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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1868~1940） 

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 

 

1868 年 1 月 11 日 (清同治六年)生。10 歲隨叔父蔡銘恩讀書。 

1883 年入學補諸生。後在紹興古越藏書樓校書。 

1889 年己丑科舉人。 

1890 年庚寅科進士。 

1892 年為翰林院庶起士。 

1894 年補翰林院編修;  

1898 年 9 月，返紹興，任中西學堂監督，提倡新學。 

1901 年赴上海，任南洋公學教員，繼任愛國女校校長，兼中國教育會會長。 

1902 年夏，遊歷日本; 同年秋返國，在上海設立愛國學社，提倡民權，宣傳革命。 

1903 年冬，參與創辦《俄事警聞》 (後改為《警鐘日報》)。  

1904 年冬， 與龔寶銓等在上海建立反清革命組織光復會，被推為會長。 

1905 年在上海加入中國同盟會，任同盟會上海分部主盟員。 

1907 年赴德國留學，入萊比錫大學研究哲學、文學、美學和心理學。武昌起義後回國。

1912 年 1 月，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 同年 7 月去職，旅居德國; 秋，到法國與李石曾等 

創辦留法勤工儉學會，並組織華法教育會。 

1916 年冬回國，任北京大學校長。 

1920 年 5 月辭職;同年 9 月，重返北大; 12 月起，先後到法國、瑞士、德國、奧地利、匈牙 

利、義大利、荷蘭、英國等國考察教育，1912 年 9 月返抵北京。 

1923 年 1 月去職; 同年 7 月，再次到法國、比利時、英國講學、考察。 

1924 年 1 月，被選為國民黨第一屆侯補中央監察委員; 11 月入德國漢堡大學研究民族學。 

1926 年 1 月，當選為國民黨第二屆中央監察委員; 2 月回國; 5 月在上海參加皖蘇浙三省聯合 

會，響應國民革命軍北伐; 12 月國民軍克浙江，任浙江省政府政治會議委員，並代 

理主席。 

1927 年四一二政變後至南京，參加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並任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常 

務委員; 6 月任大學院院長; 7 月任國民政府委員; 9 月任中央特別委員會委員; 10 月任 

浙江省政府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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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年 2 月，任交通部第一交通大學校長; 同月任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委員; 3 月兼代司法 

部部長; 4 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6 月任北京大學校長; 同月辭校長職; 10 月推舉為 

監察院院長; 11 月派為中意庚款委員會委員。 

1929 年 1 月，任首都建設委員會委員; 3 月當選為國民黨第三屆中央監察委員; 同月任中央 

政治會議常務委員; 6 月派為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委員; 9 月聘為北京大學校長。 

1930 年 9 月，辭北大校長職。 

1931 年 5 月，出席國民會議;12 月任國民黨第四屆中央監察委員。 

1932 年 4 月，聘為國立中央大學校長; 12 月與宋慶齡、魯迅等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 

盟，任副主席。 

1933 年 10 月，任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 

1935 年 11 月，任國民黨第五屆中央監察委員。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上海淪陷，移居香 

港治病。 

1940 年 3 月 5 日在香港病逝。終年 72 歲。 

 

有《蔡元培先生全集》。 

 

資料來源自：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