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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霍賀（1979 ～），男，漢族，2014 年畢業於南京大學歷史學系，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研究方向

為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現在華北水利水電大學思想政治教育學院任教。

提    要

在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上，胡秋原是一位具有相當影響和極具研究價值的人物。他少年

時期受新文化運動自由、民主和科學價值觀的影響，奠定了思想上的自由主義底色。進而鍾情

於五四後期在中國廣泛傳播的馬克思主義和其他激進革命學說，視其為救國救民之道，並一度

投身於革命風潮之中。但對獨立人格的追求和對自由理念的癡迷，又讓他在民族危機日益嚴峻、

社會矛盾不斷加劇的現實面前，陷入迷惘與困頓。為此，作為文化人的他，從文藝和史學理論

方面的路徑入手，對自己思想上的迷惘作一釐清。他首先參與「文藝自由論辯」，成為「人道主

義文藝觀」的主要提倡者；繼而以《讀書雜誌》為陣地，組織開展了在民國思想史、學術史上

頗具影響的中國社會性質的討論和中國社會史論戰；抗戰爆發後又積極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之

中，在此期間，他從比較中西文化的視角探索抗戰建國之道，提出了超越傳統、超越西化、超

越俄化，走中國自己發展道路的主張。

因他對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政權抱有深刻的疑慮和不信任，1949 年離開大陸遠赴臺灣，此後

多年致力於文化和文化史方面的研究，但仍不忘情政治，並以其特有的家國情懷對中國的發展

進行不懈的思索，也是臺灣思想文化界頗有影響的人物之一。大陸改革開放後，他也是最早來

大陸探訪的文化名人之一。可以說，自 20 世紀 20 年代以來，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許多重要

問題上，胡秋原都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在近現代思想文化史上理應據有其一席之地。然而，儘

管他在思想文化界頗為活躍，也有一定影響，但卻是個不得志的「失敗者」。他畢生對「超越之

路」理想的求索，希望調和兩個極端、謀求「中間道路」的願景，一直處在不斷碰壁之中。不

過，也正因為這樣，胡秋原的命運和遭遇，實際上也成為中國歷史上那個時代很多像他那樣抱

此理想的一代知識人命運的寫照。由於眾所週知的原因，像胡秋原這樣立場曖昧不明的「中間

人士」，一個政治上的失意人和失敗者，以往學界關注和研究都相當薄弱，對他們歷史所起的作

用和價值也缺少公正客觀的評說，筆者主要為彌補此缺陷而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