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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初期的二三十年间，凡是学界中人，几乎无人不知有位“蔡先生”。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孑民，号孑农，绍兴山阴（今越城区）人。
他出身商人世家，11岁丧父，家境从此窘困。
少年时曾在绍兴古越藏书楼校书，得以博览群书。
17岁考取秀才，18岁设馆教书。
青年时期，连续中举人、取进士、点翰林、授编修，可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功名富贵已是囊中之物。
然而当时正值戊戌之际，在他看来，以中国之大，积弊之深，不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要想靠几道
上谕来从事改革，不可能把腐败的局面转变过来。
他认为康梁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事先不培养革新人才，希图以少数人取代政权，此为致败原因。
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下，他告别官场，回到南方，致力于办教育。
20世纪初，他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致力于打破封建主义教育，为反清
革命培养人才。
    1907年，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随驻德公使孙宝琦赴德，开始了他半工半读的留学生活。
这段经历十分艰苦，因为不是公费留学，蔡元培只好在驻德使馆中兼职，还担任过当时在柏林学习的
唐绍仪子侄四人的家庭教师。
然而在莱比锡大学这所古老的学府，已是老学生的蔡元培真正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
    1912年，武昌起义胜利后，蔡元培回国，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
止祀孔读经，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确立起我国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
实践其改革近代中国教育的理想。
此后，蔡元培又几次往返于中国和欧洲之间。
蔡元培是一位教育家，也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每当革命需要他的时候，他总是听从召唤，偶有间歇
就前往欧洲考察学习。
在德国留学的时候，他亲眼看到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学都远比中国先进，所以他力倡中
国青年留学欧洲。
后来，蔡元培在法国游学期间，积极倡导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也拉开了他人生最辉煌的序幕。
蔡元培入职那天，校工们恭恭敬敬地在校门口排好队，向这位昔日的教育总长、现在的校长行礼。
没想到蔡元培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而是脱下自己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
工们回鞠了一躬。
要知道，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校长的职位相当于三品大员，蔡元培当过的教育总长更是相
当二品高官'o这一鞠躬震动了北大，瞬间成为北大的新闻。
    蔡元培从进入校门的鞠躬开始，决心要给中国一个全新的北京大学。
他在就职演说中说：“诸位来北大求学必有一定宗旨，要求宗旨正大，必先知大学性质，我以为大学
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蔡元培认为，对学校的改革，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而现代教育发展最重要最根本的精神，
就在于学校首先要培养一种自由的精神，尤其是学术自由，它首先是要容纳一大批各个学科的大师级
的学者，让他们都能自由发展。
他要把北大办成学术自由的摇篮、百花齐放的园地。
他提出了自己的办学方针，就是有名的八个字：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为了贯彻自己的办学方针，他聘请了像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胡适、周作人、王世杰等一大批新
学方面的学者；同时又保留或聘请了一批在学术上有很高造诣，但在政治上非常保守，甚至主张君主
制的学者，像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钱玄同这些人。
于是，北大校园里有保守派，有维新派，亦有激进派，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汇聚一堂，“背后拖着长
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谈，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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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蔡元培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
    蔡元培在北大短短两年的改革，就彻底改变了北大的面貌，新派知识分子在北大越聚越多，新文化
运动规模也越来越大。
北大很快即开学术研究、思想自由之风气。
他还支持日益兴盛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赞成文学革命，反对封建复古主义，倡导以科学和民
主为内容的新思潮。
他的努力终于使北大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后人在书写蔡元培的传记时，常常这样评价蔡元培：“他是新文化运动之父，他通过改变一所大学进
而改变了一个民族！
”中国知识分子从官场走向学术殿堂，从庙堂走向民间，正是蔡元培在北大开风气之先。
    “九一八事”变后，蔡元培积极主张抗日，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国
民党的倒行逆施，援救了一批革命志士和爱国青年。
晚年，为抗日救亡事业奔波，努力促成国共合作。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终年72岁。
国民党总裁蒋中正在陪都重庆主持公祭；共产党则在延安举行各界追悼大会，中共领袖毛泽东发唁电
：“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一位贫病交加的读书人，受到国共两党共同的尊崇。
    蔡元培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涉猎广博的研究家、学者，除投身于教育理论的研
究与实践外，他还在民族学、伦理学、文学、美术等诸多方面有着卓越的成就。
中国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流大潮中，蔡元培审时度势，一方面积极主动地译介、传播
西方伦理学说，同时又注重中西伦理学说的比较、融合，力求建构具有新时代、新特点、新方法的中
国伦理学，在伦理学方法、伦理学原理、伦理学史诸多方面为中国近代伦理学的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
。
早在清代晚期他就认为“吾国夙重伦理学，而至今尚无伦理学史，迩及伦理界怀疑时代之托始，异方
学说之分道而输入者，如风如烛，几有互相衡突之势，苟不得吾民族固有之思想体系以相为衡准，则
益将彷徨于歧路，盖此事之亟如此。
”然而又深知“当代宏达似皆为遑暇及”，于是他“用不自量，于学课之隙，缀述是篇”，在德留学
四年中，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这样就诞生了我国近代的第一部伦理学史专著。
    《中国伦理学史》全书分绪论、先秦创史时代、汉唐继承时代、宋明理学时代四大部分32章，系统
地介绍了我国古代伦理学界重要的流派及主要代表人物，并阐述了各家学说的要点、源流及发展。
本书是第一部系统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发生、发展及其变迁的学术著作，阐述了从孔子到王
阳明28位思想家的伦理思想，附录中列叙了戴震、黄宗羲、俞正燮三人的道德学说。
    现代意义上之“中国伦理学史”，出现于清末，而蔡元培是“开路先锋”。
他撰写的《中国伦理学史》是借用西方学术的框架撰写而成，虽“比较粗略”，但却“新意迭出”，
极具“开创性”，“成为中国近代伦理科学的范例”。
全书不足十万字，却把自唐虞至清末几千年伦理思想“叙述得井井有条”。
在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伦理思想史领域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中国
伦理文化向何处去，蔡元培建立在倡导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基础上的伦理思想是20世纪中国最可宝贵
的精神财富。
蔡元培先生的伦理思想是近代中国道德批判和伦理革命思潮合乎逻辑的思想成就，也是东西方文化交
流融合的时代产物，是一代先进中国知识分子在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中的心路历程和伦理诉求。
    该书以科学的方法分析和评价了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及其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各家的伦理学
说，辨析其优长与缺失，审度其弃取与抑扬，既公正客观，实事求是，又合情合理，褒贬有度。
尤其突出的是，蔡元培在此书中将法兰西革命中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同中国古代的道德观念进
行比较，主张中西汇通，互相学习，这种采用西方近代的学术观点和方法整理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做
法是蔡元培对伦理学所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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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写该书的目的是作教材用，故而条理清楚、语言朴素、言简意赅。
该书至今仍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蔡元培所著的《中学修身教科书》《华工学校讲义》《中国人的修养》是蔡元培伦理思想的补充，
本书一并收录。
    本篇导言参考了大量文献，引用了许多专家的文字，在这里表示衷心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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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蔡元培编著的《蔡元培》分绪论、先秦创史时代、汉唐继承时代、宋明理学时代四大部分32章，
系统地介绍了我国古代伦理学界重要的流派及主要代表人物，并阐述了各家学说的要点、源流及发展
。
《蔡元培》是第一部系统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发生、发展及其变迁的学术著作，阐述了从孔
子到王阳明28位思想家的伦理思想，附录中列叙了戴震、黄宗羲、俞正燮三人的道德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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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章  孟子（儒家）    孔子没百余年，周室愈衰，诸侯互相并吞，尚权谋，儒术尽失其传。
是时崛起邹鲁，排众论而延周孔之绪者，为孟子。
    小传  孟子名轲，幼受贤母之教。
及长，受业于于思之门人。
学成，欲以王道干诸侯，历游齐、梁、宋、滕诸国。
晚年，知道不行，乃与弟子乐正克、公孙丑、万章等，记其游说诸侯及与诸弟子问答之语，为《孟子
》七篇。
以周赧王三十三年卒。
    创见  孟子者，承孔子之后，而能为北方思想之继承者也。
其于先圣学说益推阐之，以应世用。
而亦有几许创见：（一）承子思性说而确言性善；（二）循仁之本义而配之以义，以为实行道德之作
用；（三）以养气之说论究仁义之极致及效力，发前人所未发；（四）本仁义而言王道，以明经国之
大法。
    性善说  性善之说，为孟子伦理思想之精髓。
盖子思既以诚为性之本体，而孟子更进而确定之，谓之善。
以为诚则未有不善也。
其辨证有消极、积极二种。
消极之辨证，多对告子而发。
告子之意，性惟有可善之能力，而本体无所谓善不善，故曰：“生了为性。
”曰：“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椦。
”曰：“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对于其第一说，则诘之曰：“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
”盖谓犬牛之性不必善，而人性独善也。
对于其第二说，则曰：“戕贼杞柳而后可以为桮椦，然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
”言人性不待矫揉而为仁义也。
对于第三说，则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
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
是岂水之性也哉？
”人之为不善，亦犹是也。
水无有不下，人无有不善，则兼明人性虽善而可以使为不善之义，较前二说为备。
虽然，是皆对于告子之说，而以论理之形式，强攻其设喻之不当。
于性善之证据，未之及也。
孟子则别有积以经验之心理，归纳而得之，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今人乍见孺子将人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
，非恶其声而然也。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义之端也；辞让之心，人皆有之，礼之端也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智之端也。
”言仁义礼智之端，皆具于性，故性无不善也。
虽然，孟子之所谓经验者如此而已。
然则循其例而求之，即诸恶之端，亦未必无起源于性之证据也。
    欲  孟子既立性善说，则于人类所以有恶之故，不可不有以解之。
孟子则谓恶者非人性自然之作用，而实不尽其性之结果。
山径不用，则茅塞之。
山木常伐，则濯濯然。
人性之障蔽而梏亡也，亦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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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皆欲之咎也。
故曰：“养心莫善于寡欲。
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
”孟子之意，殆以欲为善之消极，而初非有独立之价值。
然于其起源，一无所论究，亦其学说之缺点也。
    义  性善，故以仁为本质。
而道德之法则，即具于其中，所以知其法则而使人行之各得其宜者，是为义。
无义则不能行仁。
即偶行之，而亦为意识之动作。
故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
”于是吾人之修身，亦有积极、消极两作用：积极者，发挥其性所固有之善也；消极者，求其放心也
。
    浩然之气  发挥其性所固有之善将奈何？
孟子曰：“在养浩然之气。
”浩然之气者，形容其意志中笃信健行之状态也。
其潜而为势力也甚静稳，其动而作用也又甚活泼。
盖即中庸之所谓诚，而自其动作方面形容之。
一言以蔽之，则仁义之功用而已。
    求放心  人性既善，则常有动而之善之机，惟为欲所引，则往往放其良心而不顾。
故曰：“人岂无仁义之心哉？
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
虽然，已放之良心，非不可以复得也，人自不求之耳。
”故又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    孝弟  孟子之伦理说，注重于普遍之观念，而略于实行之方法。
其言德行，以孝弟为本。
曰：“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
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
亲亲，仁也；敬长，义也。
无他，达之天下也。
”又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    大丈夫  孔子以君子代表实行道德之人格，孟子则又别以大丈夫代表之。
其所谓大丈夫者，以浩然之气为本，严取与出处之界，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不为外界非道非义
之势力所左右，即遇困厄，亦且引以为磨炼身心之药石，而不以挫其志。
盖应时势之需要，而论及义勇之价值及效用者也。
其言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
”又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之谓大丈夫。
”又曰：“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怫乱其所为
，然后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此足以观孟子之胸襟矣。
    自暴自弃  人之性善，故能学则皆可以为尧、舜。
其或为恶不已，而其究且如桀纣者，非其性之不善，而自放其良心之咎也，是为自暴自弃。
故曰：“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
言非礼义，谓之自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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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
”    政治论  孟子之伦理说，亦推扩而为政治论。
所谓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
其理想之政治，以尧舜代表之。
尝极论道德与生计之关系，劝农桑，重教育。
其因齐宣王好货、好色、好乐之语，而劝以与百姓同之。
又尝言国君进贤退不肖，杀有罪，皆托始于国民之同意。
以舜、禹之受禅，实迫于民视民听。
桀纣残贼，谓之一夫，而不可谓之君。
提倡民权，为孔子所未及焉。
    结论  孟子承孔子、子思之学说而推阐之，其精深虽不及子思，而博大翔实则过之，其品格又足以相
副，信不愧为儒家巨子。
惟既立性善说，而又立欲以对待之，于无意识之间，由一元论而嬗变为二元论，致无以确立其论旨之
基础。
盖孟子为雄伟之辩论家，而非沉静之研究家，故其立说，不能无遗憾焉。
P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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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论资格，蔡元培是我们的长辈；论思想精神，他也许比我们年轻；论著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
论启发中国新文化功劳，他比任何人大。
    ——林语堂    学无涯也，而人之知有涯。
积无量数之有涯者，以与彼无涯者相逐，而后此有涯者亦庶几与之为无涯，此即学术界不能不有学术
史之原理也。
    ——蔡元培    读古人之书，不可不知其人，论其世。
我国伦理学者，多实践家，尤当观其行事。
（中国伦理学史）是编限于篇幅，各家小传，所叙至略。
    ——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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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蔡元培编著的《蔡元培》是中国第一本伦理学史著作。
作者先在绪论中将伦理学与修身书、伦理学史与伦理学进行区分，正文中又把中国伦理学史分为先秦
创始时代、汉唐继承时代和宋明理学时代三个时期，对各个时期伦理学说之渊源进行考察，而后分别
论述伦理学家之思想，实为中国伦理学史的奠基之作。
    蔡元培所著的《中学修身教科书》《华工学校讲义》《中国人的修养》是蔡元培伦理思想的补充，
本书一并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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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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