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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 、民主革

命家和学者。他一生重视教育 , 为改革中国的

教育制度 , 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 建立

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他的教育理论与改革实

践 , 始终是同代先进知识分子的表率 , 为新文

化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开辟了肥沃的土壤 , 在打

破封建束缚 , 传播民主科学 、唤醒中国人民方

面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正如梁漱溟所言:他

“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新潮流 , 冲破

了社会旧习俗 , 推动了大局政治 , 为中国历史

揭开新的一页 。”
①

蔡元培 , 字鹤卿 , 号孑民 , 1868年出生

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他的青少年时代 , 正处

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时期。他 “二十余年

沿着旧学道路发展 , 直到供职翰林院 , 尽管学

门渐趋广泛 , 不全同于一般科举出身的人 , 毕

竟离不开旧学的老路子 。”
②
甲午中日战争

后 , 清政府被迫签订 《马关条约》 , 国耻民

辱 。面对日益危机的国势 , 他开始努力寻求思

想和政治上的出路 , 留意西学 , 潜心攻读 , 四

年翰林院 “都无做官心 , 唯有读书声” 。 ③在

这期间 , 他深受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 , 接受进

化论观点 , 渐趋维新。他主张改革政治 , 应先

培养人才。认为教育是培养人才的根本途径。

他的主张比同时代的维新党人要先进得多 , 现

实得多 。他辞去翰林院之职 , 返抵家乡绍兴 ,

兴办中西学堂 , 增设西学科目 , 让新旧教员展

开辩论 , 给沉闷庸俗的旧学输入以新的空气 。

虽然他的思想并未完全脱离旧的轨道 , 常以西

方之新附会中国之旧 , 但毕竟启发师生思考西

方 、 学习西方 , 开风气之先 , 意义重大 , 这也

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

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 民族危机

的进一步加深 , 蔡元培由从事教育改革而谓言

革命 , 并逐渐把教育与革命结合起来。在上海

南洋公学任总教习的 5年中 , 他一方面注重教

学内容和方法的改新 , 加紧教育创新 , 吸收西

学 , 号召年轻的一代树立远大志向 , 面向社

会;另一方面 , 他参与创办和领导中国教育

会 、 爱国女校 、爱国学社等近代中国教育的先

驱组织 , “表面办理教育 , 暗中鼓吹革命之

议” ④, 进而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呼

应。他积极创立光复会 , 参加同盟会 , 并主持

同盟会上海分会工作 , 发起和领导了我国最早

的学生运动 , 从而使学生成为时代的先锋 , 站

在救国救民的前沿。

1907年 , 41岁的蔡元培毅然赴德留学 ,

潜心研究资产阶级的哲学 、文学 、 伦理学等课

程 , 尤其对美学 、美术史发生浓厚兴趣 , 并翻

译出版 《伦理学原理》 , 编著了 《中学修身教

科书》 、 《中国伦理学史》 等书。这为他后来

在北大的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

辛亥革命爆发后 , 孙中山在南京成立国民

政府 , 蔡元培欣然回国 , 并出任第一任教育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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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他着手改革封建教育制度 , 建立起我国近

代的教育体制 。他认为 , “共和时代 , 教育得

立于人之地位以定标致 , 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

育”
⑤
。主张用军国民教育 、 实利教育 、公民

教育 、 世界观教育和美育五项来代替清末学部

制定的忠君 、 尊孔 、尚公 、 尚武 、尚实的教育

宗旨 , 来普及资产阶级的社会风尚 , 追求自

由 、平等 、博爱。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大进

步 , 它启迪了人们的思想 , 唤醒了人们的觉

悟 。

1917 年 1 月 ,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

长 。此时的北大 , 旧的思想和文化在校内占统

治地位 。学校犹如一座官僚衙门 , 学生多为有

钱有势之子弟 , 抱着升官发财的思想上大学 ,

打麻将 、吃花酒 、 捧名角者大有人在 。教师中

不学无术或思想保守者很多 , 讲课陈陈相因 ,

敷衍塞责。蔡元培知难而进 , 抱着 “我不入地

狱 , 谁入地狱”
⑥
的决心 , 毅然赴任北大校

长 。在就职典礼演说中 , 蔡元培对学生提出三

项要求: “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砥砺德行 ,

开展正当娱乐;敬爱师友 。”
⑦
他阐明大学的

性质: “大学者 , 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 指出

“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 , 不当以大学为

升官发财之阶梯” 。 ⑧蔡元培审时度势 , 决定

从师职队伍建设开始对北大进行改革 。他刚来

北大 , 就 “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 ,

以提高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 ⑨蔡元培的改

革从文科入手 。当时在北大文科教员中 , 顽固

守旧的人较多 。蔡元培刚到北大几天 , 就聘请

具有革新思想 、因创办 《新青年》 而颇有声望

的陈独秀来北大担任文科学长。当时陈独秀曾

以在上海办 《新青年》 为藉口相推辞 , 蔡元培

说: “那没有关系 , 把杂志带到学校来办好

了” 。
 10
1917年 1月 , 陈独秀带着他的 《新青

年》 杂志 , 走进了北大 。事实证明 , 蔡元培的

努力是完全值得的 , 他请来的不仅是一位文科

学长 、 《新青年》 的主编 , 而且是五四及新文

化运动的 “总司令” 、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以后 , 蔡元培又陆续请来了当时致力于新文化

的各方面的领导人物 , 如李大钊 、鲁迅 、 胡适

等 , 使他们聚集到北大 , 用北大的讲坛发表言

论 , 扩大影响 。这样 , 在北大的文科教员中就

出现了以陈独秀为首的革命阵营。他们为北大

的改革及新思想的自由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

如: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 , 十月革命后

成为北大 、也是全国第一个接受和传播马克思

主义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 被学校聘请为史学

系 、 经济系的教授。他在史学 、政治 、 经济等

系先后开设了 《唯物史观》 、 《现代政治》 、

《社会主义史》 、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 、

《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 等讲座 , 有的讲演如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等 , 曾由学生记录并在

《北大月刊》 上登载 。这是我国大学第一次开

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 , 它影响和推动了一批先

进知识分子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胡适

1917年 1月在 《新青年》 上发表著名的 《文

学改良刍议》 , 提出文学改良八大主张 , 一时

间振聋发聩 , 北大新派教授 “以为今日中国文

界之雷音” 。  119月 , 胡适出任北大文科教授

兼哲学所主任 , 讲授中国哲学史 , 用白话文出

版了 《中国哲学史大纲》 上卷 , 在校内外有很

大的影响 , 对新文化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在

理科方面 , 蔡元培任用著名的物理学家 、相对

论学者夏元□任理科学长 , 又陆续延请 、续聘

了李四光 、朱光骅 、 翁文灏 、 丁文江等教授 。

法科方面 , 蔡元培改变以前教员多为政府官员

兼任的状况 , 聘请专任教员 , 同时规定专职教

员不得在外校兼课 , 政府官员不得为专任教

员。蔡元培亦大胆辞退了一批学术水平低与教

学态度差的外国和本国教员 , 使教师队伍面貌

一新 。据 1918年一项统计 , 当年北大教授共

90人 , 平均年龄 30多岁。正是这支年轻 、 向

上的教授队伍 , 给身处古都的北大带来了勃勃

生机 。除了延请人才外 , 蔡元培又对学制进行

调整改革 , 扩大文理科 、 归并商工科 、 调整法

科 、 改革预科 , 确立了以文理两科为主的预

科 、 本科和研究所三级学制 , 并规定了相应的

学习年限 , 致力于把北大办成文理科为主的综

合性大学 。同时 , 蔡元培将年级制改为学科

制 , 把学生除了学习必修专业课外 , 可以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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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自己喜欢的其它课程 。学科制被誉为 “我

国大学教育上一个极大的进步” 。
 12

蔡元培在北大实行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

是对思想自由 、 学术研究空气的提倡与培养 ,

开创了学术研究 、思想自由的空气。他 “循思

想自由原则 , 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 , 苟其

言之有理 , 持之有效 , 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

命 , 即使彼此相反 , 也听他们自由发展” 。
 13

他采取 “思想自由 、 兼容并包” 方针 , 不拘一

格广泛延揽人才 , 体现了 “学术自由 、百家争

鸣” 的精神 。不同学派并存 , 各种学术观点自

由讨论 , 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研究的能力 , 使

学生可以从不同学派的比较中引出新义 , 提出

自己的创见 。 “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 , 是为

了打破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桎梏 , 为资产阶级

新文化的发展争得地盘 , 在扶植新文化 、 新思

想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从发展新教育和繁荣

学术所需的环境和条件方面讲 , 它适应了发展

文化的客观要求 , 有利于人才培养和学术进

步 , 是符合文化教育发展客观规律的 。他的这

一改革 , 打破了以前文化专制的沉闷空气 , 为

新文化 、新思想争得了合法地位 , 给一批激进

的民主主义者提供了活动的舞台。各派学者各

抒己见 , 自由争论 , 对促进思想解放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 , 蔡元培的这一方

针助成了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 , 五四运

动的发源地 。

在整顿学校方面 , 蔡元培还亲自发起或扶

助成立了各种各样的课余业余团体。如北大新

闻学研究会 、哲学研究会 、雄辩会等 , 提倡学

生大胆地发表见解 , 开展有益的活动 。由于蔡

元培的热心提倡和身体力行 , 北大一扫过去腐

败的校风 , 形成了浓厚的学术研究空气。师生

间问难质疑 , 互相切磋;学术争辩 , 各抒己

见 。蔡元培还改变入学限制 , 推行平民教育 、

办起平民夜校。对学校领导体制和行政组织也

进行改组 , 采用民主办学 , 教授治校 , 成立评

议会 , 实行民主管理等等 , 使北大在科学 、 民

主方面 , 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经过一系列整顿 , 蔡元培将北大这所 “官

僚养成所” 式的半衙门机构 , 变成了名副其实

的最高学府 , 把死气沉沉的北大变成一个生动

活泼的战斗堡垒。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 , 激进

的民主主义者陈独秀 、 李大钊 、 鲁迅等人 , 以

《新青年》 等刊物为阵地 , 高举科学 、 民主旗

帜 , 向封建守旧势力 、 孔子礼学展开了猛烈的

进攻 。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反帝爱国

运动的策源地 。

由此可见 , 蔡元培虽从旧学营垒中走出

来 , 但不断接受西方思想 , 崇尚民主自由 , 创

立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文化 。他在北大进行的

教育改革 , 使北大焕然一新 , 成为中国新文化

运动的摇篮。毛泽东称他为 “学界泰斗 , 人世

楷模” 。
 14
他那坚持真理 , 接受新事物 , 勇于

改革的精神 , 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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