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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人物简介

蒋梦麟（１８８６—１９６４），著名教育家。原名梦熊，字兆

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１９０３年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

大学前身）学习，次年中秀才。１９０９年２月，赴美国加州

大学农学院学习，后进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深造，１９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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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创

办《新教育》月刊。“五四”时代表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校

务，后改任北大教育学教授兼总务长、代理校长。后栖身

学政两界，历任国民政府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浙

江政治分会秘书长，中山大学校长，大学院院长，教育部

长，北大校长，西南联大校务常委等职。１９４５年任行政院

秘书长。１９４７年调任国民政府委员暨行政院善后事业保

管委员会主任委员。１９６４年病逝台北。著有《中国教育

原理》、《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文化的交流与思想的

演进》、《孟邻文存》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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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思想

体育与美育

蒋梦麟初到美国，就读于位于卜技利（伯克利）的加利弗

尼亚大学。学校环境非常幽美，课余生活也很丰富。“离剧场

不远是运动场，校际比赛和田径赛就在那里举行。青年运动

员都竭其全力为他们母校争取荣誉。……‘健全的心寓于健

全的身’———这就是古希腊格言的实现。”另外，校园的一个

大门上有许多栩栩如生的男性祼体雕像，图书馆阅览室里也

有希腊女神的裸体塑像。蒋梦麟初次看到这些雕塑，心里非

常疑惑，不知道为什么学校当局竟把这些猥亵的东西摆在智

慧的源泉。后来他听到一位伦理学教授说，让女学生们多看

一些男人的裸体像，可以纠正他们忸怩作态的习惯，才明白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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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思想寓于完美的身体。

在美国，他还逐渐认识到美是希腊做人的中心点，正

因为这样，才产生了美学和许多伟大的美术作品，从而使

希腊文明成为西方近代文明的基础。因此，把体育和美育

结合起来，让它们齐头并进，使受教育者的身心得到全面

发展，才是教育的真谛。从这个角度来看，把体育和美育

当作一种素质教育，仍然带有功利主义的印记。这也是蔡

元培主张用美育代替宗教的主要原因。

在加州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实用

主义哲学家杜威教授。关于实用主义，他记得老师最有名

的一句话是“一件事若过于注重实用，就反为不切实用”

了。哥伦比亚大学位于纽约市中心，因此他经常到乡下度

假。他发现在乡下住久了，回到城市就有一种愉快；在城

市住久后，到了乡下也会感到清新可爱。这是因为环境改

变会引起心理变化，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所谓审美疲劳。

１９１７年蒋梦麟学成回国后，在商务印书馆担任《教育

杂志》编辑和《新教育》杂志主编。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大

量文章，集中阐述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他在一篇文章中

说，个人的价值在于他的天赋与秉性之中，教育的目的就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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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尊重这种价值，让每个人的特性发展到极致。智育、体

育和美育的作用，就是要使“我能思，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

之思力至其极。我身体能发育，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体

力至其极。我能好美术，则极我之能而培养我之美感至其

极。我能爱人，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爱情至其极。”他还

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类社会才有自由、平等、民权、共

和、选举权、代议制和言论自由等制度设计。否则，统治者

就会“视万民若群羊，用牧民政策足矣。何所用其‘言论自

由’？何所用其‘选举权’乎？”

蒋梦麟认为，蔡元培之所以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是

因为“蔡先生的思想中融合着中国学者对自然的传统爱好

和希腊人对美的敏感，结果产生对西洋雕塑和中国雕刻的

爱好；他喜爱中国的山水画，也喜爱西洋油画；对中西建筑

和中西音乐都一样喜欢。他对宗教的看法基本上是中国

人传统见解；认为宗教不过是道德的一部分。他希望以爱

美的习惯来提高青年的道德观念。这也就是古语所谓‘移

风易俗莫大于乐’的传统信念。高尚的道德基于七情调

和，要做到七情调和则必须透过艺术和音乐或与音乐有密

切关系的诗歌。”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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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和平

蒋梦麟留美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因此他

对战争与和平有过深入的思考和体会。１９１９年他学成回

国后，曾撰写《和平与教育》，其中涉及到教育的本质等问

题，可以视为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

文章开门见山指出，所谓和平，是正义的同义词。有

正义就有和平，倘若正义扫地，虽然没有战争，也不是和

平，而是一种苟且偷安。从这个角度来看，统治者标榜的

我国人民素以爱好和平著称，其实是为所谓牧民政治开

脱。因为在专制制度下，老百姓仅仅是一群羊，羊肥了，牧

人就会杀而食之，于是就出现暴政；暴政日久，必然会导致

羊瘦，于是牧人就继续放牧，推行仁政。这就是中国历史

一治一乱的根本原因。

蒋梦麟认为，要改变这种羊肥而食、羊瘠而牧的循环，

就必须推行民主政治。他指出，牧民政治的反面是平民主

义政治或曰民权主义政治。这种政治的目的是要增进平

民的能力和知识，使每一个人都养成健全的人格。只有这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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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社会才能不断进步，和平才有真正保障。从这个角度

来看，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和俄国，

是因为中俄两国没有平民主义的民主政治。德国向世界

宣战，最终归于失败，也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制度没有美国

和其他协约国优越。因此他认为“强国之道，不在强兵，而

在强民。强民之道，惟在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

会。”所谓教育，就是为了“达此和平目的之方法也”。

紧接着他指出：中国的教育，是牧民政治的教育，要改

为平民主义教育，必须从三个方面去努力：第一，要养成独

立不移之精神，改变过去那种萎靡不振、依赖成性的恶习。

第二，要养成健全之人格，改变以往好学者读书，读书愈

多，而身体愈弱的传统。第三，要养成精确明晰之思考力，

改变平时凡遇一事，或出于武断，或奴于成见，或出于感情

的毛病和喜欢用差不多来判断事物的习惯。

在这篇文章中，蒋梦麟还分析了中国社会进步应该采

取的三项措施：一要改良起居；二要修筑道路，振兴实业；

三要奖励并推进学术。他认为前两项属于物质方面的改

良，比如生活在臭水沟和猪圈的孩子，只能是皮黄骨瘦、精

神疲倦、做事萎靡；后一项则属于精神领域的进步。他说：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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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者，一国精神之所寄。学术衰，则精神怠；精神怠，则

文明进步失主动力矣。故学术者，社会进化之基础也。”但

是，由于我国在学术方面历来有漫无系统、重视应用、专重

古文等三大弊病，致使学术研究不是出于兴趣，而是为了

应用。这种主次颠倒、源流混淆的做法，遏制了学术的创

新能力。

为了进一步说明如何才能推动学术进步，他还用经商

和做人作比，“夫对于金钱不忠实，不可以为商。对于行为

不忠实，不可以为人。对于知识不忠实，其可以言学术

乎？”因此，欲求学术之发达，必先养成知识的忠实。养成

对知识的忠实，是做学问的最基本的要求。胡适所谓“有

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也是这个意思。

在文章的结尾，蒋梦麟总结道：“以正义为先导，以养

成健全之个人进化的社会为后盾，张旗鸣鼓动，勇猛前进，

此即所谓为和平而战也。战而胜，则平民主义由是而生

存，真正和平由是而永保。和平与教育之关系，如是

如是。”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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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与文化

蒋梦麟留学归来，刚好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倡导职

业教育是当时很有影响的社会时潮之一，面对这一思潮，

蒋梦麟非常冷静。他认为职业教育固然需要，但如果以为

除了职业教育之外就没有其他教育，或者说所谓教育就是

职业教育，那就大错特错了。

为了纠正这种错误认识，他写了《教育与职业》、《职业

教育与自动主义》等文章。他指出教育是一种解决问题的

方法，国家有问题，故有国家教育；社会有问题，故有社会

教育；个人有问题，故有个人教育；职业有问题，故有职业

教育。如果有关问题不能解决，那就是教育的失败。从这

个意义上说，所谓职业教育，不过是教人“操一技之长而藉

以求适当之生活也”。但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在职业

问题之外还有许多问题，它最终还需要通过文化教育来解

决，这就是普通学校应该承担的功能。因此职业教育并不

是教育的全部，而是其中一部分。所以他认为“学校非专

为职业而设，举学校而尽讲职业教育，则偏矣。”
·９·

蒋梦麟



对于类似偏颇，蔡元培也多有提醒。１９２０年１０月，

蔡元培应《法政学报》的邀请，为该学报创刊一周年致词

说：“从前法政大学，大抵都是用一种官僚教育、职业教育。

他们的旨趣，就是要学生不请假、把讲义背得熟，分数考得

好，毕业后可以谋生便罢了”。这种职业学校是专为毕业

以后得饭碗的，确无研究学理之必要。如今你们办《法政

学报》至少有三个好处：第一，可以提高学生研究学理的兴

趣；第二，可以引发学生求新的思想；第三，可以使学生养

成非自利的公德心。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摆脱职业教育的

恶习。随后，他赴欧洲考察，途经新加坡参观一所中学时，

又做了题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讲演。他说，“职业教

育好比房屋，普通教育好比地基，倘若等到高楼建成，才发

现地基不稳，就来不及了。他认为，普通教育的宗旨，并不

仅仅是让学生变得有用，而是要让他们养成健全的人格，

发展共和的精神”。由此可见，蒋梦麟和蔡元培对教育的

理解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蒋梦麟还把职业人才分为自动的和机械的两种

人才。前者具有远大的目光，进取的精神和“事事图改良、

著著求进步”的作风；后者则是只“具一艺之长，精一部分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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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人先提倡，我能随之”的人。他提出高等专门学校

要培养自动人才，使之成为工业社会的领袖，中等职业学

校则应该培养机械人才，为工业社会培养优秀工人。

个人与社会

蒋梦麟认为共和国的作用，就是尊重并保护个人价

值；教育的目的，则是为了发展个性，培养特长，进一步增

加个人价值。为此，就必须对教育学有所研究。他指出，

作为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教育学分为个人与社会两大

部分：就个人而言，为了满足发展个性的需要，它要涉及生

理学、遗传学、卫生学、心理学、论理（逻辑）学、美学等诸多

学科；从社会来看，为了满足发展人群的需要，它又涉及人

种学、历史学、地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群学等许多领域；

此外，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离不开自然界，因此教育学还

涉及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和物理化学等其他科学。因

此他说：“有真学术，而后始有真教育，有真学问家，而后始

有真教育家。……无大教育家出，而欲解决中国教育之根

本问题，是亦终不可能也。”这里所谓大教育家，显然是通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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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各门学科的通博之士，“不通博乎此，则不可以研究

教育。”

蒋梦麟晚年在回忆北大的学术自由以及蔡元培、陈独

秀、胡适和鲁迅兄弟以后，谦虚地说：“有人说北京大学好

比是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

不过什么都知道一点。因为我知道一些近代文艺发展的

历史，稍有空闲时，也读他们的作品，同时常听他们的谈

论。古语所谓‘家近通衢，不问而多知。’我在大学多年，虽

对各种学问都知道一些，但总是博而不专，就是这个道

理。”其实，像蒋梦麟这样“一无所长”却“什么都知道一点”

的人，才可能是真正的大教育家。相反，让那些“学有所

长”的专家当校长，恐怕未必合适。

蒋梦麟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每一个人享受人

生所赐予之完满幸福，要享受这种幸福，还需要社会的开

明和进步。因此他说：一方面个人生活的丰富程度与社会

的开明进步成正比，社会愈开明，则个人之生活愈丰富；另

一方面，健全的社会又需要健全的个人来组成。他主张社

会进步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社会的文明能天天增加；

二是社会的肚量能包容新学说新思想；三是大多数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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