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出梅溪学堂
!"#$年春天来临的时候，一个身穿蓝

呢夹袍、绛色呢大袖马褂，脑后垂着一条细
辫子的 !%岁少年，从安徽绩溪一路风尘仆
仆来到上海，进入坐落在南市的梅溪学堂。
梅溪学堂创办人、我国早期提倡新教育的
张焕纶先生，他是这名少年已故父亲生前
最佩服的朋友。梅溪学堂当时开设国文、算
学、英文三门课；课本分别为《蒙学读本》
《华英初阶》和《笔算数学》。因为听不懂沪
语，少年被编入了最低班；其外乡口音还遭
到班上同学们嘲笑。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教国文的沈先生

给他们上课时说：“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
言，其臭如兰。这话引自《左传》。”话音刚落，忽见安徽
少年站了起来，怯声说：“这个‘传曰’是《易经》的‘系
辞传’，不是《左传》。”沈先生一愣，不由问道：你读过
《易经》？答：读过。又问：是否还读过其他经书？答：读
过《诗经》《书经》《礼记》。再问：做过文章没有？答：没有
做过。沈先生说：“我出个题目，你做做试试看。”沈先
生出的题目是“孝弟说”。安徽少年当堂完成了这篇作
文。沈先生一口气看完，对安徽少年说：“带上书包跟
我来。”他们下楼来到二班课堂。只见沈先生对执教二
班的顾先生说了些什么，后者便把安徽少年领到一个
空座位坐下。安徽少年这才知道，他已连升了四级，一
下子成了第二班学生。过了几个月，他又升入了第一
班。这位安徽少年正是胡适。此时，梅溪学堂已改名梅
溪小学。然而，就在眼看到年底就有望毕业时，少年胡
适和另外三名学生，因为拒绝接受上海道台的考试，
最后选择离开了梅溪小学。

关于为什么不愿接受上海道袁海观的考试，胡
适后来回忆，一是这年他读到了梁启超等人的书，尤
其是邹容的《革命军》，不仅读，还传抄，并自命“新人
物”，觉得已在“脑海里种下了不少革命的种子”。二
是当时有个宁波木匠周生有在黄浦滩被一个俄国水
兵无端砍杀，但判决却让胡适等学生和上海市民深
感失望，胡适他们还因此写匿名信痛骂上海道袁海
观。有此前因，他们当然不愿去接受袁海观的考试。

进入澄衷学堂
胡适在上海求学的第二所学校，是坐落在虹口

的澄衷学堂。学校由宁波镇海商人叶澄衷先生创办，
提倡并信奉八条准则：博爱、忠实、守法、庄敬、勇敢、
俭朴、整洁、愉快的。!"#&年，时任澄衷学堂总教的
白振民先生和胡适的二哥曾是同学，白先生看过胡
适在梅溪小学时的作文，对他很赏识。胡适接受了白
先生的建议，进入澄衷学堂就读。此时胡适最感兴趣
的课程不是文史而是算学，他常在宿舍熄灯后，点起
蜡烛继续做习题。由于成绩出色，他得以跳班。

学校国文教员杨天骥先生对胡适这个少年学生
同样激赏，不时鼓励他多读书、勤思考。杨先生向学生
们推荐经吴汝纶删节、严复译的《天演论》，并以“物竞
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为题，布置作文。胡适后来
说，当时读《天演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
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
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
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
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
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
人的心和血”。
胡适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他原

来在学堂里的名字是胡洪骍。有一天他请二哥为他
起个表字，二哥说，就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
“适”字好不好？胡适一听很高兴，就用了“适之”之
名。后来发表文章，偶用“胡适”作笔名，!"!#年考留
美官费时，正式用“胡适”这个名字。在澄衷学堂求学
期间，除了严复，胡适觉得另外给他以较大影响的当
数梁启超，尤其是后者写的《新民说》和《中国学术思
想变迁之大势》。其时少年胡适已觉得梁启超的“‘新
民’的意义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胡适坦陈《新民
说》极大地开拓了他的视野，“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
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
想变迁之大势》则让胡适知道除了“四书”“五经”，中
国还有学术思想。他后来写作《中国哲学史》的“种
子”，就是当时播下的。最让胡适难忘的，是他在澄衷
学堂求学期间，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和算学基础。
和在梅溪小学的经历相似的是，胡适在澄衷学

堂只待了一年半，也是不到毕业便离开了。离开前，
胡适已是班长，为了学校的事，他不时与学校办事员
起冲突，弄得很不愉快。又有一次，班上一名同学因
故被学校开除。胡适觉得处理过重，向白先生提意见
无效后，又写信抗议。结果受到白先生公开批评，还
被学校记大过。尽管胡适知道白先生内心是爱护他
的，但还是觉得很受伤，就不想再待在这里。恰巧此
时，胡适得知中国公学夏季要招考，又有朋友劝他报
考中国公学，这更坚定了胡适离开澄衷学校的决心。

考取中国公学
!"#&年，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中国留

学生规则，中国留学生认为此举有辱中国，
顿起风潮；来自湖南的陈天华因此愤而投
海，以悲壮的牺牲，呼吁国人努力救国。部
分留学生受到震动，愤然回国，主张在国内
办一个公立大学。这就是 !"#'年春天，在
上海老靶子路（今武进路）黄板桥北开学的中
国公学，校舍系租赁；资金多赖社会人士赞
助。初时由于理解者少，赞助亦少，所以办
学一个多月就陷入绝境。公学干事姚弘业先
生激于义愤，于 %月 !%日投江自杀，遗书
中言“我之死，为中国公学死也”。姚先生
的死和遗书引起社会震动，舆论也对其表示
敬意，赞助者纷伸援手，办学伊始的中国公
学，才得以度过危机。

!"#'年夏天，离开澄衷学校的胡适考入
中国公学。那年国文考题为“言志”，监试者是
总教习马君武先生。马先生阅览胡适试卷后，
忍不住给其他老师传阅，大家都觉得中国公
学“得了一个好学生”。在胡适印象中，“中国
公学是第一个用‘普通话’教授的学校”。他自
己也在中国公学学会了说普通话。这里给了
在同学中年龄最小的胡适愉快的体验。他说
“中国公学创办的时候，同学都是创办人，职
员都是同学中（推）举出来的，所以没有职员
和学生的界限。当初创办的人都有革命思想，
想在这学校里试行一种民主政治的制度。姚
弘业烈士遗书中所谓‘以大公无我之心，行共
和之法’，即是此意”。
暑假过后，胡适住进了他在上海求学的

第三所学校中国公学。入学不久，胡适就和
一个来自外省，名叫钟文恢的同学相熟了。
钟文恢告诉胡适，他们在学校组织了一个竞
业学会，目的是“对于社会，竞与改良；对
于个人，争自濯磨”。会所设在校外北四川
路厚福里；他本人是会长，并介绍胡适加入
这个协会。胡适渐渐知道，住在会所的多是
革命党；会刊《竞业旬报》的宗旨明为振兴
教育、提倡民气、改良社会、主张自治，但
胡适清楚，“其实这都是门面语，骨子里是要
鼓吹革命。他们的意思是要‘传布于小学校
之青年国民’，所以决定用白话文”。钟文恢
鼓励胡适为会刊撰稿，胡适信奉“做文字
（章）必须要叫人懂得”的观念，写白话文
正好与他这一观念相契合。于是，!"#'年 "

月 !!日出版的第一期《竞业旬报》上，胡
适用化名发表了一篇通俗“地理学”的文
章，这是胡适的第一篇白话文字。不知是
不是用白话文写作特别能激发灵感，胡适
一发不可收，还萌生了创作长篇小说的欲
望，题目就叫《真如岛》；用意是“破除
迷信，开通民智”。这部计划写四十回的
章回体小说从《竞业旬报》第三期开始连
载。由于刊物办到第四十期停刊，所以胡
适的《真如岛》没有写至终篇。但即使如
此，许多年后胡适说，回头看当年他发表
在《竞业旬报》上的那些文字，“真有如

同隔世之感。”
可见胡适求学

中国公学期间，为
《竞业旬报》撰稿于
他一生思想发展的
重要。他还说，在中
国公学“这一年多的
（撰稿）训练给了我
自己绝大的好处。白
话文从此成了我的
一种工具”。中国公
学的求学经历，也促
成他后来“走上了文
学史学的路”。

筹备中国新公学
!"#(年 "月，中国公学因各种矛

盾突起，尤其是校方对学生的压迫之
举，最终引发风潮，导致大多数同学退
学，胡适亦在其中，还不满十七岁，虽
然换了三个学堂，却始终没得着一张
毕业证书。当时胡适只要不退学，第二
年就可以毕业。
几乎与此同时，退学学生已在推

举干事筹备并很快创办起了“中国新
公学”。身为学生的胡适兼任《竞业旬
报》编辑，并有偿教英文。因为创立背
景不同，加上经济困境，这时候中国公
学吴淞新校舍已在兴工开建，老公学
干事之一张邦杰先生力主调停两所公
学，召回退学学生。新公学董事长李平
书先生眼见新校经济陷于困境，也赞成
有条件调停合并。胡适后来回忆道：“中
国新公学在最困苦的情形之下坚持了
一年多，这段历史是很悲壮的。”合并时
新公学解散，胡适拿到两三百元欠薪。
当时有许多学生不愿回老公学，包括胡
适。不久他进入华童公学担任教职。但
因“忧愁烦闷”，加上年少迷茫，胡适跟
着“一班浪漫的朋友”沾染上了一些恶
习。直到有一晚因喝醉“闹出乱子”被抓
进巡捕房，胡适才幡然醒悟，从此改邪
归正。这时传来清华学校留美庚款考试
的消息，胡适在师友和家人鼓励下，积
极备考，考取官费留学生。从而实现了
他人生中的一次华丽转身。

后记!!!

数年后! 在陈独秀向时任北大校

长蔡元培的热情推荐下! 胡适来到北

京大学担任文科教授! 成为一名著名

学者"回望来时路!胡适不仅出生于上

海!他的知识和学术始发地也在上海"

从某种意义上说! 上海为胡适提供了

他日后的文化人生起飞的坚实跑道"

他在上海发表的第一篇白话文! 也推

动了上海新文学的日益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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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为著
名学者胡适建立
求学档案，上海
绝对是个绕不过
去的“重镇”。尽
管胡适没有在这
里获得一纸正式
毕业文凭，但少
年胡适在上海的
求学经历，尤其
是所接受的教
育，却给他日后
的发展，提供了
“起飞”的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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