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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今日要编中国古代哲学史，有两层难处。
第一是材料问题：周秦的书，真的同伪的混在一处。
就是真的，其中错简错字又是很多。
若没有作过清朝人叫做“汉学”的一步工夫，所搜的材料必多错误。
第二是形式问题：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
《庄子》的《天下篇》，《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诸子略》，均是平行的记述。
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
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
　　现在治过“汉学”的人虽还不少，但总是没有治过西洋哲学史的。
留学西洋的学生，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人，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的更少了。
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
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
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先生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才满一年。
此一年的短时期中，成了这一编《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可算是心灵手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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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蔡元培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他主张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
他的思想是博大的，他的文笔也是很美的，这部随笔集正是这方面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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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浙江绍兴人。
中国近代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红学家。
蔡元培是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
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
北伐时期，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蔡元培主持教育行政委员会，筹设中华民国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
主导国家的教育及学术体制改革。
1928年至1940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贯彻他对学术研究的主张。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病逝于香港，著作编为《蔡元培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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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美与人生世界观与人生观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大战与哲学我之欧战观——
在政学会欢迎会演说哲学与科学黑暗与光明的消长洪水与猛兽美术的起源义务与权利——在女子师范
学校演讲以美育代宗教说——在北京神州学会演讲吾侪何故而欲归国乎——旅法学界西南维持会之通
告欢迎柏卜先生演说词杜威博士六十生日晚餐会演说词我的新生活观在李超女士追悼会的演说在林德
扬君追悼会之演说游保定日记与北京大学学生话别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教育真义华法教育会之意趣
——在巴黎自由教育会会所演说《勤工俭学传》序《华法教育会丛书》在北京留法俭学会讲演会演说
辞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词《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北京大学开学式之演说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中
法协进公会开会词《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序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会演说词论国文的趋势及国
文与外国语及科学之关系——在北京高等师范国文部演说国文之将来——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说
在国语讲习所的演说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民国元年南京政府教育总长任内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
——在天津中华书局直隶全省小学会议欢迎会的演说教育之对待的发展北京大学二十二周年开学式之
训词告北京大学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回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全体学生欢迎会演说国立北京大学校旗
图说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在青年会的演说《法政学报》周年纪念会演说辞在北京高等师范学
生自治会演说辞在平民夜校开学日的演说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修养意趣北京大学之
进德会旨趣书在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之演说词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旨趣书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之演
说词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之演说《学风》杂志发刊词文明之消化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演说词《国
民杂志》序科学之修养——在北京高等师范修养会讲演燕京大学男女两校联欢会的演说北京大学授与
班乐卫氏等名誉学位礼开会辞华工学校讲义对于学生的希望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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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此皆以目前之幸福言之也。
自进化史考之，则人类精神之趋势乃适与相反。
人满之患虽自昔借为口实，而自昔探险新地者率生于好奇心，而非为饥寒所迫。
南北极苦寒之所，未必于吾侪生活有直接利用之资料，而冒险探极者踵相接。
由推轮而大辂，由桴槎而方舟，足以济不通矣，乃必进而为汽车汽船及自动车之属。
近则飞艇飞机更为竞争之的。
其构造之初必有若干之试验者供其牺牲，而初不以及身之不及利用而生悔。
文学家美术家最高尚之著作，被崇拜者或在死后，而初不以及身之不得信用而辍业。
用以知：为将来而牺牲现在者，又人类之通性也。
　　人生之初，耕田而食，凿井而饮，谋生之事至为繁重，无暇为高尚之思想。
自机械发明，交通迅速，资生之具日趋于便利。
循是以往，必有菽粟如水火之一日，使人类不复为口腹所累，而得专致力于精神之修养。
今虽尚非其时，而纯理之科学，高尚之美术，笃嗜者固已有甚于饥渴，是即他日普及之朕兆也。
科学者，所以祛现象世界之障碍，而引至于光明。
美术者，所以写本体世界之现象，而提醒其觉性。
人类精神之趋向既毗于是，则其所到达之点盖可知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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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蔡元培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般新潮流，冲破了旧有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这是十分正
确的。
正是因为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使得新文化有了立脚之地，使得北大成为新文化的堡垒，科
学、民主的思想得以传播。
冈为从这个意义上讲，蔡元培不仅是现代北大的缔造者，也是中国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
　　——学者、思想家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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