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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养性 砥砺德行

蔡元培组建北大“进德会”始末
1916年底，蔡元培先生以

深孚众望的道德文章和无出

其右的人格魅力，出任北京大

学校长。1918年初，为整饬校

风，砥砺德行，蔡元培在北大

发起组织“进德会”，全校教职

员工和学生纷纷响应，一时备

受社会各界瞩目。

北大“进德会”的前身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筹建进德

会之前，其实有着较长时间的反

复酝酿和尝试实践。

辛亥革命后，反对封建思想，

铲除腐朽文化，在国内知识界风

起云涌。1912 年，蔡元培与张静

江、张继、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开

风气之先，在上海倡议成立进德

会，旨在提高社会公众的伦理道

德觉悟。“进德”一词出自《周易·

乾卦》：“君子进德修业。忠信，

所以进德也。”所谓“进德”，意指

增进个人美德，通过锤炼个人的

道德行为，树立新的社会风尚，

潜移默化，影响他人，期冀达到

提 升 全 民 道 德 修 养 及 其 水 准 的

目的。5 人中，除张继之外，其他

4 人都是当年巴黎进德会的原班

人马。这 5 人均声名显赫，无一

不 具 有 振 臂 一 呼 的 社 会 号 召 力

和影响力。

彼时，进德会又称“八不会”，

“ 八 不 ”包 括“ 当 然 进 德 ”的“ 三

不”：不狎邪、不赌博、不置妾，“自

然进德”的“五不”：不作官吏、不

作 议 员 、不 吸 烟 、不 饮 酒 、不 食

肉。其中，“当然进德”是必须遵

循的条例，“自然进德”则非强制

约律，由入会人员根据自身情况

和条件，进行自我约束。会员分

为甲、乙、丙三等：甲等会员“持不

赌、不嫖、不娶妾”三戒，乙等会员

另加“不作官吏、不吸烟、不饮酒”

三戒，丙等会员则再加“不作议

员、不食肉”二戒。

蔡元培等人在上海筹建进德

会的消息经报刊宣传后，引发各

界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总统

不一定孙先生来做，但社会风气

的彻底改变，却是我等一定要去

做的。”张静江的这番话，基本代

表进德会“一切从我做起，致力

改变社会”的宗旨。但也有人对

进德会的“八不”戒律提出质疑，

认为这些要求过于苛刻，且自相

矛盾，比如“不作官吏”“不作议

员”两点，彼时蔡元培系政府教

育总长，张继则有入政参议院的

迹象。

1912 年 2 月 12 日，溥 仪 宣 布

退位，第二天，孙中山向临时参

议院提出辞职，推举袁世凯担任

总统，但政府所在地必须设在南

京。18 日，临时政府委任蔡元培

为“迎袁”专使，汪精卫、宋教仁、

魏宸组等 8 人为欢迎员，前往北

京 迎 接 袁 世 凯 赴 南 京 就 职 。 北

上途中，蔡元培介绍了筹备进德

会的相关情况。他后来回忆说：

“舟中或提议进德会事，自李、汪

二君外，同行者率皆当时之官吏

若议员，群以官吏、议员两戒为

不便。乃去此两戒，别组一会，

即以同舟之三十余人为发起人，

而宋遯初（宋教仁）君提议名为

六不会，众赞成之。”

不 久 ，蔡 元 培 等 根 据 这 次

“别组一会”的商议结果，筹备成

立“社会改良会”，所列条例共 36

条，除“第一曰不狎妓”、“第二曰

不置婢妾”、“第十九曰不赌博”

等进德会的“六不”基本要求外，

还增加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

废 除 跪 拜 之 礼 ，以 鞠 躬 拱 手 代

之 ；废 除 老 爷 之 称 ，以 先 生 代

之；废除缠足穿耳敷脂粉之习；

提 倡 心 丧 主 义 ，废 除 居 丧 守 制

等条例。

民国肇始，内忧外患，时局动

荡，1912 年成立的进德会只是少

数志同道合的道德约束者良好的

愿望和预期，带有浓厚个体色彩

的自我追求和信念理想，由于发

动面窄，参与人数少，以及其他因

素的制约，并未产生很大影响，最

终半途夭折，不了了之。然而，对

于 筚 路 蓝 缕 致 力 于 提 高 国 民 素

质、改良社会风气的蔡元培而言，

进德会却在他心底播下了发酵的

种子。

开启一扇自我淬炼
的大门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非

常重视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品行修

养及道德建设。北大的前身是京

师大学堂，其生源构成相当复杂，

既有通过正常入学考试录取的学

生，也有各种形形色色的大人老

爷，还有不少纨绔子弟，其中刻苦

学习者有之，嫖娼赌博者有之，浑

浑噩噩者也有之。对此，蔡元培

著文表示：“鄙人归国以后，先至

江浙各省，见夫教育实业各界凡

崭然现头角者，几无不以嫖赌为

应酬之具，心窃伤之。比抵北京，

此风尤甚，尤可骇者”，“吾人既为

社会之一分子，分子之腐败，不能

无影响于全体，如疾症然，其传染

之广，往往出人意表”，“私德不

修，祸及社会。”因此，他极力倡言

“进德”，坚决抵制买官卖官、赌博

嫖娼、挥霍公款等社会腐朽现象，

不遗余力地与社会浊流作斗争。

一年后，蔡元培制定的各项

改革举措在北大次第推进，组建

进 德 会 亦 随 之 提 上 议 事 日 程 。

1918 年 1 月 19 日，蔡元培起草的

《北京大学之进德会旨趣书》刊

登 在《北 京 大 学 日 刊》第 49 号

上，开宗明义地提出组织进德会

意在增进个人道德品质，担负起

改良社会风气、与俗流作斗争的

神圣职责。

“旨趣书”明确了进德会甲、

乙、丙种三个等级的会员条件。

其中规定：“甲种会员，不嫖、不

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

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

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

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进德会

的入会手续较为简单，会员只须

填写一份申请表，申报为某种会

员后，公诸《北京大学日刊》。申

请 入 会 者 若 先 前 有 违 犯 戒 律 行

为，只要以后不犯，则不予追究，

仍 可 入 会 。 这 种 不 咎 既 往 的 原

则，给一些有过违戒行为而又希

望择善而从者，开启了一扇自我

淬炼的大门。此外，“旨趣书”还

公告，进德会成立后，将公定罚

章，推定纠察员若干人，对违章者

执行处罚。

“旨趣书”发布后，北大教师、

职员、学生纷纷响应，踊跃递交入

会申请书。截至 5 月底，有 469 人

报名入会，占全校人数的四分之

一。许多知名教授竞相加入，如

甲种会员李大钊、陈独秀、许德

珩、沈尹默、章士钊、马寅初、马叙

伦、罗家伦、周炳琳、朱家骅、胡

适、王宠惠、张国焘、辜鸿铭等；乙

种会员蔡元培、范文澜、傅斯年、

钱玄同、周作人、徐宝璜、康白情

等；丙种会员梁漱溟、李石曾等。

“进德会”的严厉戒律
5 月 28 日下午 4 时，北大进德

会召开成立大会，蔡元培亲自担

任主持、发表演讲，并当选为会

长。进德会成立后，各地新闻媒

体纷纷予以报道，而且在海外也

引起了极大关注。

6 月 1 日，进德会选举评议员

和纠察员。6 月 29 日，进德会召开

的评议员、纠察员会议通过决议：

废除原定甲乙丙等级，以不嫖、不

赌、不纳妾三条为入会的必要条

件，其余五条戒律，由会员自由认

同承诺遵守；会员中若有违反所

认戒律者，经劝告后仍犯，由会员

10 人签名报告，经纠察员调查属

实，召开评议会宣告除名。

7 月 6 号，蔡元培以会长名义

发布《进德会启事（第四号）》，重

申遵守戒律是加入进德会的必需

条件，“进德之名非谓能守会规即

为有德。德者积极进行之事，而本

会条件皆消极之事，非即以是为

德，乃谓入德者当有此戒律。”为

此，“启事”公布了八条戒律的界

说，作为进德会实施的具体办法。

“陈独秀风波”的激
烈交锋

北大进德会在蔡元培的悉心

领导下，会员遵守戒律，严以律

己，在提高道德水准、匡正腐朽风

气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蔡元

培自己身体力行，成为公认的模

范 会 员 。 此 外 ，进 德 会 的 首 创

者、北大教授李石曾，不管是参

加 巴 黎 、上 海 还 是 北 大 的 进 德

会，都是丙级会员，他一生不吃

肉，不喝酒，对自己的要求苛刻

至极，被称为彻底的“素食主义

者”。萧瑜在《李石老之物质生

活》中 对 他 简 朴 的 生 活 曾 描 述

道：“李石老精神生活重于物质

生活”，“喜欢朴素，而厌繁华”，

“其所持原理，为尽‘最大’之可

能，取‘最少’之所需。”

然而，也有例外。北大文科

学长陈独秀特立独行，卓尔不群，

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新文化运

动的旗手，在新旧思想的激烈交

锋中，一马当先，狂飙突进，蔡元

培对他倚重有加，曾联手对北大

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因而招致

守旧势力的忌恨和诋毁。进德会

成立后，陈独秀以 152 票当选为评

议员，可他名高责重，却违反了戒

律，遭人举报，且告发者不止一

人，都是竭力反对新文化的重量

级旧派人物。

守旧派借道德之名，行泄个

人私愤之实，对陈独秀的持续发

难和攻击，让蔡元培倍感棘手。

按规定，进德会会员违犯戒律，将

会受到相应处罚。蔡元培在写给

守旧派代表林纾的公开信中，替

陈独秀解围说：“对于教员，以学

诣为主，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

（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为界限，

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

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

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

本 校 教 员 中 有 拖 长 辫 而 持 复 辟

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

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

起人，清议所指罪人者也，本校

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

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

赌 娶 妾 等 事 ，本 校 进 德 会 所 戒

也 ，教 员 中 间 有 喜 作 侧 艳 之 诗

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

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

使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

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

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

自有天然界限。”

但 是 ，反 对 派 不 愿 善 罢 甘

休。在巨大压力下，蔡元培不得

已在 1919 年 3 月 26 日晚，召集北

大教授马寅初、沈尹默赴汤尔和

家开会，商议如何处理陈独秀“违

戒”事项。沈、汤力斥陈独秀私德

不修，缺乏检点，难以为人师表，

尽管蔡元培全力维护，然而身为

进德会的首倡者，最终他不得不

同意沈尹默和汤尔和的提议，遂

决定召开北大文理两科各教授会

主任会议，共同研讨陈独秀的去

留问题，同时研究北大内部体制

改革事项。

4 月 8 日，在蔡元培的主导下，

教 授 会 主 任 会 议 议 决 提 前 实 施

《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合并文

理两科，不设学长，新设教务长。

选举经济教授会主任马寅初为教

务长，行使原文理两科学长职权，

并报备教育部。陈独秀的文科学

长之职，就这样不露痕迹地得以

顺利解除。虽然陈独秀实质是被

撤销了职务，但蔡元培避免了面

对守旧派穷追不舍的问责尴尬。

不过仅此一点，也足可窥见蔡元

培先生做人的宽厚，以及卓越的

领导能力。

周惠斌

提及闻一多，那个拍案而起、怒发
冲冠的爱国民主战士形象跃然眼前。
论为人，金刚怒目、铮铮铁骨、热情似
火的诗人闻一多，已经成为文学史上
不可磨灭的伟岸形象。论为文，《红
烛》之炽热，《死水》之深沉，都是文学
史上历久弥新的经典作品。回望闻一
多的一生，至真至纯、良善同行是他生
命的熠熠底色，也是他为人为文的可
贵美德。

“我们只能够并且应当在
旧的基石上建设新的房屋”

闻一多早期部分诗作被收入在《真我

集》，虽不如《红烛》《死水》两部诗集那么

引人注目，但青年闻一多的志向与品格已

在其中显露端倪。

写于 1921 年的《率真》有如下诗句：

“莺儿，你唱得这么高兴？/你知道树下靠

着一人是为什么的吗？/鸦儿，你也唱得

这么高兴，/你不曾听见诅骂的声音吗？/

好鸟儿！我想你们只知道有了歌儿就该

唱，/什么赞美，什么诅骂，你们怎能管得

着？/咦，鹦哥，鸟族的不肖之子，/忘了自

己的歌儿学人语，/若是天下鸟儿都似你，/

世界上哪里去找音乐呢？”不论是莺儿的赞

美，还是鸦儿的诅骂，有了歌儿就该唱，发

出真我的声音，而不是鹦鹉学舌般丧失了

真我。这就是受过“五四”精神洗礼的青年

闻一多，不仅涵养“自我”之独立精神，而且

还虔诚地追求“真我”之品格。

《红烛》开篇，他就发出诘问：“红烛

啊！/这样红的烛！/诗人啊！/吐出你的

心来比比，/可是一般颜色？”当时一些诗

人标榜为艺术而艺术，同为诗人的闻一

多，却勇于质疑诗者们能否真如红烛般，

存有表里如一的“真我”？显然，闻一多的

诗就是“真我”的诗意表现和率真表达，内

在与外在统一于“真”。

另外，在文学批评实践中，闻一多不为

亲疏利害关系所囿，无论赞扬或批评，皆出

于率真之心。作为清华文学社的重要成

员，他努力倡导并营造良好的批评与自我

批评氛围，有力促进学生社团的良性发展。

当时仍是在校学生的闻一多，按说需

要郭沫若这样已经有一定名望的诗人来提

携，以求在文学界获得更多的机会。为了

共同的利益，他们彼此褒评更可以壮大声

势。但闻一多该赞扬的赞扬，该批评的批

评，努力践行一个批评家的职责，于是就

有了《〈女神〉之时代精神》和《〈女神〉之地

方色彩》。闻一多赞扬郭诗不独艺术上与

旧诗词大相径庭，“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

完全是时代的精神”，同时也毫不客气地

指出《女神》存在欧化的问题，地方色彩不

够明显。他写道：“我们只能够并且应当

在旧的基石上建设新的房屋。”百年前，闻

一多率意地直言郭诗的缺憾，不因其是自

己的“盟友”而屈心抑志。该赞扬的赞扬

绝不捧杀，该批评的批评亦不棒杀。

“美即是真，真即美”
闻一多深信“真”是沟通文学和美的通

途，他的诗歌创作实践融入了真实的生命

感受和诗学思考，是他真切的诗思洋溢。

在诗歌《艺术底忠臣》里，闻一多真诚地表

达了对英国诗人济慈诗品、人品的认同。

他认为济慈不同于那些“名臣”，而是艺术

的“忠臣”，济慈的诗学重心就是对“真”的

坚守，“诗人底诗人啊！/满朝底冠盖只算

得/些 艺 术 底 名 臣 ，/只 有 你 一 人 是 个 忠

臣。/‘美即是真，真即美。’……”

这既是闻一多对济慈的真诚追慕，又

暗含着他自身的艺术理想。回顾闻一多丰

富的诗歌创作，他的诗中处处履行着“美

即是真，真即美”的诗学信条，洋溢着“真”

的感情。这种“真”，是诗人对爱女、亲情

等小我情愫的真心流露，也是诗人对国

家、民族、人民等大我情怀的真切抒发。

朱自清就赞誉闻一多“是当时新诗作家中

唯一的爱国诗人”，想必是看到他诗歌作

品中的“真情”。

留美期间，由于祖国实力弱小而屡遭

冷眼的经历，时刻牵引着闻一多敏感的爱

国主义心绪。在《太阳吟》中，他写道，“太

阳啊，刺得我心痛的太阳！/又逼走了游子

底一出还乡梦，/又加他十二个时辰底九曲

回肠！”日夜牵系家国的游子形象呼之欲

出。《洗衣歌》中，他写道，“年去年来一滴思

乡的泪，/半夜三更一盏洗衣的灯……”简

单的诗句，生动展现了客美华人的思乡情

结。《七子之歌（澳门）》中，他以孩子对母

亲的情感，比喻自己对祖国的深深眷恋，

“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我离

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掳

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

灵魂。/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

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母亲！

我要回来，母亲！”

行走在世界各地，闻一多始终牢记自己

的“真名姓”，爱国之心炽热、浓烈。在《我是

中国人》里，他自豪地宣称：“我们的历史可

以歌唱。”在《一句话》中，他始终期待着“突

然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

国！’”赤子之心，如真金在熊熊烈火中熔炼。

爱女的离 世 ，对 于 闻 一 多 而 言 是 生

命 体 验 中 漫 长 的 灰 暗 与 潮 湿 。 这 种 真

切 的 痛 感 剜 着 他 的 内 心 ，借 助 诗 意 笔

墨 自 然 流 露 出 来 。 葬 歌《也 许》没 有 大

开 大 合 、悲 戚 迸 裂 的 情 感 喷 发 ，而 是 通

过 一 位 父 亲 向 爱 女 日 常 呢 喃 的 耳 语 ，

将 无 尽 的 惦 念 、爱 抚 情 愫 缓 缓 地 释 放 ，

真 实 感 人 。“ 也 许 你 真 是 哭 得 太 累 ，/也

许 ，也 许 你 要 睡 一 睡 ，／ 那 么 叫 夜 鹰 不

要 咳 嗽 ，/蛙 不 要 号 ，蝙 蝠 不 要 飞 ……”

这位父亲，以想象爱女入眠的美好状态

置换死亡，也许女儿在听蚯蚓翻泥、小草

根须吸水，这场景可能比人世更加静美，

要比“那咒骂的人声更美”。这般以乐景

写哀情，使人更感其哀。《忘掉她》连诗形

都浸润着闻一多的哀情。“忘掉她，象一

朵忘掉的花”复沓出现，视觉组合形式类

似小小的棺椁。在诗意表达上，闻一多

将爱女比作“一朵忘掉的花”，这花开得

偶然、短暂，安眠地下的她听蟋蟀唱、看

墓草长，“她已经忘记了你，/她什么都记

不起”，诗人自我安慰“就说没有那个人”

“象春风里一出梦，/象梦里的一声钟”。

书面语言层面重复出现的“忘掉她”，心

灵旋律层面无法做到的“忘掉她”，这种

矛盾的表达，反映出的正是一个父亲纠

结的真实内心。

品读闻一多的抒情诗，没有丝毫的拿

腔拿调之感。贵在真实，特别是情感的真

实，这是闻一多贯彻始终的艺术信条。诗

坛有一些诗作拿腔作势、空洞无物、感情虚

浮，归根结底是因为诗人没有将“真”的诗

思、诗心、诗情融入。不真何以言美？闻一

多的诗歌情感真挚、语言质朴、直击人心，

让人们感受到真、善、美的力量。“真”既是

闻一多的人格底蕴，也是他的艺术底色。

“经过曲折的人生培养出来
的感情，才是永远回味无穷的”

如果说真与美是闻一多的艺术观，那

么 真 与 善 则 是 闻 一 多 的 人 生 观 。 始 于

真，终于善，他既是爱国民主斗士，又是

现代经典诗人。闻一多的人格魅力在中

国现代文学界是少有的。当看多了高蹈

派、伪善派背后语言文字和真实人品的

巨大差距，也就对至真至纯、表里如一、

身正为范、大爱真善的诗人闻一多感到由

衷的钦佩。

纸面或口头的真与善，标榜者甚多，

但能以生命践行的屈指可数，闻一多就

是其中之一。在生活中，他也是求真与

向善的典范。少年时接受新教育、新思

想 的 闻 一 多 ，自 然 也 有 着 自 由 恋 爱 、自

主婚姻、性别平等的现代思想。然而在

1922 年即将赴美留学之际，他被父母包

办婚事，无奈与高孝贞步入婚姻。他在

写 给 弟 弟 的 信 中 流 露 出“ 我 将 以 诗 为

妻 ，以 画 为 子 ”的 绝 望 心 绪 。 在 现 代 文

学史上，被传统包办婚姻所困而又另觅

佳音的名人很多，能在包办婚姻中友善

对 待 另 一 方 的 却 不 多 。 闻 一 多 也 曾 痛

苦、迷茫，但他站在高孝贞的角度反思，

这样一位不识字、被父母包办的女性同

样 是 受 害 者 。 这 种“ 善 意 ”让 闻 一 多 不

忍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妻子的痛苦上，

他决心培养这段感情。于是，在他的勉

励 和 支 持 下 ，高 孝 贞 开 始 接 受 教 育 ，夫

妇 二 人 共 同 培 植 情 感 。 在 这 过 程 中 二

人 感 情 日 渐 醇 厚 ，旅 美 的 闻 一 多 ，甚 至

因 为 思 念 高 孝 贞 写 下 著 名 的 情 诗《红

豆》组诗。

当然，人非草木，目睹耳闻其他人追

求自由恋爱，难免有情绪上的波动，在传

统伦理观和现代爱情观之间，他也有过

矛 盾 和 纠 结 。 这 恰 恰 是 真 实 的 人 性 反

应 。 没 有 感 情 基 础 的 包 办 婚 姻 让 人 痛

苦，自由恋爱的现代爱情让人甜蜜，但对

于前者，闻一多没有轻言舍弃，他选择的

是将传统的婚姻改造为现代的爱情。他

以自律、自省的方式，及时掐灭一些不好

的苗头，调整自己的心绪，表现出超强的

自制力。闻一多曾说：“一个人要善于培

植感情，无论是夫妇、兄弟、朋友、子女，

经过曲折的人生培养出来的感情，才是

永远回味无穷的。”这也是他对自己婚姻

和 爱 情 的 亲 身 体 会 。 在 闻 一 多 的 善 意

中 ，高 孝 贞 从 伴 侣 逐 渐 成 为 他 的 同 志 。

他牺牲后，高孝贞改名高真，想必是对患

难真情的纪念吧。

回首闻一多的人生之路和艺术之路，

真善美在他身上是统一的。他践行的“求

真”诗学观和率真的抒情人格，与鲁迅倡

导的“率真行诚，无所掩抑”的摩罗诗人的

现代精神相一致，与传统的抒情有不小的

差异。这种求真的抒情，在《发现》《祈祷》

《一句话》《洗衣歌》里像团火向外灼烧，一

个胸怀宽广、心忧天下的青年诗人无所顾

忌地坦露心声。这种求真的抒情，敢于对

自身进行批评和剖析，比如《玄思》中写

道，“我这荒凉的脑子/在黄昏底沉默里，/

常迸出些古怪的思想，/仿佛同些蝙蝠一

样”。不论外向度的批判现实式抒情，还

是内向度的反思自省式抒情，都具有向着

真理求索的现代品格，富有鲜明的理想主

义色彩。

闻一多的理想主义是建立在现代知识

分子人格独立的立场上，追求真理与正

义。他的“新格律”诗学不是为了开宗立

派，而是真诚地为现代诗歌发展摸索一条

适合自身的道路。闻一多面对新诗欧化存

在“乱跳乱舞游戏于纸墨之间”的弊病，倡

导诗的真价值、真精神。他对于真美一体

的理念内核的推崇，实际上反映出他“要

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的诗学

理想。

不论是为诗，还是为人，求真、自省的

态度，决定了他具有因真而美、因真而善

的艺术风范和人格魅力。诚如学者王泽龙

所言，闻一多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

精神符号和人格标杆。浪漫主义现代诗学

品格，是闻一多留下的一份宝贵的现代诗

学遗产。

王雪松

闻一多：

至真至纯 良善同行

闻一多 1938 年 2 月参加“湘黔滇步行团”时画于沿途的写生作品。

1908 年，留德时期的蔡元培。

闻一多。

《红烛》书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