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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看，胡适在苏州的社会

声望与人际资源，不可能仅仅因送子

就学之行的一次就地演讲就悄然缔

造成型。事实上，胡适早在 1921 年

的暑期就曾应邀赴苏州做过演讲。

这一年 7 月 30 日，他应江苏省立第

一师范学校第一届暑期讲习会之邀

做过两次演讲，主题为《小学教师之

修养》及《实验主义》。

据当年8月4日的《申报》报道，

“听者满座，颇极一时之盛”；著名学者、

当时还是小学教员的叶圣陶就是此次

演讲的忠实听众之一，听讲之后不久，

他甚至将演讲内容及场景写进了小说

（小说名为《脆弱的心》，连载于1921年

8月15日、16日的《时事新报·学灯》）。

1928年的暑期，胡适虽然没有在

苏州做演讲，但他于这一年春曾在苏

州做过多次演讲。据《胡适年谱》可

知，这一年2月24日至27日，胡适应

苏州中学校长汪懋祖之邀到苏州讲

演，在此期间“三十小时内演说了六

次”。此次演讲的听众中，有著名物理

学家、当时还是苏州女子中学高中生

的吴健雄。吴一直深受胡适学说及思

想的影响，于次年即入上海中国公学

就读，在1929年至1930年间，成了时

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的学生。

凡此种种，可见胡适与苏州还

是世缘颇深的。不但苏州青年会确

曾邀请其做演讲，他在苏州做暑期演

讲还可以追溯至 1921 年夏，这在当

时的南北各地文教界邀请新派知识

分子做暑期演讲方面也可谓“开风气

之先”了。虽然《暑期学术演讲集》

为 1928 年夏的暑期学术演讲专辑，

无法纳入胡适于别的时段在苏州所

作的演讲篇目，但因其与苏州各界的

世缘颇深，加之其子又在苏州就读，

胡适为此书欣然题签亦属合情合理、

顺水推舟了。

额外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学者、

时任苏州中学教员的钱穆应苏州青年

会之邀于1928年夏做的两次学术演

讲内容，辑入了《暑期学术演讲集》。

钱穆的演讲题目为《易经研究》，他在

演讲中公开声称，他研究《易经》的思

路正是采用了胡适“层层剥笋式”的方

法来施行的，并宣称这是“一个比较可

靠而可少错误的新方法”。

时年 33 岁、尚籍籍无名的中学

教员钱穆，在演讲中向时年 37 岁、

声名正炽的大学教授胡适表达了敬

佩之意，体现了其早期学术研究中

受到的胡适学术方法之影响，由此

可见胡适当时在国内学术界、文教界

的影响之一斑。换个角度而言，这也

正是这一册没有辑入胡适演讲内容

的《暑期学术演讲集》所见证着的胡

适影响力吧。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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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做自己的事，但不可妨害别人做事

你要爱护自己，但不可妨害别人

能帮助别人，须要尽力帮助人，但不可帮助别人做坏事

合群有一条基本规则，就是时时要替别人想想

假使我做了他，我应该怎样？

我受不了的，他受得了吗？我不愿意的，他愿意吗？

——选自胡适与其长子的信

南来北往
名家学者暑期演讲忙

1929年7月，正值学生暑假期间，上海青年协

会书报部印发了一册《暑期学术演讲集》。封面题

签特别醒目，乃著名学者胡适所题；翻开封面，扉页

上仍是胡适的书名题签，显然是要借胡适的知名度

来推广这本书的影响力了。那么，书中一定是有胡

适的讲演内容的——普通读者初次看到这本书时，

第一印象恐怕大多如此。

不妨先看看这本集子的序言怎么讲。撰序

者为当时青年会的领袖人物余日章，如今的读者

对此人恐不十分熟悉，但其生平事迹却非同凡

响。余本是湖北蒲圻人，生于武昌，曾追随孙中山

革命，为武昌起义的见证者，还出任过黎元洪的英

文秘书；更是“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的启蒙老

师、蒋介石与宋美龄的证婚人。

那么，余日章的序言是如何介绍与评述这本

集子的呢？原来，苏州青年会曾于1928年夏举办

暑期学术演讲会。此次演讲会“延聘知名之士，各

抒心得；不分东西学术，一一为之提要钩玄，取精用

宏。无怪听讲之众，盛极一时，洵不可多得之胜举

也”。这本集子就是要将这一年前的演讲纪录整理

汇编，合为一集，对外出版发行，以期“一以不没演

讲者之用心，使已听演讲者，得以温习一过，不致如

飘风之过耳；一以餍未听演讲者之需求，使此种有

关系之学术演讲，不至为时地所限止”。

诚如序言之后的“弁言”所言，“讲题分文、哲、

理、化、法律、政治、经济、教育、古文、词章、经学、考

据、小说、美学等十余门。讲师二十余人，莫非当代

专家、著作等身之辈。其外埠来者，有自燕北，有自

金陵，有自海上。以讲师学校计，有北大、中大、燕

大、沪江、东吴、暨南、持志、苏中等校。”不难想象，

演讲者自然都是社会名流与学者专家。

且看目录中共计 23 篇演讲内容，其中不乏

钱穆、吴梅、范烟桥、王云五、孟宪承等当世名家，

新旧派学者济济一堂，各抒己见。显然，民国的学

校暑假期间，学者们并没闲着，他们正好有时间南

来北往，忙着演讲。当然，当时胡适暂寓上海，距

苏州不远，还谈不上什么“南来北往”。事实上，

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派学者时常选择暑期赴各地演

讲，一方面固然有友朋力邀、难以推辞的客观因

素，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有学者本人的主观意愿

掺杂其中，因为暑期演讲也确实有着向社会各界

充分表达个人见解、增进其学术影响力的功用。

“弁言”中明确提到“国人梁漱溟氏著《东西文

化及其哲学》，判析详明，独具只眼；胡适之氏复加以

辩难，多所发明；凡此，均足以引起国人研究之兴

趣，而中西文化之能否沟通，遂成国人当前之重要

问题”。这样看来，集中应当辑有胡适的演讲内

容。然而，翻看“弁言”之后的目录页，却没有胡适

的演讲记录，这就颇令人感到疑惑了。

那么，胡适于 1928 年夏是否去

过苏州青年会演讲呢？或者说，胡适

与苏州青年会是怎样一种关系，可以

为其出版物欣然题签呢？须知，胡适

所题签的这本书的内容与之毫无关

联（并无其本人演讲内容），甚至还

有不少演讲内容皆为“旧文学”与

“旧文化”范畴，与其一贯倡举的“新

文学”与“新文化”颇有些格格不入。

令人费解的是，为出版物题签特别慎

重的胡适，何故对此视而未见呢？

据查证，1928年夏，胡适大部分

时间待在上海，且在上海东方图书馆

举办的图书馆学暑期讲习班上做过一

次专题演讲，题为《中国书的收集

法》。这一年暑假，胡适把大部分时间

用于学术研究，并无赴苏州演讲的记

载。不过，次年的暑期，也就是在《暑

期学术演讲集》出版的这一年，胡适偕

全家移步苏州，一方面是送长子胡祖望

就读沪江大学附校，另一方面顺道游

历、访友叙旧，也确有暑期演讲之举。

且看《胡适日记》1929 年 7 月 3

日这一天，在标题处明确备注“在苏

州”字样。当天，胡适全家人与友人

一道，游览了苏州天平山、寒山寺等

名胜。8月17日，胡适在苏州青年会

暑期演讲会中露面，为之做了终场演

讲《哲学之将来》。这次演讲，苏州的

《大光明报》于1929年8月23日予以

报道，报道中透露了简要的演讲内

容，以及当时听众的评价等。8月26

日，已经回到上海的胡适，对借寓在

苏州友人家中、即将开学的长子胡祖

望还不十分放心，写了一封长信对其

叮嘱了一番。信中有云：

“你这么小小年纪就离开家庭，

你妈和我都很难过。但我们为你想，

离开家庭是最好办法。第一使你操练

独立的生活；第二使你操练合群的生

活，第三使你自己感觉用功的必要。”

信中还特别强调了适应集体生

活的诀窍——“合群”，胡适对儿子说：

你现在要和几百人同学了，不

能不想想怎么样才可以同别人合得

来。人同人相处，这是合群的生活。

你要做自己的事，但不可妨害别人做

事。你要爱护自己，但不可妨害别

人。能帮助别人，须要尽力帮助人，

但不可帮助别人做坏事。合群有一

条基本规则，就是时时要替别人想

想，时时要想想“假使我做了他，我

应该怎样？”“我受不了的，他受得了

吗？我不愿意的，他愿意吗？”你能

这样想，便是好孩子。

——这谆谆告诫与切切关心，溢

于信笺上的字里行间，胡适把自己个

人的人生经验与作为家长的种种期

望，向爱子娓娓道来。既是慈父又是

严师的胡适，在1929年的暑期里，为

爱子异地就学以及住校生活，真真是

操碎了心。

这一年暑期，胡适在苏州备足了

“功课”，做足了“文章”。如今细细思

量，这一切乍看纯属送子就学之余的

学术交流之举，实则也是在为其爱子

就学打好“外围”、造好“氛围”的良苦

用心之举。按如今的社会关系与资

源整合的眼光来打量，胡适于 1929

年暑期为《暑期学术演讲集》题签也

罢，亲赴苏州演讲也罢，都可以说是

一种“双赢”的人生经营策略吧。

胡适送子就学
提点“时时要替别人想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