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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蔡元培所处的时代，风云际会，变化骤然。作者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运用了一些少见的资料，布局
合理，取舍得当，线索与内涵清楚，叙述语态客观平和，历史的氛围被形象地烘托出来，生动传神地呈现了传主所处时代多姿的
文化生态，有历史感和道义感，是近代史式的写作，有一定的历史厚度。作品没有简单的价值判断和主观的情感渗透，对蔡元培
的弱点并不回避，“世范
人师”的品格和宽容大度的精神，在文字间得以再现，细致精确，其生命历程闪光点的存在都于此呈现出来，尽展个性风采，把

人物立体化了，尤其是传主“一介书生，百万雄师”的气概，读来心波激荡。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关于蔡元培的传记。
本书以震醒、寻路、蜕变、滥觞、播种、激荡、歧化、修远八章，以丰厚的资料、严谨
的结构、细密的手法、朴实的语言，精确地还原了蔡元培从一个清廷翰林到投身国民革
命，从执掌北京大学到致力教育改革的革命家、教育家的人生轨迹，详细叙述了他争取
民主自由、赞美“劳工神圣”、支持五四运动、提倡勤工俭学和“德、智、体、美”四
育，尤其是倡导“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成为“现代中国知识界卓越先驱”的心
路历程。作品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大笔写史，又浓笔画人，以史托人，以人说史，置
身于多元文化旋涡处理历史的难点，在复杂的场景里捕捉鲜活的瞬间，以温和态度打量
主人公的精神世界，达到了人与史交融契汇的效果，透露出精英人物与社会走向的共响
节奏，清晰地刻画出蔡元培的精神原色，从而引出关于文、史、哲的诸多思考，增重了
本书的阅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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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晓平1971年出生，安徽怀宁人。毕业于南京政治学院。研究生学历。
现任解放军出版社昆仑图书编辑部主任、《军事故事会》杂志主编，副编审。荣获全国
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总政优秀青年拔尖骨干人才。中国作协第七次“青创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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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兼青年创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国际友人研究
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中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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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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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〇四委身教育，始于中西
故乡，是游子的归宿，也是游子的起点。一八九八年的秋天，蔡元培回到了故乡。与萧
瑟肃杀的京城相比，深秋的绍兴依然草木葱茏，绿荫婆娑，天空和大地显得如此的温馨
、宁静。辞官归里，无论是在京城还是在绍兴，均有人议论他为“康党”，蔡元培从不
与人争辩，显示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立和孤僻。
人杰地灵、国学隆盛的绍兴，文风笃盛，像一本无字的大书。无论是“三过家门而不入
”的大禹，还是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无论是挥毫写就千古名篇《兰亭集序》的王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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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但悲不见九州同”的陆游；以及思想家王充、诗人贺知章、画家徐渭、史学家
章学诚等等；多彩多姿的人文地理给了蔡元培耳濡目染的滋养。十八岁之前，他没有离
开过这片生长美丽传说的土地。如今，彻底告别京城四年的官宦生活，怀抱“志以教育
，挽彼沦胥”之信念，蔡元培又回到了这片生他养他的故土，回到他的出生地——笔飞
坊笔飞弄的院落，门楣上那块“翰林第”的匾额似乎还在昭示着主人的荣耀和辉煌。
刚刚回到家才一个多月，绍兴知府熊再莘（起磻）和乡绅徐树兰就登门拜访，敦请蔡元
培出任绍郡中西学堂监督，相当于今天的校长。徐树兰是忘年之交，蔡元培二十岁的时
候就受聘于徐家校书、印书达四年之久，遍览徐家藏书，打下了一生旧学的基础。甲午
战败后，西风东渐，绍兴地方人士知道新式教育的重要，在一八九七年创办了当地唯一
的新式学校。中西学堂依学生年龄和文化程度分为三斋，略如后来的高小、初中和高一
年级。校舍位于古贡院山会豫仓，环境清幽，树木葱茏，一条小河在校舍前蜿蜒流过，
河对面就是古龙山书院。徐树兰自任校董，先后有何琪、何寿章、章成达等被聘为监督
，主持校务。
一听说是办新学，蔡元培满口答应。
十二月，蔡元培走马上任，监督称呼也改为总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聘请教师。上任
第六天，他从绍兴“极一时之选”的人物中网罗了各方面的人才，提出了一份新聘教员
的名单：马用锡、薛阆仙、马水臣、冯学书、胡道南、褚闰生、蓝寅、俞墉、陈凤锵、
戴儒珍、杜亚泉、寿孝天等等。课程除了开设中国文学、经书、历史诸课之外，加强并
增设了物理、化学、生物类理科和英语、法语等西学课程。他还增设了日语，不惜重金
聘请日籍教员中川外雄、藤乡等担任日语和体操教员，月薪高达五十元。同时，他还想
方设法购置新式书籍和教学仪器，因材施教。在蔡元培治校期间，先后培养了曾任北京
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地质学教授王烈，以及马禩光、沈光烈、许寿裳、寿昌田、李雪身
、蒋梦兰、蒋梦桃等一代才俊。 〇四委身教育，始于中西 故乡，是游子的归宿，也是游
子的起点。一八九八年的秋天，蔡元培回到了故乡。与萧瑟肃杀的京城相比，深秋的绍
兴依然草木葱茏，绿荫婆娑，天空和大地显得如此的温馨、宁静。辞官归里，无论是在
京城还是在绍兴，均有人议论他为“康党”，蔡元培从不与人争辩，显示出一种与众不
同的独立和孤僻。 人杰地灵、国学隆盛的绍兴，文风笃盛，像一本无字的大书。无论是
“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还是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无论是挥毫写就千古名篇《兰
亭集序》的王羲之，还是“但悲不见九州同”的陆游；以及思想家王充、诗人贺知章、
画家徐渭、史学家章学诚等等；多彩多姿的人文地理给了蔡元培耳濡目染的滋养。十八
岁之前，他没有离开过这片生长美丽传说的土地。如今，彻底告别京城四年的官宦生活
，怀抱“志以教育，挽彼沦胥”之信念，蔡元培又回到了这片生他养他的故土，回到他
的出生地——笔飞坊笔飞弄的院落，门楣上那块“翰林第”的匾额似乎还在昭示着主人
的荣耀和辉煌。 刚刚回到家才一个多月，绍兴知府熊再莘（起磻）和乡绅徐树兰就登门
拜访，敦请蔡元培出任绍郡中西学堂监督，相当于今天的校长。徐树兰是忘年之交，蔡
元培二十岁的时候就受聘于徐家校书、印书达四年之久，遍览徐家藏书，打下了一生旧
学的基础。甲午战败后，西风东渐，绍兴地方人士知道新式教育的重要，在一八九七年
创办了当地唯一的新式学校。中西学堂依学生年龄和文化程度分为三斋，略如后来的高
小、初中和高一年级。校舍位于古贡院山会豫仓，环境清幽，树木葱茏，一条小河在校
舍前蜿蜒流过，河对面就是古龙山书院。徐树兰自任校董，先后有何琪、何寿章、章成
达等被聘为监督，主持校务。 一听说是办新学，蔡元培满口答应。 十二月，蔡元培走马
上任，监督称呼也改为总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聘请教师。上任第六天，他从绍兴“



极一时之选”的人物中网罗了各方面的人才，提出了一份新聘教员的名单：马用锡、薛
阆仙、马水臣、冯学书、胡道南、褚闰生、蓝寅、俞墉、陈凤锵、戴儒珍、杜亚泉、寿
孝天等等。课程除了开设中国文学、经书、历史诸课之外，加强并增设了物理、化学、
生物类理科和英语、法语等西学课程。他还增设了日语，不惜重金聘请日籍教员中川外
雄、藤乡等担任日语和体操教员，月薪高达五十元。同时，他还想方设法购置新式书籍
和教学仪器，因材施教。在蔡元培治校期间，先后培养了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
地质学教授王烈，以及马禩光、沈光烈、许寿裳、寿昌田、李雪身、蒋梦兰、蒋梦桃等
一代才俊。 当时在一斋读书的蒋梦麟后来回忆说：“我在中西学堂里首先学到的不可思
议的事是地圆学说。我一向认为地球是平的。后来先生又告诉我，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
击的结果，并不是电神的镜子发出来的闪光；雷的成因也相同，并非雷神击鼓所生。这
简直使我目瞪口呆。从基本物理学我又学到雨是怎样形成的。巨龙在云端张口喷水成雨
的观念只好放弃了。了解燃烧的原理以后，我更放弃了火神的观念。过去我们所崇拜的
神佛，像是烈日映照下的雪人，一个接着一个融化。这是我了解一点科学的开端，也是
我思想中怪力乱神信仰的结束。” 这个时候，正是新思潮和旧传统冲突激荡的时期，从
朝到野，两派力量彼此消长。中西学堂的文史教员马用锡提倡民权和女权，数理教员杜
亚泉提倡物竞天择的进化论，与传统旧思想极其抵触。新旧两派教员经常在观念和学说
上激烈辩论，新派教师积极主张纠正尊君卑民和重男轻女的旧观念，更是招致旧派教员
的强力反对和干涉。他们的辩论经常在饭桌上展开。当时，学堂教职员和学生同桌就餐
，每桌六个学生一个教员，余下的教员都坐在中间的圆桌。蔡元培回忆说：“随意谈天
，总不免涉及政治上、风俗上的问题，所见不同，互相辩驳，新的口众，旧的往往见诎
。此种情形，为众学生所共闻，旧的引以为辱。”他没有顾及到这些不留余地的思想冲
突，让旧派教员在学生面前丢了颜面，不仅始终支持新派教员，而且自己也提倡新作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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