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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為者，亦若是！」

新北市林口區麗園國民小學總務主任　張碧容

書名：《跟蔡元培學當好校長》

作者：吳家瑩

出版社：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年6月

壹、前言

作者於篇首開宗明

義曰：此為一本為有心

進行校務革新或校園變

革之大、中、小學校長

而寫。然視其所揭櫫之

「做官為辦事與辦事為

做官」價值取向自省，何嘗不是現今所有教育領

導人皆應思索之課題。眾所皆知，北京大學於蔡

元培先生擔任校長期間，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和傳

統，是北京大學校史發展中一段重要而輝煌的時

期，他是怎麼辦到的？本書有詳實而脈絡化的鋪

陳。

貳、全書摘要

一、力排眾議，接任北大校長

蔡元培先生在民國初創，政治紛擾，局

勢動盪的時代背景下，憑藉著一股文人學者

傲然的風骨和遠見，力排眾議接掌當時予人

腐敗印象，聲名狼藉的北京大學。 

蔡元培先生於1916-1927年間擔任北京

大學校長，實際在校視事僅約5年餘，時間

並不算長，其在任期間念茲在茲想實現的目

標便是將北京大學定位為尊重學術，創造知

識之研究型大學，為了實踐此一治校理念，

其大刀闊斧對北大進行改造。

二、審時度勢，詮釋新願景

蔡元培先生接掌北大後，便致力於為學

校塑造新願景及擬定發展方向。由於其留德

期間對柏林大學、萊比錫大學等較著名大學

留有深刻印象，因此其治校理念事實上是深

受此影響的。德國大學發展型態一直是蔡元

培先生追求的典範，他一直想將這樣的成功

經驗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中實現，以此觀之，

其治校是具前瞻性思維且兼具國際觀高度

的，其深知一個國家必須真正建立一所以學

術研究為導向之大學，且做出一番成績來，

才能成就以學術恢復民族自信之志業。 

蔡元培先生雖推崇歐美各著名大學之革

新作法，然難能可貴的是他並非就其觀念直

接做演繹式地實施，而是從當時北京大學的

現況出發，來思考和推演擬定革新策略，這

使得他於北大之改革是一種務實且有所本的

革新。

三、於既有校務脈絡中擬定實踐策略

「北京大學」之前身為「京師大學

堂」，於辛亥革命後始改名為「北京大

學」，然名字改了，封建色彩仍在，入學只

為求官發財之惡習仍未去除。因此，蔡元培

先生上任後積極興利除弊。先生革新之道從

二方面著手，一是在確保學生群對研究學問

的持續性志趣方面；二是在確保教授群對研

究學問的獨創性成就方面。

前者，先生擬定了四個策略：(一)透過

學校各種儀式場合倡導說明北大將轉型為研

究型大學之新願景，藉由積極地願景行銷手

法改變並提升全校師生的自我概念。(二)刪

減汰除與北大新願景發展不相搭配之科系，

單純化學校之學習氣氛。(三)增加或調整與

北大新願景及發展相關之所科單位，更聚焦

學校之發展方向。(四)成立多元性之學生團

體，目的是讓學生「志於道、據於德、游於

藝」，讓學生將心思更專注於研究學問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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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上。 

針對後者，先生亦提出三個構想：(一)

竭力延聘國內外各大派學問家，如影響我國

思想甚鉅之杜威博士等，並淘汰無學識之教

員，積極處理校園不適任教師，保障學生受

教權。(二)不希望校長大權獨攬，仿行德國

大學「教授治校」制度，以確保教授免於不

當行政干擾。(三)秉持著「盡世界一流大學

的責任就要對於人類知識總量的增加有所貢

獻」之理想，於北大出版可供教授發表研究

成果的刊物，提供學術交流發表之平臺。 

參、啟示與省思

本書透過作者系統脈絡化的呈現，書中字裡

行間在在流露出蔡元培先生對成就北大新願景，

實踐「一流北大」、「學術北大」用情至深！

其對人才，眼光長遠，積極儲備，提攜後輩不藏

私。為了提升學校整體競爭力，二度遊學歐洲，

積極延攬師資，對於國內外各派學者，先生總是

寬大為懷，用人唯才。 

閱畢全書，除了感動於先生的理想與無私

外，深深覺得它給了現代教育領導人許多珍貴的

啟示。身為一位現代的教育領導人尤應具備：

一、宏觀的國際視野 

科技的發達帶動資訊流通的無遠弗屆，

使得全球人才流動已是個止不住的趨勢，同

時迫使競爭力必須有全球性的觀點考量。

二、微觀的在地關懷

營造特色、吸引家長仍需植基於在地資

源，而非全盤複製，以便能於一窩蜂的潮流

中形成〝市場區隔〞，意即全球化浪潮下，

要凸顯個殊性仍需〝全球在地化〞之思維。  

三、具體的願景策略

願景於情感上是向心力凝聚之鑰，實務

上是組織的共同目標，願景要能串連人心，

引起共鳴，才能稱得上是〝有意義〞的願

景；策略是達致願景的階梯，須根基於學校

相關條件與背景，且具體可行。階梯堅實可

攀爬，組織成員方得以拾級而上，實現願

景。

四、清晰的領導地圖

教育領導人心中的領導地圖恰似指南針

與羅盤，可以帶領組織及學校發展走在一條

方向明確的道路上。

肆、結語

西諺有云：「有怎樣的校長，就有怎樣的學

校。」蔡元培先生是一位理想性很濃且愛國心又

強的知識分子，其就任北大校長之真正意向是本

著教育救國之宏願而為的，雖囿於時空背景之複

雜與不安定，尚無法畢其功於一役，然其確曾於

歷史的河中翻轉了北大校園、成就了北大不同的

風貌，且績效獲得後人一致的肯定和敬重！時空

遞移至今，環境已不若民初之動盪與險惡，於教

育此一成人之志業，吾人理應更當「有為者，亦

若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