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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与新文化运动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然而，新文化运动成为
一场声势浩大、影响广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则是1917年之后的事情。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在思
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旗帜下，延聘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新派学人为北大教员，使新文
化运动的力量汇聚到北大。同时，在蔡元培支持下，陈独秀将《新青年》杂志迁到北大。由于北
大进步师生的加盟，《新青年》宣传内容更广泛，影响也更大，开始真正扎根到“新青年”之中
。而在《新青年》杂志影响下，北大进步师生创办的《新潮》、《每周评论》等杂志，又进一步
扩大了新文化运动在全国的影响。这样，新文化运动从原来的陈独秀少数人提倡的文化运动变成
有大批青年学生拥护的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梁漱溟先生谈到新文化运动历史时所说：“所有
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
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 

更令人感佩的是，蔡元培还以其声望和社会地位，排除反对势力的进攻，极力维持北大这一新文
化运动阵地。1919年2～3月间，桐城派古文家林纾代表守旧势力，率先向北大和蔡元培发难。他
一面写毁谤小说，对新文化领导人物进行人身攻击，其中把蔡元培比作赞助“毁圣灭伦”的怪物
“元绪”（大龟）；一面发表公开信，指责北大陈、胡等人“覆孔孟，铲伦常”。同时，北洋政
府也通过教育部对蔡元培施加压力，指责《新潮》杂志的言论过于激进，要求他约束北大师生的
言行。对林纾的恶语谩骂，蔡元培嗤之以鼻，表示“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
”对林纾的公开信，蔡元培从容作复，一一辩明林纾的指摘是毫无根据的，最后声明自己绝不改
变“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在回复教育总长的信中，蔡元培重申“大学兼容并包之
旨，实为国学发展之资”。对于守旧势力压迫他辞退陈独秀、约制胡适，蔡元培坚决予以拒绝，
表示：“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 

在保护新文化运动的同时，蔡元培也是宣传新文化最力的人之一。如在提倡白话文方面，他在19
17年2月间便与梁启超等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并出任会长。此后，他还多次发表演说
，宣传白话文必然取代文言文。在提倡科学方面，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继续支持我国第一个民
间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的活动。1917年1月，他为中国科学社创办的《科学》杂志撰写《祝
科学》一文，极言科学之重要，指出：“循是以往，凡往昔哲学之领域，自玄学以外，将一切为
科学所占领，科学界之发展，未可限量，科学社诸君勉乎哉。”此外，蔡元培还在经济上援助科
学社，每月由北大编译处拨款作为《科学》杂志的经费，并积极为科学社募集基金。 

然而，在宣传新文化过程中，蔡元培在许多方面又表现出与陈独秀、胡适等人不同的思想特色。
对陈、胡等大多数新文化运动人士来说，他们宣传思想革命，提倡新文化、新道德，更多是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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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动机，将文化和思想工作看作是实现民主共和政治的手段。而对蔡元培来说，他从事文化
和思想工作，固然也有政治的动机，实现“救国”的目标，但他更倾向于将文化和道德革新看作
是人的内在要求，是人格完善和人性升华的途径和标志。蔡元培的这一思想倾向，又导致了他在
一些文化问题上与陈、胡等新文化人士持不同的见解。如在科学问题上，陈、胡等将科学看作是
万能的，认为科学不但能解决客观世界的问题，而且也能解决人生观问题。蔡元培则不同，他虽
然也提倡科学，热心赞助科学事业，但他认为科学是有局限的，并不能解决人生的所有问题，关
于存在、意识等“形上”的一部分问题是科学无能为力的。与此相关，在人生观问题上，蔡元培
也不像陈、胡等新文化人士那样采取一种简单的态度，以为只要提倡一种科学的人生观就解决了
。他认为，美术和科学都是人生须臾不可脱离的，科学予人以知识，美术予人以情感的要求，指
出：“世之重道德者，无不有赖乎美术及科学，如车之有两轮，鸟之有两翼也。”他还认为，美
在人生中的特殊意义在于，美感具有与现实利益无关的超脱性，是人类生而固有的内在必然而不
待外铄。并且，由于美感一方面有超脱利害的性质，一方面有发展个性的自由，所以便导致人类
罪恶的“占有性冲动”逐渐减少，而使人类趋于高尚的“创造性冲动”得以逐渐扩展。 

（摘编自崔志海《蔡元培传》）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5分） 

A. 在蔡元培的支持下，陈独秀将《新青年》迁到北大，此举扩大了《新青年》的影响，从而推
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B．面对守旧势力对自己的人身攻击，蔡元培严词以对，并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
针与之辩论，表现了坚持真理、绝不妥协的精神。 

C．蔡元培充分肯定了科学的重要性及其广阔的发展空间，并积极支持中国科学社的活动，但他
同时认为科学并不是万能的。 

D. 蔡元培认识到美虽然与现实无关，但是美可以发展人的自由个性，从而使人产生创造力，推
动社会的发展。 

E. 本文叙述了蔡元培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表现，描写了他为推动新文化运动殚精竭虑、不遗余
力的事迹，展现了“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伟大人格。 

2、对于影响巨大的新文化运动，蔡元培主要有哪些贡献？请简要分析。（6分） 

3、蔡元培在哪些方面表现出不同于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人士的思想特色？请简要分析。
（6分） 

4、人们以“亮节高风”来评价蔡元培先生，请结合全文内容，谈谈你的看法。（8分） 

参考答案： 

四、实用类文本阅读（25分） 

1、选C给3分，选A 给2分，选D给1分。D项“与现实无关”与原文意思有出入（原文为“与现实
利益无关”），“使人产生创造力”这个意思文中没有体现。B项“严词以对”理解有误，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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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嗤之以鼻”，并没有正面应对，更没有以“办学方针”与之辩论。E项，文中没有表现“殚
精竭虑、不遗余力”。 

2、主要贡献： 

①以北大为阵地，聚拢了新文化运动人士，使他们充分发挥了作用。 

②以其声望和社会地位，排除反对势力的进攻，极力维持北大这一新文化运动阵地。 

③努力宣传新文化，提倡白话文，支持中国科学社。（6分，答出一点给2分。意思答对即可。）
 

3、主要不同： 

①从事文化和思想工作的动机不同。陈、胡等更多是出于政治的动机，蔡元培更倾向于将文化和
道德革新看作是人的内在要求，是人格完善和人性升华的途径和标志。 

②在一些文化问题上持不同见解。如陈、胡等将科学看作是万能的，科学能解决人生观问题。蔡
元培认为科学是有局限的，并不能解决人生的所有问题。 

③在人生观问题上的不同。陈、胡等认为只需要提倡一种科学的人生观，蔡元培同时强调美在人
生中的特殊意义。（6分，答出一点给2分。意思答对即可。） 

4、“亮节高风”是就蔡元培先生的人品进行的评价，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①包容异见，和而不同。比如蔡元培与陈、胡等人思想主张有分歧，但他一方面仍然延聘他们为
北大教员，支持他们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另一方面坚持自己的思想观点。 

②公而忘私，深明大义。面对针对自己的人生攻击，蔡元培“嗤之以鼻”、不予计较，他极力辩
明的是北大的办学方针，维护北大这个新文化运动的阵地。 

③勇担责任，顾全大局。面对北洋政府的施压，蔡元培勇于承担责任，表示：“北京大学一切的
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 

（不要求面面俱到，只要能就两个方面进行探究即可，根据观点是否正确、理由是否充分、论述
是否合理酌情给分。8分，一个方面给4分：每个方面观点明确，给1分，理由充分、论述合理给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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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阅读理解 请访问 https://xiaorob.com/zhuanti/yd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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