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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胡适文存》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最重要的著作，在近代史上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1927年散文家陈源推选新文学的十部杰作，《胡适文存》名列榜首。
此书集中体现了胡适先生的哲学思想、学术主张、文学理论、白话文思考，以及新文化运动的探索，
可以说涵盖了其一生的成就。

此次影印出版的《胡适文存》精装版总计七册，共2 2卷。
其中，《胡适文存》(4卷)以民国十年(1921年)12月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初版本为蓝本；《胡适文
存二集》(4卷)以民国十八年(1 9 2 9年)3月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第六版为蓝本；《胡适文存三集
》(9卷)以民国十九年(1 9 3 0年)10月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第二版为蓝本；《胡适论学近著》(5卷)
以商务印书馆在民国二十四年(1 9 3 5)12月出版的初版本为蓝本。

影印本以“原版式、原封面”为原则，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原始版本的信息。
为版本研究者、近现代史研究者，胡适学术研究提供了忠实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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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适（1891.12.17—1962.2.24），汉族，安徽绩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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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
因提倡文学改良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
二千多年的文言文，与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曾担
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等职。
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
入的研究。
1939年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胡适文存>>

书籍目录

序例 1卷一寄陳獨秀 1文學改良芻議 7附錄一 文學革命論（陳獨秀） 24附錄二 寄陳獨秀（錢玄同） 29
寄陳獨秀 39附錄 答書 42歷史的文學觀念論 4 答錢玄同書 51附錄一 錢先生原書 57附錄二 錢先生答書 67
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71論文學改革的進行程式 97(1) 盛兆熊先生來信 97 (2) 答書 104答汪懋祖 107答朱經
農 109(1) 原書 109(2) 答書 115答任叔永 121（1）原書 121（2）答書 127跋朱我農來信 133致藍志先書
137答藍志先書 139論句讀符號（答“慕樓”書） 145答黃覺僧君《折衷的文學革新論》 149講頒行新式
標點符號議案（修正案） 157論短篇小說 175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 195追答李濂鏜君 215讀沈尹默的
舊詩詞 219談新詩 225《嘗試集》自序 257《嘗試集》再版自序 284什麼是文學（答錢玄同） 297中學國
文的教授 303《國語講習所同學錄》序 325卷二詩三百篇言字解 1爾汝篇（藏暉室讀書筆記之一） 7吾
我篇（藏暉室讀書筆記之二） 15諸子不出於王官論 23《墨子小取篇》新詁 35實驗主義（七篇） 75問
題與主義（五篇） 147杜威先生與中國 199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 205井田辨（四篇） 247論國故學（答毛
子水） 285卷三國語文法概論 1《水滸傳》考證 18 《水滸傳》後考 147 《紅樓夢》考證（改定稿） 185 
卷四歸國雜感 1易蔔生主義 13美國的婦人 39貞操問題 63論貞操問題（答藍志先） 79 論女子為強暴所汙
（答蕭宜森） 91 “我的兒子” 95（1）汪長祿先生來信 95（2）我答汪先生的信 99不朽 105不老（跋梁
漱溟先生致陳獨秀書） 119（1）梁先生原信節錄 119（2）跋 123我對於喪禮的改革 127新生活 147新思
潮的意義 151工讀主義試行的觀察 165 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 173許怡蓀傳 191李超傳 207吳敬梓傳 225 先
母行述（1873—1918） 237寄吳又陵先生書 245朋友與兄弟（答王子直） 249《曹氏顯承堂族譜》序 251
《吳虞文錄》序 255《林肯》序 261一個問題（小說） 271終身大事（遊戲的喜劇） 283《胡適文存二集
》序言 1卷一《國學季刊》發刊宣言 1發起“讀書雜誌”的緣起 29 王莽 31記李覯的學說 43費經虞與費
密 75讀《楚辭》 139古史討論的讀後感 149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165附錄一 《清華週刊》記者來書
185 附錄二 答書 185附錄三 梁任公先生《國學入門書要及其讀法》 190梁任公《墨經校釋》序 237附錄
一 梁任公先生來書 246附錄二 答書 253論墨學 259《章實齋年譜》自序 273《淮南鴻烈集解》序 279卷二
《科學與人生觀》序 1附錄一 陳獨秀先生序 29 附錄二 答陳獨秀先生 41附錄三 答適之（陳獨秀） 44孫
行者與張君勱 53讀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75附錄一 梁漱溟先生第一次來書 86 附錄二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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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蔡孑民） 183《水滸續集兩種》序 193《三國志演義》序 219高元《國音學》序 233趙元任《國語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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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二）李宸妃的故事 670（三）《三俠五義》與《七俠五義》687《海上花列傳》序 707（一）《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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