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5．02．007 

新旧文化之问的胡适与黑格尔辩证法 

王泽庆 

摘 要：作为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的胡适，他并不完全否定中国传统，而是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除了受传统中庸等思想影响外，还与他 自觉不 自觉运用黑格尔辩证法有一定的关系。胡适 

解决西方思想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离不开黑格尔辩证法的运用。他不仅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对西方 

思想进行扬弃，而且以西方思想为尺子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他对西方思想有选择地吸收，同时激活了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并对传统有一定的超越，但也有对新旧文化各 自的矛盾性认识不深刻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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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的胡适，他主张 

过“全盘西化”，但由此就认为他是传统文化的 

罪人，彻底否定了传统文化，是没有根据的。胡 

适接受新思想的同时，非常注重挖掘与西方思 

想类似或对应的中国传统。但说他完全肯定传 

统，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也是站不住脚 的。 

“胡适对中国人宣传美国文化 ，对美国人讲中 

国文化。”①胡适去世之后，蒋中正作“新文化中 

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挽 

联。实际上，不仅仅是道德伦理领域，在其他文 

化领域中，胡适的一生都注重新旧思想的交融。 

胡适思想及其理论来源的复杂性，仍需要学界 

进一步探讨。我们研究胡适如何处理西方思想 

和传统文化的关系，除了考虑他受传统中庸等 

思想影响外②，也不能忽略他与黑格尔辩证法 

之间的联系③。 

一

、黑格尔辩证法与解决 

新旧文化冲突的方法论 

胡适主张“全盘西化”⑧，是基于我们要敢 

于承认现实，敢于睁开眼睛看世界，看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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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胡适主张“全盘 

西化”也是一种策略，因为传统惰性太大，即使 

是全盘西化，也不会抛弃得了传统，他说：“肯 

认错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不要怕 

① 欧阳哲生：《胡适与司徒雷登：两个跨文化人的历史命运》，《史学月刊}2014年第l期。 

② 参见高全喜《胡适：新旧之“中庸”》，http：／／history．sina．oom．cn／his／zl／2014—02—10／094681790．shtm1． 

③ 目前许多关于黑格尔哲学在中国接受方面的论文，还没有探讨胡适对黑格尔哲学的接受情况，如张仲民的《黑格尔哲学 

在清末中国的容受》(《学术月刊}2013年第5期)等 。 

④ 后来，胡适把“全盘西化”改为“充分世界化”，说 ：“我赞成‘全盘西化’，原意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最近于我十几年来‘充分’ 

世界化的主张；我一时忘了潘光旦先生在几年前指出我用字的疏忽，所以我不曾特别声明‘全盘’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不应 

该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数量的解释。所以我现在很诚恳地向各位文化讨论者提议 ：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 

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见胡适《充分 

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天津《大公报 ·星期论文》，1935年 6月26日。 

⑤ 胡适：《介绍我 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集》(第5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第5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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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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虽然胡适的“全盘西化”有矫枉 

过正的嫌疑，但其 目的是救我们民族“半死的 

文化”②，而不是把传统文化完全摈弃，他深知 

大多数人的惰性能够保守旧文化。 

胡适处理西方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既保持民族性也充分世界化”⑧，并非是用非 

此即彼的方法。这一点符合黑格尔辩证法思 

想——有生活阅历的人绝不容许陷于抽象的非 

此即彼，而保持其 自身于具体事物中④。为什 

么可以这么说?我们知道胡适对世界哲学史的 

发展是非常熟悉的，他就指出：“无论以中国历 

史或西洋历史来看，哲学是新旧思想冲突的结 

果。而我们研究哲学，是要教哲学当成应付冲 

突的机关。”⑧胡适思想，是以其哲学思想为根 

基的。他的思想，也可以说是新旧思想冲突的 

结果，而不是简单地以新代旧或以旧抵新。如 

何解决这个冲突?我们先看他导师杜威思想的 

来源。实验主义大师杜威，曾经是黑格尔的信 

徒，特别是莫里斯教授的课程把杜威引导到黑 

格尔那里，使杜威在日后的十几年中成为新黑 

格尔主义的信徒。虽然他后来摆脱了黑格尔的 

影响，转向皮尔士、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但是杜 

威思想的许多方面，还有黑格尔的痕迹。关于 

黑格尔哲学在自己思想中所占的分量，杜威后 

来曾表述说：“黑格尔关于主观与客观、物质与 

精神、神与人的综合⋯⋯起着一种巨大的调节 

和解放的作用。黑格尔关于人类文化、社会制 

度和艺术的论述，包括种种僵硬的界限的消除， 

对我有着特殊的吸引力。”他还说 ：“与黑格尔 

的结识在我自己的思想中留下了一种不可磨灭 

的痕迹。”(9黑格尔对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 

神与人的综合，消除了“僵硬的界限”或截然的 

对立，无疑是其辩证法思想的体现。 

胡适从康乃尔大学到哥伦比亚大学，目的 

是想摆脱黑格尔唯心论的影响，以学习杜威的 

实验主义。但是，正如他的导师杜威一样，也有 

“永远的黑格尔的沉淀”，表现在他的哲学史和 

方法论上，终其一生⑦。胡适在著作中多次提 

到黑格尔(旧译为海智尔，Hege1)，如在《实验 

主义》一文中，他说：“这种进化的观念，自从达 

尔文以来，各种学问都受了他的影响。但是哲 

学是最守旧的东西，这六十年来，哲学家所用的 

‘进化’观念仍旧是海智尔 (Hege1)的进化观 

念，不是达尔文的《物种由来》的进化观念。”⑧ 

胡适推崇的进化观念和历史观念，注重事物的 

发生、变化，其实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科学 

化”了⑨，从唯心层次上升到杜威的经验层次。 

但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不能代替黑格尔的辩 

证法的。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基于生物学研究 

基础上的推论；而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则不局 

限于此。胡适对待西方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冲 

突，靠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 

还是要结合黑格尔的辩证法，因为“辩证法是 

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的推 

动原则”⑩。恩格斯也告诫说：“蔑视辩证法是 

不能不受惩罚的。”胡适 自己在研究 中也在运 

用黑格尔辩证法，他认为庄子名学和人生哲学 

中有进化论，其依据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这 

个变化进化的道德观念和是非观念，有些和德 

国的海智尔相似。”⑩我们看看胡适的老师、黑 

①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集》(第5册)，第515页。 

②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集》(第5册)，第515页。 

③ 胡明：《把胡适放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合理坐标上》，《中国文物~gQ)2012年 1月11日。 

④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76页。 

⑤ 胡适：《从历史上看哲学是什么》，《国闻周报》第2卷第2O期，1925年5月31日。 

⑥ [美]简 ·杜威：《杜威传》，单中惠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63—65页。 

⑦ 参见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274页。 

⑧ 胡适：《实验主义》，《新青年》第6卷第4号，1919年4月15日。 

⑨ 黑格尔曾这样论述事物的变化：“一切有限之物并不是坚定不移，究竞至极的，而毋宁是变化、消逝的。而有限事物的变 

化消逝不外是有限事物的辩证法。”见[德]黑格尔：《小逻辑》，第179 180页。 

⑩ [德]黑格尔：《小逻辑》，第 177页。 

⑧ 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胡适文集》(第6册)，第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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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庆 ：新旧文化之间的胡适与黑格尔辩证法 

格尔唯心论代表康乃尔大学克雷登教授所说 

的——哲学的真精神是一种具有积极与消极两 

层意义的批判精神。它敬慎地综合、珍惜历史 

的传承④_ 我们就知道胡适在接受新思想时 

候，为什么不能舍弃传统文化。就上述胡适与黑 

格尔的关系而言，我们完全有必要从辩证法的角 

度阐述胡适的思想，这是阐述它的重要维度。 

美国学者勒文森指出，近代知识分子在理 

智上接受、认同西方现代文明，而在感情上又无 

法完全割舍 中国传统②。对于传统，胡适不仅 

仅是出于情感上无法割舍，也有他对黑格尔辩 

证法 自觉不自觉运用的原因，他明确指出：“如 

果对新文化的接受不是有组织的吸收的形式， 

而是采取突然替换的形式，因而引起旧文化的 

消亡，这确实是全人类的一个重大损失。因此， 

真正的问题可以这样说 ：我们应该怎样才能以 

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 

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⑧为什么 

不能直接用新文化直接代替旧文化?黑格尔认 

为：“凡有限之物都是 自相矛盾的，并且由于自 

相矛盾而自己扬弃自己。”④我们不能只看到旧 

文化衰亡的因子(其内在矛盾的否定方面)，而 

忽略了它仍有生命力的部分(其内在矛盾的肯 

定方面)。所以胡适认为，中国文艺复兴的“目 

标和前途就是一个古老民族和古老文明的再 

生”⑨。当然，这种“再生”需要现代文明新鲜血 

液的注入，是在古老文明基体上的“再生”。胡 

适特别指出其领导者必须谙熟传统与现代历 

史 ，“由那些懂得他们的文化遗产而且试图用 

新的现代历史批评和探索的方法来研究这个遗 

产的人来领导的”⑥。只有谙熟传统与现代历 

史者，才能解决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使旧文化 

出现新的活力与生机。 

运用黑格尔辩证法思想，我们更容易理解 

许多传统与创新关系的论述，如库恩认为：“富 

有创造性的科学家也必须是个传统主义者，他 

很乐于用已有规则玩复杂的游戏，以便成为一 

个可以发现用来玩游戏的新规则和新棋子的成 

功的革新家。”⑦众所周知，库恩的论述也适用 

于人文学科。由此说来，胡适不仅是一位传统 

主义者，而且是一位发现游戏新规则的革新家。 

新规则不仅受新思想、新方法的启发和激活，而 

且受传统的制约和影响。对于新规则，我们更 

多看到的是事物内在矛盾的肯定方面，但它仍 

有矛盾的否定方面。而对于传统，它也是黑格 

尔所说的有限之物，但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矛盾 

的否定方面，忽略了矛盾的肯定方面。真正做 

到创新，在倡导新规则的同时，还需要吸取传统 

的肯定方面。 

胡适认为在中国传统中，能够找到移植西 

方哲学和科学的合适土壤。“新中国的责任是 

借鉴和借助于现代西方哲学去研究这些久已被 

忽略了的本国的学派。如果用现代哲学去重新 

解释中国古代哲学，又用中国固有的哲学去解 

释现代哲学。”⑧这种方法避免了外在形式的强 

加，不仅不致产生陌生感与异己感，而且能够更 

好地结合传统与现代的肯定方面。这种态度不 

仅符合儒道精神，也符合黑格尔辩证法的精神。 

二、胡适对西方新思想的接受 

格里德曾经指出：“在美国作学生的时候， 

胡适满怀热情欣然接受的，是那些他的早期教 

育已为他奠定下根柢的思想，而且，他只是吸收 

了与他到美国之前虽未坚定于心却也显露端倪 

的观点最为合拍的那些当代西方思想。”⑨格里 

德所言是符合实情的，胡适对西方思想的接受 

的确是有选择性的，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扬 

弃”。在胡适那里，是根据传统文化对西方思 

① 引自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 ：璞玉成璧，1891—1917)，第280页。 

② 参见[美]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刘伟等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页。 

③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6册)，第1O页。 

④ [德]黑格尔：《小逻辑》，第 178页。 

⑤ 引 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鲁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37页。 

⑥ 引自[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337页。 

⑦ 库恩：《必要的张力》，范岱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3页。 

⑧ 胡适：《先秦名学史》，《胡适文集》(第6册)，第11页。 

⑨ [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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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进行扬弃。当然，这种扬弃需要一个长期的 

过程。胡适这样做，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符合 

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思想，更具有普遍性。在 

胡适的时代，西方思想是层出不穷的，而最让胡 

适服膺的是人文精神(即人本主义思想)与科 

学精神(即胡适所谓的“理智主义”)，与当时崇 

尚“民主”与“科学”之风气相一致，主要内容包 

括西方近世思潮中的进化论、易 b生主义、杜威 

的实验主义等①，而不是其他的思潮，这是他以 

是否符合传统文化为标准来选择的。 

(一 )对人本主义思想的接 受 

胡适在《中国古代哲学史》导言中指出： 

“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 
一 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②后来 

在一篇演讲中他又将哲学重新下了一个定义： 

“哲学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意义上着想， 

去找一给比较可普遍适用的意义。”⑧胡适论说 

的依据，就是杜威的实验主义，他赞同杜威的看 

法：“如果哲学变成解决‘人的问题’的哲学方 

法了，那时候便是哲学光复的日子到了。”⑧胡 

适提出“健全的个人主义”等思想，从哲学上 

看，都源于此。 

人本主义是人文主义发展 的一个阶段 ，人 

文主义传统最重要和始终不变的是在于以人为 

中心，每个人都有人的尊严，重视思想等⑤。杜 

威的实用主义也是人本主义的，格里德就持这 

样的看法：“杜威的实用主义也具有如下的特 

点，即它是人本主义的、具有社会导向的、以取 

源于进化论的变化观点为基础的，而且主要是 

为了这样一种信念服务的，即经验可给人们以 

洞察其本质的能力，并可通过对原因与效果 

(或用更典型的实用主义的术语说，前提与推 

论)的理解，把它转化成富有创造力的意图。”⑥ 

美国学者宾克莱说：“注意到约翰 ·杜威是一 

个人本主义者，这是至关重要的。”他还说：“读 

杜威的著作时，谁都会立刻发现这一事实，即杜 

威的实用主义只有在人本主义的背景下才能行 

得通 。”⑦ 

胡适接受杜威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想，是有 

《学为人诗》等诗文中反映的儒家理性人本主 

义传统基础的。特别是《学为人诗》，是胡适小 

时候接触到的第一部作品，是他父亲亲自编写 

的：“为人之道，在率其性。子臣弟友，循理之 

正。谨乎庸言，勉乎庸行。以学为人，以期作 

圣。凡为人子，以孝为职。善体亲心，能竭其 

力。守身为大，辱亲是戚。战战兢兢，渊冰 日 

惕。凡为人臣，夙夜靖共。敬事后食 ，尽瘁鞠躬 
⋯ ⋯ ”胡传编此诗的目的，主要是让儿子胡适 

了解“为人之道”，包括人臣、人子、兄弟、夫妻、 

朋友之道等方面，不外乎是儒家仁礼思想的体 

现。尽管儒家的人本主义与西方有着诸多不 

同，但是由于儒家仁爱思想的存在⑧，才让胡适 

对西方思想进行了选择，让他推崇杜威的人本 

主义。 

需要说明的是，“一切现实之物都包含有 

相反的规定于 自身”，它们都是矛盾的统一 

体⑨。胡适根据传统文化对西方思想进行扬 

弃，其中的“传统文化”，主要是指他熟悉的传 

① 参见欧阳哲生《胡适与西方近世思潮》，《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② 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6册)，第163页。 

③ 胡适：《哲学与人生》，《东方杂志》第20卷第23期，1923年 12月10日。哲学的任务在于研究人生的切要问题，的确是哲 

学研究的一个方向，在当时问题重重的中国是很有影响力的。但是，胡适将世界本质之类久而未决的问题，一律斥之为“玄学”，不 

免矫枉过正。 

④ 胡适：《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最近之五十年》，1923年2月。 

⑤ [英]阿伦 ·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33～235页。 

⑥ [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1页。 

⑦ [美]宾克莱：《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8～29页。 

⑧ 胡适从小就接触传统文化和传统经典，他曾在《四十自述》中说，他在家乡未到上海求学的时候，就 阅读了包括他父亲著 

作的《学为人诗》《原学》在内的许多经典：《诗经》《孝经》《论语》《孟子》《大学》与《礼记》等(胡适：《四十自述》，欧阳哲生编：《胡 

适文集》第 l册，第46～47页)。对传统的关注，胡适在留学时期也不例外。与现在人们的想象不一样，胡适曾对中国学生不知道 

祖国的文明历史感到痛心，他说：“吾国之学子，有几人能道李杜之诗，左迁之史，韩柳欧苏之文乎?可耻也。”见曹伯言整理：《胡适 

日记全编》(第2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第206页。 

⑨ [德]黑格尔：《小逻辑》，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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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的肯定方面，而不包括其否定方面。他 

推崇儒家的仁爱思想，并不代表他就不反对在 

文化上的“尊孔”“祭孔”。他认为“儿子孝顺父 

亲，也是做人的一种信条”，但他同时却强烈反 

对盲目而虚伪的孝道①。所以，胡适文中提及 

孔子、朱熹等人时，我们不能忽略他考虑问题的 

辩证思维方式。 

(二)对西方科学精神的接受 

胡适对科学精神的接受，体现在他倡导所 

谓的新思潮上。他认为新思潮在根本意义上是 

一 种评判的态度，即敢于怀疑的态度，他说： 

“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 

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 ‘评判的态度’。 

⋯ ⋯ 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 

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的时代。‘重 

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 

好解释。”②这种“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评判态 

度 ，体现在各种问题和各种学理上。在认识过 

程中，怀疑方法就转换成问题概念。胡适在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特别点出问 

题在认识过程中的关键地位⑧。相关论述在后 

来写的几篇文章，如《三论问题与主义》和《介 

绍我 自己的思想》中被一再重复引用，可见其 

重视程度。 

胡适接受西方科学精神，是由儒家怀疑传 

统作为基础的。胡适指出，从孔子、王充到朱 

熹，再到顾炎武、钱大昕等人，在这个儒家传统 

里，有一种很可注意的特点，那就是“有意奖励 

独立思想，鼓励怀疑”④。例如 ，程颐和朱熹等 

人提倡“大胆的疑古，小心的考证”，就是一种 

“严刻的理智态度，走科学的路”⑤。特别要指 

出的是，程朱理学既有摧残人性的“存天理，灭 

人欲”的禁欲主义信条，也有值得肯定的怀疑 

精神，胡适显然是站在程朱理学的肯定方面去 

对接西方科学精神。他曾赞叹：“以怀疑态度 

研究一切：实事求是，莫作调人。这就是那些中 

国思想家的精神，他们曾使中国理智自由的火 

炬，永远不息。”⑥从这一论述中可看出，儒家的 

怀疑传统，为胡适接受西方的科学精神与方法 

提供了传统依据。 

如何找到引进西方现代思想的传统基础， 
一 直是胡适关心的问题，他曾提 ：“我们在哪 

里能找到可以有机地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 

合适的基础，使我'i'll H~在新旧文化内在调和的 

新的基础上建立我们 自己的科学和哲学?”⑦胡 

适关注的，实际上就是用传统文化矛盾的肯定 

方面支撑欧美新思想。这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 

的，鲁迅先生思考新文化的重构时，也提出“外 

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同有之血 

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观点⑧。在传统的 

基础上建立新文化，这两者并不矛盾，是符合黑 

格尔辩证法的。 
一 直到晚年，胡适仍坚持认为中国文化保 

留着它所特有的“中国根底”，即“人本主义”与 

“理智主义”⑨，再次表明他是以此接受西方人 

本主义与科学精神的。 

三、胡适对传统文化的扬弃 

(一)评判中国传统的标准 

黑格尔认为：“一切有限之物并不是坚定 

① 参见欧阳哲生《胡适对传统人生观的批判》，《衡 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 

②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 1日。 

③ 胡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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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实，看看究竟病 

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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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甚么样的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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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胡适《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 

④ 胡适 ：《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胡适文集》(第 l2册)，第402页。 

⑤ 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胡适文集》(第3册)，第 195页。 

⑥ 胡适：《中国思想史纲要》，《胡适文集》(第10册)，第419页。 

⑦ 胡适：《先秦名学史》，《胡适文集》(第6册)，第10页。 

⑧ 鲁迅 ：《坟 ·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 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6页。 

⑨ 胡适说 ：“我相信‘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的传统，并未被毁灭，且在所有情况下不能被毁灭。”见胡适《“中关学术 

合作会议”昨天在美西雅图开幕》，台北《中央 日报》，1960年 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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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移，究竟至极的，而毋宁是变化、消逝的。而 

有限事物的变化消逝不外是有限事物的辩证 

法。有限事物，本来意他物为其 自身，由于内在 

的矛盾而被迫超出当下的存在，因而转化到它 

的反面。”①传统文化经过千年的演变，由于自 

身的惰性，必然会走到它的反面。为此，我们需 

要抛弃传统文化 自身矛盾的否定方面，去凸显 

它的肯定方面。如何找出肯定方面，胡适是以 

西方新思想为参照。他给传统融入了新的血 

液、新的思想，让西方新思想给传统中比较进步 

的一面以合法的基础，给人们以信心。尽管胡 

适在中国传统中找到引进西方现代思想的基 

础，但是现代性与传统在彼此融合过程中是互 

相制约的，他对传统思想的取舍又是以现代思 

想为尺度的。即按照西方思想寻找传统文化的 

肯定方面，而舍弃其否定方面。 

李慎之曾将胡适与鲁迅进行了比较，他指 

出：“鲁迅和胡适的身世背景，其实可以说是差 

不多的，他们在近代史上初露头角的时候更是 

如此。他们最大的不同也许在于：鲁迅是明治 

维新后建立了极不成熟的‘民主制度’的日本 

留学生，他在那里接受的现代化思想天然是有 

残缺的，后来又接受了半西方半东方的俄国的 

社会革命思想。而胡适则是在被马克思称做 

‘天生的现代国家’的美国的留学生，又一贯关 

心政治和法律，因此他天然地站在历史的制高 

点上。”②李慎之认为，胡适与鲁迅的接受新思 

想的文化背景不同，导致了他们现代化的思想 

的不同。尽管有点简单化之嫌，但还是有一定 

的道理。胡适这种文化背景，也直接影响了他 

如何去评判中国传统文化。 

季羡林先生也评价过胡适与国民党的关 

系：“他从来就不是国民党员。他对 国民党并 

非一味地顺从。他服膺的是美国的实验主义， 

他崇拜的是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只要不符合 

这两个尺度，他就挑点小毛病，闹着独立性。”⑧ 

52 

季羡林认为，胡适是以实验主义和美国的民主 

制度作为标准来评价国民党的。实际上，胡适 

不仅以此来评价党派，也用此来评价传统文化。 
一 般认为，实验主义是美国民主制度的产物，美 

国独立之后，出现诸如竞争、务实、科学等思想 

观点，为实验主义思想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同 

时，达尔文进化论等思想也充实了实验主义的 

内容。美国民主制度，对当时灾难深重的中国 

不无进步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胡适将 

其理想化、美化的一面，因为“每一肯定的存在 

物，在逐步演变过程中，都要过渡到它的否定 

物，然后，这个否定物又必然要为新的肯定的结 

果让路” 。 

实验主义等西方思想这把尺子，胡适不仅 

用来衡量政治，而且还用来衡量哲学、文学等。 

胡适认为，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让中国古老的 

文化重新生长，这一运动有时也叫作“新思想 

运动”，那是着重于当代西洋新思想、新观念和 

新潮流的介绍⑧，实际上是以新思想来衡量中 

国古老的文化。 

如果没有西方 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以及 

西方 自由主义的现实制度与生活，特别是胡适 

接触到的美国的一切，即欧阳哲生所说的“美 

国经验”⑨，胡适是无法使古老文化进行再生 

的。美国文明通过学校、教会和基督徒家庭，对 

胡适产生了广泛影响。有穆德这样的美国人告 

诉他，受美国教育的地方不限于课堂、实验室和 

图书馆等处，更重要的和更基本的还是在美国 

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方面去深入体会。1915年发 

生了美国妇女争取选举权的大游行，约翰 ·杜 

威夫妇等人就参加了此次游行，杜威教授还当 

众演说。胡适业师克雷敦教授曾代表民主党参 

加辩论。教授们直接参与政事，让胡适刻骨铭 

心，他就指出：“我可以说，由这些集会引起我 

的兴趣也一直影响了我以后一生的生活。”⑦ 

① [德]黑格尔：《小逻辑》，第 180页。 

② 李慎之：《回归“五四”学习民主》，载谢永编《胡适还是鲁迅》，北京：工人出版社，2003年，第3O页。 

③ 季羡林：《为胡适说几句话》，载谢永编《胡适还是鲁迅》，第106页。 

④ [英]鲍桑葵：《美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年，第432页。 

⑤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文集》(第1册)，第339—440页。 

⑥ 欧阳哲生：《胡适与西方近世思潮》，《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⑦ 胡适：《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文集》(第1册)，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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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传统的重新发现与超越 

可以说，胡适推崇的传统，是依据西方新思 

想“发现”或“创造”的。如柏格森就认为，现在 

除了显示过去被遮蔽的方面之外，还产生过去 

从未存在过的某些东西，也就是说 ，现在不仅发 

现过去，而且创造过去①。还如浪漫主义的出 

现，使得古典主义中所包含的浪漫主义充分被 

人们发现②。马克思也提出 “现时对于过去的 

逆向规定”的观点，他在《资本论》中指出：“对 

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 

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 

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 

果开始的。”⑧即使胡适所说的“文艺复兴”，在 

某种程度上也是创造，正如卡西尔所说：“历史 

上的以往文化的每一次‘复兴’都足以证明这 
一 点，任何名副其实的‘复兴’，都不是某种单 

纯的接受，也不是历史文化的单纯的延伸。”④ 

所以，胡适对传统的揭示，不是现成的，而是按 

照现在的标准对过去的一种发现，是一种创造， 

虽然这种创造与发现也不乏比附的成分。 

比如自由主义，胡适后来也发现中国传统 

文化中也有此思想⑤。在胡适看来，老子、孔子 

和孟子都可以说是 自由主义者。老子说：“民 

不畏死，奈何 以死惧之?”老子代表的“无为政 

治”，反对政府干涉人民，让人民自然发展，这 

与孔子所代表的思想都是 自由主义者。孑L子 

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孔子当 

时提出 “有教无类”，可解释为“有了教育就没 

有阶级 ，没有界限”。这与后来的科举制度，都 

能说明“教育的平等”。这种意见，可以说是一 

种自由主义思想的体现。此处的孔子，不能等 

同于胡适批评孑L教时所说的“孔丘”。孟子说 

“民为贵，君为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在胡适看来 ，也是一种 自由主义 

精神⑥。尽管自由主义是一个现代概念，说几千 

年之前的老子、孔子和孟子是 自由主义者未免 

有些不妥，但是胡适能用新视角挖掘出传统思 

想中的肯定方面，让其在现代社会中发挥新的 

作用，从而达到文艺复兴的目的，这是值得称 

许的。 

通过选举对美国民主的透视，通过对美国 

议会程序的观察和实践，感受到美国政治上的 

民主精神和公民的言论自由，以及对政治的热 

情介入，使胡适一生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虽然胡适除了一任四年的战时驻美大使之 

外 ，很少参与实际政治，但他始终对政治采取了 
一 种不感兴趣的兴趣。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兴 

趣，胡适是想通过思想文化来实现自己的政治 

理想。对胡适来说，这是传统“立德、立功、立 

言”思想的现代演绎。《左传》云：“太上有立 

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它的最高价值 

取向是“立德”，最后才是“立言”，但它们之间 

并不是毫无联系，而是“立言”以“德”和“功” 

为导向，同时又能促进它们。胡适曾说，“旧文 

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这里“立 

德”“立功”和“立言”的浑然一体对胡适是影响 

至深⑦。但是这里的“德”“功⋯‘言”已经换了 

现代内容，已不是儒家那种老套立场。 

虽然实验主义等西方新思想并非尽善尽 

美，但对旧中国的思想启蒙功不可没。这种思 

想启蒙之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依据 

它们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肯定方面，彰显其 

合法性和活力。第二，依据它们揭示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否定方面，并给予批判或改 良。胡适 

① [法]柏格森：《思想和运动》，引自[匈牙利]阿诺德 ·豪泽尔：《艺术史的哲学》，陈超南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第239页。 

② 参见姚文放《当代性与文学传统的重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61页。 

③ [德]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2页。 

④ [德]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沉晖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 169页。 

⑤ 关于自由主义的传统基础，对后代学人很有启示。殷海光一直认为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处于对立紧张的关系，传统中没 

有 自由的因子，但是他的晚年却改变了这一看法：“中国的传统与西方的 自由主义要如何沟通?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如果 

我的病能好，我要对这问题下一点功夫去研究。”转引自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第 

336页。 

⑥ 胡适：《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台湾《新生报》，1949年3月28日。 

⑦ 王泽庆：《论胡适的学术与政治关系》，《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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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指出了中国传统 自由主义的不足，在于没有 

抓住政治自由的重要性：“东方 自由主义运动 

始终没行抓住政治 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 

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①还有，我 

国古代虽然明白时代变迁，文学也随之发生变 

迁，但是对文学时代性的认识 ，只是对文学发展 

规律性的经验性认识。而胡适主张的文学进化 

观点，不光是对文学规律的认识，更是以自然科 

学发展的根基，是实验主义服膺的达尔文进化 

论在文学领域的应用。这样，文学进化的观点， 

更多了一份说服力②。胡适虽然梳理了白话文 

学史，但是他的“白话”显然超越了中国古代白 

话。首先他吸取了西方语言系统的语法，这种 

白话明显有了科学化的要求；其次，“科学”“民 

主”“理性”“自由”“人权”“哲学”“文化”等词 

语的出现与使用，大大丰富了现代白话文的词 

汇。这些词汇所包容的现代思想，又是古代 白 

话所没有的。 

四、结 语 

胡适是对西方文化进行有选择的吸取，这 
一 特点曾受到罗素的赞扬：“谈到中国现存人 

物中具有必要的才智者，就我亲自接触到的而 

论，我愿意举胡适博土为例。他具有广博的学 

识，充沛的精力，对于致力中国之改革则抱着无 

畏的热望。他所写的白话文鼓舞着中国进步分 

子的热情。他故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一切优 

点，但 是他却不 是西方文化 之盲 目的崇 拜 

者。”⑨胡适判断西方文化中的优点，主要是以 

是否有中国传统的基础为标准，注重它们的普 

遍有效性或者说是耿云志所指的“人类文化的 

同一性” 。可以说，他寻找西方文化中的肯定 

方面，必须要有一个外在的参照物。同理，他发 

掘中国传统文化的肯定方面，也离不了西方文 

化的参照物。 

胡适的这种方法，有一定的历史作用，如在 

传播新思想的同时，注重新思想接受的传统基 

础，激活了许多沉睡的传统，并对传统有一定的 

超越，使人们重新认识了传统。但是胡适所倡 

导的“新文化”，不可避免有浓厚的西方痕迹， 

在把“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和融合 

成一个新范畴”方面还做得不够⑧。真正做到 

中西文化的有机融合还待后人去完成。胡适对 

事物矛盾的认识并不全面深刻，当时摆在他面 

前的实际上有三种矛盾：一是中国传统文化自 

身的矛盾，二是西方思想自身的矛盾，三是中国 

传统文化与西方思想的矛盾，而他关注的重心 

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矛盾上。通过传统文化 

与西方思想互为参照物，去揭示各自的矛盾，其 

效用是有限度的，有时不免有简单比附和循环 

论证之嫌。这也造成了胡适对传统文化和西方 

文化两者 自身矛盾认识不足，如没有注意到文 

言的审美作用，没有清醒认识到他所认可的西 

方思想也有不足之处，没有真正做到对进化论 、 

易 b生主义、杜威的实验主义等思想的扬弃。 

究其原因，除了时代的局限性之外，还与胡适对 

黑格尔哲学思想的暧昧态度有一定的关系⑥， 

他没有更深入地理解与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思 

想，也没有对其进行合理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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