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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蔡元培是我国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在教育理论与实践中都有诸多成就。从他的 “五
育并举”思想、大学理念和北大实践均可以看出其思想之深邃以及给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教育独
立性是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之灵魂，从他对教育目的阐述、教育目的实现路径的探索均可以看出这
一思想精髓。本文总结了蔡元培教育思想中的教育独立性，以期给今天的中国教育带来若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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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sai Yuean － pei，a well － known educator in republican period，has made a lot of achieve-
ments in educ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From his " Five － Education － Advocating" thoughts to the idea of
university and his practice in Peking University can be seen that his ideas are profound and far － reaching im-
pacting on future generations. The soul of Tsai Yuean － pei＇s educational thoughts is his independence of edu-
cation，which can be seen from his illustration of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path to a-
chieve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 The paper concludes the independence of education in Tsai Yuean － pei＇s edu-
cational thoughts，in order to bring some enlightenment for today＇s Chines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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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元 培 ( 1868—1940 ) 字 鹤 卿，号 孑 民，

浙江绍兴人，他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

和教育家，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为在中国

建立资产阶级的教育体制，尤其是为改革和发展

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蔡元培

的教育思想主要可以分为两大主题: 一是关于教

育内容的阐述，即 “五育并举”思想的提出;

二是关于大学的教育思想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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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蔡元培教育思想与思想之魂

( 一) “五育并举”思想
1912 年 2 月，在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南京

临时政府刚刚成立的历史背景下，蔡元培发表了

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

统地提出了 “五育并举”的思想。即 “军国民

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

育、美感教育”。这 5 种教育内容实际上体现出

3 个不同层次的教育: 第一层次是虽然不是理想

的教育，但是“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主要体现

在“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内容上，

这一思想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民族使命感，需

要国民在教育中理解 “武力”和 “财力”在国

际社会中的重要性，唯有如此才能争取民族独立

与自由。他指出这是一种当下不能不为之的教育

内容。第二层次是“公民道德教育”，这一教育

层次明显比前者立意要深远，他指出 “何谓公

民道德? 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榜者，曰自

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1］

第三层次是“世界观教育”和 “美育教育”。世

界观的教育为蔡元培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所首

创，主要是受到康德哲学的影响。他要求人们遵

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不要被束缚于某

一学说的思想。他还是我国近代史上提倡美育是

教育“唯一的中坚任务”第一人。他认为美育

教育是进行世界观教育最重要的途径，使人们从

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所必经的桥梁。［2］

( 二) 大学教育思想
1917 年 1 月 9 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开始实践其大学教育思想。其主要的大学教育思

想有: ( 1) 澄清了大学的性质。“大学者，研究

高深学问者也。” ( 2 ) 确立了大学的原则。“思

想自由、兼容并包”是他始终坚持的一条办学

原则，这一思想孕育了五四新文化。 ( 3 ) 打破

了文理藩篱。 “废科设系、文理沟通”。他主张

沟通文理，和为一科。1919 年，北大进行改革，

撤销文、理、法三科界限。全校设立 14 个系，

废学长，设系主任，并在各系推行 “选科制”。
( 4) 开创了新的行政管理制度。实行 “教授治

校”是蔡元培关于大学行政管理的基本思想。
他主张教授治校，是为了建立民主的管理体制，

防止校长主观专断，任意办事，这是他民主思想

的反映。更主要的是为了依靠真正懂得教育和学

术的专家来管理学校。［3］

( 三) 教育思想的灵魂
综观蔡元培整个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教育

独立性贯穿于其始终，是其思想的灵魂。他认

为，教育必须要有其独立与自由，如果没有这条

基本的原则，宁可放弃实践的机会。1919 年 6
月，蔡元培书面力辞北京大学校长即为明证。①

教育的独立性，不仅反映在教育本身的办学过程

中，而且更深层次地反映在教育本身的目的，即

教育目的究竟是什么。

二、教育目的的实然与应然: 塑造人还是发

展人

( 一) 教育目的的实然: 我们的教育总是
“塑造人”

所谓塑造，就是按照一种固定的模具，把原

料注入模具中，然后出来的就是流水线上规格相

同的批量产品。从幼儿到年轻人都是放到一个个

制定好的“模具”———学校中去 “塑造”: 统一

的办学标准使得“千校一面”，各个大学又按照

统一 的 要 求 塑 造 学 生，导 致 了 “千 人 一 面”、
“万人一格”。事实上，不仅是学校教育还是家

庭教育、企业教育、社会教育都有着 “塑造”
情结: 学生家长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塑造子女，要

求他们“成龙成凤”，从而使子女失去了自己的

理想; 企业按照苛刻的规章制度塑造员工使他们

失去了独立性。总之，塑造的观念几乎渗透到各

个领域，成了教育与管理的指导思想，它在某种

程度上制约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我们的教育之所以一直是以一种服务他种目

的去应用的角色出现，有人归结到传统文化，有

人归结到教育自身的依附性。其中有一篇较有说

服力的文章认为，中国和西方教育理念在源头上

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这是导致我们的教育目的是

“塑造人”———为服务他种目的去应用的目的，

而西方则强调 “发展人”———为帮助受教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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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目的。［4］该文指出，我们的教

育理念源头是 “塑造”。反观西方的教育理念，

却不难发现， “成长”是西方的教育理念的源

头。所谓成长，是指一切有生命的个体 ( 包括

人的智慧) 在一定的条件下，任其自由生长，

由 幼 小 向 着 成 熟 的 方 向 发 展。在 英 语 中，

“Grow”一词含有生长、发育、增长、长大、逐

步变成等意思，它十分形象地反映了西方国家自

由教育的理念。
在西方国家，大部分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是开

明的，是顺应自然发展的，他们几乎从不干预幼

儿的兴趣，更不会强迫孩子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他们倒是十分重视对孩子的自身锻炼，要孩子懂

得无论什么事情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到了中

学和大学，学生选择什么学校，学习什么专业，

什么时候毕业，从事什么样的职业，都是由学生

自己选择做出决定，没有什么人可以干预他们的

自由选择。这一教育理念的来源与法国自然主义

教育思想家卢梭的影响不无关系，卢梭教育思想

的核心观点是: ( 1 ) 充分得到发展的 “自然

人”，强调教育必须顺应儿童天性发展的自然历

程，即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同时还要尊重

儿童的个性特点。 ( 2 ) 卢梭对此进行了论证，

他将教育理解为 “自然的教育”、 “人的教育”
和“事物的教育”，后两者在遵循前者的基础上

实现三者的协调一致。 ( 3 ) 卢梭的自然教育理

论还初步论证遗传、环境、教育对人发展的作用

问题。 ( 4 ) 还对教育途径进行了阐述，诸如

“劳动教育”、“智育教育”等，并提出教学方法

包括直观教学、发现式教学等等。他这一思想在

西方具有极大的影响，像德国的康德和赫尔巴

特，瑞士的裴斯泰洛齐，美国的杜威等无不受卢

梭教育思想的影响。所以，自然主义教育就是成

长教育的理论基础，它已经牢固地扎根于西方国

家的各级各类教育中，并逐步形成了西方教育的

精髓。教育就是助其成长、促其成长、自然成

长、快乐成长，而非塑造、而非压制、而非规

训、而非惩罚。
毋庸置疑，由于中西方关于教育的理念在源

头上就产生根本性的差异，所以我们的教育目的

走向教育工具理性而西方则走向真正的教育价值

理性的道路。如何回归到真正的教育价值理性的

道路? 实现培养独立、自由、平等的人格，实现

与他人和社会和谐相处的教育目的呢?

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中明确提出要实现这

一教育目的就必须捍卫教育的独立与自由，从教

育指导思想、办学体制到教育教学过程均应体现

出这一原则。
( 二) 教育目的的应然: 蔡元培教育思想
蔡元培在一篇题为 《教育独立议》的文章

中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于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

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

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

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

用。［5］这句话实际上指出了教育的本质在于帮助

被教育者发展与完善自己，而非将被教育者塑造

成某种“特别的器具”。

三、实现途径: 捍卫教育的独立与自由

( 一) 教育独立性存在的依据: 教育自身的
规律

规律是客观的，也是无处不在的。教育规律

也是客观存在的，否则就不足以称之为教育科

学，更不用谈教育独立性。教育正因为有其规

律，所以必须赋予其独立性。要保障教育的独立

性必须通过一定的路径使之得以实现。实现的路

径主要有两条，一条为遵循教育的外部规律。即

教育要与政治、经济和文化 ( 主要指宗教) 保

持适度的距离，不能成为它们的目的或者手段。
另一条则为遵循教育的内部规律。即教育必须按

照自身的办学逻辑、教育教学规律来进行，形成

教育自身独特的规律。
( 二) 具体路径一: 教育应与 “政党”和

“教会”划清界限
蔡元培先生在 90 年前就主张: 教育是教育，

教育的独立性要保持，不仅与经济要保持距离，

还必须与教育的两个不容之物要划清界限，即

“政党”与“教会”。脱离政党之羁绊的理由是:

“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

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体，抹杀个性。例如，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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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的文化，

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此等政策，

若参入教育，便是大害。教育是求远效的; 政党

的政策是求近功的。中国古书说: ‘一年之计树

谷; 十年之计树木; 百年之计树人。’可见教育

的成效，不是一时能到的。政党不能长握政权，

往往不出数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权交与政

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

教育就没有成效了。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

于各派政党之外。”［5］

远离教会的依据是: “教育是进步的: 凡有

学术，总是后胜于前，因为后人凭着前人的成

绩，更加一番功夫，自然更进一步。教会是保守

的: 无论什么样尊重科学，一到 《圣经》的成

语，便绝对不允许，便是加了一个限制。教育是

公同的: 英国的学生，可以读阿拉伯人所作的文

学; 印度的学生，可以用德国人所造的仪器，都

没有什么界限。教会是差别的: 基督教与回教不

同; 回教与佛教不同，不但这样，基督教里面，

天主教与耶稣教又不同，不但这样，耶稣教里

面，又有长老会、浸礼会、美以美会……等等派

别的不同。彼此谁真谁伪，永远没有定论。正好

让成年的人自有选择，所以各国的宪法中，都有

‘信仰自由’一条。若是把教育权交与教会，便

恐不能绝对自由。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

各派教会以外。”［5］

这一说法明确指出，教育不可与教会有着密

切的关系，要保持自身相对的独立性。
( 三) 具体路径二: 教育应具有办学、教学

独立权
教育不仅有着其外部规律，同时有着自身的

内部规律。具体的内部规律又可分为办学的规

律、教育教学的规律等。在办学规律上，蔡元培

在《教育独立议》中设想: “分全国为若干大学

区，每区立一大学，凡中等以上各专门学校都可

设在大学里面，一区以内的中小学校教育，与学

校以外的社会教育，都由大学办理。大学事务，

由大学教授所组织的教育委员会主持。大学校

长，也由委员会选出。由各大学校长组成高等教

育会议，办理各大学区间的事务。教育部，专办

理高等教育会议所议决事务之有关系于中央政府

者，及其他全国教育统计与报告等等，不得干涉

各大学区事务。教育总长必经高等教育会议承

认，不受政党内阁更迭影响。各区教育经费，从

本区中抽税充用，较为贫乏的区，经高等教育会

议议决后，得由中央政府拨国家税补助。”
这段话主要有这几层意思: 一是全国分若干

大学区，一学区设大学一所，大学区除管理这一

所大学以外，还统领全区的中学教育、基础教育

和社会教育; 二是一个学区的教育事务 ( 可以

理解为教育权力) 由大学教育委员会主持，教

育委员会成员由大学教授中选举产生，大学校长

从教育委员会中选举产生，从而实现教授治学兼

治校的目标; 三是各大学区校长组成的高等教育

会议是全国的最高教育领导机构 ( 这就是后来

他设置的大学院) ，教育部是为教育委员会服务

之机构，而非权力部门，连教育总长都需高等教

育会议认可，可不受政党内阁更迭之影响; 四是

教育经费由中央政府拨款补助。
蔡元培提出了教育的独立必须要有独立的管

理权、独立的办学权、独立的经费权。很明显这

些设想是借鉴了法国的大学区制、德国的学术独

立办学自主制度以及美国的教育拨款制度。这些

观点实际上是蔡元培对西方成功的教育规律进行

总结，并以此借鉴为我国的教育制度。教育规律

的客观存在不允许办学者、管理者主观臆断，恣

意妄为。西方能按照这些教育规律进行成功的教

育实践，说明其遵循了教育的办学规律。蔡元培

认为，既然是教育的规律就应该得到遵循。
此外，蔡元培在教育教学规律上还进行过深

入思考，尤其是对于大学教育教学规律的探索。
正如前文提到的 “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等

符合大 学 教 育 规 律 的 原 则 的 确 定，以 及 诸 如

“文理沟通、废科设系”、“选科制”等具体的举

措推行，均是其孜孜以求教育教学规律的结晶。

四、蔡元培教育思想给今天的教育启示

( 一) 启示一: 重新审视教育目的
目前我国的教育，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

教育存在着一些问题。较之上个世纪蔡元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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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处的年代，其物质条件和技术手段均不可同日

而语。但是，90 年前蔡元培先生提出的教育目

的独立性问题，直到今天仍有借鉴意义。我们现

在的教育，距离将受教育者自身的发展和完善作

为其应尽之义的目标还有差距。教育的目的还应

该向着“成长人”的方向迈进。
( 二) 启示二: 重新审视教育目的实现的途

径
蔡元培所提供的两条途径是教育走向真正独

立的必由之路，因为这两条路径吻合教育内外部

规律。只有远离 “政党”和 “教会”的教育，

才是符合独立性的教育; 只有拥有独立的管理

权、独立的办学权和独立的经费权的教育，才是

符合独立性的教育。然而今天的现实是，教育独

立性遇到的困难尚多，教育目的的真正实现之路

还需继续探索。
( 三) 启示三: 重现审视当前的大学教育
蔡元培于 20 世纪初在北大提出的“大学是

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 “思想自由，兼容并

蓄”、“教授治校”等思想在今天的大学管理中

仍旧可以借鉴。高深学问的传承、研究和运用是

大学的三个基本功能，即教学、科研和服务社

会。如果大学中知识的传承、创新和运用脱离了

教育自身的独立性、违背了教育自身的目的，那

是不符合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

注释:

①在 1919 年 6 月，蔡元培发表手写辞职声明。声明中用了 3 个

“绝对不能再做校长”的说明: ( 1 ) 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

任命的校长; ( 2) 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 ( 3 )

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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