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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要热烈地拥抱这部剧。”同济大学文
学院王洪生教授在看完《元培校长》后发出
了这样的感叹。“这是一种内心的震撼，能在
演出中感受到历史久远的声音。”!!月 "#

日，由北京大学出品的校园音乐剧《元培校
长》走进上海师范大学，以年轻的、亲民的方
式，再现了 !$$多年前风云际会，思想激荡
的历史时刻。
《元培校长》是以中国教育家为主人公

的第一部音乐剧，该剧以蔡元培 !%!&年至
!%"'年就任北大校长间大刀阔斧改革，使
得北大校园发生巨大变化为主要背景，充满
了与历史对话的张力，向青年学生传递了满
满的正能量。

以北大相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为主
演的表演班底充满着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
下，大学生蓬勃向上的活力。演员们身着中

山装，手捧书卷，对当时的事件激烈地发表
着他们的看法。以刚劲有力的舞蹈动作释放
着他们不可阻挡的爱国情，将一腔热血通过
慷慨激昂的表演，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在音乐上《元培校长》是创新的，不同于

中国音乐剧节奏缓慢叙事娓娓道来的气质，
该剧选择了摇滚的音乐风格邀请了获得艾
美奖的美籍华裔作曲家王宗贤先生进行作
曲，节奏紧凑、叙事鲜活。摇滚音乐所蕴含的
解放气质完全契合了“五四”时期的时代氛
围，在本次演出时获得了热烈的反响，得到
了阵阵掌声，北大 '$级校友观众还激动地
称赞道：“这充分体现了北大兼容并蓄的精
神，体现了北大的水平。”在场学生的爱国脉
搏在剧场跳动，热情激昂。还有观众表示，今
天的演出让她耳目一新，“以前看到的都是
话剧蔡元培，而今天的则是歌舞并茂的蔡元

培。采用富有流行音乐风格的音乐剧来演绎
人们心目中非常敬仰，也是伟大的教育家，
很有创意，也是非常需要勇气。”
《元培校长》表现得虽然是 !$$多年前

的主题，展现的是当时文人的人格魅力和知
识分子的情怀，可是在今天仍然给人以启
迪。《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表示(“那个时代
出现的问题在今天依然存在，特别具有现实
意义。”教育家前辈蔡元培先生海纳百川的
心胸和包容各门各派的精神令人敬佩。他顶
住来自上面的压力，冲破旧势力的重重阻
力，创办新学。

此次演出受到了观众们的高度赞赏，
《元培校长》的主创们表示：会克服困难，坚
定将“《元培校长》校园公益行”进行下去的
信念，让更多的青年学子感受“五四”爱国精
神，使中国音乐剧迎来更多年轻观众。

! ! ! !上个月，北京大学编排的音乐剧《元培校
长》在上海上演。百年前的故事，依旧用其人
文精神和情怀打动了莘莘学子。

蔡元培毕生倡导教育救国、学术救国、科
学救国，推动中国的思想启蒙和文化复兴。后
人评价道：“他是新文化运动之父，他通过改
变一所大学进而改变了一个民族！”

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在北大听
了蔡元培演讲后，也感慨万千：“拿世界各国
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
哈佛、哥伦比亚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
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的
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
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
出第二个。”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先生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

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
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
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
的余地。”

拖着长辫的辜鸿铭不买胡适的账，坚持
旧文学的黄侃在课堂上大骂倡导新文学的师
弟钱玄同有辱师门，但校长蔡元培绝无门户
之见。于是北大有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辉煌的
名师阵容。既有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
胡适、陈独秀、鲁迅，也有主张恢复帝制的辜
鸿铭、刘师培；而提倡“情人制”、“外婚制”的
“性博士”张竞生，也没被封建卫道士的唾沫
淹死。陈独秀称赞：“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
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

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元培校长》这部剧中，刻薄的督学来到

北大，看到这种奇怪的场面后，也不禁嘲讽蔡
元培的兼容并包理念。譬如他口中北大校园
内的精通西学，喜欢读《茶花女》之类读物的
辜鸿铭之流，却喜欢相约逛老北京的八大胡
同，烟花柳巷之地。一首《茶花女之歌》表面是
督学讽刺蔡元培，背后却是编剧者对蔡元培
先生的赞扬之情。

确实，在当时的北大校园，正因蔡校长兼
容并包的治学理念，才使得当时的北大思想
荟萃，古今之辩，中西之辩在北大碰撞交融。
正像《元培校长》这部剧中，蔡元培校长所希
望的，师生能从传统中走出新的自己。对于中
西之争辩，元培校长自己唱到：“我研究西学，
但我也喜欢兰花，胡适先生的兰花会开满祖
国的大地。”

以美育代替宗教
蔡先生说：“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

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美育者，与智
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

他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们能
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
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
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人去应用的。

在音乐剧《元培校长》中，蔡元培校长希
望学生要做狮子，像狮子一样健全；要做猴
子，像猴子一样敏捷；要做骆驼，像骆驼一样
承担。做到这几样，方能称之为现代学生。

蔡先生是中国近现代美育的倡导者，主
张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实

施美育，设想通过胎教院、育婴院、幼稚园三
级机构实施学前儿童美育：把胎教作为美育
的七点；让婴儿及其母亲生活在由自然美和
艺术美构成的环境之中；认为幼稚园的美
育一方面通过舞蹈、唱歌、手工等“美育的
专题”进行，另一方面则要充分利用其他课
内涵的美育因素，如“计算、说话，也要从排
列上、音调上迎合它们的美感，不可枯燥的算
法与语法。”

在北大时，蔡元培就将艺术与美育纳入
北大教育系统，开设美学和美术史，亲讲美
学。“十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停
止。”蔡元培更是“欲谋全国艺术之普及”。徐
悲鸿、刘海粟和林风眠，无一例外均得助于
蔡元培的提携。蔡元培在法国就慧眼识中林
风眠，资助其生活。!%")年更是不拘一格任
命 ") 岁的林风眠为国立艺术院首任院长，
造就中国最年轻的一位大学校长。民国著名
女画家、蔡元培最疼爱的女儿蔡威廉也任教
于国立艺术院。教务长林文铮娶了蔡威廉后，
蔡元培对女婿说：“你不要从政做官，把一生
精力投放在艺术事业中去，就在这里干一辈
子，帮助林风眠把学校办好，他一个人是很难
办下去的。”

雕塑家刘开渠原本是国立北京美术学校
西画系毕业生，在大学院当抄写员。他对蔡元
培说自己想出国学雕塑。!%")年蔡元培就将
他以“驻外著作员”身份派往巴黎，月薪 )$

元。他在巴黎国立美院学业有成时，蔡元培又
适时来信：“国内的雕塑事业需要人才”。他的
召唤让刘开渠 !%**年归国，后成为新中国雕
塑的奠基者。

重视平民!女子权益
蔡元培也很重视劳动教育、平民教育和

女子教育。他在北京大学办校役班和平民夜
校，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元培校长》这部剧
中蔡校长这样说道：“女子有德又有才，德才
兼备是新生。”在本校学生的举荐下，蔡元培
招收了北大的第一位女学生。

!%"$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访华，他称
赞北大是教学生以自由思想的场所，“五四”
时期的学生，不仅自己富有公共精神，而且
还具有唤起全民公共精神的一股强大力
量；称女生在北大的地位比剑桥还要好，她
们可以参加考试并获得学位，女生中那种自
由发问的精神，恐怕连英国的女校长见了也
会不禁愕然。

诚如金耀基所说，“蔡先生实不止属于北
大的，他是属于整个学术界文化界的”。蔡元
培任大学院院长时，筹建中央研究院，李四
光、竺可桢、梁思成、陈寅恪、李济等群英集麾
下。他架构起中国现代科技体制，但又强调
“文化进步的国民，既然实施科学教育，尤要
普及美术教育”。就像剧中最后唱到的：“百年
树人在心育，文化兴国路漫长。”蔡校长不仅
对近现代中国教育、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也对当今的中国教育具有很大的
借鉴意义。

!%+$年 *月 #日，蔡元培长眠于香港。弟
子蒋梦麟送上旗帜，“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
人。”而毛泽东唁电中的“学界泰斗，人世楷
模”至今和蔡元培的肖像一起，挂于北大教育
学院的大厅。

百年树人在心育 文化兴国路漫长

校园音乐剧!元培校长"走进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