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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胡适日记全编(五)》是参照了各种版本的《胡适日记》整理而成的胡适先生1928年至1930年间的杂记
。
因为之前的版本都是阶段性的，本次整理的结果称之为《胡适日记全编》，就是相对于这些阶段性的
《胡适日记》而言的。
    《胡适日记全编(五)》收集了胡适先生1928年至1930年间的日记。
《胡适日记》充分展示了胡适这位著名学者、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独特风采。
论述了其为新诗发展树立新的界石的诗歌艺术，阐述了他对于象征主义的应承力以及民族危亡、和胡
适的感情剧。
其中有他的读书治学、朋友交往的札记，有他对社会时事的观察和分析、个人和家庭生活的记录，有
他的诗文和往来书信的存稿或摘要；胡适的日记中有不少外文，其中绝大多数是英文，也有极少量的
德文和俄文。
为了方便一般读者，这里对外文作了必要的翻译。
《胡适日记》的内容，涉及中国近代的思想学术，文化教育，内政外交和社会变迁等许多方面，因此
，它不仅是研究胡适个人，也是研究整个近现代中国的非常珍贵的原始资料。
为学术界研究胡适先生的需要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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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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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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十七，五，十八（F．）　　上午七点到南京，与彭浩徐同车进城，到平仓巷王雪艇寓处，周鲠
生、燕召亭都在此住。
谈了一会，早饭后同雪艇出门。
他送我到教育会议的会场。
　　会场上大半是熟人。
张奚若也扶杖出席，居然还发言好几次，比我兴致高多了。
　　今天的会实在不高明。
主席许崇清先生太不懂议事规程，故两点多钟的大会不曾议决一件案子。
　　散会后，大家都不满意今天的主席。
其实审查股报告的人（刘大白）也不高明。
他们过了几年的开会生活。
怎么还不懂得开会的规则?　　与杏佛、许季弗、金湘帆同去吃饭。
饭后到大学院去谈话。
蔡先生不在院。
我与杏佛谈中国公学的事。
去看院中一班熟人，与端升同到成贤街五八号，此即任叔永的旧宅，现为端升、经农、奚若、楼光来
诸人的寓所。
他们要我住在这里。
　　与奚若谈。
他的病还不曾好，但精神好多了。
六七年前，他曾对我说一句格言：“努力活七十五！
"去年他大病之后，神气颓唐，遂时时怕死。
现在稍好一点，居然不愁死了。
怕死的人，最容易死。
洛声与思聪都是一有小病便愁要死的，故都短命。
奚若必须恢复他“努力活七十五"的气概，然后可望却病。
　　晚上到雪艇处吃饭，有皮皓白、吴稚晖、朱骝先。
王抚五新到南京，也在被邀之列，他病了不能来。
　　我同稚晖先生自从去年蒋介石婚礼那天一见之后，直到今日始得再见。
中间有几次通信，但总不曾见面。
今夜他谈的很多。
他念念不忘他的“注译西书”的法子，总希望我来试试。
　　他对于鸦片烟公卖的事，也表示反对。
我借此力劝他作有力的反对，并劝骝先（浙江民政厅长）援助马寅初的主张，在浙江省内严禁。
　　我们又谈到新刑律中通奸罪项下男女的不平等。
《刑法》第二五六条云：　　有夫之妇与人通奸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奸者亦同。
　　但有妇之夫与人通奸，若其人为无夫之女，则律无明文。
雪艇为此条辩护，其理由与几年前王亮畴对我说的话一样，什么血统不可混淆哪，其实都是法学家的
曲说。
“周公制礼”是应该如此的，其后乃有血统说出来冒充科学的解释。
稚晖先生也不赞成此条。
　　稚晖不满意于宋子文。
他对于时局，也很悲观。
他说：“北京打下来了，第二次打仗又要出现于广东了。
”他的意思是说张发奎的第四军要回去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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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总愁共产党要大得志一番，中国还免不了杀人放火之劫。
我却不这样想。
　　他说，中山先生的人口论最不高明。
前几天陈伯修（张蘅）也这样说。
我们谈到夜深，皓白的汽车送我回成贤街去。
　　十七，五，十九（Sar．）　　今天上午开审查会，我不曾参加。
　　上午去看江伯华伯母的一家。
下午去看佩声，两年多不见她了。
到中央大学去见着刚复。
回到寓所，与朱、张、钱三位同到国民政府的宴会。
我们到时，也快吃完了；原来他们都是站着吃，每人只有一盘菜，一盘面包，一杯饮料；故吃的很快
。
我们后到，排在一根大柱子的旁　　边，我很高兴，怕他们看见我要叫我说话。
后来演说开始了，谭组庵有长篇演说，客人公推许崇清答谢。
不幸经农促狭，去叫许崇清宣布请我说几句话。
我只好开口了，大意是说谭先生希望我们来做建设事业，这个担子我们不敢放弃。
我们这回有四百件案子，其中大半都可以说是为国家谋建设的方案。
但这些方案的实行须要有三个条件，所以我们对政府有三个要求：　　第一，给我们钱。
　　第二，给我们和平。
　　第三，给我们一点点自由。
　　后来各报都删去“一点点"三个字，便失了我的原意了。
　　我说完了，国民政府委员宋渊源演说，说胡适之先生要求的三件，和平与自由都是总理遗嘱中有
的！
钱虽没有，只须采用他（宋）前天提议的国货银行的办法，就有钱建设了！
　　这样的浑人真替国民政府丢丑。
　　散席后，张之江、何应钦、于右任、谭组庵、李烈钧诸人都见着。
其中只有于、谭是熟人。
　　散席时，周子敬（仁，蔡夫人之弟）来说，蔡先生要我同出去。
我们上车之后，车开到万全停下，始知蔡夫人与无忌夫妇都在秦淮河船上。
蔡夫人新到，这是一席家宴。
在国民政府席上实在没有吃饱，故我在此大吃大喝。
　　蔡先生拉我细谈，问我肯不肯到广州中山大学去做副校长。
骝先现任浙江民政[厅]长，季陶又任广州政治分会事，故他要我去。
我谢绝不能去，说了两个理由：第一是我现在决计开始做《哲学史》，不能做这样的事；第二是季陶
的思想近来颇有反动的倾向，恐怕不能长久合作。
　　十七，五，二十（S．）　　今日星期，休会。
　　到大学院，与杏佛、经农、端升、奚若、高君珊、蔡先生夫妇，同去游览。
先到第一林场，后到子敬的建业农场，午刻到灵谷寺吃饭。
蔡先生半路被政府打电话追了回去，因为昨日日本有个觉书，故外文委员会开会议此事。
　　杏佛与子敬骑马游山，精神甚好。
国民政府之下，有些小事确可以使人乐观。
如蔡先生在大学院打球，如张之江、谭延闽等在国府前比赛骑马，如中大校长张乃燕与教职员学生比
球，如昨晚国府宴会时大家站着三个钟头，这都是新气象的一点表现。
虽然浅薄，究胜于无。
　　杏佛近年来过的生活简直不是人的生活；在铭德里时，家中虽有灶而不举火，烧水都没有器具。
他常说，他的生活可叫做蜡烛主义，点完即算了。
现在他居然天天出去骑马；昨晚我们赴宴晚了，也正是因为他野外骑马去了，我们等候他的汽车来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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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气象使人起一点兴致。
　　下午回到第一林场，坐了一会。
杏佛提议去游紫霞洞。
紫霞洞山前可望见孙中山墓，看的很清楚。
造墓费预算一百万两。
　　在紫霞洞时，大家因为陈剑鏅俺有婚姻问题，故主张代他求一签。
后来大家都各求一签，大都无甚意义。
独有我的一签的签诗奇怪之至。
文字也很通顺。
我这番来南京，真所谓“谄鬼神”也！
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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