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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蔡元培先生，在我国近代学术、文化、教育界，每被人提及，无不肃然起敬。
特别是他主持北京大学期间，几乎把当时我国的精英和进步思潮的先驱人物都聚集在一起，使中国的
学术文化来了一个突变，逐渐从落后变为向前进。
他的理想目标是“兼容并包”，这四个字说出口很容易，但要做到，拿出成绩和功绩，却很不容’易
。
他虽然身居高官之列，心却在人民中间。
他主张劳工神圣，乃是劳动人民的知心朋友。
他呐喊劳工的心声，带头主张勤工俭学：他带领第一批去法围作勤工俭学的学员中。
就出现了如周恩来、邓小平等许多后来成为全国、全人类敬仰的人物。
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就在学校内引进西方的革命思想．团结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
以后这些先进思想家组织了中国共产党(此外还特别聘请了鲁迅、梁漱溟等社会精英)。
我们可以说，蔡元培对中华民族的进步、对新中国的建立功勋卓著。
他留下的著作和事业功绩，我们应该好好地学习和实践，他的“兼容并包”决不是乡愿思想，而是彻
底解放人民的进步思想。
我们现在正在大讲特讲“和谐”、“创建”，就是沿着这条康庄大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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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民素质的进步，是一个民族富强与文明的必备条件。
当下的我国社会，物质文明已经相当发达，但人们的精神道德体系却几尽崩溃。
民众个人道德素养的普遍缺失，引起不少有识之士的极大担忧。
面向大众的基础道德修养的有力引导，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
　　本书是蔡元培公民道德修养方面的代表作，主要收录他最为重要的道德思想代表作品《华工学校
讲义》和《中学修身教科书》，并收录他其他几篇有关道德修养的文章，充分体现了蔡元培先生对于
现代中国人应具有的道德素养的总体构想。
　　从形式上看，本书原是普通学生所用的教科书，乃是通俗的指导实践之书，而非学术理论著作。
它完美结合了中华传统修身与现代公民教育的观念，以具体的行为实践为出发点，用浅显的思想、易
操作的方法来直接引导读者，是一部值得所有国人阅读体会的道德进修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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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近代革命家、教育家、伦理学家。
清同治七年十二月十七日（1868年1月11日）生于浙江绍兴。
光绪二十年（1894）晋阶翰林，四年后弃官回乡从教。
1912年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
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1928年任新成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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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华工学校讲义　德育三十篇　　合群　　舍己为群　　注意公众卫生　　爱护公共之建筑
及器物　　尽力于公益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责己重而责人轻　　勿畏强而侮弱　　爱护弱者　
　爱物　　戒失信　　戒狎侮　　戒谤毁　　戒骂詈　　文明与奢侈　　理信与迷信　　循理与畏威
　　坚忍与顽固　　自由与放纵　　镇定与冷淡　　热心与野心　　英锐与浮躁　　果敢与卤莽　　
精细与多疑　　尚洁与太洁　　互助与依赖　　爱情与淫欲　　方正与拘泥　　谨慎与畏蒽　　有恒
与保守　智育十篇　　文字　　图画　　音乐　　戏剧　　诗歌　　历史　　地理　　建筑　　雕刻
　　装饰　原文第二部分　中学修身教科书　例言　上篇　　第一章 修己　　　第一节 总论　　　
第二节 体育　　　第三节 习惯　　　第四节 勤勉　　　第五节 自制　　　第六节 勇敢　　　第七节 
修学　　　第八节 修德　　　第九节 交友　　　第十节 从师　　第二章 家族　　　第一节 总论　　
　第二节 子女　　　第三节 父母　　　第四节 夫妇　　　第五节 兄弟姊妹　　　第六节 族戚及主仆
　　第三章 社会　　　第一节 总论　　　第二节 生命　　　第三节 财产　　　第四节 名誉　　　第
五节 博爱及公益　　　第六节 礼让及威仪　　第四章 国家　　　第一节 总论　　　第二节 法律　　
　第三节 租税　　　第四节 兵役　　　第五节 教育　　　第六节 爱国　　　第七节 国际及人类　　
　第五章 职业　　　第一节 总论　　　第二节 佣者及被佣者　　　第三节 官吏　　　第四节 医生　
　　第五节 教员　　　第六节 商贾　下篇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良心论　　　第一节 行为　　
　第二节 动机　　　第三节 良心之体用　　　第四节 良心之起源　　第三章 理想论　　　第一节 总
论　　　第二节 快乐说　　　第三节 克己说　　　第四节 实现说　　第四章 本务论　　　第一节 本
务之性质及缘起　　　第二节 本务之区别　　　第三节 本务之责任　　第五章 德论　　　第一节 德
之本质　　　第二节 德之种类　　　第三节 修德　　第六章 结论　　原文第三部分　蔡元培国民修
养散论　世界观与人生观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思想自由　科学之修养　义务与权力　我的新
生活观　怎样才配做一个现代学生　美育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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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爱物孟子说：“亲爱亲人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惜万物。
”人如果有亲近仁爱之心，没有不由自己而推广到万物的，所以说：“君子对于禽兽，看到它们活着
，就不愿意看到它们死去；听到它们的声音，就不忍心吃它们的肉。
”孟孙打猎捕获了一只小鹿，让秦西巴用车拉回来，鹿的母亲一路跟随着，秦西巴感到不忍心，就把
鹿放了。
孟孙大怒，赶走了秦西巴。
过了三个月，孟孙又把秦西巴叫来，作为自己的儿子的老师，并说：“对小鹿都不忍心加害的人，会
加害小孩吗?”这可以证明爱护人的心情。
与爱护物的心情是相通的，古人早已公认这一点了。
近代科学进步，能引导人们爱护万物之心的东西就更多了。
大体如下：一、古人多持有“神创造动物以供人享用”的观点。
齐国田氏在庭院中祭祖，食客有一千人。
食客中有献鱼和雁的。
田氏看后。
叹息道：“上天对人类太好了!生长了五谷和鱼鸟，以供人们享用。
”众宾客都大声地附和他。
鲍氏的儿子，十二岁，坐在次席上，上前说道：“并不是您说的那样。
天地万物，和我们一起生存．只是种类不同。
种类不分贵贱，只是以大小和智力相互制约，相互之间依次取别的种类为食物，而不是为对方而生存
。
人类取可以吃的东西而吃掉，哪里是天为人类创造的?蚊子刺吸人的皮肤，虎狼吃肉，难道是上天为蚊
子而创造人，为虎狼而创造肉?”姓鲍的这个小孩的言论够先进的了。
自从生物进化学说诞生以来，人们已经知道了人类是由别的动物进化而来，彼此是同一个祖先．只不
过相互之间比较疏远罢了。
二、古人又有“动物只有知觉，只有人类才有灵魂”的观念。
自从生理学进一步发展以来，人们知道了所谓灵魂，不过是意识的总和。
还有，自从动物心理学进一步发展以来，先后发现了能说话的狗、会算数的马，于是我们知道，动物
的意识，自然和人一样，只不过程度比较低而已。
三、古人用来帮助人力的，只是动物；把它们的力气用尽了还不能满足，于是就不断地用鞭子抽打呵
斥它们，这样爱护万物的心情就被利己之心阻碍了。
自从机器快速进步以来，运输和耕作这些向来利用动物的工作，逐渐用机械来代替动物。
于是残暴地役使动物的行为，渐渐少了。
四、古人把吃肉当做养生的主要方式。
卫生科学发现了吃肉的害处，不仅仅是传染微生物，而且微生物死亡的时候，会发出一种病毒，有害
于吃肉的人。
于是素食主义逐渐流行，屠宰场未来有望逐渐消失。
现在保护动物的团体，逐渐流行开来，但屠宰捕猎的行为，也还没全部绝迹；然而逐渐地进行教育，
一定会使人们爱护万物的气量完全展现出来。
古代晋国的翟庄，耕作之后吃饭，以打猎钓鱼为乐事，年长后不再打猎。
有人间他：“钓鱼打猎都是伤害生命的事，您只去掉其中一件，为什么呢?”翟庄说：“打猎是我主动
出击的，垂钓是鱼儿自动上钩的。
既然不能一下子都去掉。
那么就先去掉最伤害生命的一件。
”翟庄晚年也不再钓鱼了。
全世界的人爱护万物之心的普及，也一定会像翟庄那样逐渐推进，这是没有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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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失信不讲信用的区别有两种：说话不算数和不守时。
说话不算数的过失，有的是因为计划的临时变化，如晋文公讨伐原，命令带三天的粮食，原不投降，
于是传令退兵。
间谍跑来说：“原将要投降了。
”军官就说：“请等一等再撤兵吧。
”此例就属于这种情况。
有的是因为遗忘，如卫献公请孙文子、宁惠子吃饭．天都不早了还不召见他们，而在园林中射大雁，
就属于这种情况。
有的是因为轻易地许诺，如老子所说的“轻易许诺的人一定很少守信用”就是这种情况。
然而晋文公听到军官的话后说：“得到原而失去信用，那又有什么用呢?”可见改变计划也是不可取的
。
魏文侯要与群臣饮酒欢乐，这时天下雨，魏文侯命令摆驾要去野外。
他身边的人都说：“今天饮酒欢乐，而天又下雨，您看怎么办呢?”魏文侯说：“我与虞人相约打猎，
这虽然是休闲娱乐的事。
但怎么能不遵守时间的约定呢?”于是亲自去说明解除约定，而不敢忘怀约定。
楚国人有谚语说：“得一百两黄金，不如得到季布的许诺。
”是说季布不轻易许诺，许诺了就一点要实践诺言。
不守时的过失，有提前的，有延后的，有等待别人的，有被别人等待的。
汉代的郭伋出行，到了西河美稷，有几百个儿童，各自骑着竹马，在道路旁边迎接拜礼。
完事后，那些儿童们又送郭仅到城外，问郭仍伋什么时候回来。
郭伋计算了日期后告诉了他们。
郭伋回来时，比原先约定的日期早了一天，郭伋说这违背了与诸儿童的约定，于是就在野外停下来，
到了约定的时间才入城。
以此表明不应当提前。
汉朝的陈太丘与朋友约定中午出行，中午过了朋友还不来，陈太丘就走了。
陈太丘走后，他的朋友来了。
陈太丘的儿子陈元方当时七岁，在门外玩耍。
陈太丘的朋友问陈元方：“你父亲在吗?”陈元方回答说：“等很久了您都不来，我父亲已走了。
”陈太丘的朋友便生气地说：“不是人啊，和人约定一起出行，竟抛下我自己走了。
”陈元方说：“您和我父亲相约，却过中午了还不来．这是不守信用。
”陈太丘的朋友听了感到很惭愧。
这说明不能延期。
唐朝的肖至忠和朋友相约在路上相见，正好遇上了大雪。
人们劝他避避雪，肖至忠说：“哪里能与人相约，可以失信呢!”朋友来了，才离去。
众人叹服肖至忠对人遵守时间的约定。
吴国的卓恕为人诚恳守信，从不失信，与人相约，即使是暴风骤雨冰天雪地也要去。
有一次，他从建业回家，向诸葛恪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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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部公民必读的道德实践之书一个国民道德素质普遍低下的民族，是无法称之为文明的民族的。
在今天，想要复兴曾经辉煌的中华文明，积极改造国民性、重建社会道德体系，乃是极为关键的因素
之一。
蔡元培这本书，秉承中华修身传统，融汇西方的公民教育观念，是一部百年罕见的公民道德实践之书
，放在现在尤其意义非凡。
这次我们重拾家珍，将其译成白话文重新出版，让这部经典之作在读者面前再次焕发光芒。
今天中国的青年，若想要从我做起，培养健全的人格、塑造合格的公民，本书实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
·蔡元培比梁启超视野更宽阔，不囿于孔子学说，而是着眼于现代国民人格的培养，  将古今中外的
道德修养资源冶于一炉，勾划出现代中国人修身进德的具体纲要。
　　--张汝伦我国当代著名学者·论资格，他是我们的长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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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
　　--林语堂我国现代文化大师·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
转折作用的，除  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杜威美国哲学家、教育家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人的修养>>

编辑推荐

中国人急需的权威修身指南。
《中国人的修养》中西合璧，为五四精神领袖蔡元培的作品，且具有畅销记录。
周辅成、朱永新鼎力推荐。
周先生是北大伦理学泰斗，朱先生是新教育实验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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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一部优秀的公民道德建设教科书朱永新（新教育实验运动领袖、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前
苏州市副市长）相比陶行知而言，蔡元培先生对于近现代中国教育做出的贡献，我们一直没有足够的
重视。
其实，无论是1912年他担任教育总长期间，还是1917年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他对于那个时代以
及此后的中国教育乃至中国社会，都产生了及其深刻的影响。
在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蔡元培先生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主张废科设系、教授
治校，为中国引入了现代大学的理念与精神。
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而蔡元培先生在担任教育总长期间的贡献，往往不被人们所注意。
其实，尽管左右半年左右的时间，但是他领导和组织了对于封建教育的改革，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
新教育体制做了大量工作。
他明确提出了国民教育的方针“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养成他们健全的人格。
而健全人格的教育，应该包括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五个部
分，并且以此来取代清末“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
其中军国民教育是指军事教育与体育，实利主义教育是指以实用知识与技能为主的智育，世界观教育
是指让人们具有远大理想与高深见解的哲理教育。
五育之中，蔡元培先生特别重视公民道德教育，他认为，军国民教育固然可以强兵，但是兵强以后“
溢而为私斗，为侵略，则奈何？
实利主义教育固然可以富国，但是国富以后“不免智欺愚，强欺弱，而演贫富悬绝，资本家与劳动家
血战之惨剧，则奈何？
”为了推广公民道德教育，蔡元培先生还亲自编写了《中学修身教科书》和《华工学校讲义》，一本
是面向学生的公民道德课本，一本是面向大众的公民道德读本，两本教材内容既系统严谨又通俗易懂
，融合了中华传统修身与西方现代公民教育的优点，对当时的青年学生和社会大众形成正确的公民道
德观念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公开出版后很快多次再版，其中不少篇章还多次收入全国通行的语文教科书里。
我们所处的时代与蔡元培先生的时代有许多相似的地方，都处于社会转型的时期，道德重建的时期。
无论是刚刚发生的河北三鹿集团的食品安全事件，还是不久前发生的山西尾矿库溃坝事件，甚至是远
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社会道德危机的体现。
和所有快速崛起的时代一样，我们面临着精神道德体系和共同价值观崩溃的危险，这远比溃坝更为可
怕。
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加强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的道德修养教育，已经到了迫在眉睫
的地步。
最近几年，我和我的新教育同仁们，为此做了一些小小的努力。
我们在新教育实验学校开展“晨颂、午读、暮省”的儿童生活方式，推进“让我们学会吃放”、“让
我们不闯红灯”等新教育每月一事，引导教师和学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去年，我选编了《改变，从阅读开始——重塑心的文化》，也是希望为新教育实验的老师们提供一个
道德教育的读本。
我们一直也在努力寻找好的学生道德教育课本和公民道德教育读本。
现在，中国工人出版社推出的这本《中国人的修养》多少实现了我的心愿。
尤其是《中学修身教科书》，从修己、家族、社会、国家、职业、良心、理想、道德等方面，全面阐
述了如何处理个人与自己、家庭、社会、国家、工作、未来的关系，文字娓娓道来，道理明了深刻。
如在“修己”的篇章中，蔡元培告诉青年人如何进行体育运动，保持健康体魄；如何形成良好习惯；
如何养成勤勉、自制、勇敢的个性；如何修德修学；如何从师交友等，像是一个父亲对孩子的叙述，
一个师长对学生的谈心，没有我们许多教科书的“说教”色彩。
蔡元培之后，打着同类旗号的书籍不可胜数，但真正适合大众的国民道德读本却寥若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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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一般国民，在中小学时期的“道德”课程里，就应该养成正确的公民道德观，但我国近几十年来
的学校道德教育，一直比较片面和空洞，缺乏实质性的正面影响，延误了不只一代的青年人。
因此，蔡先生当时的主张放在当下，对于大众来说，仍深具“补课”的价值；对于一些苦于学校道德
修养课程枯燥乏味的学子来说，亦不妨将此书作为一种补充或替代方案。
总之，中国工人出版社重新策划出版蔡元培先生的这部作品，既切合当下普通大众的个人需要，对于
我们现在努力创建成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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