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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蔡元培全部教育思想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公民道德教育是五育并举的核心。文章较全面地系统介绍

了蔡元培公民道德教育思想的地位、目标、内容、途径，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立场，从融合中西、创造中国新

教育的角度，客观的评价了该思想。 
关键词：蔡元培；公民道德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0627（2008）02- 0033- 04 

1912 年 2 月 10 日，时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教育杂志》发表《新教育意见》

一文，对清末学部制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加以批判，改为军国民教育，实

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审美教育五项。并不止一次的强调指出：“德育实为完全人格

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以助其为恶，无益也。”[1](8)所以“不得不以公民道德教育为

中坚。”[2] 1912 年 7 月 10 日，他在北京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开幕式上发表演说，重申了五育及其

相互关系，“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

则必以道德为根本。”[3](263) 1912 年 9 月 2 日，以此为理论基础的民国教育宗旨正式公布，即“注重道

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4] 
至此，虽没有直接使用公民教育的概念，也不成体系，但蔡元培在其教育理论和实践中，已经深

入触及到了公民教育的本质内容，即公民道德教育。 

一 

蔡元培生活的 20 世纪内忧深重，外患频仍。辛亥革命使“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被颠覆，国家的

前途和命运摆在一切有识之士面前。就内部改革而言，蔡元培清醒的认识到，政治体制变革固然重要，

科学对社会富强的贡献也必不可少。但这些对民族的发展来说还远远不够。民族之间的竞争从根本上

说是国民素质的竞争。而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的深层次原因是人民还在封建人伦主义、蒙昧主义

的禁锢中，其本质还远远没有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这才是改造社会的根本所在。在这样的思想指

导下，戊戌变法失败后，蔡元培毅然弃官而“委身于教育”，决计以教育救国，以教育兴国，实现“养

成共和国健全之人格”的目标。事实上，蔡元培很早就抱定了献身救国事业的宏愿，但采取什么方法、

途径，在戊戌变法之前还是模糊的。在总结了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之后，他才决定走教育救国之路。

“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1](26)“这是社会改良、进步的根本途径。” 
在经过早期一系列的教育实践后，蔡元培日益体会到走出国门、学习外国先进教育思想和制度的

迫切性。“欧美各国，无能媲者”的教育强国德国，是他留学的首选目标。“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

国不可。”[5](323)在 1906 年冬《为自费游学德国请学部给予咨文呈》中，蔡元培表示：“职现拟自措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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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前往德国，专修文科之学，并研究教育原理，及彼国现行教育之状况。至少以五年为期，翼归国

以后，或能效壤流之助于教育界。”[5](452)  
蔡元培于 1907 年 6 月来到德国。时德国正值威廉二世统治下的盛世，德国教育尤大学教育也正

处于发展颠峰时期。几经辗转，蔡元培最终就读莱比锡大学哲学系。在这里他第一次开始了对西方文

化的系统学习。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一共选修了 40 门课程，内容涉及哲学、历史、文化和文明史、

心理学、美学、自然科学、民族学等方面。[6]德国的四年，他一边学习，做研究，一边相继编写出版

了《中学生修身教科书》《中国伦理学史》，还翻译了包尔生的《伦理学原理》。这些专著和译著全面

梳理了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阐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适于今日社会”的道德教育内容，兼容中西，

全面介绍了西方的伦理学说，显示出西学对他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公民道德教育

思想便是其中的典例之一。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主张的“必以道德为根本”的教育宗旨，以卓而不群的理论力量和影响凸显

于当时乃至于其后十数年，历史性的成为民初教育方针的理论基础，为中国建立起资产阶级新教育体

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随后北京政府教育部根据全国临时教育会议的决议，公布了以蔡元培的教

育思想为理论依据的教育宗旨。该宗旨体现了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心的德智体美诸育和谐发展的“五

育并举”思想。其中，世界观教育和美育是为了完成公民道德教育，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则必

须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核心。由此观之，学者谓言蔡元培公民教育思想其实质亦即公民道德教育思想。 

二 

（一）公民道德教育地位 
公民道德教育“毗于德育”，尤为蔡元培所重视。他认为仅有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还远远

不能实现“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的目标，必须“教之以公民道德”。与近代中国流行的物质的、

功利的价值取向相反，蔡元培并不把富强视为终极目的，而只是达到人类幸福的手段。他认为“顾兵

可强也，然或溢而私斗，为侵略，则奈何？国可富也，然或不免智欺愚，强欺弱，而演贫富悬绝，资

本家对劳动者血戮之惨剧，则奈何？曰教之以公民道德。”[3](131)他把道德放在比富强更重的位置，道

德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人类只有通过道德完善才能达到至善的境地。蔡元培不止一次强调的这种“必

以道德为根本”的思想一以贯之地体现和贯穿在他的社会教育、职业教育、女子教育等教育思想之中，

足显该思想之核心地位。 
（二）公民道德教育目标 
1912 年 7 月 10 日，蔡元培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幕词中指出，民国教育与君主时代

教育的区别在于：“君主时代之教育方针，不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用一个人主义或用一部分人主

义，利用一种方法，驱使受教育者迁就他之主义。民国教育方针，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有如何

能力，方能尽如何责任；受如何教育，始能具如何能力。”[7]所以，民国教育“须立于国民之地位，

而体验其在世界、在社会有何等责任，应受何种教育。”[8]具体来说，他认为“在普通教育，务顺应

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3](164)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蔡元培明确提出五育并举思想。换句话

说，蔡元培是从“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这个目标出发来提出和阐明五育并举思想、明确公民道

德教育的最终目标、彰显公民道德教育地位的。 
（三）公民道德教育内容 
蔡元培提倡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

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3](131)，主张用“自由、平等、亲爱”的资产阶级道德

作为道德教育的纲领性内容。他还用中国传统道德来论证这一道德观念，他指出：“孔子曰：匹夫不

可夺志，孟子曰：大丈夫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由之谓也。古者盖谓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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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毋加诸人。《礼·大学记》曰：

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平等

之谓也。古者盖谓之恕。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亲爱之谓也。古者盖谓之仁。”[3](131-132)

他认为这三者是“一切道德之源”，乃是“公民道德教育之所有事者也”。与其说蔡元培把“自由，平

等，亲爱”理解为实施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毋宁说他把握了西方文化的内在精髓，并将其作为

从事教育实践的一种理想。这种理想贯穿于蔡元培的一切教育主张和教育活动。 
（四）公民道德教育途径 
在如何进行公民道德教育上，他认为道德科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实践科学，“道德不是记熟几句

格言就可以了事的，要重在实行，随时随地抱着实验的态度”。[9]所以，一要重视“修正，自省，自

制”。二要求远效，要持之以恒，“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从前言人才教育者，

尚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说，可见教育家必有百世不迁之主义。如公民道德是。”[3](406)三是通过劳

动实践来“砥砺德行”，“劳动是人生一桩最要紧的事体。”[10]蔡元培期望通过劳动教育实践，在躬身

实践中体悟，摸索和运用，“养成全国人民劳动的习惯，使劳心者亦出其力以分工农之劳，而劳力者

亦可减少工作时间，而得研究学识机会。”[11] 

三 

辛亥革命虽并未彻底动摇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但为公民意识的产生提供了一

定的条件，尽管此时的公民教育是不成体系的、零散的。 
蔡元培自幼系统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熏陶，思想上印刻着孔孟儒学的深刻影响。这也可以

看作是蔡元培如此重视道德教育的思想渊源。如前所述，蔡元培在 1907～1910 年留德期间相继出版

了几部专著和译著，全面梳理了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此后，在《对于新教育的意见》《世界观与

人生观》《教育之对待发展》《华工学校讲义》《孔子的精神生活》等一系列文章或演说中，他一再表

述或强调了道德教育问题。这些著作、文章和演说，充分反映了他的道德教育思想以及他重整中华民

族道德教育体系的坚定努力。 
在经过冷静地全面反省和检讨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后，他提出了以培养公民道德为根本和核心

的教育宗旨，这也是对清末学部制定的教育宗旨加以修正和扬弃的结果。例如，“尚公，与吾所谓公

民道德，其范围或不免有广狭之异，而要为同意”。[3](136-137)他在阐释以“自由，平等，亲爱”为宗旨

的道德内容时，也用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仁”、“恕”、“义”相类比，认为它们是含义相同的东西。不

管这种比附是否合适，都鲜明的显示了蔡元培站在“我”的立场上，吸收传统道德教育合理“内核”，

消化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道德观念，试图创造符合中国国情、适合中国需要的公民道德教育的可贵尝试。 
蔡元培先后三次留学德国，长达 6 年余，深受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熏陶。包括冯德（今译冯

特）、冯彼德（今译洪堡）、但采尔等数位大师，其中公民教育之父一凯兴斯泰纳（以下简称“凯氏”）

的公民教育思想对蔡元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对于民国初年的中国，尤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存亡问题已是像蔡元培这样“先进的中国

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他的心切与当时整个中华民族救亡图强的焦虑、矛盾的心理特征息息相连，

因而他的整个教育思想都紧紧围绕“救亡”这一核心。然而，当蔡元培面向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寻找

真理时，此时的德国进入统一后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期，急需大批既符合帝国殖民统治要求，又符

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要求的新型劳动力。凯氏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公民教育系统。其

教育目的是培养有用的国家公民，方法是职业陶冶，在具体实施上，主张把国民学校改作劳动学校，

尤以体力为主。他的理论很快成为德国资产阶级寻求所谓“科学”的理论依据。 
作为直接接触并介绍与宣传凯氏思想的蔡元培，他的公民道德教育思想既有批判封建思想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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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也体现出许多资产阶级软弱性的缺陷，使这位深受当时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教育家、思想

家，在其整个教育思想上带上了“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蔡元培的公民道德教育思想及其整个教育思想体系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首创，但是他以德育为

核心的五育并举思想本身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上的，他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

分，又把教育区分为“隶属于政治”和“超轶于政治”[12]，而公民道德教育是隶属于政治的。这种划

分显然是不科学的，在具体阐述时也存在着超阶级、超现实的弊病。这种理论和阶级的局限性必然导

致他片面夸大教育的作用，为“教育救国论”的产生留下了空间。 
在近代中国政局动荡、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侵略殖民的动乱环境中，蔡元培构建的带有理想主义

超然色彩的公民道德教育思想体系，虽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这毕竟是中国知识分子首次融会中

西文化、构建公民道德教育体系的开创性努力和成果，仍不失其伟大，给当时国人以振聋发聩的启蒙

影响，给现世国人以学习和研究的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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