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適全集：胡適中文書信集》冊1勘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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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07年10月14日）
第3-4行 黯然魂消 黯然魂銷

13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07年10月）
第1-2行 近仁先生老叔大人：

侍右

近仁先生老叔大人侍右：

13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07年10月）
第5行 擬韻奉和 擬次韻奉和

13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07年10月）
第5行 因此一律 因以一律

13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07年10月）
倒數第4行 佳句例瓊琛 佳句例瓊瑤

13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07年10月）
倒數第1行 幸老叔大加筆削，為禱。） 幸老叔大加筆削為禱。　騂白）

14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07年10月）
第1行 附向錄紙尾 附錄帋尾

14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07年10月）
第5行 共讀之抑一樂歟 共讀之，抑一樂歟

14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07年）
第4行 聊借 聊藉

18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08年7月31日）
倒數第7行 既有意與吾家為姻眷 既與吾家為姻眷

19 〈胡適致程春度函〉（

1908年12月30日）
第3行 糊口之計 餬口之計

20 〈胡適致程春度函〉（

1908年12月30日）
第10行 可為母一哭也 可為一哭也

27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09年9月4日）
第3行 今仍未得 今乃未得

27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09年9月13日）
倒數第1行 及二　嫂 及　二嫂

28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09年9月13日）
第8行 岳婿 岳壻

29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09年9月28日）
第6行 假然 儼然

29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09年9月28日）
第7行 改日再繳 改日面繳

29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09年9月28日）
倒數第4行 死何如 生死何如

32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09年）
倒數第4行 愛何由生此，　叔不讀名學之故

耳。

愛何由生，此　叔不讀名學之故

耳。

32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09年）
倒數第1行 哀弦 哀絃

37 〈胡適致姚康侯函〉（

1910年5月）
第3行 殊無足以奉告者 殊無以奉告者

37 〈胡適致姚康侯函〉（

1910年5月）
第3-4行 Baldwin氏，讀本第四冊見有 Baldwin氏讀本第四冊，見有

38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0年6月30日）
第7行 糊口 餬口

39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0年6月30日）
第9行 糊口 餬口

42 〈胡適致胡紹庭等人

函〉（1910年9月25
日）

第1行 暮僑 慕僑

42 〈胡適致胡紹庭等人

函〉（1910年9月25
日）

第4-5行 Cornell University所在地也。 Cornell University所在也。

43 〈胡適致胡紹庭等人

函〉（1910年9月25
日）

第7行 今日韓已合併矣 今日韓已合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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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胡適致胡紹庭等人

函〉（1910年9月25
日）

第8行 無睹 無覩

43 〈胡適致胡紹庭等人

函〉（1910年9月25
日）

第3段第2行 遊美預備學校 游美預備學校

43 〈胡適致胡紹庭等人

函〉（1910年9月25
日）

第3段第4行 痊癒 痊愈

44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0年10月中旬）
第8行 之嘆 之歎

44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0年10月中旬）
倒數第5行 一紙 一帋

45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0年10月29日）
倒數第7行 願丁令歸來河山如歸 願丁令歸來河山如舊

46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0年10月29日）
第7行 Itbaca Ithaca

48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0年）一
第1行 別贈言 臨別贈言

48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0年）二
第3行 唯以課忙 惟以課忙

48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0年）二
第11行 贈諸 贈詩

48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0年）二
倒數第5-6行 則尤難矣，吾　叔 則尤難矣，　吾叔

48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0年）二
倒數第4行 匆匆奉聞即祝 匆匆奉聞；即祝

51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1年1月7日）
第6行 可作罷論 可作為罷論

51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1年1月15日）
倒數第1行 都未能克洽 都未能克治

52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1年1月15日）
第2行 雖勉力行 黽勉力行

52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1年1月15日）
第2行 望足下 尚望足下

52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1年1月15日）
第4行 極所感激： 極所感激；

52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1年1月15日）
第3段第1行 不敢問之 不敢向之

52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1年1月15日）
第3段第2行 乞代致意如何？ 乞代致意何如？

52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1年1月15日）
第4段第2行 已足征一日之進境 已足徵一日千里之進境

53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1年1月30日）
第5行 槓子 扛子

54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1年1月30日）
第8-9行 不致食羶矣 不致食羶酪飲矣

54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1年2月23日）
第4行 又官府申送 又非官府申送

54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1年2月23日）
倒數第2行 孤零 孤露

55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1年2月23日）
第5行 譜事想大忙偶有暇晷望以書來 譜事想大忙，偶有暇晷，望以書來

55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1年3月7日）
標題 （1911年3月7日） （1911年2月7日）

55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1年3月7日）
倒數第2行 讀之數月，惟“Mathew”之五、

六、七三章

讀之數月，毫無趣味，惟“Mathew”
之五、六、七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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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1年3月7日）
第3行 尚有 當有

56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1年3月7日）
第2段倒數第1行 一旦無所事事，幸假期無多 一旦無所事事，反覺不便，幸假期

無多

57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1年3月）
標題 （1911年3月） （1911年2月26日）

57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1年3月）
第12行 消遙 逍遙

58 〈胡適致江冬秀函〉（

1911年4月22日）
第2行 第一次　寄姊書 第一次寄　姊書

59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1年4月）一
倒數第1行 弟適頓 弟適頓首

60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1年4月）二
第2行 功課 工課

60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1年4月）二
第8行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60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1年5月3日）
第4行 江南已當春暮 江南已當春莫

61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1年5月19日）
第4-5行 成來對汝嘆 今來對汝嘆

61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1年5月19日）
第5行 飄飄白絲裾 飄　白練裾

61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1年5月19日）
第6-7行 況復氣候惡 旦夕殊寒溫 況復氣候惡，旦夕殊寒溫

61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1年5月19日）
第7行 明朝日果果 明朝日杲杲

62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1年5月）
標題 （1911年5月） （1911年5月17日）

62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1年5月）
第5行 日本敢稱雅東亞 日本敢稱雄東亞

62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1年5月）
第8行 猶為 尤為

62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1年5月）
倒數第2行 夏間擬以草創格局 夏間擬為草創格局

62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1年5月）
註12第2行 頁19-20 頁20-21

64 〈胡適致章希呂函〉（

1911年6月17日）
第2-3行 此間地高，氣爽天寒，有圍爐

者。

此間地高氣爽，天寒有圍爐者。

64 〈胡適致章希呂函〉（

1911年6月17日）
第8行 沈毅少年 沉毅少年

67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1年6月21日）
第2行 問志 同志

68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1年7月12日）
倒數第11行 名干豐． 名幹豐，

68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1年7月12日）
倒數第10行 好施而不責服 好施而不責報

68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1年7月12日）
倒數第1行 意氣即慘然何可退也？」 意氣即慘然弗舒，至是益憔悴，遂

病。而讀書仍不少輟，嘗曰：「為

學宜猛進，何可退也？」

68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1年7月12日）
倒數第1行 家人乃促其 家人乃促之

69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1年7月12日）
第1行 歸來一年 歸未一年

69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1年7月12日）
倒數第10-11行 令我肝場斷 令我肝腸斷

69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1年7月12日）
倒數第3行 我今居此郊 我今居此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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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1年9月22日）
第4行 一併 一并

70 〈胡適致章希呂函〉（

1911年12月15日）
標題 （1911年12月15日） （1912年12月15日）

71 〈胡適致章希呂函〉（

1911年12月15日）
第4行 望塵莫及之嘆也， 望塵莫及之歎也。

71 〈胡適致章希呂函〉（

1911年12月15日）
第5行 頗有微詞。 頗有微詞，

71 〈胡適致章希呂函〉（

1911年12月15日）
第5行 遍讀 徧讀

75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2年1月27日）
標題 （1912年1月27日） （1912年12月9日）

76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2年1月27日）
第4行 如始蓀 如怡蓀

76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2年1月27日）
第4段第1-2行 Utilitaria-nism Utilitari-anism

76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2年1月27日）
第4段第5行 初不恤矣 初不之恤矣

76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2年1月27日）
倒數第7行 而作善 與作善

76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2年1月27日）
倒數第2行 到身誠摯 側身誠摯

77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2年1月27日）
倒數第14行 余人 餘人

77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2年1月27日）
倒數第6行 梁之詒 梁士詒

77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2年1月27日）
倒數第3行 任叔文 任叔文［任叔永］

78 〈胡適致章希呂函〉（

1912年2月6日）
標題 （1912年2月6日） （1913年2月6日）

78 〈胡適致章希呂函〉（

1912年2月6日）
第2行 羅君英虔 羅君英處

78 〈胡適致章希呂函〉（

1912年2月6日）
倒數第4行 愧對馮驩德未酬 愧我馮驩德未酬

78 〈胡適致章希呂函〉（

1912年2月6日）
倒數第3行 棄農政習哲學文學 棄農改習哲學文學

78 〈胡適致章希呂函〉（

1912年2月6日）
倒數第2行 再當習專門工夫 再當為專門工夫

79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2年3月24日）
標題 （1912年3月24日） （1913年2月6日）

79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2年3月24日）
第4行 寄則自去年以來 實則自去年以來

87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3年3月7日）
標題 （1913年3月7日） （1913年1月30日）

87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3年3月26日）
標題 （1913年3月26日） （1911年3月26日）

89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3年6月14日）
倒數第11行 几上電 几上之電

90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3年6月14日）
倒數第11行 留學生年報 留美學生年報

92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3年8月3日）
倒數第3行 所得者 現所得者

97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4年1月22日）
第13行 何為為 何者為

97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4年1月22日）
註1第1行 日期據《胡適日記》為1914年1月

23日
日期據《胡適日記》1914年1月23日

99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4年1月22日）
第5行 又有損益 又有所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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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4年5月11日）
標題 （1914年5月11日） （1913年5月11日）

104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4年5月11日）
第4行 或可 可或

104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4年5月12日）
標題 （1914年5月12日） （1914年5月2日）

104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4年5月12日）
倒數第1行 適兒 適兒

五月初二日

106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4年5月20日）
第7行 托其 託其

106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4年5月20日）
倒數第5行 惟不可必耳， 惟不可必耳。

106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4年5月20日）
倒數第5行 得獎賞事奉告。 得獎賞事奉告，

111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4年6月5日）
第14-15行 上所援引史事 上所云援引史事

112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4年6月5日）
倒數第3行 適頓首 弟適頓首

114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4年6月18日）
第13行 惟見小潺湲 惟見水潺湲

114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4年6月18日）
倒數第4行 冷洌 冷冽

115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4年6月18日）
倒數第4行 特此謝嬋娟 持此謝嬋娟

118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4年7月23日）
第3行 相曾 想曾

118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4年7月23日）
第6行 哀情小說 哀愴小說

118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4年7月23日）
第6行 先睹為快 先覩為快

118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4年7月23日）
第8行 不用則鈍廢如鐘錶中機械 不用則鈍廢；如鐘錶中機械

118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4年7月23日）
倒數第8行 並未 并未

122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4年8月9日）
第4行 未作書矣， 未作書矣。

122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4年8月9日）
第6-7行 寫信告知其事如下 寫信告知，其事如下

123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4年8月9日）
第3行 夜生石磴 夜坐石磴

129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5年2月18日）
倒數第9行 讚歎不已 贊嘆不已

129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5年2月18日）
倒數第3-5行 附上封面數紙可用以寄郵也（贈

品不在多），乞母寄黃柏山茶或

六瓶或四瓶（每瓶半斤足矣）及

蜜棗四盒，以便分贈也。

附上封面數紙可用以寄郵也。（贈

品不在多，乞　母寄黃柏山茶或六

瓶或四瓶每瓶半斤足矣，及蜜棗四

盒，以便分贈也。）

133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5年3月22日）
第7行 一班 一班［斑］

135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5年4月28日）
倒數第2行 適兒拜 兒適拜

136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5年5月19日）
倒數第1行 則兒終身鰥居無疑矣。 則兒終身鰥居無疑矣。……以上各節

，以母書中有「時勢使然，惟望爾

曲諒此中苦心而已」，故書近年來

閱歷所得之言，以釋　吾母之疑慮

焉。

138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5年7月13日）
第12-13行 不出此巢臼 不出此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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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5年7月13日）
倒數第10-11行 其書以《九命奇冤》、《恨海目

睹之怪現狀》為最怪現狀，亦是

《儒林外史》一派

其書以《九命奇冤》、《恨海》、

《目覩之怪現狀》為最，《怪現

狀》亦是《儒林外史》一派

138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5年7月13日）
倒數第5-6行 均未寓目不敢妄為。月旦 均未寓目，不敢妄為月旦。

139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5年7月13日）
第5-6行 看其寫生狀物置之司各得、迭更

司書中何有愧色？

看其寫生狀物，置之司各得、迭更

司書中，何有愧色？

139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5年7月13日）
第9行 看其寫纖屑細事何等精密 看其寫纖屑細事，何等精密

139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5年7月13日）
第12-13行 看其政治思想之新介新云者取法

於西方大家名著。

看其政治思想之新，介新云者取法

於西方大家名著。

139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5年7月13日）
倒數第11行 可嘆 可歎

139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5年7月13日）
倒數第8行 看其人物如蔣平、智化何等生

動。

看其人物如蔣平、智化，何等生

動。

140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5年7月13日）
第11行 《儒林外史》次之 而《儒林外史》次之

140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5年7月13日）
第13行 《柏林之圍》一篇 〈柏林之圍〉一篇，

140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5年7月13日）
倒數第11行 一擊手不中 一擊不中

140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5年7月13日）
倒數第10-11行 未免近於悻悻，器小之流非所望

於老叔也。

未免近於悻悻器小之流，非所望於

老叔也。

140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5年7月13日）
倒數第8行 糊口 餬口

140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5年7月13日）
倒數第4-5行 之《自殺篇》 之〈自殺篇〉，

140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5年7月13日）
倒數第3-4行 沾沾自喜之，私老叔得勿笑其狂

妄乎！

沾沾自喜之私，　老叔得勿笑其狂

妄乎！

140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5年7月13日）
倒數第1-2行 屢邀適入社不願應之也。 屢邀適入社，不願應之也。

141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5年7月13日）
第2行 新出《詞源》一書可謂空前絕作 新出《詞源》一書，可謂空前絕作

141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5年7月13日）
第5-6行 教育童蒙亦足以報國盡力桑梓，

亦足以報國分功易事，正是此

理。

教育童蒙，亦足以報國；盡力桑梓

，亦足以報國，分功易事，正是此

理。

141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5年7月13日）
第8行 所習之事 所司之事

141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5年7月13日）
倒數第7行 糊口 餬口

142 〈胡適致《甲寅》記者

函〉（1915年7月）
第6行 小說及戲劇 小說或戲劇

142 〈胡適致《甲寅》記者

函〉（1915年7月）
第9-10行 以劇著聲聞全世界 以劇著聲全世界

142 〈胡適致《甲寅》記者

函〉（1915年7月）
倒數第6行 商榷 商搉

142 〈胡適致《甲寅》記者

函〉（1915年7月）
倒數第2行 本國人 本國人士

143 〈胡適致《甲寅》記者

函〉（1915年7月）
第1行 卒未能如願 卒卒未能如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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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胡適致《甲寅》記者

函〉（1915年7月）
第5行 按胡君所為《非留學篇》 按胡君所為〈非留學篇〉，

143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5年10月3日）
倒數第1行 既有人 惟既有人

144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5年10月3日）
第7-8行 兒久已自認為已聘未婚之人 兒久已認自為已聘未婚之人

145 〈胡適致《留美學生季

報》記者函〉（1915
年）

第2行 英文詩《墓門行》一篇 英文詩〈墓門行〉一篇

145 〈胡適致《留美學生季

報》記者函〉（1915
年）

第3行 客鸞女士 克鸞女士

145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5年）
標題 （1915年） （1914年）

149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6年1月25日）
第7行 去吾庚戌舊詞 此吾庚戌舊詞

150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6年1月25日）
第6行 紐永建戴天仇 紐永建、戴天仇

150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6年1月25日）
倒數第4-5行 言志同學 言志問學

151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6年1月25日）
第4行 無漏失精神 無漏失精神之處

151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6年1月25日）
第6行 當可得日文書籍 當可得讀日文書籍

152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6年1月25日）
倒數第6-7行 思想變遷之跡 思想變遷之迹

152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6年1月25日）
倒數第5行 而已 而已。

152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6年1月25日）
倒數第2-3行 余俟續陳 餘俟續陳

153 〈胡適致任鴻雋函〉（

1916年2月2日）
第3行 則無間斷之病矣 而無間斷之病矣

154 〈胡適致任鴻雋函〉（

1916年2月2日）
第4-5行 此意即足下所自述之意。非徒

「今夕何夕」之意而「尺素願寄

君」已也。諸句，覺原稿稍勝改

定之作。

此意即足下所自述之意，非徒「今

夕何夕」之意而已也。「尺素願寄

君」諸句，覺原稿稍勝改定之作。

155 〈胡適致任鴻雋函〉（

1916年2月2日）
第5行 〈題蓮花寺〉 〈題蓮華寺〉

155 〈胡適致陳獨秀函（論

譯書寄陳獨秀）〉（

1916年2月3日）

第3行 倘不 儻不

155 〈胡適致陳獨秀函（論

譯書寄陳獨秀）〉（

1916年2月3日）

第3行 瑰寶 瓌寶

156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6年3月15日）
第3行 二月十九號 二月二十九號

157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6年3月15日）
第1行 達觀，一切以保身體 達觀一切以保身體

158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6年4月7日）
倒數第7行 責人無己 責人無已

159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6年4月7日）
第2行 云貴檄文 雲貴檄文

159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6年4月7日）
第4段第1行 來書論洽諸子之學 來書論治諸子之學

160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6年4月7日）
倒數第3段第1-2

行

不肯於其國民、心、人、事、文

物、政治詳加考察

不肯於其國民心、人事、文物、政

治詳加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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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6年4月12日）
第2行 以近作 及近作

164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6年5月1日）
第10行 偷閒 偷閑

164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6年5月6日）
倒數第2行 寄跡狎邪 寄迹狎邪

167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6年6月19日）
第9行 國際關係研究學會 國際關係研究會

168 〈胡適致任鴻雋函〉（

1916年7月16日）
第1行 《泛湖》詩中 〈泛湖〉詩中

168 〈胡適致任鴻雋函〉（

1916年7月16日）
第3行 實則全未用氣力， 實則全未用氣力。

168 〈胡適致任鴻雋函〉（

1916年7月16日）
倒數第2行 受評者取其眼高，勿管其手低可

也。一笑。……
受評者，取其眼高，勿管其手低，

可也。一笑。

169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6年7月17日）
第2段倒數第2行 且報 日報

169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6年7月17日）
第3段第1行 惟此三事 惟有三事

169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6年7月17日）
倒數第11行 平章治政 平章政治

170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6年7月17日）
倒數第11行 每高讀 每重讀

171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6年7月17日）
第6行 不徒為君武而發（ 不徒為君武而發，（

171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6年7月17日）
第8行 為多數 為大多數

172 〈胡適致梅光迪函〉（

1916年7月22日）
第11行 古人懸樑，今人上吊 古人懸梁，今人上弔

172 〈胡適致梅光迪函〉（

1916年7月22日）
第12行 不梁 不佳

176 〈胡適致任鴻雋函〉（

1916年7月26日）
倒數第11行 吊 弔

178 〈胡適致任鴻雋函〉（

1916年7月26日）
第1行 烏中香 烏巾香

179 〈胡適致任鴻雋函〉（

1916年7月26日）
第9行 仕官 仕宦

185 〈胡適致陳獨秀函〉（

1916年8月21日）
第2行 《決鬥》一稿 〈決鬥〉一稿

185 〈胡適致陳獨秀函〉（

1916年8月21日）
第10行 不下百餘事 …… 不下百餘事。

185 〈胡適致陳獨秀函〉（

1916年8月21日）
註30第5行 《胡適全集》，卷23，頁113-

115。
《胡適全集》，卷1，頁1-3。

186 〈胡適致陳獨秀函〉（

1916年8月21日）
第9行 鱗龍 龍鱗

186 〈胡適致陳獨秀函〉（

1916年8月21日）
倒數第9-10行 如樊樊山陳伯嚴鄭蘇盦之流 如樊樊山、陳伯嚴、鄭蘇盦之流

188 〈胡適致朱經農、楊杏

佛函〉（1916年8月22
日）

第3-4行 沈鬱 沉鬱

188 〈胡適致江亢虎函〉（

1916年8月30日）
第3行 然足下 然於足下

189 〈胡適致朱經農函〉（

1916年8月31日）
倒數第2行 喝脹 喝漲

191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6年9月4日）
第4行 這個 這箇

192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6年9月7日）
第7行 所以 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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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6年9月27日）
第5行 糊口 餬口

196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6年9月27日）
第8行 其他二事 其他三事

196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6年9月27日）
倒數第10行 套話 套語

198 〈胡適致任鴻雋函〉（

1916年12月20日）
第1行 搾機 榨機

198 〈胡適致任鴻雋函〉（

1916年12月20日）
第2行 奉告 奉報

202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7年1月17日）
倒數第2行 程鑒泉 程鑑泉

203 〈胡適致朱經農、王瀓

函〉（1917年2月）
標題 〈胡適致朱經農、王瀓函〉 〈胡適致朱經農、王徵函〉

203 〈胡適致陳獨秀函〉（

1917年4月9日）
註4第2行 《胡適全集》，卷23，頁126-

128。
《胡適全集》，卷1，頁26-28。

205 〈胡適致陳獨秀函〉（

1917年4月9日）
第2行 與摩詰工部相敵 與摩詰、工部相敵

206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7年4月11日）
倒數第3行 在大學內可得 在大學月可得

207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7年4月19日）
倒數第1行 各科教長 本科各教長

208 〈胡適致陳獨秀函〉（

1917年5月10日）
註7第2行 《胡適全集》，卷23，頁130-

133。
《胡適全集》，卷1，頁34-37。

209 〈胡適致陳獨秀函〉（

1917年5月10日）
第7行 封神傳之類 《封神傳》之類

209 〈胡適致陳獨秀函〉（

1917年5月10日）
倒數第13行 薛仁貴、狄青諸書 《薛仁貴》、《狄青》諸書

210 〈胡適致陳獨秀函〉（

1917年5月10日）
第9行 《品花寶鑒》。《品花寶鑒》 《品花寶鑑》。《品花寶鑑》

212 〈胡適致許怡蓀、朱經

農函〉（1917年6月1
日）

第1行 將歸之詩一 朋友篇（將歸之詩一）

212 〈胡適致許怡蓀、朱經

農函〉（1917年6月1
日）

第2行 手足 足手

213 〈胡適致任鴻雋、楊杏

佛、梅光迪函〉（1917
年6月1日）

第2行 行業 所業

214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7年7月12日）
倒數第6行 相見之懷 相思之懷

215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7年7月14日）
第5行 閒工夫 閒空工夫

216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7年7月16日）
第3行 無以對　吾及冬秀 無以對　吾【母】及冬秀

216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7年7月16日）
第5行 意告 意告知

216 〈胡適致江冬秀函〉（

1917年7月29日）
第6行 尚未痊癒 尚未痊愈

216 〈胡適致江冬秀函〉（

1917年7月29日）
第6-7行 已早痊癒 已早痊愈

218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7年8月6日）
倒數第8行 中年以上 中年以上人

219 〈胡適致江冬秀函〉（

1917年8月18日）
倒數第1行 七月初一 七月初一日

222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7年8月31日）
第6-7行 愛閒 愛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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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7年8月31日）
第8行 舍侄 舍姪

224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7年9月5日）
第6行 兒擬俟 兒意擬俟

228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17年9月30日）
第4行 採用 采用

228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17年9月30日）
第4行 佊詖 詖佊

229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17年9月30日）
第3行 盡可 儘可

231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7年10月5日）
第9行 餘欠之款 賒欠之款

234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7年10月25日）
倒數第3行 僥倖 徼倖

235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7年10月25日）
第3行 亦儘盡夠 亦儘夠

235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7年10月25日）
第6行 大學中不能 大學中有不能

236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17年10月26日）
倒數第2行 許君《自敘》中 許君〈自敘〉中

237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17年10月26日）
倒數第1行 竹竿巷四號十月廿六日 竹桿巷四號；十月廿六日。

238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17年11月20日）
第14行 吊膀子 弔膀子

238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17年11月20日）
第16行 品花寶鑒 品花寶鑑

239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17年11月20日）
第3行 肉欲 肉慾

239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17年11月20日）
倒數第13行 盡可 儘可

244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7年）
第4行 更無人 竟無人

244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7年）
第8行 復託 復托

250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8年2月4日）
倒數第1行 適兒 適兒

 二月四日

252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8年2月10日）
第6行 紮在 扎在

254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8年2月18日）
第3行 上課後 上［下］課後

255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8年2月19日）
倒數第4行 二月十九日 二月十九

256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8年2月23日）
第4行 嫁妝 嫁粧

256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8年2月23日）
第9行 嫁妝 嫁粧

259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8年2月28日）
第3行 我在家時。 我在家時，

259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8年3月1日）
倒數第2行 永侄 永姪

260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8年3月1日）
第4行 不應常常煩他， 不應常常煩他。

260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8年3月1日）
第4行 永侄 永姪

262 〈胡適致江冬秀函〉（

1918年3月6日）
第7行 裝在一起 裝在一處

262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8年3月6日）
第4行 一百零五元 一百○﹒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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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8年3月16日）
第4行 痊癒 痊愈

265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8年3月16日）
第7行 痊癒 痊愈

265 〈胡適致江冬秀函〉（

1918年3月17日）
第5-6行 還該把思永帶來，可使母親與秠

嫂

還該把思永帶來，把他帶了來，可

使　母親與秠嫂

267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8年3月17日）
倒數第7行 極為哀婉 極為哀惋

268 〈胡適致江冬秀函〉（

1918年3月21日）
第1行 冬秀如見： 冬秀：

270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8年3月22日）
倒數第5行 喝彩 喝采

270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8年3月23日）
倒數第4行 北京有幾個月沒下雨了今晚忽然

下雨，

北京有幾個月沒下雨了。今晚忽然

下雨，

271 〈胡適致江冬秀函〉（

1918年3月27日）
第3行 「裹」 「裏」

272 〈胡適致張厚載函〉（

1918年3月27日）
第4行 窒碍性靈之外 窒碍性靈之處

272 〈胡適致張厚載函〉（

1918年3月27日）
倒數第4行 西洋詩體 西詩體

272 〈胡適致張厚載函〉（

1918年3月27日）
倒數第3行 盡儘量 儘量

274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8年4月3日）
第2行 為耘圃 與耘圃

275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8年4月3日）
倒數第3-4行 又加以家嫂之死心緒極惡 又加以家嫂之死，心緒極惡

275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8年4月3日）
倒數第1行 勿為外人言。 勿為外人言之。

276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8年4月6日）
第2行 托耘圃本帶冬秀 托耘圃帶冬秀

276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8年4月6日）
第6行 我很狠望 我狠望

276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8年4月6日）
倒數第8行 遭蹋 蹧蹋

277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8年4月6日）
第3行 丁先生夫婦 丁先生的夫婦

278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8年4月7日）
第6行 節公覆信 節公復信

279 〈胡適致盛兆熊函〉（

1918年4月10日）
第9行 入哪一途 入那一途

280 〈胡適致盛兆熊函〉（

1918年4月10日）
第2行 在一律 在於一律

281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8年4月13日）
第2行 永侄 永姪

285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8年5月2日）
第7行 固不易 雖不易

285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18年5月2日）
第8行 糊不出 餬不出

285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8年5月3日）
第6行 不耐煩了 不耐煩

287 〈胡適致陶孟和函〉（

1918年5月8日）
第4行 事跡 事蹟

290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8年5月24日）
第7行 攤賬 攤帳

290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8年5月24日）
第7行 每月一次起息 每月一分起息

290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8年5月24日）
第7行 令抽拨 分抽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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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18年5月29日）
第5行 才是 纔是

291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18年5月29日）
第5行 永能如此相待才是 永永如此相待纔是

291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18年5月29日）
註61第1行 頁94-103。 頁98-103。

292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18年5月29日）
倒數第6行 偷懶的心—— 偷懶的心，——

296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8年7月3日）
第4行 沒有閒暇 沒有閑暇

297 〈胡適、江冬秀致馮順

弟函〉（1918年7月13
日）

第10行 曹振國 曹振周

297 〈胡適致朱經農函〉（

1918年7月14日）
第4行 用的白話文體 用的是白話文體

298 〈胡適致朱經農函〉（

1918年7月14日）
第2段第5行 都成了 全成了

298 〈胡適致朱經農函〉（

1918年7月14日）
第2段第9行 這幾句話裡裏 這幾句話裏

298 〈胡適致朱經農函〉（

1918年7月14日）
第2段倒數第2行 「聽了狠不高興」其實我 「聽了狠不高興」，其實我

298 〈胡適致朱經農函〉（

1918年7月14日）
第3段第1行 也有長生不死的」， 也有長生不死的。」

298 〈胡適致朱經農函〉（

1918年7月14日）
第3段第4行 對於一般通俗社會便同「死」的

一樣。

對於一般通俗社會，便同「死」的

一樣。

299 〈胡適致朱經農函〉（

1918年7月14日）
第3段第2行 「精華」、「糟粕」……等等 「精華」、「糟粕」等等

299 〈胡適致朱經農函〉（

1918年7月14日）
第4段倒數第1行 哪有 那有

299 〈胡適致朱經農函〉（

1918年7月14日）
倒數第4行 詩體的解放 詩體的釋放

299 〈胡適致朱經農函〉（

1918年7月14日）
倒數第2行 詩體的解放 詩體的釋放

300 〈胡適致朱經農函〉（

1918年7月14日）
第1行 些《古文筆法》 些做《古文筆法》

301 〈胡適致汪懋祖函〉（

1918年7月15日）
倒數第6行 儀征某氏 儀徵某氏

301 〈胡適致汪懋祖函〉（

1918年7月15日）
倒數第6行 剿襲 勦襲

301 〈胡適致汪懋祖函〉（

1918年7月15日）
倒數第2行 儀征某氏 儀徵某氏

302 〈胡適致汪懋祖函〉（

1918年7月15日）
第3行 「辟克匿克」等 「辟克匿克」……等

302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8年7月21日）
第7行 永侄 永姪

302 〈胡適致任鴻雋函〉（

1918年7月26日）
第2行 今又得老兄的白話信並且還 今又得老兄的白話信，並且還

303 〈胡適致任鴻雋函〉（

1918年7月26日）
第2段第3行 用白話文寫 用白話寫

303 〈胡適致任鴻雋函〉（

1918年7月26日）
第2段第5行 雖用對仗 雖用對伏［仗］

303 〈胡適致任鴻雋函〉（

1918年7月26日）
倒數第11-12行 「青塚向黃昏」難道不向白日

嗎？

「青塚向黃昏」，難道不向白日

嗎？

304 〈胡適致任鴻雋函〉（

1918年7月26日）
倒數第9-10行 文學的長短輕重 字學的長短輕重

304 〈胡適致任鴻雋函〉（

1918年7月26日）
倒數第1行 「三弦」詩 「三絃」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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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18年8月5日）
第1行 札記 劄記

307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18年8月5日）
倒數第5行 由果朔因 由果溯因

307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18年8月5日）
倒數第4行 吾國舊理論 吾國舊論理，

307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18年8月5日）
倒數第3行 勢焰方張 勢燄方張

307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18年8月5日）
註79第1行 頁104-112。 頁107-112。

308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18年8月5日）
第1行 作理論前提者 作論理前提者，

308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18年8月5日）
第2段第1行 〈如何可使國文言易於教授〉 〈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

308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18年8月5日）
第2段第2行 鐘某 鍾某

308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18年8月5日）
第2段第6-7行 趙君作論〈論吾國語能否採用字

母制及其進行方法〉，

趙君作論，論吾國語能否採用字母

制及其進行方法。

308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18年8月5日）
倒數第8行 日用語言 日用話言

308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18年8月5日）
倒數第2行 翻譯 繙譯

310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18年8月5日）
倒數第3-4行 亦未始不由於此說見所著〈文字

符號論〉。

亦未始不由於此。（說見所著〈文

字符號論〉。）

310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18年8月5日）
倒數第2行 確定 碻定

310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8年8月9日）
倒數第3行 去一躺 去一躺［趟］

312 〈胡適致黃覺僧函〉（

1918年8月14日）
第2段第7行 白話文 白話

312 〈胡適致黃覺僧函〉（

1918年8月14日）
第2段倒數第2行 著書 箸書

313 〈胡適致黃覺僧函〉（

1918年8月14日）
第1行 英國語言 英國語言文字

313 〈胡適致黃覺僧函〉（

1918年8月14日）
第3段第3行 拋棄 丟棄

314 〈胡適致慕樓函〉（

1918年8月14日）
第2行 末章又刪去 末章中又刪去

314 〈胡適致慕樓函〉（

1918年8月14日）
第6行 「馬革將尸裹」原文今刪 「馬革將尸裹」（原文今刪），

317 〈胡適致張厚載函〉（

1918年8月19日）
倒數第8行 藉音樂 借音樂

318 〈胡適致張厚載函〉（

1918年8月19日）
第6行 遣翠花 遺翠花

319 〈胡適致朱我農函〉（

1918年8月）
第2行 和字母 和用字母

322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8年9月10日）
第4行 略見一些 略見好些

324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8年9月20日）
第7行 病妊 病姙

325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8年9月26日）
第3行 《中國哲學有大綱》 《中國哲學【史】大綱》

325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8年9月26日）
倒數第7行 李懋廷 李懋延

325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8年9月26日）
倒數第6行 令侄柄文 令侄炳文

325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8年9月26日）
倒數第3行 李懋廷 李懋延

13/30



《胡適全集：胡適中文書信集》冊1勘誤表

頁數 書信題名 該書信段行 原文 更正

326 〈胡適致馮順弟函〉（

1918年9月27日）
第3行 盡可 儘可

327 〈胡適致朱我農函〉（

1918年10月4日）
第6行 最精彩 最精采

329 〈胡適致倪嗣沖函〉（

1918年10月28日）
第2段第5行 刑凳 刑櫈

329 〈胡適致倪嗣沖函〉（

1918年10月28日）
第2段第5行 用繩捆 用繩綑

329 〈胡適致倪嗣沖函〉（

1918年10月28日）
第3段第1行 在鄉時 在鄉里

330 〈胡適、陳獨秀致易宗

夔函〉（1918年10月）
第4行 較古文易解 較古文體易解

330 〈胡適、陳獨秀致易宗

夔函〉（1918年10月）
第6行 用古代文體語法為文以應用、以

表情者

用古代文體語法為文，以應用、以

表情者

330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8年11月4日）
第2行 舒柄耀 舒炳耀

333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8年12月20日）
標題 （1918年12月20日） （1919年1月20日）

333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8年12月20日）
第3行 《每周評論》 《每週評論》

333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8年12月20日）
第4行 趙歐事 赴歐事

334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8年12月26日）
第2行 隨補發 隨訃發

334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8年12月26日）
第5行 欲祭者集 欲祭者齊集

334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8年12月26日）
第10行 受弔時 受吊時

334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8年12月26日）
倒數第11行 念載故人今不夢， 念載故人今不夢。

335 〈胡適致許怡蓀函〉（

1918年12月26日）
倒數第2-3行 雲散煙消 雲散煙銷

337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18年？年16日）
標題 （1918年？年16日） （1918年？月16日）

337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18年？年16日）
第2-3行 Encyclopedia Encyclopaedia

337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18年？年16日）
第9行 現行的宋代的小說 現行的關於尉遲恭、秦叔寶、薛仁

貴等的小說都是宋代的小說

341 〈胡適致江冬秀片〉（

1919年1月9日）
第5行 明夜可到平。堂墈， 明夜可到平堂墈。

342 〈胡適致《北京大學日

刊》函〉（1919年3月3
日）

第1行 三月三日刊登了緒寶君來信 三月三日《日刊》所登丁緒寶君來

信

343 〈胡適致張厚載函〉（

1919年3月）
第3行 竟不知有這麼一回事， 竟不知有這麼一回事。

343 〈胡適致《晨報》副刊

函〉（1919年3月8日）
第4行 Laby Anne Lindsay Laby[Lady] Anne Lindsay

345 〈胡適致《晨報》副刊

函〉（1919年3月8日）
倒數第11行 人都說我的吉梅他翻船死了， 人都說我的吉梅他翻船死了！

345 〈胡適致《晨報》副刊

函〉（1919年3月8日）
倒數第10行 苦死的人兒一個。 苦命的人兒一個！

345 〈胡適致《晨報》副刊

函〉（1919年3月8日）
倒數第8行 我爹爹再三勸我嫁， 我爹爹再三勸我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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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胡適致《晨報》副刊

函〉（1919年3月8日）
倒數第6行 望得我心裏早已在那大海裏， 望得我心裏好不難過！

我的心兒早已在那大海裏，

345 〈胡適致《晨報》副刊

函〉（1919年3月8日）
倒數第2行 孤孤淒淒地 孤孤悽悽地

346 〈胡適致《晨報》副刊

函〉（1919年3月8日）
第5行 只是如死得下去 只是如何死得下去

346 〈胡適致《北京大學日

刊》編輯函〉（1919年
3月9日）

第3行 已逃至天津， 已逃至天津。

346 〈胡適致《北京大學日

刊》編輯函〉（1919年
3月9日）

第5行 全無根據的謠言， 全無根據的謠言。

346 〈胡適致《北京大學日

刊》編輯函〉（1919年
3月9日）

第6行 刊登日刊 送登日刊

346 〈胡適致《北京大學日

刊》編輯函〉（1919年
3月9日）

倒數第2行 這麼一回事， 這麼一回事。

347 〈胡適致《北京大學日

刊》編輯函〉（1919年
3月9日）

第3行 《神州通信》所說的話 《神州》通信所說的話

348 〈胡適致藍志先函〉（

1919年3月23日）
第1行 知非先生 知非先生：

348 〈胡適致藍志先函〉（

1919年3月23日）
倒數第3行 肉欲 肉慾

349 〈胡適致藍志先函〉（

1919年3月23日）
第3段第2行 依我看來 依我看來，

350 〈胡適致藍志先函〉（

1919年3月23日）
倒數第2行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

352 〈胡適致藍志先函〉（

1919年3月23日）
第9行 不能成立的）， 不能成立的）；

352 〈胡適致藍志先函〉（

1919年3月23日）
倒數第5行 牽引起來 牽引起來，

353 〈胡適致藍志先函〉（

1919年3月23日）
倒數第2行 自由變愛 自由戀愛

354 〈胡適致藍志先函〉（

1919年3月23日）
倒數第4行 這種的運動分會 這種運動的分會

357 〈胡適致藍志先函〉（

1919年3月23日）
第5段第4行 第一層 第一層，

357 〈胡適致藍志先函〉（

1919年3月23日）
倒數第2行 將來的政策 將來的政策，

357 〈胡適致藍志先函〉（

1919年3月23日）
倒數第1行 平心靜氣。 平心靜氣。（五卷八三頁）

358 〈胡適致蔡元培函〉（

1919年5月3日）
第7行 哥倫比亞大學 哥侖比亞大學

358 〈胡適致陶知行電〉（

1919年5月）
第3行 廿八 念八

359 〈胡適致張東蓀函〉（

1919年6月4日）
第2行 員警廳 警察廳

360 〈胡適致張東蓀函〉（

1919年6月4日）
第3段第1行 潘家珣 潘家洵

361 〈胡適致沈尹默函〉（

1919年6月10日）
第4行 「內行」見慣了 「內行」見慣了的，

361 〈胡適致沈尹默函〉（

1919年6月10日）
註25第2行 卷23，頁266-269。 卷1，頁154-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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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胡適致沈尹默函〉（

1919年6月10日）
第2段第1行 所以我說 所以我說，

363 〈胡適致蔡元培函〉（

1919年6月22日）
註27第4行 面交孑民 面交孑丈

366 〈胡適致汪長祿函〉（

1919年8月7日）
第3段第3行 一個「放高利債」 一種「放高利債」

369 〈胡適致毛子水函〉（

1919年8月16日）
第6行 處處存心防弊。 處處存心防弊，

370 〈胡適致高一涵、張慰

慈、章洛聲函〉（1919
年10月8日）

第4行 吊古 弔古

370 〈胡適致高一涵、張慰

慈、章洛聲函〉（1919
年10月8日）

第5行 就走了， 就走了。

371 〈胡適致高一涵、張慰

慈、章洛聲函〉（1919
年10月8日）

第7行 漸漸絕跡 漸漸絕迹

371 〈胡適致高一涵、張慰

慈、章洛聲函〉（1919
年10月8日）

第8行 「紳士架子」—— 「紳士架子」，——

371 〈胡適致高一涵、張慰

慈、章洛聲函〉（1919
年10月8日）

第11-12行 其惟秩序乎 其唯秩序乎

373 〈胡適致廖仲愷函〉（

1919年11月8日）
第2段第3行 「宗主權」 「宗主權」。

373 〈胡適致廖仲愷函〉（

1919年11月8日）
倒數第9行 言私其縱 言私其豵

373 〈胡適致廖仲愷函〉（

1919年11月8日）
倒數第7行 如抵如京 如坻如京

374 〈胡適致《晨報》函〉

（1919年11月10日）
第3行 做助語用」雖然 做助語用」，雖然

375 〈胡適致《晨報》函〉

（1919年11月10日）
倒數第12行 並用 并用

376 〈胡適致《晨報》函〉

（1919年11月10日）
第3行 故以者、字的字代之足矣。 故以者字、的字代之足矣。

376 〈胡適致《晨報》函〉

（1919年11月10日）
倒數第14行 黃道台 黃道臺

380 〈胡適致T. F. C. 函〉

（1919年）
第7-8行 最喜歡譯 最喜歡翻譯

380 〈胡適致T. F. C. 函〉

（1919年）
倒數第2-3行 幾位會員——教職員居多 幾位會員，——教職員居多，

380 〈胡適致T. F. C. 函〉

（1919年）
倒數第2行 表現說白都狠好， 表情說白都狠好。

381 〈胡適致陳懋治函〉（

1919年）
倒數第3行 根本的偷懶 根本的偷嬾

382 〈胡適致陳懋治函〉（

1919年）
第2段第2行 懂得的有千人萬人； 懂得有千人萬人：

382 〈胡適致陳懋治函〉（

1919年）
第2段第4-5行 不用掏書包 不用掉書包

394 〈胡適致胡漢民、廖仲

愷函〉（1920年1月9
日）

第1行 奉詔作。〈王制〉。 奉詔作〈王制〉。

395 〈胡適致胡漢民、廖仲

愷函〉（1920年1月9
日）

第2-3行 或至兼並 或至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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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 〈胡適致胡漢民、廖仲

愷函〉（1920年1月9
日）

第3行 以武斷於鄉曲」。 以武斷於鄉曲。」

396 〈胡適致胡漢民、廖仲

愷函〉（1920年1月9
日）

第4行 《春秋井田記》、 《春秋井田記》。

397 〈胡適等4人致北大教

職員及學生函〉（1920
年1月）

倒數第1行 匯交 彙交

397 〈胡適等55人致北大全

體教職員函〉（1920年
1月）

倒數第1行 開一個教職員全體會 開一教職員全體會

398 〈胡適等29人致北大教

職員及學生函〉（1920
年1月）

第2行 德行純潔 操行純潔

399 〈胡適等29人致北大教

職員及學生函〉（1920
年1月）

第7行 以俾生活 以裨生活

399 〈胡適等29人致北大教

職員及學生函〉（1920
年1月）

第9行 維亮察不盡。 諸維　亮察不盡。

399 〈胡適等29人致北大教

職員及學生函〉（1920
年1月）

倒數第4行 胡元倏 胡元倓

399 〈胡適等29人致北大教

職員及學生函〉（1920
年1月）

倒數第3行 熊崇熙 熊崇煦

399 〈胡適等29人致北大教

職員及學生函〉（1920
年1月）

倒數第2行 如蒙賻贈 如蒙　賻贈

399 〈胡適致胡漢民、廖仲

愷函〉（1920年1月26
日）

倒數第1行 引申出來說周畝一百畝也只和現

在的十五畝

引申出來，說「周畝一百畝，也只

和現在的十五畝

401 〈胡適致胡漢民、廖仲

愷函〉（1920年1月26
日）

第3段倒數第1行 二句 三句

401 〈胡適致胡漢民、廖仲

愷函〉（1920年1月26
日）

倒數第9行 仲愷兄 仲愷先生

402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20年1月28日）
倒數第1行 劉姥姥 劉老老

403 〈胡適等11人致北大全

體教職員函〉（1920年
2月7日）

第7行 綿薄 棉薄

404 〈胡適等11人致北大全

體教職員函〉（1920年
2月7日）

第2行 匯齊 彙齊

404 〈胡適等11人致北大全

體教職員函〉（1920年
2月7日）

第4行 北京大學教職員 北京大學教職員會

404 〈胡適致胡漢民、朱執

信、廖仲愷函〉（1920
年4月24日）

倒數第1行 匆匆 怱怱

405 〈胡適致胡漢民、朱執

信、廖仲愷函〉（1920
年4月24日）

第1行 我只好說自己 我只好說我自己

405 〈胡適致周作人片〉（

1920年4月）
第4行 W. H. Daires W. H. Dav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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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 〈胡適致周作人片〉（

1920年4月）
第4-5行 我這裡有一本Twelve Poets中有他

的四首詩，

我這裡有一本Twelve Poets，中有他

的四首詩。

405 〈胡適致周作人片〉（

1920年4月）
第5行 怎樣出色， 怎樣出色。

406 〈胡適致張東蓀函〉（

1920年5月6日）
第9行 可免相思苦， 可免相思苦。

406 〈胡適致張東蓀函〉（

1920年5月6日）
第12行 可免相思惱， 可免相思惱。

406 〈胡適致張東蓀函〉（

1920年5月6日）
第14行 他改的都錯了， 他改的都錯了。

406 〈胡適致張東蓀函〉（

1920年5月6日）
倒數第10行 不細心的錯處， 不細心的錯處。

406 〈胡適致張東蓀函〉（

1920年5月6日）
倒數第9行 他又錯了， 他又錯了。

407 〈胡適致蕭宜森函〉（

1920年6月22日）
第2行 手槍 手鎗

408 〈胡適致教務處函〉（

1920年6月23日）
倒數第7行 委託 委托

409 〈胡適致周瘦鵑函〉（

1920年7月）
第2行 Miss Harrief Miss Harriet

409 〈胡適致周瘦鵑函〉（

1920年7月）
倒數第2行 先收 先將

410 〈胡適致胡晉接函〉（

1920年8月2日）
註17第1行 （1920年10月） （1921年10月）

411 〈胡適致吳又陵函〉（

1920年9月3日）
第7行 戀愛關係—— 戀愛關係，——

412 〈胡適致吳又陵函〉（

1920年9月3日）
第1行 提去地獄 捉去地獄

412 〈胡適致吳又陵函〉（

1920年9月3日）
第3行 提去地獄 捉去地獄

412 〈胡適致吳又陵函〉（

1920年9月3日）
第3段倒數第1行 不提起了。 不提起了！

413 〈胡適致胡懷琛函〉（

1920年9月6日）
第3行 我又何必再來挨罵呢！ 我又何必再來挨罵呢？

413 〈胡適致胡懷琛函〉（

1920年9月6日）
第3段第2行 不懂得我的「新詩」了， 不懂得我的「新詩」了。

413 〈胡適致胡懷琛函〉（

1920年9月6日）
第4段第2行 末段意見—— 末段意見，——

413 〈胡適致胡懷琛函〉（

1920年9月6日）
第4段第3行 討論的價值， 討論的價值。

413 〈胡適致胡懷琛函〉（

1920年9月6日）
倒數第7行 劉先生雙聲疊韻 劉先生論雙聲疊韻

413 〈胡適致胡懷琛函〉（

1920年9月6日）
倒數第5行 都不用舉例， 都不用舉例。

413 〈胡適致胡懷琛函〉（

1920年9月6日）
倒數第4行 「望著我」押「想著我」） 「望著我」，押「想著我」），

414 〈胡適致胡懷琛函〉（

1920年9月6日）
第5行 不曾說明白， 不曾說明白。

414 〈胡適致胡懷琛函〉（

1920年9月6日）
第8行 說大話了」。 說大話了」，

415 〈胡適致谷先生函〉（

1920年9月23日）
第2行 奉托 奉託

416 〈胡適致青木正兒函〉

（1920年9月25日）
第2行 狠多過獎 狠有過獎

417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20年10月14日）
第3行 才得和平 纔得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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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20年10月14日）
第3行 三鬥 三斗

417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20年10月14日）
第6行 愁髓頻寒。 愁髓頻寒，

417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20年10月14日）
第6行 苦暗並 苦暗并

417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20年10月14日）
倒數第8行 血府逐淤湯 血府逐瘀湯

418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20年10月14日）
第11行 方才 方纔

418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20年10月14日）
倒數第8行 影像 影象

419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20年10月23日）
倒數第1行 秋蟪館詩抄 秋蟪館詩鈔

419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20年11月3日）
第3行 〈水滸論序〉 〈水滸諸序〉

419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20年11月3日）
第4行 「鳳毛麟角了」！ 「鳳毛麟角」了！

419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20年11月3日）
倒數第3行 謬謂古人論文 謬謂古人詩文

419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20年11月3日）
倒數第2-3行 寧全寧俗 寧今寧俗

420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20年11月3日）
第1行 病了─ 病了，――

420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20年11月3日）
第1行 上星期之勞動， 上星期畧畧勞動。

420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20年11月3日）
第5行 似都全祖望的 似都以全祖望的

420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20年11月6日）
第4-5行 《殷商貞卜文字考》 《殷商貞卜文字攷》

421 〈胡適致青木正兒函〉

（1920年11月11日）
第2行 寄贈 寄贈的

421 〈胡適致青木正兒函〉

（1920年11月11日）
第9行 《古拙論》 〈古拙論〉

421 〈胡適致青木正兒函〉

（1920年11月11日）
倒數第7行 冀補 翼補

421 〈胡適致青木正兒函〉

（1920年11月11日）
倒數第4-5行 兄弟看去了（他的哥哥周豫才，

假名「魯迅」，也是深知日本文

藝的人）。

兄弟看去了。（他的哥哥周豫才，

假名「魯迅」，也是深知日本文藝

的人。）

422 〈胡適致青木正兒函〉

（1920年11月18日）
第6行 影像 影象

422 〈胡適致青木正兒函〉

（1920年11月18日）
第8行 影像主義 影象主義

422 〈胡適致青木正兒函〉

（1920年11月18日）
第11行 此詩當讀： 此詩當讀：――

424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0年11月24日）
第3行 《知不足齋叢書》我新買了一

部。

《知不足齋叢書》，我新買了一

部。

424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0年11月24日）
第3行 《古今偽書考》 《古今偽書攷》

424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0年11月24日）
第4-5行 《古今偽書續考》 《古今偽書續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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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0年11月24日）
倒數第5行 計劃 計畫

424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0年11月）
第3行 我想尋求他的《九經通論》不知

此書有何版本？

我想尋求他的《九經通論》，不知

此書有何版本？

424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0年11月）
第3行 你若知道請你告我。 你若知道，請你告我。

426 〈胡適致青木正兒函〉

（1920年12月14日）
第2行 高興極了。 高興極了！

426 〈胡適致青木正兒函〉

（1920年12月14日）
第7行 《古今偽書考》 《古今偽書攷》

427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0年12月18日）
第2行 《偽書考》 《偽書攷》

427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0年12月18日）
第3行 《古今偽書考》 《古今偽書攷》

427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0年12月18日）
第6行 不適於作「表」 不適於作「表」，

427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0年12月18日）
第7行 議論體何如 議論體，何如

427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0年12月18日）
第10行 流弊 流弊。

428 〈胡適致《開闢雜誌》

函〉（1920年12月19
日）

第7行 敬啟者適披閱： 敬啟者：適披閱

428 〈胡適致《開闢雜誌》

函〉（1920年12月19
日）

第10行 貴誌之祝筆 貴誌之祝筆，

429 〈胡適致青木正兒函〉

（1920年12月24日）
第4行 全癒了 全瘉了

430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0年12月29日）
註40第1行 〈論輯錄辨偽文字書〉，冊1 〈論輯錄辨偽文字書〉，《古史

辨》，冊1
431 〈胡適致周宗嶽電〉（

1920年）
第3行 道遠難來。 道遠難來，

431 〈胡適致胡晉接函〉（

1920年）
第5行 《禘袷答問》 《禘祫答問》

431 〈胡適致胡晉接函〉（

1920年）
倒數第1行 貴族譜 貴族族譜

432 〈胡適致胡晉接函〉（

1920年）
第1-2行 雇人 僱人

432 〈胡適致陳獨秀函〉（

1920年）
第2行 到廿七夜才收到 到廿七夜始到

433 〈胡適致陳獨秀函〉（

1920年）
倒數第2行 編輯部都看 編輯部看

438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21年1月18日）
第1段倒數第1行 作一校勘記 作一〈校勘記〉

438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21年1月18日）
第2段第1行 省志 《省志》

438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21年1月18日）
第2段第2行 《庸言錄》 《庸言彔》

438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21年1月18日）
第2段第2行 四庫《存目》 《四庫．存目》

439 〈胡適致李大釗等7人
函〉（1921年1月22

日）

第4行 此信日子為十六夜 此信日子為「十六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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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 〈胡適致李大釗等7人
函〉（1921年1月22

日）

第7行 編輯部的事 編輯的事

440 〈胡適致李大釗等7人
函〉（1921年1月22

日）

倒數第9-10行 亦不反對。而絕對的不贊成停

辦。

亦不反對，而絕對的不贊成停辦，

442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1月24日）
第3行 《考信錄》已全 《攷信錄》已全

442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1月24日）
第3行 他的《考信錄》 他的《攷信錄》

442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1月24日）
第5-6行 最精彩 最精采

442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1月24日）
第6行 「偽史考」 「偽史攷」

442 〈胡適致青木正兒函〉

（1921年1月24日）
第3行 岡島璞 岡鳴璞［岡島璞］

442 〈胡適致青木正兒函〉

（1921年1月24日）
倒數第2行 岡鳴 岡鳴［岡島璞］

443 〈胡適致青木正兒函〉

（1921年1月24日）
第11行 錯誤甚多。 錯誤甚多，

443 〈胡適致青木正兒函〉

（1921年1月24日）
倒數第10行 作背景的小說—— 作背景的小說，——

444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1月28日）
第2行 《考信錄》 《攷信錄》

444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1月28日）
第5行 《考信錄》 《攷信錄》

444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1月28日）
第6行 「偽史考」 「偽史攷」

444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1月28日）
倒數第5行 至於東周以下的史料亦須嚴密評

判

至於東周以下的史料，亦須嚴密評

判

444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1月28日）
倒數第3行 《考信錄》 《攷信錄》

445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1月）
第4行 「古文經」 古文經

445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1月）
第5行 取而代之。 取而代之，

445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1月）
第7行 「今文經」 今文經

445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1月）
倒數第4行 同情。 同情﹖

447 〈胡適致青木正兒函〉

（1921年2月4日）
第5-6行 《史籍考目》 〈史籍考目〉

449 〈胡適致青木正兒函〉

（1921年2月8日）
第1行 托你 託你

451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21年3月5日）
第9行 《清宮秘史》 《法宮秘史》

452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21年3月5日）
倒數第5行 《實話報》一份， 《實話報》一份。

452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21年3月5日）
倒數第4行 白話注解 白話註解

454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4月2日）
第4行 若到館中去 你若到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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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4月3日）
第5行 「進士題名錄」 「進士題名全錄」

454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4月3日）
第8行 《耆獻類征》 《耆獻類徵》

455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4月13日）
第5行 漢滿 滿漢

456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4月13日）
倒數第8行 曹寅接駕 曹家接駕

457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4月16日）
第9行 我起初 我初起

457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4月16日）
第13行 託他 托他

457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4月16日）
倒數第6行 〈儀真縣儒學碑〉 〈儀徵縣儒學碑〉

460 〈胡適致梁啟超函〉（

1921年5月3日）
第4段第3行 回看 迴看

460 〈胡適致梁啟超函〉（

1921年5月3日）
倒數第6行 短札 短扎

462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5月5日）
第3行 曹頫 曹顒

462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5月5日）
倒數第5行 抄本 鈔本

464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5月20日）
倒數第1行 《鷦鷯庵筆塵》 《鷦鷯菴筆塵》

465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5月20日）
第11-12行 世所傳雪芹小說 世所傳曹雪芹小說

465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5月20日）
倒數第4-5行 頁數抄全 頁數鈔全

466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5月30日）
倒數第1行 紅樓夢第二回 《紅樓夢》第二回

467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5月30日）
第3行 郝即是顒 赦即是顒

467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5月30日）
第6行 雪芹即以 雪芹既以

467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5月30日）
第3段第1行 曹寅聞珍兒殤的詩 曹寅〈聞珍兒殤〉的詩

467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5月30日）
第3段第5行 ⑵頫一霑 ⑵頫―霑

467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5月30日）
第3段倒數第1行 天津所倡 天津所得

468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5月30日）
第5行 敦誠兄弟 敦誠弟兄

468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5月30日）
第6行 上面 上回

468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5月30日）
倒數第6行 應當如 當如

469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5月30日）
第2行 三、四個兩姪 三、四兩姪

469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5月30日）
第4段第1行 《傳聞》 「傳聞」

469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5月30日）
倒數第6行 大概 大抵

470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5月30日）
第9行 仿佛 彷彿

471 〈胡適致《晨報》記者

函〉（1921年6月7日）
第3行 婚禮 結婚

471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6月18日）
第6行 楊鍾義 楊鍾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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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6月18日）
第7行 富查 富察

471 〈胡適致《晨報》記者

函〉（1921年6月7日）
註38第1行 第3版 第6版

472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6月28日）
第2行 敦誠弟兄詩四首。另紙鈔上。 敦誠弟兄詩四首，另紙鈔上。

474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6月28日）
第7行 接　倒著容君傲 接䍦倒著容君傲

475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7月1日）
註43第1行 頁38-39 頁49

476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1年7月1日）
第11行 則用我此次提出的法子每一部偽

書為一集

則用我此次提出的法子，每一部偽

書為一集

477 〈胡適致楊杏佛函〉（

1921年8月1日）
第4行 不能來嫂嫂夫人問問你的近狀。 不能來看看嫂夫人，問問你的近

狀。

477 〈胡適致楊杏佛函〉（

1921年8月1日）
註47倒數第1行 頁44 頁241

480 〈胡適致蔡元培函〉（

1921年9月25日）
倒數第4行 例如 略如

482 〈胡適致蔡元培函〉（

1921年9月25日）
第4行 試驗班的目的 試驗班之目的

483 〈胡適致蔡元培函〉（

1921年9月25日）
倒數第7行 有一件小事： 有一件小事，

485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21年12月10日）
第3行 一點懶 一點嬾

485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21年12月10日）
第3行 躲懶 躲嬾

485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21年12月10日）
第7行 這種白話的區域—— 這種白話的區域。——

485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21年12月10日）
第12行 哪一部分 那一部分

486 〈胡適致陳獨秀函〉（

1921年）
第8行 講中國哲學史 講中國哲學史！

490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2年3月16日）
倒數第9行 ……都在閩江支流上 ……――都在閩江支流上

490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2年3月16日）
倒數第3-4行 散處八閩漸入廣東 散處八閩，漸入廣東

491 〈胡適致《白話晚報》

函〉（1922年3月18
日）

第2行 希望。 希望罷。

491 〈胡適致《白話晚報》

函〉（1922年3月18
日）

第6行 一個城裡有七、八十種日報 北京的報紙實在太多了；一個城裡

有七、八十種日報

493 〈胡適致沈兼士函〉（

1922年4月14日）
第7-8行 Meiller三君」 Meillet三君」。

497 〈胡適致蔡元培函〉（

1922年5月10日）
第1段倒數第2行 適用 演用

497 〈胡適致蔡元培函〉（

1922年5月10日）
倒數第4行 比率 比例

498 〈胡適致蔡元培函〉（

1922年5月10日）
第8行 《托爾斯泰傳》 《託爾斯泰傳》

499 〈胡適致蔡元培函〉（

1922年5月10日）
第12-13行 同樣的 同模的

501 〈胡適致蔣維喬函〉

（1922年6月1日）

註17第1行 〈胡適九封未刊書稿〉 〈胡適九封未刊信稿〉

501 〈胡適致蔡元培函〉（

1922年6月5日）
第5行 敬候。 敬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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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 〈胡適致顧維鈞函〉（

1922年8月）
第8行 蘇俄正式代表 蘇俄的正式代表

505 〈胡適致羅文榦函〉（

1922年9月6日）
第4行 托我 託我

505 〈胡適等14人為陳獨秀

募集訟費啟事〉（1922
年9月）

第1行 啟者 啟者：

506 〈胡適等14人為陳獨秀

募集訟費啟事〉（1922
年9月）

第2行 與陳君有舊願解囊相助者 與陳君有舊，願解囊相助者

507 〈胡適致沈兼士函〉（

1922年）
倒數第4行 誠以尊諭 誠如尊諭

507 〈胡適致沈兼士函〉（

1922年）
倒數第4行 何不在移下 何不索移下

509 〈胡適致顧孟餘函〉（

1922年）
第5行 喻鑒君 喻鑑君

513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23年1月12日）
第5行 背脊疼痛 背脊骨疼痛

513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23年1月12日）
倒數第12行 附則 坿則

514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23年1月12日）
第7行 「齐」字 「斉」字

514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23年1月12日）
倒數第5行 徹底改革 澈底的改革

514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23年1月12日）
倒數第4-5行 一樁過渡的改革 一樁改革

515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3年2月24日）
倒數第5行 這種自然 這種最自然

518 〈胡適等13人驅除害馬

電〉（1923年3月4日）
第1-2行 不准？教育專款 不准提撥教育專款

518 〈胡適等13人驅除害馬

電〉（1923年3月4日）
第2段第3行 歇竭 歇絕

518 〈胡適等13人驅除害馬

電〉（1923年3月4日）
第2段第3行 侵占 侵佔

518 〈胡適等13人驅除害馬

電〉（1923年3月4日）
第2段第4行 京省政府 經省政府

518 〈胡適等13人驅除害馬

電〉（1923年3月4日）
第2段第5行 鎖定 所定

518 〈胡適等13人驅除害馬

電〉（1923年3月4日）
第2段倒數第2行 公令 功令

518 〈胡適等13人驅除害馬

電〉（1923年3月4日）
第2段倒數第1行 不能 不准

518 〈胡適等13人驅除害馬

電〉（1923年3月4日）
第3段第3行 藉口 借口

518 〈胡適等13人驅除害馬

電〉（1923年3月4日）
倒數第6行 時支 實支

518 〈胡適等13人驅除害馬

電〉（1923年3月4日）
倒數第5行 所督理公署 所謂督理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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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胡適等13人驅除害馬

電〉（1923年3月4日）
倒數第2行 獎因罰未施 獎凶罰未施

518 〈胡適等13人驅除害馬

電〉（1923年3月4日）
倒數第1行 罷免 免職

519 〈胡適等13人驅除害馬

電〉（1923年3月4日）
第1行 鼠變為虎 鼠變而虎

519 〈胡適等13人驅除害馬

電〉（1923年3月4日）
第6行 坐西民膏 坐吸民膏

519 〈胡適等13人驅除害馬

電〉（1923年3月4日）
第7行 常養 長養

519 〈胡適等13人驅除害馬

電〉（1923年3月4日）
第2段第1行 佔領 占領

519 〈胡適等13人驅除害馬

電〉（1923年3月4日）
第2段第2行 佔領 占領

519 〈胡適等13人驅除害馬

電〉（1923年3月4日）
第2段第3行 欲烈 愈烈

519 〈胡適等13人驅除害馬

電〉（1923年3月4日）
第2段第6行 為望 惟望

519 〈胡適等13人驅除害馬

電〉（1923年3月4日）
第2段第7行 申國紀 伸國紀

519 〈胡適等13人驅除害馬

電〉（1923年3月4日）
第2段第7-8行 否則中國猶有國家法律 否則使中國猶有國家有法律

519 〈胡適等13人驅除害馬

電〉（1923年3月4日）
倒數第1行 等支 等。支。

520 〈胡適致《清華週刊》

函〉（1923年3月14
日）

第3段第1行 沒有讀過 有沒讀過

520 〈胡適致《清華週刊》

函〉（1923年3月14
日）

第4段第2行 書目加上 書目上加上

520 〈胡適致《清華週刊》

函〉（1923年3月14
日）

倒數第7行 《宋詩抄》 《宋詩鈔》

520 〈胡適致《清華週刊》

函〉（1923年3月14
日）

倒數第5行 《墨子間詁》 《墨子閒詁》

521 〈胡適致章希呂函〉（

1923年3月）
第7行 《績溪志》 《績谿志》

521 〈胡適致章希呂函〉（

1923年3月）
第8行 在裡中 在里中

521 〈胡適致章希呂函〉（

1923年3月）
第10行 里中抄書格式亦與上海同。 里中鈔書格式，亦與上海同。

521 〈胡適致章希呂函〉（

1923年3月）
第11行 抄費 鈔費

522 〈胡適致黃伯樵函〉（

1923年4月1日）
第3行 複驗 覆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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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胡適致黃伯樵函〉（

1923年4月1日）
第5行 並增減 并增減

523 〈胡適致梁漱溟函〉（

1923年4月2日）
第2段倒數第4行 滾出來的」 滾出來的」，

526 〈胡適致郭沫若、郁達

夫函〉（1923年5月15
日）

第6-7行 閒氣 閑氣

526 〈胡適致郭沫若、郁達

夫函〉（1923年5月15
日）

倒數第10行 你們嘗試 你們的嘗試

527 〈胡適致郭沫若、郁達

夫函〉（1923年5月15
日）

第3段第2行 幾十年的苦功 十幾年的苦功

527 〈胡適致郭沫若、郁達

夫函〉（1923年5月15
日）

第3段第5行 藉這封信 借這封信

527 〈胡適致郭沫若、郁達

夫函〉（1923年5月15
日）

第3段第6行 刺激 激刺

528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3年5月30日）
第3行 我也認為「天帝」 我也認為「天帝」。

528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3年5月30日）
倒數第5行 清有「聖祖」並不稀奇 清有「聖祖」，並不稀奇

528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3年5月30日）
倒數第5行 至如「神宗」更不少了 至如「神宗」，更不少了。

528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3年5月30日）
註20第1-2行 頁199-200 頁169

529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3年5月30日）
第1行 註21 刪除

529 〈胡適致顧頡剛函〉（

1923年5月30日）
第2行 「九鼎」我認為是一種神話， 「九鼎」，我認為是一種神話。

530 〈胡適致胡思聰函〉（

1923年6月10日）
第1行 昨天 昨日

531 〈胡適致報社函〉（

1923年7月11日）
第4行 今天全浙公報登出一師一中教職

員聯席會

今天全浙公報，登出一師一中教職

員聯席會，

531 〈胡適致報社函〉（

1923年7月11日）
第5行 公函 公呈

531 〈胡適致報社函〉（

1923年7月11日）
第11行 很注重 注重

531 〈胡適致報社函〉（

1923年7月11日）
倒數第7行 很相好熟 很相熟

532 〈胡適致劉承幹函〉（

1923年7月11日）
第2段第4行 墨跡 墨迹

532 〈胡適致劉承幹函〉（

1923年7月11日）
倒數第8行 似宜加詳， 似宜加詳；

532 〈胡適致劉承幹函〉（

1923年7月11日）
倒數第4行 尊刻之缺 尊刻之闕

534 〈胡適致胡覺函〉（

1923年7月14日）
第1行 大抵 大概

535 〈胡適致某人函〉（

1923年7月）
倒數第2行 消去 銷去

535 〈胡適致馮惺遠函〉（

1923年9月）
標題 〈胡適致馮惺遠函〉（1923年9

月）

〈胡適致白堅武函〉（1922年9月）

536 〈胡適致馮惺遠函〉（

1923年9月）
第3段第2行 盡可 儘可

536 〈胡適致馮惺遠函〉（

1923年9月）
倒數第6行 以聯省自治制度 以「聯省自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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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胡適致高一涵等4人
函〉（1923年10月9

日）

第3行 怎樣 該怎樣

536 〈胡適致高一涵等4人
函〉（1923年10月9

日）

第4行 煙霞洞 烟霞洞

537 〈胡適致高一涵等4人
函〉（1923年10月9

日）

第7行 痣溜 痔溜

537 〈胡適致高一涵等4人
函〉（1923年10月9

日）

第7行 每天 每月

538 〈胡適致高一涵等4人
函〉（1923年10月9

日）

第4行 盡量 儘量

539 〈胡適致《努力週報》

讀者啟事〉（1923年10
月10日）

第3行 痊癒 痊愈

539 〈胡適致《努力週報》

讀者啟事〉（1923年10
月10日）

第3行 《讀書雜誌》 《讀書雜志》

539 〈胡適致《努力週報》

讀者啟事〉（1923年10
月10日）

第8行 精彩 精采

539 〈胡適致蔣夢麟、顧孟

餘、陳百年函〉（1923
年10月10日）

第3行 痣溜 痔溜

539 〈胡適致蔣夢麟、顧孟

餘、陳百年函〉（1923
年10月10日）

第7行 印出來交給 印出交給

539 〈胡適致蔣夢麟、顧孟

餘、陳百年函〉（1923
年10月10日）

倒數第3行 何信 回信

539 〈胡適致蔣夢麟、顧孟

餘、陳百年函〉（1923
年10月10日）

倒數第3行 五馬路圖書館 五馬路亞東圖書館

539 〈胡適致蔣夢麟、顧孟

餘、陳百年函〉（1923
年10月10日）

倒數第2行 固曾 故曾

540 〈胡適致梁啟超函〉（

1923年11月13日）
第2-3行 托人 託人

540 〈胡適致梁啟超函〉（

1923年11月13日）
註38第1行 遺象 遺像

541 〈胡適致梁啟超函〉（

1923年12月19日）
第9行 六藝不與久矣 六藝不興久矣

541 〈胡適致梁啟超函〉（

1923年12月19日）
倒數第9-10行 成德而達才 成德而達材

541 〈胡適致梁啟超函〉（

1923年12月19日）
倒數第8行 此年 此處

542 〈胡適致梁啟超函〉（

1923年12月19日）
第3行 私欲者…… 私欲者。……

542 〈胡適致梁啟超函〉（

1923年12月19日）
第4行 義氣質 義理氣質

543 〈胡適致劉文典函〉（

1923年12月23日）
倒數第1行 國家 國學家

543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23年12月27日）
第4-5行 排版久待 排板久待

545 〈胡適致汪原放函〉（

1923年夏）
第5行 一個診斷 一個「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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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胡適致汪原放函〉（

1923年夏）
倒數第5行 在北方身體 在北方的身體

546 〈胡適致汪孟鄒函〉（

1923年）
倒數第2行 Wood君說 Woods君說，

546 〈胡適致章洛聲、高一

涵、張慰慈片〉（1923
年）

第1行 儌倖 徼倖

549 〈胡適致章希呂函〉（

1924年1月1日）
第8行 小西湖49號 小西湖49

549 〈胡適等60人致蔡元培

函〉（1924年3月15
日）

第3行 率而頒布 率爾頒布

549 〈胡適等60人致蔡元培

函〉（1924年3月15
日）

第4行 謬誤 繆誤

550 〈胡適等60人致蔡元培

函〉（1924年3月15
日）

第2段第2行 模仿 模倣

550 〈胡適等60人致蔡元培

函〉（1924年3月15
日）

第2段第7行 共睹 共覩

550 〈胡適等60人致蔡元培

函〉（1924年3月15
日）

倒數第4行 之分子； 之分子，

551 〈胡適等60人致蔡元培

函〉（1924年3月15
日）

第5行 現狀言之—— 現狀言之，——

551 〈胡適等60人致蔡元培

函〉（1924年3月15
日）

第8行 胡浚濟 胡濬濟

551 〈胡適等60人致蔡元培

函〉（1924年3月15
日）

倒數第6行 何育傑 何育杰

553 〈胡適致丁文江、任鴻

雋、楊杏佛、朱經農

函〉（1924年5月31
日）

第1行 不適 不是

554 〈胡適致陳垣函〉（

1924年6月3日）
倒數第6行 《衡鑒集》 《衡鑑集》

555 〈胡適致陳垣函〉（

1924年6月3日）
第5行 吃菜事魔 喫菜事魔

555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24年6月4日）
第3行 二月 五月

555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24年6月4日）
第8行 反能 真能

556 〈胡適致胡近仁函〉（

1924年6月4日）
第2行 少年 少年人

556 〈胡適等7人致外交

部、教育部、美國駐華

使館公函〉（1924年6
月10日）

倒數第2行 費經 非經

557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24年6月13日）
第3行 真是了不得， 真是了不得！

559 〈胡適致龍先生函〉（

1924年6月）
第2行 《天風堂集》於《一目齋文鈔》 《天風堂集》與《一目齋文鈔》

560 〈胡適致王國維函〉（

1924年7月4日）
第4行 初卷 初捲

561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24年7月9日）
第1行 下雨天留客 下雨，天留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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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24年7月9日）
第7行 「眾庶」—— 「眾庶」，——

561 〈胡適致錢玄同函〉（

1924年7月15日）
第2行 注釋 註釋

562 〈胡適致江冬秀函〉（

1924年7月25日）
第6行 三弦琴 三絃琴

562 〈胡適致江冬秀函〉（

1924年7月25日）
第7-8行 今早上 今早

563 〈胡適致王國維函〉（

1924年7月）
第4行 影抄本 影鈔本

564 〈胡適致章希呂函〉（

1924年9月2日）
第4行 明天社叢書等字 「明天社叢書」等字

566 〈胡適致高一涵函〉（

1924年9月8日）
倒數第9行 擔此 擔任此

566 〈胡適致高一涵函〉（

1924年9月8日）
倒數第3行 廣告費 廣告稅［費］

566 〈胡適致高一涵函〉（

1924年9月8日）
倒數第1行 他的損失 他們的損失

567 〈胡適致《晨報》副刊

函〉（1924年9月9日）
第4行 藉這個機會 借這個機會

567 〈胡適致《晨報》副刊

函〉（1924年9月9日）
第6行 擔任此事： 擔任此事；

568 〈胡適致《晨報》副刊

函〉（1924年9月9日）
第1行 徹底 澈底

568 〈胡適致《晨報》副刊

函〉（1924年9月9日）
第6行 遲早的問題 遲早之問題

568 〈胡適致《晨報》副刊

函〉（1924年9月9日）
第4段第4行 這只 這隻

568 〈胡適致《晨報》副刊

函〉（1924年9月9日）
倒數第9行 對於努力 對於《努力》

568 〈胡適致《晨報》副刊

函〉（1924年9月9日）
倒數第7行 面孔說 面孔，說

569 〈胡適致《晨報》副刊

函〉（1924年9月9日）
第9行 資本家之畏 資本家之威

569 〈胡適致章希呂函〉（

1924年9月26日）
第4-5行 五十A，五十B，五十C 「五十A，五十B，五十C」

572 〈胡適致王國維函〉（

1924年10月21日）
第5行 自製此曲 自制此曲

572 〈胡適致王國維函〉（

1924年10月21日）
第8行 令俳兒辛骨拍 令俳兒辛骨𩨸𩨸拍

572 〈胡適致王國維函〉（

1924年10月21日）
第9行 《唐音癸簽》 《唐音癸籤》

573 〈胡適致陳世棻函〉（

1924年11月7日）
倒數第3行 搜集 蒐集

574 〈胡適致陳世棻函〉（

1924年11月7日）
第12行 林叔躬 林叔弓

574 〈胡適致陳世棻函〉（

1924年11月7日）
倒數第5行 看著你 看看你

575 〈胡適致陳世棻函〉（

1924年11月7日）
第3行 成材 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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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 〈胡適致陳世棻函〉（

1924年11月7日）
倒數第1行 十三，十一，七。 胡適　十三，十一，七。

577 〈胡適致董作賓函〉（

1924年11月27日）
第4行 自有證據出來， 自有證據出來。

577 〈胡適致董作賓函〉（

1924年11月27日）
第5-6行 流弊無窮無極了！ 流弊將無窮無極了！

579 〈胡適致王國維函〉（

1924年12月9日）
第2行 《唐音癸簽》 《唐音癸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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