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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孑民先生言行录》

内容概要

《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内容简介：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近代民主革命
家、教育家。《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是蔡元培先生的一部重要思想言论著作，作者围绕教育、文化、
艺术、社会政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其见解通达透彻，主张客观明晰，历来为
学者、读者所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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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孑民先生言行录》

书籍目录

蔡孑民传略世界观与人生观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我之欧战观《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序《中国古
代哲学史大纲》序哲学与科学大战与哲学黑暗与光明的消长洪水与猛兽美术的起原义务与权利论国文
的趋势及国文与外国语及科学之关系国文之将来在国语讲习所的演说劳工神圣工学互助团的大希望国
外勤工俭学会与国内工学互助团克卡朴氏《社会主义史》序  以上第一类共十八篇对于教育方针之意
见以美育代宗教说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
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欧战后之教育问题教育之对待的发展德国分科中学之说明拟联合同志陈请各国
退还庚子赔款专供吾推广教育事业意见书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复陈李查诸生函北京大学校役夜班开
学式演说在平民夜校开学日的演说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北京大学授与班乐卫氏等名
誉学位礼开会辞  以上第二类共十六篇致汪精卫君书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词北京大学开学式之演说
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会演说词北京大学二十二周年开学式之训同北京大学之进德会旨趣书对于北京
大学学生全体参与庆祝协商战胜提灯会之说明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君函复张豂子君书八年五月九
日辞职出京启事告北京大学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回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全体学生欢迎会演说在北京
大学音乐研究会之演说词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旨趣书在北京大学面法研究会之演说词北京大学新闻学
研究会成立之演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第一次期满式训词国立北京大学校旗图说  以上第三类共十
八篇《学风》杂志发刊词华法教育会之意趣在北京留法俭学会讲演会演说辞《勤工俭学传》序《华法
教育会丛书》序吾侪何故而欲归国乎欢迎柏卜先生演说词中法协进公会开会词北京孔德学校二周年纪
念会演说词杜威博士六十生日晚餐会演说词文明之消化  以上第四类共十一篇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演说
词中国大学四周年纪念演说词《国民杂志》序科学之修养《植物大辞典》序《新闻学大意》序《中学
国文科教授之商榷》序《法政学报》周年纪念会演说辞在北京高等师范学生自治会演说辞燕京大学男
女两校联欢会的演说我的新生活观  以上第五类共十一篇《东西学书录》叙释“仇满”《文变》序《
中等伦理学》序对于送旧迎新二图之感想《欧美同学会丛刊》发刊词在李超女士追悼会的演说在林德
扬君追悼会之演说游保定日记与北京大学学生话别  以上第六类共十篇附录华工学校讲义北京大学在
专门以上各学校校长会议提出讨论之问题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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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孑民先生言行录》

章节摘录

　　其家世及其幼年时代蔡氏以明季自诸暨迁山阴。其初以艺山售薪为业，至孑民之高祖以下，始为
商。孑民之祖名嘉谟，字佳木，为某典经理，以公正着。其父名光普，字耀山，为钱庄经理，以长厚
称，家中人至以“爱无差等”笑之。孑民之母周氏，贤而能。以民国纪元前四十四年（一八六七）一
月十一日（即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生孑民。方孑民丧父时，仅十一岁。有一兄，十三岁。又有
一弟，九岁。其父素宽于处友，有贷必应，欠者不忍索，故殁后几无积蓄。世交中有欲集款以赡其遗
孤者，周氏不肯承认。质衣饰，克勤克俭，抚诸儿成立，每以“自立”“不倚赖”勉之。常自言“每
有事与人谈话，先豫想彼将作何语，我宜以何语应之。既毕，又追省彼作何语，我曾作何语，有误否
？以是鲜偾事。”故孑民之宽厚，为其父之遗传性。其不苟取，不妄言，则得诸母教焉。　　孑民有
叔父。名铭恩，字茗珊，以廪膳生乡试中式。工制艺，门下颇盛。亦治诗古文辞，藏书亦不少。孑民
十余岁，即翻阅《史记》《汉书》《困学纪闻》《文史通义》《说文通训定声》诸书。皆得其叔父之
指导焉。孑民自十三岁以后，受业于同县王子庄君。王君名懋惰，亦以工制艺名，而好谈明季掌故，
尤服膺刘蕺山先生。自号其斋日仰蕺山房。故孑民二十岁以前，最崇拜宋儒。母病，躬侍汤药，曾到
臂和药以进。（孑民有叔父日纯山，曾因母病而到臂，家中传说其母得延寿十二年，故孑民仿为之。
其后三年，母病危，孑民之弟元坚又到臂以进，卒无效。）居母丧，必欲行寝苫枕块之制，为家人所
阻，于夜深人静后，忽挟枕席赴棺侧，其兄弟闻之，知不可阻，乃设床于停棺之堂，而兄弟共宿焉。
母丧既除而未葬，其兄为之订婚，孑民闻之，痛哭，要求取销，自以为大不孝。其拘迂之举动，类此
者甚多。　　旧学时代孑民以十七岁补诸生，自此不治举子业，专治小学，经学，为骈体文。偶于书
院中为四书文，则辄以古书中通假之字易常字，以古书中奇特之句法易常调，常人几不能读，院长钱
振常、王继香诸君转以是赏之。其于乡会试所作亦然。盖其好奇而淡于禄利如此。然己丑庚寅乡会试
联捷，而壬辰得翰林庶吉士，甲午补编修，在孑民亦自以为出于意外云。　　孑民二十岁，读书于同
乡徐氏，兼为校所刻书。徐氏富藏书，因得博览，学大进。　　孑民之治经，偏于故训及大义。其治
史，则偏于儒林文苑诸传，艺文志，及其它关系文化风俗之记载，不能为战史、政治史及地理官制之
考据。盖其尚推想而拙于记忆，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于旧学时代，已见其端矣。　　孑民二十
四岁，被聘为上虞县志局总纂。因所定条例，为分纂所反对，即辞职。一生难进易退，大抵如此。　
　委身教育时代自甲午以后，朝士竞言西学，孑民始涉猎译本书。戊戌，与友人合设一东文学社，学
读和文书。是时，康梁新用事，拜康门者踵相接。孑民与梁卓如君有己丑同年关系，而于戊戌六君子
中，尤佩服谭复生君。然是时梁谭皆在炙手可热之时，耻相依附，不往纳交。直至民国七年，为对德
宣战问题，在外交后援会演说。始与梁卓如君相识。其孤僻如此。然八月间，康党失败，而孑民即于
九月间请假出京，其乡人因以康党疑之。彼亦不与辨也。　　孑民是时持论。谓康党所以失败，由于
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此后北京政府，无可希
望。故抛弃京职。而愿委身于教育云。　　是时绍兴绅士徐君方经营一中学校，名曰绍兴中西学堂。
徐君自为堂董，而荐孑民为监督。校中有英法两外国语，然无关于思想。孑民与教员马用锡君、杜亚
泉君均提倡新思想。马君教授文辞，提倡民权女权。杜君教授理科，提倡物竞争存之进化论。均不免
与旧思想冲突。教员中稍旧者。日与辨论，孑民常右新派。旧者恨之，诉诸堂董。堂董以是年正人心
之上谕送学堂，属孑民恭书而悬诸礼堂。孑民愤而辞职。　　孑民为中西学堂监督时，丧其妻王氏。
未期，媒者纷集。孑民提出条件，曰：（一）女子须不缠足者。（二）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取妾
。（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如不相合，可离婚。媒者无一合格，且以后两条为可骇。后
一年，始访得江西黄尔轩先生之女，日世振，字仲玉，天足，工书画，且孝于亲（曾因父病到臂）。
乃请江西叶祖芗君媒介，始订婚焉。是时。孑民虽治新学，然崇拜孔子之旧习，守之甚笃。与黄女士
行婚礼时，不循浙俗挂三星画轴，而以一红幛子缀“孔子”两大字。又于午后开演说会，云，以代闹
房。　　其时孑民好以《公羊》《春秋》三世义说进化论。又尝为三纲五伦辨护，日：“纲者，目之
对，三纲，为治事言之也。国有君主，则君为纲，臣为目。家有户主，则夫父为纲，而妇子为目。此
为统一事权起见，与彼此互相待遇之道无关也。互相待遇之道，则有五伦。故君仁，臣忠，非谓臣当
忠而君可以不仁也。父慈，子孝，非谓子当孝而父可以不慈也。夫义，妇顺，非谓妇当顺而夫可以不
义也。晏子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孔子曰：‘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若如俗所谓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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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孑民先生言行录》

媒体关注与评论

　　《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二册，辑成于民国八九年顷，去今已有四十年，但仍为最好的结集；如或
肯去虚心一读，当信吾言不谬。⋯⋯其古今中外派的学说看似可笑，但在那时代与境地却大大的发挥
了它的作用，因为这种宽容的态度，正与统一思想相反，可以容得新思想长成发达起来。　　——周
作人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工作时提出的办学思想，表明了蔡元培尊重
学术思想自由、包容众家学说的恢弘气度，是蔡元培反对学术专制，注重培养学生独立研究能力的一
贯主张，体现了蔡元培尊重人才、量才录用的人才观。《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是有系统的蔡先生的苦
行录，记录了蔡先生的道德学问和事业。　　——陈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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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孑民先生言行录》

编辑推荐

　　世界无涯涘也，而吾人乃于其中占有数尺之地位；世界无终始也，而吾人乃于其中占有数十年之
寿命；世界之迁流如是其繁变也，而吾人乃于其中占有少许之历史。以吾人之一生较之世界，其大小
久暂之相去既不可以数量过，而吾人一生又决不能有几微遁出于世界以外，则吾人非先有一世界观，
决无所容喙于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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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孑民先生言行录》

精彩短评

1、他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堪称“学界泰斗、
人世楷模”。他提出了“五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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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举的教育方针和“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主张。他试图通过贫儿院的试验和推广，逐步
以学前儿童公共教育替代当时的家庭教育，最终实现学前儿童公育的理想。73岁去世的他，和孔子同
寿，他就是当代的孔子、圣人。可惜。。文化的香火中断于文革。。。。
2、蔡元培绝对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现在的北大都没有到达他当年领导下的高度。尽管
现在北大接受了那么多的高考状元，可是他们~~~~~~~      独立的人格，不为政治的力量而屈服。现
在的北大就是蔡元培还没有到北大做校长前的那样子！
3、何以标点惨不忍睹？
4、喜欢蔡元培先生的人可以买
5、蔡元培先生的思想言论合集，体裁包括演讲稿、随笔、序言等等，其内容，涵盖了蔡先生在教育
、民权、伦理学、社会秩序等方面的主要观点和思想，是研究蔡先生思想所不可或缺的重要一手素材
。
6、读大师的书，遥想大师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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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孑民先生言行录》

章节试读

1、《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的笔记-第263页

        与北京大学学生话别 摘录
（民国九年十月二十日在北京大学学生欢送会演说，魏建功笔记）
⋯⋯

我对诸位的临行赠言，也不过几句老生常谈。第一，望大家要特别注意体育。我们收了体育费，原望
让大家自由去运动的；可是二年来尚少效果。诸位何必要做成“书痴”相，弄得曲背弯腰呢？这一层
愿大家各就所好，多多运动。⋯⋯虽然我们并不要在比赛场上出风头，但是有益的运动，我们决不可
不练习。

次之，“五四”而后，大家很热心群众运动，示威运动。那一次大运动，大家虽承认它的效果，但这
种骤用兴奋剂的时代已过去了。大家应当作家踏实地的功夫。这时间父兄可以容我们用功，各方面都
无牵制；而且现在校中行了选科制，正给诸君自动用工的好机会。那可自己空耗光阴呢？若是错过，
真对不起自己；过了几年，要学也没有机会了。但是并非只管用功，其余一概可以不管。“五四”后
的惟一好结果，是平民教育。乘我们用功的余暇，办些学校，教育那些失学的人，就是牺牲光阴，也
是值得的。这种事也是脚踏实地的初步。即如现在的调查灾区，也是服务社会的要端。此等事很望不
断的做下去！

其次自治。本校学生的自治，近来比从前好多了。但是宿舍里，公寓里，也还免不了闹笑话。校外说
我们的人很多。即如从前学生会里闹意见，往往丢了正文，两下打笔墨官司；种种揭帖，教人看了难
受。要是看的人信了他们的话，那对面的人几乎不能做人了！设身处地，又当如何？我们见了别人的
过失，总要用怜爱的意思劝告他，不可骤加攻击。我希望此后诸同学均互相亲爱，厚于责己，薄于责
人。

2、《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的笔记-第147页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词
（民国六年一月）
⋯⋯予今长斯校，请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
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宗旨
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求
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
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
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
⋯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
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
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
，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
，已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
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几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
，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
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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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aa17320100u4rb.html

3、《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的笔记-第43页

        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狠有几分相象。他的来势狠勇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
的人感受痛苦；仿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滥岸上，把田庐都扫荡了。对付洪水
，要是如鲧的用湮法，便愈湮愈决，不可收拾。所以禹改用导法，这些水归了江河，不但无害，反有
灌溉之利了。对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导法，让他自由发展，定是有利无害的。孟氏称：“禹之治
水，行其所无事”，这正是旧派对付新派的好方法。
——复制来源：http://news.sina.com.cn/c/2009-04-21/152917656479.shtml

4、《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的笔记-第127页

        教育之对待的发展 摘录
（民国八年二月）
⋯⋯盖群性与个性之发展，相反而适以相成，是今日完全之人格，亦即新教育之标准也。持个人的无
政府主义者，不顾群性；持极端的社会主义者，不顾个性。是为偏畸之说，言教育者其慎之。

5、《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的笔记-第9页

        全书开篇《蔡孑民传略》为都昌黄世晖所记。
孑民所谓公民道德，以法国革命时代所揭箸之自由、平等、友爱为纲，而以古意证明之。谓”自由者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
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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