鉴国外教育内容中的近代科学的内容，这
些内容的引进也同样碰到“言文”不合一的传递障碍。
以上这些，都是社会发展对“言文合一”的明显的或潜在的迫切要求，这是文学革命获得成功的历史
必然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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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言文学本身来看，社会的要求言文合一就更为强烈而普遍。
自从汉代的乐府诗，到唐代的寒山拾得诗和大量的汉译佛经，宋以来的城市说唱文学及其话本拟话本
的创作，宋代的语录体散文，元代的俗曲和杂剧的兴盛，宋、元、明、清以来的白话小说创作和流传
。
中国的趋向于言文合一的白话文学，已经流行了一千多年，在这一千多年的创作流传过程之中，可以
说是不断地发展壮大，不断地白话化，且逐渐深入人心，这是以城市乃至城镇为中心的经济文化发展
的必然要求。
这也是一个漫长的量变的过程。
由于中国封建统治的长期延续，作为维持其长期延续的统治者或世袭、或取自于科举这一重要的选拔
人才的形式。
尤其是科举考试一直因循传统的内容和形式，因而整个社会观念一直以科举为正途，以古文为正宗，
社会上教育的内容也相因之。
一般读书人(士人)都以之为终身追求，故整个上流社会便鄙薄言文合一的白话文学。
这样，白话文学的发展虽然波澜壮阔，但仍然局限于市民阶层。
这就使白话文学这一量变过程长期延续。
到了近代，由于上述诸种新的社会文化因素的综合作用，尤其是科举制从摇摇欲坠到终于被废止，新
学堂的普遍设立，教育普及的态势日形明显。
加上原来在下层人民中已经深入人心的白话文学基础。
社会上言文合一的现实要求已经相当普遍，且已如久旱之盼甘霖。
于是乎，清末的白话报刊便应运而生，广为流行。
只是由于白话报刊的出现和风行可谓只是对白话的有意推广，适应了人民大众日常交流的需要，而未
能有意识地反对文言，未能有欲取古文而代之的明确意识。
故而上流社会则仍因袭文言文而已。
胡适等人的提倡白话文学，正是以他的独到而有力的社会文化批判意识，批判否定传统古文的中心地
位，指出其不适于做现代文学和教育发展的利器，认为文言文是一种半死的文字，白话文是一种活的
文字，提出和论述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正宗，古文只是一种传统，从而有意识地欲取古文而代之。
鲁迅说：“中国人的性情总喜欢调和，折中的。
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
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实际上，胡适的宣告文言文的死刑，就已包含了“拆掉屋顶”的意味。
这个言文合一的文学革命，由于适应了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故尽管仍有强烈的反对派，但那只不过
少数上流社会人士因袭的传统观念在苟延残喘而已。
因此，胡适等人倡导的文学革命，便成了在一千多年白话文学发展的量变的基础上的一次质变。
胡适后来在概括文学革命之所以比较容易成功的历史因素时指出：第一，“那时的反对派实在太差了
”，其主要领导人林纾曾说过；“‘吾固知古文之不当废，然吾不知其所以然。
’对这样一个不堪一击的反对派，我们的声势便益发强大了”。
第二，“用历史法则来提出文学革命这一命题，其潜力可能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大。
把一部中国文学史用一种新观念来加以解释，似乎是更具说服力。
这种历史成分重于革命成分的解释对读者和一般知识分子都比较更能接受，也更有说服的效力。
”第三，最重要的因素便是那些传统的小说名著如《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已为它
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这些小说名著都是教授白话文的老师；都是使白话文标准化的促成者。
这一基础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这些小说也已给他们的读者锻炼出一种文学工具。
只要一旦障碍扫除，一有需要，也就一索即得了。
”第四个因素“便是这个中国的活文字本身的优点，足以促使运动成功；因为中国的语体文本身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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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伟大而文法简捷的语文。
”这些概括，是胡适以过来人身分经数十年沉淀以后的描述，可以说是非常准确的。
确实，当时的反对派如林纾、章士钊等，虽然古文作得漂亮，但在反对白话文的文学革命上，除了讽
刺、谩骂、诋毁外，的确提不出学理上的更有说服力的论证。
当然，胡适更多的只是就文学革命本身立论，至于就近代社会文化转型的诸多新的社会发展因素对言
文合一的普遍要求这一社会整体上的促变因素方面的历史必然，他也很少注意到。
 近代文化转型以思想变革为先声，无论是哪一派的思想文化选择，都以寻求救国的途径为旨归，教育
救国思想就是其中之一。
建国后，我们通常用教育救国论来范围近现代的教育救国思想主张。
教育救国论的内涵是什么?据现在见到的比较权威的表述，观点基本一致，概括起来可以有以下几方面
的内容要素：(一)它是关于教育作用的一种主张；(二)在我国，它产生于近代以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三)认为近代中国之所以贫弱落后不发达，根本原因是人才不足，也就是教育不发达、不普及，
不注重培养人才。
因此，必须通过发展学校教育来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使中国能够转贫为富，转弱为强，以达到救亡
图存的目的。
然而，在对教育救国论的是非判断或曰价值判断上，则各不相同，有的指出“根本错误在于否定革命
是改变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唯一手段。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空喊普及教育，是不可能实现的”。
有的认为教育救国论是“幻想通过教育改变一个国家面貌的理论”；“根本错误在于颠倒了教育与政
治、经济的关系”。
有的指出教育救国观点“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教育万能论有一定相承关系”，“教育家埋头于
各种教育实验研究，忽视了对当时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造”。
有的则认为教育救国在近代“对推进教育发展起过一定作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教育救国论
者“在政治上发生分化”，有的“成为革命民主派，有的继续推行其错误主张，对革命的发展起了一
定阻碍作用”。
还有认为教育救国论是近代“中国改良主义的教育主张，在20世纪初至40年代有较大的影响”；“五
四”期间，“成为一种广泛的教育思潮，在民主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常以‘科学万能’、‘
科学救国’、‘读书救国’等形式出现”。
在论及胡适教育救国思想方面的论著中，有学者认为“在我国近代史上，教育救国论，做为一种救国
的路线是错误的”。
也有学者认为教育救国论“既有其进步的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错误的一面，故难免失败破产的结局
”。
上述对教育救国论的描述和判断，除占很少数相对纯粹描述、基本不作价值判断外，大体⋯亡都程度
不同地持否定态度。
虽然，也都各自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认为，上述诸种说法，特别是比较绝对化的说法，如“根本错
误”、“破产”等是片面的，只看到表象，而看不到教育救国论及其实践在我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先进
性和在我国近代以来教育发展以至社会发展上的巨大推动作用。
而这一点，正是本章所要加以辨析讨论的。
一、近代“教育救国论”述辩在近代中国，由于长期封闭，思想保守，科学技术落后，跟不上世界发
展潮流。
被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大门之后，面对世界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面对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西方器
械，无所措手，因而危机四伏，泱泱大国逐渐沦为列强掠夺的最佳之地，有识之士痛心疾首，痛定思
痛，倡议变法图强，也开始了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从魏源开始系统了解西洋，到洋务派开始学习西方的各种制器、艺科和西文；从改革科举内容到改书
院为学堂；从以传统经史为教育内容到以西文、自然科学及技艺为部分教育内容的学堂演变；从时务
学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等的创设；从长期闭关到派学童生员留美、留欧、留日等；从王公大臣如
奕沂、李鸿章、冯桂芬等的关注教育，到如容闳、盛宣怀等的教育思想变革及教育实践，无不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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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条明晰的教育救国的道路，尽管当时尚无这种提法，但绝不能否认洋务派已有教育救国的某些思
想内蕴以至实际行动。
事实上，我国近代的文化转型与教育救国思想及实践是相伴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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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近年来，胡适研究成为海内外许多学者关注的课题。
国内已有十几种专书问世，每年还有数十篇乃至上百篇的文章在各地的报刊上发表。
  自1991年以来，举行了多次规模不等的研讨会。
从1995年起，又开始出版《胡适研究丛刊》。
还有许许多多攻读学位的青年学子以胡适研究为题做自己的学位论文。
一个从前被批判得一无是处的学者，现在竟能引起如此广泛的注意，这是很可发人深省的。
胡适成了说不完的话题。
    据我知道，除了北京、上海、安徽、武汉等地有许多做胡适研究的学者以外，其他各地也陆续有人
发表很有水准的研究胡适的论著。
吴二持先生是广东汕头大学的教师，从我认识他以来，已经发表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文章，如今又写成
一本研究胡适的教育与文化思想的专著，实在可喜可贺。
    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人应最能理解胡适的思想。
胡适提倡大力解放人的创造力，鼓励人们用勤奋的劳动为个人、为家庭、为社会谋求幸福。
他在”26一1927年游历欧美归来后，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拜金主义》。
他批评某些中国人回避现实，滥唱高调。
他认为，中国生产落后，灾荒频仍，到处都可见到缺衣少食的穷人，有些人靠从垃圾堆里寻找一些可
用之物来维持生计。
在这种情况下，大批所谓“拜金主义”，难免使人感到有点苦涩的滑稽。
    今天的中国与二三十年代的时候相比，自然是大不相同了。
可是就全世界范围来说，我们仍是相对比较贫穷的国家，努力创造财富，使我们的人民和国家尽快富
裕起来，仍是很艰巨的任务。
所以我觉得还无须过分表示对金钱、财富的轻蔑。
其实，金钱既无须崇拜，也无须诅咒。
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也是万万不行的，关键是如何获得金钱，如何使用金钱。
我们应该提倡人人用自己诚实的劳动去创造财富，谋求聿福；并努力回报社会，救灾济贫，扶持社会
事业，尤其是教育事业。
    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于人类的经验智慧不断地积累并得以发挥。
动物界进步甚缓慢，有的甚至停滞、退化，原因就在于它们只能依靠个体本能的示范把经验传给下一
代，没有积累。
而人类经验智慧的积累和开发靠的是教育。
胡适曾指出，欧洲近代文明的发育成长，没有哪一个方面不是同欧洲的大学相联系。
我想补充说，美国是继欧洲之后发展起来的，它却拥有世界最多的一流大学，这些大学往往能吸引来
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
没有这些一流的美国的大学，就没有今天的美国。
而美国的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大多数是由一些发了大财而富有远见的实业家们捐建起来的。
    我国目前也有一些发了财的所谓“大款”。
我们常在捧明星的大广告里依稀见到他们的身影。
还很少听说，有哪家大学、哪家研究机构得到这些“大款”的有力捐助。
我衷心地期待着，我们那些发了大财的人们有一天会明白，扶助教育事业，是他们回报社会最好的一
种方式。
财力大的，完全可以捐建一所大学、一个研究所；财力小的，可以捐建一个实验室、一个图书馆或一
座大楼；再小些的，可以捐助一个常设的研究讲座。
这些当然会涉及到我们的教育与科研的管理体制的改革。
但我总觉得，要搞现代化而不能放开手脚去发展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迟早会发现，这是最大的失
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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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以要说这些话，是因为二持先生是在一位海外实业家捐建的一家最新的大学里服务，他的专业
又是从事高等教育研究。
我期待他在改革开放最有成绩的地方，努力促进人们的观念变革，在发展高等教育方面发挥有益的影
响。
                                                 耿云志                                             1996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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