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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蔡元培所持的“兼容并包”思想，既成为了近代各个大学一致追求的办学理念，也是蔡元培精神的崇高

象征。弦歌不辍，薪火相传。蔡先生的教育理念影响深远，其“兼容并包”的思想，不仅包含了近代中

国兴办学校的理性探索道路，也给当下中国建设一流大学提供了新的方向。结合历史与现实的需要，蔡

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给予了我们无限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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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ay of “compatibility and inclusion” held by Cai Yuanpei has not only become the school run-
ning idea pursued unanimously by modern universities, but also has long been the symbol of Cai 
Yuanpei’s spirit. The song never stops, the torch passes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Mr. Cai’s 
educational concept has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His idea of “inclusiveness and inclusiveness” not 
only contains the rational exploration path of establishing schools in modern China, but also pro-
vides a new direc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in China. Combined with the 
needs of history and reality, Mr. Cai Yuanpei’s educational thought has given us infinite enligh-
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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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渊源 

梁漱溟先生曾讲过这么一段话：“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

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1]作为与蔡先生同时代的教育家，梁先生的话，无疑是对蔡

先生杰出贡献的中肯评价。蔡元培擅长借鉴西方教育思想。例如，蔡元培将德国洪堡教育思想的成果，

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紧密结合，对于当时我国的大学教育，开辟出了新道路，提出了新思想与新主张。

蔡元培认为，我国的大学学校，作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大学学府，应当在扎根传统儒家优良传统的基础上，

积极糅合西方的成功经验——这便是蔡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2]。 
蔡元培一生深受传统文化侵染，饱学硕儒，认同中庸之道。他曾提到：“不走任何一极端，而选取

两端的长处，使互相调和”[3]。对待传统，他认为所谓“求同存异”，实则也是中庸之道的近代表达；

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历经数千年风雨飘摇而不倒，正因中庸之道是传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之一。蔡元培秉

持中庸之道的思想方法“不偏不倚”，不倾向任何一种极端，寻求调和，取其平衡，也许正是他提出“兼

容并包”的立场所在。他曾说：“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正是如此，蔡元

培在北大改革时，对待任何一项校园内老师的主张，蔡元培向来只秉持一个采纳原则：只要“言之成理，

持之有故”，就让思想并存，使学术氛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自由竞争，让学生留有思考，自由选

择。这是蔡元培先生思想的智慧与胸襟。在蔡元培提出：“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当世之时，钱玄同和胡适等人对白话文学大力推崇，黄季刚、刘申叔等人却仍是坚持守卫文言文学，两

方人马，彼此唇枪舌战、口诛笔伐，各不相让[4]。在这个时候，蔡元培先生努力让他们和谐并存。通过

容纳不同的学术派别，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正是以“兼收并蓄”为基，包罗万象，营造追求学术自

由的氛围，革新大学学术的风气。 
蔡元培学贯中西，“兼容并包”的思想不仅根植于民族文化，还来源于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所提倡

的“思想自由之通则”，这一理念使其包容思想具有了现代性的意义。蔡元培一生多次赴德学习，出国

学习的经历中，对其影响最大的，一是德国本土的洪堡理念，二是康德的哲学思想。洪堡，是德国著名

的教育家，也是西方近代大学理念的重要奠基者，他认为大学的工作是一种精神活动，需要自由。探索

学术，应是坚持思想自由，允许不同的学派发展。教育家洪堡在兴办柏林大学办学经验是，鼓励学生参

加科学研究，坚持引导受教育者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办学理念和办学经验对蔡元培后来的教育改

革影响颇大。他提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这种主张与洪堡要求学生“献出科学”的观点极为

相似，同时为蔡元培先生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提供了现实依据。 

2. 蔡元培“兼容并包”实践基础  

2.1. 社会环境——宽松自由 

清朝被推翻以后，儒家学说失去了法定的正统地位，中国自汉武帝以来第一次出现了没有官方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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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局面，使学术自由成为可能[5]。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五四”运动前的中国正经历着辛亥革命胜

利又复归于失败的痛苦中，这时的中国正处于新旧更迭的大变革时期，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为中

国革新思想，寻求未来的新路指明了方向。蔡元培先生对待菁英，只看重其是否“积学热心”、“砥志

研思”，而其他方面一概不落俗套，不拘一格，致使各学术流派云集北大，学术精神蔚然成风。他们在

学术上各抒己见、百家争鸣，为新思想的孕育和传播创造了条件。中西教育发展的差异使蔡元培认识到

变革充满腐败旧式的官僚学府意味着什么，改变“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倡导“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

机关”的理念，对于民族意识的觉醒，教育强国的期望尤为重要。唯学术是求的德国大学理念将知识视

为强盛国家，振兴民族精神的力量，蔡元培也极为认同这种理念[6]。蔡元培就是在这种形式之下，大刀

阔斧，将北大从“官本位改变到知”的时代，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恢复大学的固有社会功用，

强调大学是以知为第一性的。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营造了大学神圣的学术风气，把握了高

等教育的精神命脉，为思想的繁荣、学术的昌明提供了滋养的环境。 
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出现，并非偶然。伫立在历史洪流中，蔡元培先生顺应时代潮流，厘清中国实际

的客观需要，提出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新思想，这无疑给当时的中国提供了一条新路，这是一

种进步的思想，革新的行动。 

2.2. 现实推动力——北大同仁 

北大同仁的支持使“兼容并包”思想得以实行。北大学术派别得以“兼容”，虽然蔡元培的经营之

功不可磨灭，但北大诸位志同道合同仁的共同尽心营造和维护也多有助力[7]。蔡元培曾在回复傅斯年、

罗家伦的信中提到：“然弟始终注重在‘研究学术’方面之提倡，于其他对外发展诸端，纯然由若干教

员与若干学生随其个性所趋而自由伸张，弟不过不加以阻力，非有所助力也。”[8]蔡元培的真挚抒怀，

对北大的成就不独居其功，而是将北大的发展归结为各位同仁的“随其个性所趋而自由伸张”，晚年回

忆录中也对各同仁助力表以心迹。“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

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

行。理科自李仲揆、丁巽甫、王抚五、颜任光、李书华诸君来任教后，内容始以渐充实。”[9] 
蔡元培不是孤立一人，北京大学将蔡先生的教育理论作为指导，制定了一系列极具推动力的方针举措，

加上各级领导、老师的躬身实践，以及蔡先生本人的学识修养、人格与学风的感召力，荟萃了无数人才。

蔡先生倾心尽力爱护英才，积极引导这些一时翘楚，与之共同去实践教育理想。依靠着这些人才，他提出

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与“大学，研究学问之机构”的主张，终而得以落实和传承。 

2.3. 思想深化——蔡元培与林纾论战 

蔡元培与林纾的论战使“兼容并包”的思想得以借机彰显，正因这场论战，蔡元培对“兼容并包”

的思想诠释才得以扬名，作为大学理念的“兼容并包”才真正开始进入了人们的视野[8]。在当时作为“中

国惟一之国立大学”[10]——北京大学一直是当时社会关注的焦点，对于蔡元培执掌北大期间所推行的系

列变革，社会上的质疑声也是从未间断。但正是蔡元培与林纾的论战将五四前夕北大的高光时刻聚焦于

此，“兼容并包”的思想得以深入人心。1919 年 3 月 18 日《公言报》刊发了林纾所撰《致蔡鹤卿元培

太史书》批评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对此，蔡元培先生写了《致“公

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君函》，驳斥了林纾的无理指责，指出北大主张学说上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

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11]，并得到了北大内部趋新势力最强有力的支持，此轮的“新旧之

争”中新趋势力占得先机。 
在当时的过渡时期，社会思潮涌动，新旧思想的交替与更迭，使该论战聚焦于当时社会的主流，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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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一种新的思想诠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未来学术发展指明了道路。蔡元培学贯中西，前是清

朝翰林，后是留学西欧，在学术流变中，对“新”“旧”的思想都最有发言权。在此次主动地辩驳中，蔡

元培指出：“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

其自由发展。”[12]认同不同学派的并存，思想自由竞争，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得以深化与发展。 

3. 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的诠释与实践 

蔡元培的各项办学方针中，最有影响及成效的，便是在学术、文化领域，坚决循“思想自由”之通

则，取“兼容并包”之主张。其成果对中国现代科学、文化之贡献，令人只觉高山仰止。可以说，蔡元

培不仅奠定了北大的基本传统，也在全国开创了一条学术繁荣、人才涌现的康庄大道[13]。 

3.1.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始终坚持，大学应当“囊括大典，网罗众家”。这意味着，各种学术思想流派都应该得到一

片平等的舞台，以求百家争鸣，相互渗透，共同发展。如果墨守成规，拘泥于一家之言，思想专制将成

为使学术发展的绊脚石。“一己之说，不得束缚他人；而他人之说，亦不得束缚一己。诚如是，则科学、

社会学等将均任吾人自由讨论矣。”[14] 
蔡校长提出“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要求不管哪种学派，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便可以听

其自由发展。在蔡先生的倡导之下，北大学术研究、自由讨论的风气极盛。学术上，不同派别的学者各

抒己见，思想自由，百家争鸣。在这种浓烈的自由风气中，北大涌现出许多进步思想的社会研究团体，

例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闻研究会、孔子研究会、雄辩会等等。北大的社会研究交流中，穿插着革

命思想与封建礼教旧派思想的互相讨伐与交战，这当然也为革命思想的传播提供了肥沃土壤。 

3.2. 学术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先生坚持认为，大学校园里教员们的思想，不仅不该受到宗教或政党的拘束，也不该被任何

学术权威所禁锢。“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

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15]体现了教师学生间自由探讨、严谨治学、竞相争鸣

的局面。这种允许不同学派和观点的并存，才能使思想百家争鸣，博采众长，并在讨论的过程中相互印

证、完善，直至无限近于真理。这使得学生们可以自由地比较与选择，以免学生出现偏激和单调的学术

观点，将一个学派或一种观点奉为金科玉律，变革他们“固守己见，因循残缺”的思想。 
蔡元培认为“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是在淡化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当时的中国正

驻立于历史的交汇期，风云涌动，势力交错，各个党派都在为谋求自身的发展而努力寻找理论支撑，学

术的思潮、舆论的导向是当时各党派站稳脚跟的现实依据。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期，蔡元培的“学

术自由，兼容并包”将学术自由与政治问题划清界限，让北大成为真正“研究学术之机关”。蔡元培先

生中西贯通，厘清了自己在国外的际遇与自身对政治、学术的关系的认识，把学术自由和政治问题淡化，

用睿智的眼光，旁而观之，使得诸般思想理论，自由斗争和良性发展。这样的认识，的的确确使校园的

思想得以解放，为北大的发展指引了方向。蔡元培拒绝偏激，坚持“网罗众家”，数年之间，博学大儒

们云集北大，使得北大的面貌焕然一新。各门各派林立，相互争鸣，学术的繁荣使得后进得到激励、创

造了人才辈出的校园环境。 

3.3. 汇聚英才，网罗众家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思想还体现在教师队伍的建设上，蔡元培以“学诣为主”，汲取学界各类

菁英，汇聚英才，网罗众家，使当时的北大教师队伍呈现出异彩纷呈，人才济济的局面。注重教师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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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争鸣，不论新派旧派，不论激进保守，凡“砥志研思”的学术人才，都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

抒己见，博采众长。在当时北大文学院的教师队伍中，这种氛围尤其凸显，既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

陈独秀、胡适，也有文化保守主义的“怪杰”辜鸿铭。刊物中有《新潮》与《国故》的文化对垒，语言

中也有“白话与文言文”相争博弈，高谈雄辩。党派中更是门派林立，既有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也

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等不同党派代表。当时的北大，学派党派自由，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学术风

气盛极一时。 
古往今来，人才济济，风云际会。旧时的春秋战国之所以人才辈出，关键就在于出现了一批大师；

稷下学宫之所以名流千古，就在于它当时集中了各领域的人师[11]。现代化的大学，就应当拥有一批在专

业领域造诣高深的学者，他们不仅代表了学术专业的前沿水平，更是学科发展的瞭望者与领头人。蔡元

培先生推崇学术，爱惜人才，在北大躬耕实践中，力求酝酿出一种宏大的氛围，网罗大师，培养骨干，

延续和涌现一批大学问家、科学家来推动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发展，使中国的大学向现代化迈进。 

4. 蔡元培“兼容并包”办学思想的现代价值 

建国后，我国教育事业曾受国际国内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近数十年来也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面

对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喷涌而来，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些许拔苗助长的倾向。为了加快配合市场需要和社

会的需要，不少学校在设置专业和细分课程时，很多实快餐性质的内容进入了大学课堂。不可取之处在

于，仅注重专业应用和技术操作，缺少理论基础和学科研究，这种功利性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会

影响科研学术的建设，不利于对教育质量和内容的深入研究。当今，一些学校的高等教育现状值得深思，

如果不加以改变，极有可能阻碍中华民族的科学、理论思维水平的提高，影响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

式发展，遏制新时代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4.1. 大学精神的重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  

拒绝功利主义，回归大学本真。大学作为“精神家园”和“理想灯塔”应发挥其固有之功效，而不

应迎合社会的功利需求，丧失人文精神，缺少人文关怀。 
大学精神的重建，梅贻琦校长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师是一

所大学的灵魂和精神支撑。不仅体现在教者“授业解惑”，更体现在精神之涵养，品格之修行。中国古

代的大学强调“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注重人格的养成，经明行修，修己治国平天下，经

世致用。而近现代化大学——柏林大学创始人洪堡办学理念则提出“所谓大学，就是有志于学术研究的

精神生活”、“学术自由，精神独立”，这也是近代以来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最早的价值定位。 
在改革北大时蔡元培先生认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清楚明晰地诠释了大学的本质

和定位，也一针见血地点透了大学的功用，开拓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转变，促进了北洋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山西人学等传统大学现代高等教育机构的理念转型。从此以后，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序幕正

式拉开。蔡先生的理念起到了培育新风、广开民智的作用，引导了中国高等教育思想的现代化。 

4.2. 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囊括大典，兼容并包”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里，时代需求也不可忽视。而当前我国正处于

历史时代的交汇期，在这个重要的阶段，革新教育思想，发展教育强国显得尤为关键。 
中国正在走向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央。我们深处的时代，正是一个求真务实的时代，“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给我们指引了光明的方向：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我们需要广泛借鉴他国改革发展的经验，

再与我们传统教育中的精华加以良性结合，创新符合于当下时期发展的新生思想；革除旧弊，打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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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牢笼，扩大世界教育事业的繁荣共进，从而将我国建设为文化教育强国。我们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与

科技，立足国情，汲取先进教育思想，聆听不同的震耳声音，发扬我国优良传统，促进教育事业的改

革与发展。 
可以说，如果没有蔡先生之囊括大典、兼容并包、倡导思想自由的胸襟气度，就没有北大的革新发

展。不结合社会与现实的需要，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可能会来的更加迟缓。正是因为时代的需求，

“兼容并包”思想的提出，为当时学术蔚然成风的新貌带来了可能。当今高校的整合中我们更要坚持“兼

容并包”的思想，囊括大典，学术自由，包容各种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观点和风格，海纳百川，以成就

学问之大，思想之深，为建设文化强国而奋进。 

4.3. 思辨学与术的关系——“学为学理，术为应用” 

思想自由包含着学术自由，蔡元培将“学”与“术”理解为“学为学理，术为应用”。他认为学

与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16]，学是根本和基础，术是枝干

和应用。 
这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一方面，要求我们要坚实基础教育的功底，因为“学”是基本，无论是任

何阶段的教育，我们都因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提升，强调“学是根本和基础”。蔡先生曾认为基

础教育就像是高楼大厦的坚实地基，专业教育则是地皮之上林立的楼台亭阁；地基不牢，广厦不成。 
另一方面，蔡先生认为，大学“治学”，应当坚持对“高深学问”进行不懈钻研，继而培养高素质

的专业翘楚；而专门学校则是以“治术”为主，通过职业技术教育的培训，提高人们从事不同工作所需

的专业技能与专业素质，以培养各行各业国家所需的技术人才。这和我们当今高等教育的发展轨迹是十

分相似的，结合时代的发展历史的需要，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社会向前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在当今的时代，“兼容并包”思想历久弥新，历史的激荡中逐渐蜕变为一种精神符号，象征着学术

独立和思想自由。对于中国的大学来说，追寻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足迹，既包含了对大学发展之

路的理性探索，同时也包含了复兴中华民族文化学术的情感寄托[8]，给当下中国建设一流大学提供了新

的方向。结合历史与现实的需要，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被不断地赋予时代的新意，改革浪潮下，蔡

先生的躬耕实践，对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和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仍有许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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