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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與中國新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一、 主辦單位 
香港珠海學院 
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胡適研究會 
台灣中研院胡適紀念館 

二、會議日期：2016年12月16日至19日 

三、會議地點：北京大學 

四、 會議日程 

12月17日         

8:00-9:00 學者報到（北京大學第二體育館地下報告廳） 

9:00-9:40 開幕式 
主持人：鄧小南（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致開幕詞：王 博（北京大學校長助理、社會科學部部長） 
嘉賓發言： 

1. 耿雲志（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近代史所研究員） 
2. 李又寧（美國聖約翰大學亞洲研究所所長、教授） 
3. 李龍鑣（香港歷史學會榮譽會長） 
4. 蔡木森（北京大學安徽校友會會長） 
5. 鄧昭祺（香港珠海學院文學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 

9:40-10:00 合影 
10:00-12:00 第一場討論會 

主 題：胡適與中國新文化（一） 
主持人：黃克武（中央研究院近史所） 
評議人：張寶明（河南大學） 
發言人：  

1. 汪榮祖（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胡適與新文化運動：功與過》 

2. 孫 郁（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在文學改良的背後》 

3. 王晴佳（美國羅文大學歷史系） 
   《論胡適的國際影響：以1917—37 年間〈紐約時報〉的報

導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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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中江（北京大學哲學系） 
   《自然、人事和倫理：胡適東西方語境下的“自然主義”立場》 

5. 章 清（復旦大學歷史系） 
   《“造新因”：胡適對建構“社會重心”的省思》 

6. 莫雲漢（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 
   《胡適“八不主義”的反思》 

14:00-15:30 第二場討論會 
主 題：胡適與中國新文化（二） 
主持人：孫 郁（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評議人：沈衛威（南京大學中文系） 
發言人： 

1. 陳平原（北京大學中文系） 
《鸚鵡救火與鑄劍復仇——魯迅與胡適的濟世情懷》 

2. 羅志田（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胡適與梁漱溟對世界文化的認知》 

3. 張寶明（河南大學） 
      《讀者‧作者‧編者：三重維度下的胡適與〈新青年〉》 

4. 江勇振（美國德堡大學歷史系） 
      《胡適、〈鏡花緣〉、性別意識》 

5. 歐陽哲生（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胡適的北京情緣——一個新文化人在北京的生活史》 

15:50-17:20 第三場討論會 
主 題：胡適與中國現代政治 
主持人：章 清（復旦大學歷史系）   
評議人：胡  成（南京大學歷史學系） 
發言人：  

1. 周質平（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 
   《張弛在自由與威權之間：胡適、林語堂與蔣介石》 

2. 陳漱渝（魯迅博物館） 
   《萬山不許一溪奔——以蔣經國1956 年清算胡適為中心》 

3. 楊天石（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歷史研究所） 
 《雷震、胡適與〈自由中國〉半月刊》 
4. 黃克武（中央研究院近代歷史研究所） 
  《蔣中正、陳誠與胡適：以“三連任”問題為中（1956-1960）》 
5. 沈衛威（南京大學中文系） 
  《重識胡適棄校南下與平津學人去留》 

12月18日 

08:30-10:00 第四場討論會（第一組） 
主 題：胡適思想與中國現代教育 



3 
 

主持人：何邦立（何宜慈科技發展教育基金會） 
評議人：錢元強（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發言人：  

1. 胡 軍（北京大學哲學系） 
 《胡適“爭取學術獨立十年計畫”之現代解讀》 
2. 何卓恩（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現代大學之夢：胡適思想的另一個視角》 
3. 張太原（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 
 《胡適與國民黨的黨化教育》 
4. 張翼星（北京大學哲學系） 
 《胡適對蔡元培大學教育思想的貢獻》 
5. 區志堅（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 

   《經典文化的不同詮釋：胡適與南高學術群體的論爭》 
6. 楊金榮（南京大學出版社） 

   《胡適與南京高師暑期學校》 
7. 胡 成（南京大學歷史系） 
 《胡適與羅氏駐華醫社》 

第五場討論會（第二組） 
主 題：胡適與中國現代思想研究 
主持人：鄧昭祺（香港珠海學院文學與社會科學學院） 
評議人：陸發春（安徽大學歷史系） 
發言人：  

1. 彭姍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政治工具主義的內在張力：胡適對杜威政治哲學的理解與

闡釋》 
2. 李建軍（商務印書館） 
 《胡適“容忍即自由”的論述及其背後》 
3. 孟彥弘（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胡適的政治立場及其對國共兩黨的態度——讀〈胡適日記

全編〉》 
4. 鄧麗蘭（南開大學歷史學院） 

《胡適、張伯苓與平津市民治促進會——兼論戰後城市自治

運動的地方性》 
5. 林建剛（重慶文理學院文化與傳播學院） 
 《胡適容忍理念的形成歷程》 
6. 許治英（中山大學法學理論與法律實踐研究中心） 
 《美國大選：進步時代與胡適政治思想雛形的形成》 

10:20-12:00 第六場討論會（第一組） 
主 題：胡適與現代歷史人物研究 
主持人：胡 軍（北京大學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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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議人：吳展良（台灣大學歷史系） 
發言人：  

1. 宋廣波（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胡適與蔣介石》 

2. 錢元強（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抗戰時期胡適、錢端升出使美歐記》 

3. 秦素銀（新文化運動紀念館） 
   《胡適、錢玄同與新式標點符號的創設》 

4. 趙建永（天津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從胡適與湯用彤往來通信看他們的學術交往》 

5. 山口榮（日本跡見女子大學文學院） 
   《胡適と鈴木大拙》 

6. 何邦立（何宜慈科技發展教育基金會） 
   《胡適與林可勝——兼論對臺灣醫療衛生制度的影響》 

7. 吳 浩（北京外國語大學絲綢之路研究院） 
   《試析新文化運動在徽州的接受——對胡適與胡晉接、黃宗

培來往書札等的考察》 
第七場討論會（第二組） 
主 題：胡適與中國現代人文學術 
主持人：孟彥弘（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評議人：葉 雋（同濟大學人文學院） 
發言人：  

1. 陸發春（安徽大學歷史系） 
 《啟蒙歷史：胡適新文學敘事歷史的模則行立》 
2. 李少兵（南開大學歷史學院） 
 《“據”、“義”之辨：胡適論佛與佛論西學》 
3. 鄒新明（北京大學圖書館） 
 《胡適留美期間讀書藏書編年》 
4. 張永超（鄭州大學哲學系） 
 《“新文化”語境下中國哲學研究的方法論困境及其重建可

能——兼論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價值與限度》 
5. 秦燕春（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 
 《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作為問題與方法的“胡適與女性”》 
6. 朱中原（《中國書法》編輯部） 
 《新與舊、有意與無意之間——胡適書學思想鈎沉》 
7. 張書克（北京市中銀律師事務所） 
 《大使書生：胡適任駐美大使期間的讀書生活》 

14:00-15:30 第八場討論會 
主 題：胡適與中國新文化（三） 
主持人：王晴佳（美國羅文大學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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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議人：江勇振 
發言人： 

1. 胡 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2016 年胡適研究小議》 

2. 吳展良（台灣大學歷史系） 
《In Conflicts with Western Rationality : The Trouble of Hu 

Shih, Leader of the Chinese Modernists》 
3. 緒形康（日本神戶大學） 

《胡適對儒教起源的詮釋學》 
4. 鄧昭祺（香港珠海學院文學與社會科學學院） 

《王梵志的異代知音——胡適》 
5. 葉 雋（同濟大學人文學院） 

《易卜生戲劇該怎樣理解？——以胡適、魯迅的討論為中心》 
6. 陳 勇（上海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民國時期關於老子其人其書的討論——以胡適與錢穆的爭

論為考察中心》 
15:50-16:20 閉幕式 

主持人：王元周（北京大學歷史系） 
    渠敬東（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發言人： 

1. 潘漢唐（香港亞太台商聯合總會） 
    參會感言 

2. 宋廣波（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第一小組總結 

3. 潘邦正（香港珠海學院亞洲研究中心） 
    第二小組總結 

4. 歐陽哲生（北京大學歷史系） 
    會議綜述 
自由發言 

16:20-17:30 赴賽克勒博物館：參觀「胡適與北大」專題展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