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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蔡元培自述》简介：蔡元培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造者。
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
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
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体制。
蔡元培的教育实践多在高等教育方面。
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
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
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
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
，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
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北京大学推行之后，影响全国，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
《蔡元培自述》是蔡元培先生的自传以及自述性文章的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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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父亲故去    一八七七年六月廿三日，我的父亲去世。
父亲讳宝煜，字曜山。
任钱庄经理。
去世后，家中并没有积蓄。
我的大哥仅十三岁，我十一岁，我的三弟九岁。
亲友中有提议集款以充遗孤教养费者，我母亲力辞之。
父亲平日待友厚，友之借贷者不必有券，但去世后，诸友皆自动来还，说是良心上不能负好人。
母亲凭借这些还款，又把首饰售去了，很节俭地度日，我们弟兄始能生存。
我父亲的好友章叔翰先生挽联说：“若有几许精神，持己接人，都要到极好处。
”    我父亲在世时，四叔父也任钱庄经理，五叔父及七叔父均任钱庄的二伙(即副经理之意)，二叔父
任绸庄经理，六叔父在田氏塾师，都有职业。
我的外祖父家周氏，大姨母家范氏，四叔母的母家王氏，都住在笔飞弄，而且家境都还好，亲戚往来
，总是很高兴的，我们小孩儿，从不看到愁苦的样子。
我父亲去世以后，我们这一房，固然陷于困苦，而不多几年，二叔父、五叔父、七叔父先后失业，即
同住一弄的亲戚家，也渐渐衰败起来。
我那时候年纪虽小，但是听我母亲与诸长辈的谈论，也稍稍明了由盛而衰的缘故，引起感想，所以至
今没有忘掉。
    我的母亲    我母亲素有胃疾，到这一年(即1885年)，痛得很剧，医生总说是肝气，服药亦未见效。
我记得少时听长辈说：我祖母曾大病一次，七叔父秘密到臂肉一片，和药以进，祖母服之而愈，相传
可延寿十二年云云。
我想母亲病得不得了，我要试一试这个法子，于是把左臂上的肉割了一小片，放在药罐里面，母亲的
药，本来是我煎的，所以没有别的人知道了。
后来左臂的用力与右臂不平均，给我大哥看出，全家的人都知道了。
大家都希望我母亲可以延年，但是下一年，我母亲竟去世了。
当弥留时，我三弟元坚，又割臂肉一片，和药以进，终于无效。
我家还有一种迷信，说到臂事必须给服药人知道，若不知道，灵魂见阎王时，阎王问是否吃过人肉，
一定说没有吃过，那就算犯了欺诳的罪。
所以我母亲弥留时，我四叔母特地把三弟刲臂告知，不管我母亲是否尚能听懂。
    一八八六年正月廿二日，我母亲病故，年五十岁。
我母亲是精明而又慈爱的，我所受的母教比父教为多，因父亲去世时，我年纪还小。
我本有姊妹三人，兄弟三人，大姊、大哥、三弟、三妹面椭圆，肤白，类母亲。
二姊、四弟与我，面方，肤黄，类父亲。
就是七人中第一、第三、第五、第七(奇数)类母，第二、第四、第六(偶数)类父。
但大姊十九岁去世，二姊十八岁去世，四弟六岁殇，七妹二岁殇。
所以受母教的时期，大哥、三弟与我三个人最长久。
我母亲最慎于言语，将见一亲友，必先揣度彼将怎样说，我将怎样对。
别后，又追想他是这样说，我是这样对，我错了没有。
且时时择我们所能了解的，讲给我们听，为我们养成慎言的习惯。
我母亲为我们理发时，与我们共饭时，常指出我们的缺点，督促我们的用工。
我们如有错误，我母亲从不怒骂，但说明理由，令我们改过。
若屡诫不改，我母亲就于清晨我们未起时，掀开被头，用一束竹筱打股臀等处，历数各种过失，待我
们服罪认改而后已。
选用竹筱，因为着肤虽痛，而不至伤骨。
又不打头面上，恐有痕迹，为见者所笑。
我母亲的仁慈而恳切，影响于我们的品性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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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940年3月5日，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病逝于香港。
70多年过去了，一代名家蔡元培的形象依然留在我们心中。
此时，读《蔡元培自述》一书，不仅是追忆，更是怀念，还有对教育乃至人生的思考。
该书是蔡元培自传以及自述性文章的合集。
一般来说，名人的传记多半是由他人所作，名人给自己作传的并不多。
因此，蔡元培亲笔写就的这本书，也就更具魅力。
他对自己人生的描述，客观、真实、公正。
他用简洁的文笔娓娓道来，坦诚亲切、沉静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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