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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和比战难"到积极抗战，从不愿入仕到担任大使，胡适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利用自身影响进行广泛演说，动员欧美各国支持中国抗战，力促美国对日宣战，一位远涉重洋
的博士大使，为中国抗战作出了怎样的贡献？
    本书首次对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期间的经历进行了系统研究与梳理，选取这一特定历史时段，专门介
绍胡适不为人们熟知的“另一面”。
    胡适研究专家、著名杂文作家李传玺数载研读、披沙沥金,为您揭秘——中国现代史上唯一的学者大
使之人生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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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传玺，男，安徽六安人，1963年生，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现任中共安徽省委统战部宣传办主任
，安徽省杂文学会副会长，安徽省文学评论家学会常务理事。
出版随笔集《寂寞书边》，编著《中外名家微型散文百篇及欣赏》，在全国各种报刊发表杂文及随笔
数百篇，发表文学评论及政治学论文近三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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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陈光甫开始与美方进行谈判时，胡适正好前去赴任。
蒋介石在给胡适的电报中要求他注重四事，其中两件事是如何促美助我与财政援助。
虽然胡适说借款等事宜派专人负责，但还是遵照指示立即与陈光甫联手，投入到了此项工作中，成了
陈光甫的主要合作者和支持者。
胡适与陈光甫一接触，即给予了高度评价：“光甫兄等来后，借款事空气顿肃清。
”10月7日，恰好是中秋。
由于是上任第一天，胡适忙于到美国外交部拜会。
回来后。
李国钦从芝加哥飞来，由于陈光甫同胡适不熟，李国钦便带着陈光甫一同前来，算是引见。
陈光甫把4日同摩根索第一次商谈的情况向胡适作了详细汇报，并对下一步的可能进展作了预测。
几个人充满了乐观情绪。
胡适留他们吃了晚饭，饭后，几人不顾一天的劳累，又长谈到深夜。
胡适问了很多国内的事情。
送他们出门时，胡适抬头一看，月正圆，几个人一算，才想起原来是农历的中秋。
中秋象征团圆，他们在国外，不能与亲人团圆，可处于战火之中的祖国，又能有几个家庭团圆呢？
虽然国书未交，胡适13日下午还是到财政部，一一拜见财政部大员，摩根索、副部长泰勒、司长洛克
海德等，向他们表示感谢。
同一天上午，陈光甫受约到白宫拜见总统罗斯福，将商谈的情况以及中国政府的意愿作了汇报，也表
达了蒋介石以及中国政府对罗斯福的感谢，并恳请总统对借款一事给予批准。
罗斯福听了这一切后，诚恳地对陈光甫说：“我愿在法律范围内做一切所能做的，并且希望更多。
”胡适拜会回来后，陈光甫立即把面见总统的情形向胡适作了陈述。
陈光甫的心情是按捺不住的激动。
胡适听了后，同样很兴奋，联想到王正廷在这儿为借款所做的一切，忍不住在日记中记道：“可惜光
甫们来的太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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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不知道自已是怎么喜欢上胡适的。
本人性格急躁，写杂文自然需要冲动，而胡适却要求别人写文章切忌正义的火气。
我怎么会喜欢上胡适呢？
确实当年在读书时，我不太喜欢胡适。
但又由于那种“冲动”的“火气”，使我与老先生有了一次“交往”。
当年的文学史在说到他那篇永载史册的《文学改良刍议》时，在承认了其“发轫”“滥觞”之功后，
不忘从意识形态立场来那么一句，改良气味太重。
可当我看了夏志清的文学史相关部分，再找来当年论争的大量文章阅读后，对这句话非常反感。
于是利用一整个寒假，在老家昏黄的煤油灯下，用稿纸写出了自己的思考与反驳，不等到开学就寄给
了系主任，想请他转给学院学报。
自然没有下文。
自然不久后我也忘了。
但人生有时就像下围棋。
你不经意布下的一子，走到一定时候，它会突然跳出来，担纲了你人生一段旅程的意义。
对“胡适”我大概就是这样。
读研究生时，方向定在现代散文，到单位后，想结合本单位工作便利，研究台湾皖籍作家，可因为“
业余”了，在持续一段时间后，都渐渐衰减。
就在此时“胡适”浮了出来。
安徽教育出版社这些年出版了很多胡适的书，包括其全集。
这些年，我常说我算半个教育社的人，因为他们常让我帮忙校一些审一些书，还替他们写了些书评。
自然“胡适”包括在内。
一枚当年看似偶然闲放的棋子就这样被激活了。
在系统的阅读中，我对胡适的认识深化了。
读完他的文章，再看他的照片，你会感到他的目光是那样笃定，沉静，理性，甚至是一片强磁场，吸
引你同化你。
有一段时间我在写一本关于孔子的书，常常将两人进行时空互换。
相隔两千多年的路程，我好像就是将他们联结起来的年轻车夫。
有时读着读着，我就会把心得用随笔的形式写出来。
有时读着读着，我又会犯“火气”式的不平。
比如，胡适的各方面研究都很红火，独有他当大使的那段，无论老的小的研究者在其著作中都是轻描
淡写地带过。
现代史的书中说他似乎功劳不大（十分浮浅的功利原则，按借款的多少来衡量），研究胡适的人似乎
也沾染了此毛病，跟着这么附和。
我的疑问是，胡适在“七七”事变发生后，曾加入低调俱乐部，为什么蒋介石要派胡适去美国，他去
“胡说”怎么办？
战时对美外交那么重要，为什么蒋介石要派胡适去，胡适能堪此重任吗？
当时国民政府中无论是民初还是蒋介石后来培养的职业外交家比比皆是，为什么独选胡适担任此时的
驻美大使，胡适的优势在哪儿？
蒋介石不是庸人，他选胡适不是老眼昏花。
胡适早在1935年致王世杰的第一封信中，就曾提出公开交涉解决中日一切悬案包括伪满洲国（胡适此
时担心日人趁势提出，在威逼下中国人糊里糊涂接受，不如公开交涉反不易被日人蒙骗）问题，到了
低调俱乐部时期，胡适更和陶希圣一起草拟了对日外交方案，其中包括承认伪满问题，现在有些人就
是据此批评胡适那时的对日态度，并片面地认为这是那时胡适的唯一对日态度。
其实胡适自从“九一八”事变后，在对目和战问题上一直按照中国实际和日本的民族性与野心进行追
踪研究，而且研究得非常全面透彻，即如给王世杰的三封信，既有这类昏招，又有日本人必不许蒋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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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从容整军备战，在外交不能为中国强大争取时间的情况下，只能用整个民族三到四年甚至更长的时
间苦斗，来引起国际情势转变包括世界大战，从而赢得民族独立日本“介错”的清醒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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