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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先生主张“兼容并
包”，并非毫无倾向，尽管新旧
人物被“兼容”于一校，但蔡元
培很明显地站在新派一边。

蔡元培的到来，令北京大
学风气一变，使北大成为新文
化运动的发源地。参加过五四
运动的北大学子许德珩留下
一则蔡元培的佳话，从细微处
可见蔡元培为北大带来自由
与平等、民主与科学。“蔡元培
到北京大学任职的第一天，校

役们在门口排好队恭恭敬敬
地向他行礼，他脱下礼帽，规
规矩矩地向校役们鞠了一躬，
这种打破历任校长不理睬校
役的惯例，让校役和学生都感
到非常惊讶。此后，蔡元培每
天出入校门，校警向他行礼，
他也脱帽鞠躬。这种做法是发
自内心地对校役校警尊重，并
将之视为与大学教授平等。”

1917 年的 1 月，新文化运
动风起云涌。1 月 9 日，蔡元

培在北大发表就职演讲，他向
北大一千多名学生提出三项
要求：“抱定宗旨，砥砺德行，
敬爱师友。”突出强调：大学乃
研究学问高深之地，诸君须抱
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大学学
生，当以研究学问为天职，不
应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
在元月出版的《新青年》上。1
月中旬，陈独秀应蔡元培之
聘，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

年》编辑部由上海迁到北京，
从 4 卷 1 号开始由北大教授
轮流编辑，先是陈独秀、钱玄
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陶
孟和，后来又加入了李大钊、
高一涵，他们同时也是《新青
年》的主要撰稿人。推进新文
化运动的主力大都是北大教
员。五四运动发轫于北大，绝
对不是历史的偶然。这应当视
为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后培
育的结果。

>> 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

五四运动前夕，蔡元培和
林琴南曾经发生过一次有名
的公开辩论，轰动了全国。林
写信给蔡，攻击蔡主办北京大
学以来“覆孔孟，铲伦常”，“尽
废古书，引用土语为文学”。蔡
于 1919 年 3 月 18 日写了一封
公开信答复林琴南，阐明了自
己的办学方针：

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

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
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
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
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
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对 于 教 员 ，以 学 诣 为
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
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
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
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

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
者，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
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
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
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
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
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
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
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
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

间，自有天然界限。
蔡元培致林琴南的公开

信，通篇平实深沉，入情入理，
不亢不卑，他提出的“思想自
由，兼容并包”的北大办学方
针，这被视为蔡元培大学教育
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他
的夫子自道。在这封信中蔡元
培彬彬有礼，进退有据，令对
手心折。

>> 蔡元培的夫子自道

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
地，这正是蔡元培长北大后的
风气之变、气象一新。由北大
师生的言行、选择可察新旧之
争的风向。《新青年》杂志的编
辑中，钱玄同、鲁迅、周作人是
章太炎的弟子，与《新青年》呼
应的《新潮》杂志的编辑中，傅
斯年、罗家伦、杨振声等人是
蔡元培、胡适等人的弟子。反
对白话文的学者中，既有林纾、
张厚载师徒，也有北大的章门
弟子黄侃，逢面必挖苦嘲讽胡
适，还有拖着辫子的教授辜鸿
铭。

北大的学生中，既有傅斯

年、罗家伦、杨振声、毛子水等
创办的《新潮》，也有与傅斯年
同班的薛祥绥、张煊、罗常培等
创办的《国故》。“慨然于国学沦
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薛祥
绥、张煊、罗常培等于 1919 年 1
月 26 日，在刘师培宅内成立了

《国故》月刊社，“以昌明中国固
有之学术为宗旨”，与《新潮》杂
志展开论争。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蔡
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
学宗旨下，北大成了传播马克
思主义的中心。

在新旧思潮的激荡之中，
五四运动火山一样爆发，参与

过五四运动的北大学子成为民
国的风流人物。新文化运动中
的三位旗手人物，当数蔡元培、
陈独秀和胡适。以北大为中心
的五四学人，老师辈的如蔡元
培、陈独秀、朱希祖、胡适、钱玄
同、周作人等，开启新文化运
动，学生如罗家伦、傅斯年、冯
友兰、顾颉刚、周炳琳、段锡朋、
何思源、毛子水等，皆是五四新
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的人物。

五四运动是一个分界线，
传统的士大夫退隐，北大清华
学生以及五四运动之后留学欧
美的海归活跃在历史舞台，开
始影响民国政治、文化的走向。

而蔡元培在中国学术、文化、教
育等领域的影响力，如日中天，
丝毫不减。教育总长，北京大学
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不论担
任什么职务，都维护学术的独
立性。他自己也曾说过，政治的
归政治，学术的归学术，不要把
我作为政界的一个什么人物。
具有如此卓越的识见，令人叹
为观止。

有人将蔡元培形容为民国
的孔夫子，此言不差，蔡元培和
他的北大门生在历史上影响深
远，我们在现实中仍然能感受
到历史的回响——— 蔡元培的风
范长存。

>> 北京大学的新气象

今年是蔡元培先生诞辰 150 周年，北京出版社推出了《大学教育》一书，收录了蔡元培 1916 年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以来的作品和讲稿四十三篇。他写的，是宝贵财富；写他的，则回望先生，景仰风
范。在中国近代史上，蔡元培是令人高山仰止的学界泰斗。他身为前清翰林，顺应历史潮流，转型成
为资产阶级革命家，曾一度为排满革命实施暗杀，1904 年组织光复会，1905 年加入同盟会，革命信
念终生不渝。民国初肇，他任教育总长。1916 年 12 月 26 日，长北京大学，实施“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的治校方针，使北大气象一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他是新文化运动之父，后出任中央研究院
院长。他一生倡导科学与民主，宣扬劳工神圣，信奉“以美育代宗教”。作为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都
做出了非同一般的贡献，影响十分深远。有人评价他“一生的成就，不在于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于
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1940 年 3 月 5 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抗
战中的中国痛失学界泰斗。

蔡蔡元元培培诞诞辰辰 115500 周周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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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阅读】

《大学教育》
蔡元培 著
北京出版社

收录了蔡元培的作品
和讲稿 43 篇，从各个侧面
呈现出蔡元培开风气之先
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

《中国伦理学史》
蔡元培 著
商务印书馆

蔡元培不但以著作《中
国伦理学史》直接参与了伦
理学这一学科在现代中国
的建立，还凭借其实践大力
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伦
理向度的展开。

《蔡孑民先生言行录》
蔡元培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蔡元培的一部重要思
想言论著作，1920 年由新潮
社编辑出版。其中他在追忆
北大岁月时，总不忘阐述自
己的大学理想。

《追忆蔡元培》
陈平原 郑勇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编者以亲友故旧学生
或与蔡元培有过直接接触
交往为人选条件，其中关于
蔡元培入主北大时期的回
忆文章最多。

□出品：副刊编辑中心
□本版编辑：曲鹏
□设计：壹纸工作室
□美编：马晓迪

1916年底，蔡元培到北大任
职。当时北大是一座封建思想、
官僚气息十分浓厚的学府，有

“两院一堂”（参议院众议院和
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之称，其
中京师大学堂的师生和参议院
众议院的议员，多出入八大胡
同，私生活荒唐，打麻将，吸大
烟，吃花酒，捧名角。有钱的学
生，带着听差，学生上课时，听
差要呼“请大人上课”。

当时北京大学流行“仕而
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观念，
旧学的势力当然比新的深厚，
教师中仍有一批学问功底很深
厚的人。蔡元培认为办大学要
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

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在
学术上，囊括大典，网罗众家；
在课程设置上融合中西，择善
而从；在教师聘任上，以学诣为
主要标准，广纳不同学术思想
的优秀教师。形成百家争鸣、百
花齐放的学术氛围。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首先
体现在教师的聘任上。一方面
大刀阔斧辞退不合格的教师，
一方面唯才是用、不拘一格延
揽人才。蔡元培顶住压力辞退
了两名不学无术的外国传教
士。其中一个英国人克莱德拒
不退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
竟为此提出诉讼。但蔡元培丝
毫不为所动，并宁可白付一年

的合同工资，也不让克莱德在
校授课，最后克莱德只好夹着
皮包灰溜溜地离校。梁漱溟是
一个没有考上北大的中学毕业
生，1916年，他在《东方杂志》发
表了《究元决疑论》一文，引起
了蔡元培的注意，认为是一家
之言，便与陈独秀商量，决定聘
请他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

在蔡元培“兼容并包”办学
方针指导下，北大既聘请到陈
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周
作人、鲁迅等新派教员，也聘请
了那些在政治上顽固（甚至有
污点），或者思想上保守，生活
上不检点，但在学术上有专长
的人，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

等。
“兼容并包”是一所大学的

境界最直接的体现。蔡元培有
革故鼎新的气魄，也有海纳百
川的胸襟。他有调和新旧的能
力，也有休休有容的雅量。一
所大学，如果不能容纳不同立
场、不同观点、不同流派的学
者，也就无法保证思想自由。
在思想自由上，包括学术自由
和学习自由。大学应允许不同
风格、不同流派、不同观点的学
术争鸣。蔡元培树立的“思想自
由、兼容并包”的大学教育范
式，保证了学术的独立性、学者
的尊严，同时，也为大学带来生
机和活力。

>> 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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