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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是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的一部重要思想言论著作，1920年由新
潮社编辑出版。
全书分六类：第一类“关于最重大普遍的问题”（十八篇），第二类“关于教育”（十六篇），第三
类“关于北京大学”（十八篇），第四类“关于中西文化的沟通”（十一篇），第五类为“普通的问
题”（十一篇），第六类为“范围较小、关系较轻的问题”（十篇）。

　　所谓“大学”，不仅仅是一种“功业”，同时也是一种“言说”。
后人评价蔡元培，看他如何“办大学”，也看他如何“谈大学”。
陈平原认为，蔡孑民先生在追忆北大岁月时，总不忘阐述自家的大学理想。
因为所谓大学精神、大学文化以及大学管理等，既是一门高深学问，也是一种日常生活；如此兼顾理
论与实践，需要一种特殊的文体来实现。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即席发挥或精心准备的各种“演说”，便成了关键的一环。
这些演说，若足够精采，也可能成为“传世文章”。
陈教授相信，办大学，需要做，也需要说——持续不断地阐述大学的宗旨、功能、风格、日常运作乃
至专业设置等，某种意义上，也是办大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因此今天我们阅读《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可以从此角度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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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平原
　　北京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双聘教授、北大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俗文学学
会会长。
近年关注的课题，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与文字
等。
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全国高校
一、二、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1995，1998，2003）、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奖一等奖（2006）、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6）等。
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
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等著作
三十种。
另外，出于学术民间化的追求，1991—2000年与友人合作主编人文集刊《学人》；2001年起主编学术
集刊《现代中国》。

　　ROCKAT
　　ROCKAT漫画工作室，由简振杰与钟仁杰所成立。
两人毕业于台湾艺术大学美术系，均是从小看日本漫画长大的小孩，由童年的《七龙珠》到现在的《
海贼王》，都是成长的最大养分。
以成为漫画家为毕生职志。
2010网络发表漫画：Blue
Joker－蓝色小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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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何为大学？
/陈平原　　沧海桑田，人类历史上最为长寿且最具活力的社会组织，除了教会，就是大学。
到欧洲游览，这个感觉特别明显。
转瞬间，辉煌的宫殿灰飞烟灭，雄伟的军事要塞成了废墟，庞大的企业也可能突然破产，只有大学，
还有教会，不屈不挠，几百年风雨兼程，一路走过来，而且越走越风光。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两者都会继续存在下去，且日益辉煌。
如此说来，理解何为“大学”，以及关注中外大学的走向，变得至关重要。
　　晚清以降，中国人办大学，成绩卓著的不少，可最著名的，莫过于北大校长蔡元培。
百年中国，有独立的大学理念，且能够真正付诸实施的，不敢说仅此一家，但蔡元培无疑是最出色的
。
这是因为，有其位者不一定有其识，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位；有其位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时──集
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才可能有蔡元培出掌北大时的挥洒自如。
　　在我看来，所谓“大学”，不仅仅是一种“功业”，同时也是一种“言说”。
后人评价蔡元培，看他如何“办大学”，也看他如何“谈大学”。
蔡先生明白这一点，在追忆北大岁月时，总不忘阐述自家的大学理想。
为什么？
就因为，所谓大学精神、大学文化以及大学管理等，既是一门高深学问，也是一种日常生活；如此兼
顾理论与实践，需要一种特殊的文体来实现。
某种意义上，校长之即席发挥或精心准备的各种“演说”，便成了关键的一环。
这些演说，若足够精采，也可能成为“传世文章”。
今天我们阅读《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正是从此角度进入。
　　大学史及“蔡元培神话”　　自从进入文明社会，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初等”及“高等”的教
育。
但作为一种组织形式的University，在中国，却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大学”一词，若指周之辟雍、汉之太学以及晋以后的国子学，念 t3i xu9。
至于实施现代高等教育的学校，念d3 xu9。
依此类推，中国的t3i xu9史，从先秦讲到晚清；至于d3 xu9史，则只有一百多年。
硬要高谈阔论从古到今一脉相承的“中国大学”，恐怕难得要领。
这本来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之所以长期不被学界正视，就因为涉及所谓的“民族自尊”：一个文明
古国，怎么可能只有百年“大学史”？
哲学家冯友兰的话很有代表性： “我看见西方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
的历史，这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张其昀撰《源远流长之南京国学》，称中央大学的历史，应该追溯到南朝；二
十世纪九十年代，湖南大学力争自家的历史从岳麓书院（976）说起。
幸好这些努力，都被当时的教育主管部门否决了。
否则，神州大地将涌现一大批远比巴黎（1170）、剑桥（1209）、哈佛（1636）、耶鲁（1701）古老得
多的“大学”。
　　希望藉“重写校史”而争得“光荣传统”的努力，其实一直没有停止。
主张“北京大学的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的，不仅是哲学家冯友兰，东方学家季羡林也认定从
太学算起的说法“既合情，又合理”。
学者任继愈在《北大的“老”与“大”》中，努力论证北大“是汉唐以来‘太学’的继续”。
作为硕学鸿儒，冯、季、任三位并非校史专家，其建议也未曾详细论证，只能“聊备一说”。
校史专家萧超然接过此说，将其“精确化”，论证北大校史应追溯到晋代的国子学，乃“世界上历史
最古老的大学之一”。
对于此类“为母校争光”的努力，我持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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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很简单：一、在晚清学界，国子监与京师大学堂没有关系；二、北京大学并非直接继承国子监而
来；三、将北大历史延长一千六百年于情不合，于理不通；四、这种改写历史的冲动不值得提倡；五
、倘若希望继承“中国古老的优秀文明”，国子监并非重要的思想资源。
　　最近这些年，中国各大学的“校史”越说越长。
北大还好，仍坚持以戊戌维新为起点，连颇多关联的京师同文馆（1862）这条线，也都不愿意拉扯上
。
如此立论，也算是蔡元培校长的“遗训”。
为什么这么说？
1918年，蔡元培为《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作序，对此有过明确的表述：“吾国自虞夏时已有大
学之制，见陈教授汉章所作《中国历代大学学制述》，然往昔太学国学，其性质范围，均与北京大学
不可同年而语。
然则往昔之太学国学，直当以高曾祖祢视之。
而北京大学本体，则不得不认为二十岁之青年也。
” 1948年，北大纪念建校五十周年，胡适撰文称：若从太学算起，北大“比世界上任何大学都年高了
”；可这种拉长校史的“诱惑”不可取：“北京大学向来不愿意承认是汉武帝以来的太学的继承人，
不愿意卖弄那二千多年的高寿。
⋯⋯这个小弟弟年纪虽不大，着实有点志气！
”现在有人断章取义，说蔡、胡两校长也都主张北大从汉代太学算起。
这不对，白纸黑字，他们俩都是反对拉长校史的。
　　说实话，今日的北大，以及所有中国大学，努力追摹的，不是“三代之学”，不是汉代的太学，
不是宋元的书院，也不是明清的国子监，而是西方现代大学——从学科设置，到课堂讲授，甚至毕业
典礼，全都是舶来品。
这是明摆在眼前的现实，不容抹杀。
以北大为例，所谓从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创建“太学”说起，无非满足一下虚荣心，实在
看不出有什么好处。
我们的任务，借用蔡元培的说法，应是参酌“欧美教育新法”与“孔墨教育之精神”。
前者之兼及为真理而研究、陶养道德以及发展社会教育，分别指向德、英、美三种颇有差异的大学理
想，固然值得借鉴；后者之注重“陶养性情，发达个性”，也不是太学或国子监所能涵盖。
　　北大的三个关键时刻　　在我看来，北大一百一十二年的历史，有三个关键时刻。
第一个关键时刻是在1917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含1919年的五四运动），确立了北京大学在中国
社会的巨大声誉，尤其是其救国救民、舍我其谁的精神气质，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
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说过一句很有名的“大话”：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现在不是、短时间
内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
拟的。
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
千载难求的。
说的便是这一段历史。
1921年7月16日，蔡元培在旧金山华侨欢迎会上演说，比较了德国、法国、美国以及中国的大学制度，
其中有一句：“北大学生最关心国家大事。
”时间过去了将近九十年，此说仍大致可信。
这一“校格”，你可以喜欢，说北大学生志向远大；也可以不喜欢，说北大学生眼高手低。
这都是事实，就看你对“大学功能”的定位以及对“大学精神”的理解。
　　第二个关键时刻是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是现代中国大学之路的大转折。
政府一声令下，保留十四所综合大学，其他的改为专业院校；加上此前的接管教会大学，取消私立大
学等措施，对很多好大学造成严重伤害。
但也有获益的，比如复旦大学的学术实力因此迅速提升。
北大则是得失参半，割掉了工科、农科、医科等，是很大的遗憾；但在人文及数理等基础研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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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大增。
以中文系为例，杨振声、冯文炳等教授被调出去了；但吸收了不少清华、燕京的教授，还把王力领导
的中山大学语言学系连锅端过来，那可是当时全国唯一的语言学系。
至于哲学系，那就更离谱了——既然有马列主义作为指导，全国办一个哲学系就够了，于是，各地著
名的哲学教授，大都被集中到北大来。
北大的精神气质植根于“五四运动”，学术底蕴则得益于院系调整。
至于第三个关键时期，则是百年庆典。
　　观察北京大学历史上这三个关键时刻，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只有第一次。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动力，来自北大师生，其努力方向，与政府的追求风马牛不相及，甚至可以说是针
锋相对。
至于后两个重要转折，则是政府主导，大学配合。
　　燕园情怀　　说到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之所以能有如此业绩，与校长蔡元培密切相关。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
前清翰林，清末参加同盟会，闹革命，还曾任暗杀团团长；武昌起义后回国，1912年1月就任南京临时
政府教育总长。
1917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前四年全力以赴，后六年半经常外出，先是考察欧美教育，后因政治
抗争而不时离职。
1928年辞去各行政职务，专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
蔡先生乃国民党元老，在政界及学界均有很高声望。
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蔡先生那么多职务，最让人牵挂的还是北大校长。
政治立场迥异的各界名人，说到蔡先生，无不交口称赞。
而且，大都落墨在“校长”，而不是“部长”或“院长”——尽管后两者职位更高些。
当然，北大学生多，会写文章，这也是事实。
可官大没用，部下不见得真的服你，当年为了某种利益而拚命拍马屁的，日后也可能翻脸不认人。
不像北大学生，对于蔡校长的崇敬，至今未改。
这一点，你一踏入燕园，马上就能感觉到。
　　假如承认北大对于现代中国的重要性，以及蔡元培对北大性格形成所起的决定作用，那么，就有
必要认真思考他这个校长是怎么当的。
更何况，理解蔡元培之于北大，也就部分理解了现代中国的大学之路。
谈蔡元培，我选择1920年出版的《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作为主要文本，那是因为，我相信，办大学，
需要做，也需要说——持续不断地阐述大学的宗旨、功能、风格、日常运作乃至专业设置等，某种意
义上，也是办大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词/蔡元培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予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
曾有所贡献于同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
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必为长足之进步矣。
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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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
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
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快捷方式也。
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
毕业有人提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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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国精于政治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任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
之举。
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
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
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
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
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
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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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其造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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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不顾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藉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
光阴虚过，学问毫无，是自误也。
且辛亥之役，吾人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
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
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
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
是误人也。
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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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社会尤为劣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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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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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于道德无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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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曰敬爱师友。
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之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
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
余见欧人购物者，每至店肆，店伙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
薄物细故，犹恳挚如此；况学术传习之大端乎？
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任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
前所计划者二事：　　一曰改良讲义。
诸君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
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其详细节目，由教师口授后学者自行笔记，并随时参考，以期学有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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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裨实用。
　　二曰添购书籍。
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
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以备教员与学生之参考。
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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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何为大学：蔡孑民先生言行录》1916年秋天，身在法国的蔡元培接到了一通电话，促请他归国
任北大校长。
蔡元培认定教育是救国的出路，便毅然于“大风雪中”来到了北大就任。
在面对军阀与中央政府的压力下，蔡元培把一向被视为升官发财阶梯的北大，改革为“新文化运动”
的摇篮。
在就任演辞上，蔡元培开宗明义地说，学生来到大学求学，必先知大学的性质，这个演说奠定了他整
个大学理念的基调。
日后，在很多场合中谈大学，蔡元培多围绕此中心打转。
看他如何“办大学”，也看他如何“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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