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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大红楼：永远的丰碑（1898～1952）》由杜家贵主编。

1898～1952年的北京大学，在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下，孕育和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爱国民主运动，形成
了北京大学特有的精神和传统。
这个时期，北京大学不仅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孕生地，为推动中
国民主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北大红楼，作为北京大学的象征，见证、记载了这段校史的辉煌。

为了让北大人永远铭记并继续弘扬北京大学的精神和传统，几位老校友组成编委会，从各种历史资料
和校友回忆录中遴选出一百四十多篇文章，辑成《北大红楼：永远的丰碑（1898～1952）》，分为北
大精神和北大传统、校史探源、红色圣地、五位老校长、名师风采、爱国民主运动，以及保护、收回
红楼等十个专题，如实再现这段校史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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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 为什么说北京大学又是世界最具特色的大学？
　　这个问题关涉到北大面向未来的现代传统，应当从首倡者和奠基人蔡元培先生说起。
　　蔡元培先生身为翰林学士，深谙北京大学古老太学传统的功过得失，他于不惑之年又留学德法等
西方国家，特别注重吸收19世纪世界先进教育思想的潮头——德国人洪堡在创办柏林大学时首倡的新
人文主义教育思想。
在此基础上，他把注重价值的中国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与立足科学的西方近代新人文主义教育思
想，综合创新为一种东西合璧的新型科学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努力倡导一种富于时代精神与中国特色
的新教育观、新大学观，努力在北大创办一所极富中国特色的新型大学。
这既是蔡元培先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开创的北大传统，又是新中国建立近5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
放20年来的现实发展，更是北大跨向21世纪的奋斗目标。
　　由蔡元培先生首倡，以北大传统为代表的、融会东西的现代新型大学教育、新型大学观，主要有
以下九大特色，也赋予大学九大现代新功能。
　　一是东西结合。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现代综合创新——大学成为推动全球一体化的文化信息交流中心。
在20世纪起点上，蔡元培先生就高瞻远瞩地指出了东西交会的全球大势，首倡东西合璧的全球新文化
、新教育：“今日时代，其今世界大交通之时代乎？
”“今日乃中西文化融合时代”，“凡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触，必能产出一种新文化”，“现代学者当
为东西文化作媒介”，“其中包括有两点：（一）以西方文化输入东方；（二）以东方文化传布西方
”。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在跨世纪、跨千年的交叉点上，这种时代大潮，不是更强烈了吗？
　　二是文理结合。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现代综合创新——大学成为对全国问题、全球问题进行
跨学科综合研究的中心。
蔡元培先生把注重人文精神的中国文化、注重科学精神的西方文化融为一炉，借鉴洪堡的新人文主义
，倡导文理结合的现代新型科学人文主义：“我国以儒家为伦理学之大宗”，“盖欧化优点即在事事
以科学为基础”，“文科学生，因与理科隔绝之故，再视自然科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疏”，“理
科学生以与文科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
当今的北京大学，更加注重对一些重大问题、全球问题开展跨学科综合研究，超越学科界限、文理界
限。
三是教研结合。
大学教育与学术研究的现代综合创新——大学既是人才教育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
蔡元培先生从德国洪堡创立柏林大学的教育理想中受到启发，积极倡导创办研究型大学的新观念：“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学之学府也”，“一面研究高等学术，一面推动教育事业”，“凡大学必有
各种科学的研究所”，“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于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睢大学既设研
究院以后，高年级学生之富于学问兴趣而并不以学位有无为意者可采德制精神⋯⋯”在改革开放新时
期，教学与科研的结合更应紧密，科研的带动作用更应突出，北大作为研究型大学的特点应更加鲜明
。
　　四是“学”与“术”结合。
基础理论的学理研究与实用技术的开发应用的现代综合创新——大学成为发展高科技、推进产业化的
中心。
蔡元培先生站在时代前列，积极倡导“学”与“术”结合的发展大势：“学与术可分为两个名词，学
为学理，术为应用。
各国大学中所有科目，如工商，如法律，如医学，非但研求学理，并且讲求适用，都是术。
纯粹的科学与哲学，就是学。
学必借求以应用，求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建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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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有大发展，北大方正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和北大生物技术工程获得重大发
展，在中国发展高科技、实地产业化中起了带头作用，同时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也正在加
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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