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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和谐》

前言

　　蔡元培（1868-1940）先生是我国近现代教育史、思想史上杰出的大家，其教育思想、办学理念及
其践履对中国近现代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精神的铸造起着里程碑式的思想启蒙与社会示范作用，尤其是
在他主政下，北京大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事功，这对确立北京大学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的大学地位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推动与促进新文化运动的展开有着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其“兼容并包、思想
自由”的办学理念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份沉甸甸的精神遗产。而且，蔡氏身为国民党党员，信
奉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主义学说，但他却
具备无畏的政治勇气与执著的求真精神，排除学术思想界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与诋毁，蔑视来自北洋
军阀政府的敌对与压力，公开允许北大师生宣传与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此举实乃后辈人生境界和学
术风范的楷模；他力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的是繁荣学术，振兴国家。五四运动及此后的民权运
动、社会启蒙运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得到了轰轰烈烈的展开，并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精彩的乐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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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和谐》

内容概要

《自由与和谐:蔡元培"五育并举"观研究》分析了蔡元培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
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的内涵及其在不同视角下呈现的不同思想形态，阐述了“五育并举”观形成的
文化动因、实践根由及哲学基础，探究了其思想渊源。在此基础上，作者揭示了“五育并举”观的实
质，即“五育并举”蕴含着功利追求与思想自由精神；倾向于统一体的和谐；旨在独立人格的养成；
贯通了中西文化。此外，作者还对“五育并举”观进行语义上的辨析，论述其存在的不足及所遭逢的
社会境遇，并指出，蔡氏主政下的北京大学实际上是对“五育并举”观核心思想的践履，且对蔡氏改
造北京大学的历史意义进行了发掘。最后，作者在阐明“五育并举”观的当代价值基础上，提出了“
新五育”的构想，力图展示“五育并举”观丰厚的精神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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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和谐》

作者简介

汤广全，男，讲师，博士。曾就读英语、中国哲学、教育学三个专业，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主要从事教育哲学、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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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和谐》

书籍目录

序导论  一、问题的提出  二、蔡元培“五育并举”观的理想  三、研究缘起与研究价值    （一）研究缘
起    （二）研究价值  四、蔡元培教育思想的相关研究现状    （一）蔡元培哲学思想研究    （二）蔡元
培教育思想研究    （三）蔡元培教育哲学思想研究  五、研究方法与写作思路    （一）研究方法    （二
）写作思路第一章  “五育并举”观的提出及其内涵  一、五育的内容    （一）军国民教育    （二）实
利主义教育    （三）公民道德教育    （四）世界观教育    （五）美感教育  二、五育的分类    （一）政
治的角度    （二）中西方教育史的角度    （三）心理学的角度    （四）教育的角度    （五）教育方法论
的角度    （六）系统的角度第二章  “五育并举”观的思想渊源  一、文化会泽    （一）家庭熏陶    （二
）旧式教育的浸染    （三）外来文化的洗礼  二、实践探索    （一）学校教育    （二）社会教育    （三
）沉静与叛逆的性格  三、理论滋养    （一）中国文化精粹的汲取    （二）西方哲学思想的陶养    （三
）哲学的教育功能第三章  “五育并举”观的实质  一、自由的追寻    （一）隶属政治的教育    （二）
超逸政治的教育  二、和谐的意蕴    （一）和谐的内涵    （二）五育和谐的特质  三、独立人格的养成    
（一）独立人格的培养    （二）独立人格的践履  四、中西文化的融合    （一）中西文化观    （二）中
西文化融合的根据    （三）中西文化融合的途径    （四）中西文化融合的表现第四章  “五育并举”观
的历史境遇及意义  一、“五育并举”观的历史境遇    （一）教育方针的争议    （二）“五育并举”观
的辨明  二、“五育并举”观的历史意义    （一）北大的教育改革    （二）“五育并举”观的历史意义
第五章  “五育并举”观的当代启示  一、“五育并举”观与当代教育方针    （一）二者关系的发生    
（二）基于教育目的角度的考察    （三）当代教育方针的困境    （四）当代教育方针的构想    （五）
几点辩护  二、教育的价值追求与当代教育实践    （一）自由与当代教育中的主体性问题    （二）和谐
与当代的教育场域    （三）敢问路在何方结语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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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和谐》

章节摘录

　　实利主义教育是以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为思想基础：主张
“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做中学”，强调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的
联系，力倡教育的实用性、生活性，反对既往的传统教育中弥漫着的形式主义和机械主义风气。实利
主义教育主要是指以民生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尤其是那些主张最力的人，甚至提出一切普通文化
科学知识都应寓于“树艺、烹饪、裁缝及金、木、土工之中”。蔡氏认为，这种学说“创于美洲，而
近亦盛于欧陆”①。这种名之为“现代教育”的思潮与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在一定程度
上是相互对立的。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的“新教育”思潮和新教育运动就是针对后者而发的，它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欧洲国家中的传播”②。为什么蔡氏主张在中国也要推行
实利主义教育？就理论而言，在纷争四起的世界政治舞台上，竞争的实力主要依赖财力。尽管他说，
竞争也需要武力，但尤其需要财力，而且武力过半还是需要财力滋养、保障。就实践来说，蔡氏认为
，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的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颇多，国家十分贫穷。所以，　“实利主义之教育
，故亦当务之急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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