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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
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
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
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
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
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
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
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
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
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
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
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
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
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
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
风。
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
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
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
”(《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
不够深切而已。
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
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
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
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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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蔡元培（1868－1940），字鹤乡，号子民，浙江绍兴人，教育家、著名学者。
本书以求实求信的科学态度及平实晓畅的文字，对蔡元培先生作为中国新文化、新学风、新学府的开
拓者，作为〝戊戌〞与〝五四〞两代学人的沟通者，作为中国现代伦理学的奠基者，以及作为近代中
国学术文化史上学贯中西的〝通人〞的杰出代表，进行了全面、深入而独到的描述和评价。
读后使人对蔡元培这位〝国学大师〞〝人世楷模〞将有更为深切的认识，也使人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
转捩盛况有一个基本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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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晓唯，男，1957年生。
历史学硕士，现为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教授。
已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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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868年1月11日(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城一户世代经商的小康
之家，父亲蔡光普，是当地某钱庄经理，母亲周氏。
山阴与会稽两县城只一河之隔，明清两代同属绍兴府，民国元年废府，两县遂合为绍兴县。
蔡家祖居诸暨陈蔡乡，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迁至山阴，最初以伐售柴木谋生，后来转而经商，主要从
事绸缎运销，曾远至广州。
到蔡元培的祖父一辈，已是世居绍兴的第六代人了。
其祖父名廷桢，字佳木，相传其“夏夜读书，无法得避蚁烟，竞置两胫于瓮中”，颇具志向。
早年在典当商行学徒，渐次升为经理，以平生所得积蓄，为祖宗置祭田，并在县城笔飞坊购置宅院，
与子孙合居一处。
他生有七子，其中五人经商，一人习武，一人从文，其长子即蔡光普。
蔡元培就生长在这样一个人丁兴旺、三世同堂的大家庭中。
他是家中第四个孩子，乳名阿培，两岁前后由奶娘陈氏抚育。
在同胞兄弟姐妹七人中，小阿培天性祥静平和。
一次，女佣携阿培兄弟下楼游玩，楼梯高且陡，须由女佣抱下，女佣先抱堂兄，留阿培在楼梯口等候
，岂料女佣抱堂兄下楼后适遇他事，忙不迭中竟忘记了阿培。
小阿培不哭不叫，端坐楼口静待多时，直到被家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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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充分利用已刊资料，参考和借鉴现有成果，不带偏见地、“历史的”记述蔡元培先生的生平和学术，
是我一年前决定承担这项写作时所抱定的主旨。
此刻，书稿写竣，就自我感觉而言，既有贯彻初衷的快意，亦不乏限于时、力的抱憾。
我期待着真诚的反应和评论。
业师高平叔先生自始至终关心此项写作，多方给予指导，书稿草成，悉心审读，提出许多具体修改意
见，并欣然赐序，使我获益良多；此书责任编辑钱宏先生，从约稿到详解丛书编辑思路，令人真切感
受到一位出版工作者的执着追求和强烈使命感，老实说，没有他的策励，此书就不会写成。
在此，谨向两位先生致以深深的谢忱!我还要感谢董健莉女士，她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帮助誊录书稿，
付出许多辛劳。
另外，夏波君和辜燮高先生亦先后慨然惠助，特一并鸣谢。
有人说，一本书也是一个生命。
其实，变幻万端的大干世界已不在乎一本小书的有无。
不过，私意以为，这本小型传记倘能有助于世人客观了解蔡元培的生命历程及其社会影响，那便是对
我的一番劳苦所作的极好报偿，或许这就是所谓的敝帚自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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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蔡元培评传》是中国新闻出版署“八五”规划（重点图书）。
《国学大师》你绕不开的一座高峰。
国学巨匠，百年经典，新眼指路！
大师们以他们独特的艺术风格，为中国文化增添了瑰丽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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