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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自由觀的形成與特點：

張書克 著

從其閱讀經歷視角進行的考察（1917年以前）



提    要

通常認為，胡適是中國近代歷史上自由主義思潮的代表人物。不過，胡適究竟有著怎樣的

自由觀？他的自由觀有什麼特點？他究竟是偏向消極自由的觀念還是積極自由的觀念？他偏向

古典自由還是新自由？在他生命的求學時期、成長階段，他閱讀了哪些重要的著作，這些著作

對他的自由觀有何影響？如何塑造或者限制了他的自由理念？西方歷史中哪些自由主義作家對

胡適產生了重要影響？尤其是，作為胡適的哲學導師，杜威及其著作是否像通常認為的那樣對

胡適的自由觀有重要影響？究竟有多大影響？以上種種，正是本文關注的問題。

本文所使用的資料包括：胡適著作，尤其是其日記、書信與政論；胡適檔案材料，尤其是

他的英文讀書筆記；現存的胡適藏書；二手資料與研究性著作。

《胡適自由觀的形成與特點：從其閱讀經歷視角進行的考察（1917 年以前）》分為五個部分：

第一部分，緒論，交代本文的選題緣起、問題意識、資料來源、方法論等等；第二部分，關注

胡適早年在安徽徽州以及上海時期（1895 ～ 1910）的讀書經歷；第三部分，關注胡適在康奈爾

大學時期（1910 ～ 1915）的讀書生活，重點關注其閱讀約翰．密爾著作以及約翰．莫利《論妥協》

的情況；第四部分，關注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時期（1915 ～ 1917）的讀書生活，重點關注其閱

讀約翰．洛克以及約翰．杜威著作的情況；第五部分為結論。

在結論部分，對胡適四個時期的讀書情況進行了總結，並對胡適閱讀經歷對其自由觀可能

產生的影響以及胡適自由觀的特點進行了分析。本文認為，在所有西方自由主義作家中，密爾

是對胡適產生較大影響的人。密爾《論自由》一書，胡適曾經認真閱讀過。對於書中所論各點，

尤其是個性、容忍以及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的重要性，胡適深為贊同。在很大程度上，密爾影響、

塑造因而也限制了胡適的自由觀念。至於洛克、杜威等人，對胡適自由觀的影響相對要小的多。

莫利《論妥協》一書在胡適的生活中佔據了重要的位置，對胡適行為方式、情感生活產生了重

要影響，該書所宣揚的不妥協的精神，強化了胡適的特立獨行的行為方式。可以說，胡適對西

方古典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瞭解不多，他所欣賞的是 19 世紀英國維多利亞時期自由主義作家

尤其是密爾的自由觀。本文還認為，1917 年以前，通過閱讀中西方經典著作，胡適基本形成了

自己獨特的自由觀。胡適的自由觀，具有雜糅性、含混性、重視精神自由輕視財產權利等特點，

並且蘊含著一定的內在矛盾，呈現出一定的兩面性：既有消極自由的一面，又有積極自由的面相；

總體上是個人主義的，同時又有一定的集體主義的傾向。

學位論文之後，附有幾篇單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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