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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食其力与合群互助:
蔡元培“劳工神圣”思想释义*

马学军

提要: 蔡元培 1918 年发表题为《劳工神圣》的讲演，推动了近代“劳动”
观念的转变和实践。蔡元培主要受严复“群学”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影
响，指出凡出劳力有益于自己和他人的都是“劳工”，自食其力的“工”( 劳
动) 对个体人格养成、群的强盛以及理想世界具有重要价值。蔡元培还以讲
演、编写教科书的方式向民众普及劳动的价值。本文重返历史的视野，以理
解劳动和劳工问题何以成为“群学”意义上的社会学最初所关心的主题。

关键词: 蔡元培 劳工神圣 劳动念 群学 互助论

一、近代“劳动”观念转变中的“劳工神圣”

“劳动”和“劳工”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也是近代中国百

年变迁的重要议题。由这两个概念所引发的工读互助、劳工运动和劳

动改造等社会运动，不仅直接影响了“五四”一代的青年学生，还影响

了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可是，在以士人为“四民之首”
的传统中国中，劳工的地位和劳动的价值原本是非常低的，何以在近代

被提到如此崇高的位置，成为人们普遍认可并追求的价值观念呢? 从

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中国的劳工和劳动问题，就不只是经济和社会问

题，还是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问题。我们不仅应从劳动社会学、工人运

动史的角度去研究，而且应从思想观念的角度去研究。
近代中国有关“劳动”的观念转变，是在清末民初社会变革、西学

东渐的背景下发生的，与西方现代“劳动”观念的传入密切相关。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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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英语语境中，“labour”一词经过长期的概念史和观念史演变，到 17
世纪发展出抽象化的商品性意涵，并具有了崇高的伦理价值和哲学意

涵。① 正如阿伦特所说，“劳动突然从最低级、最卑贱的地位上升到最

高级、在所有人类生活中最受尊敬的地位，这种变化始于洛克发现劳动

是一切财产之源，接着亚当·斯密断言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最后在

马克思的‘劳动体系’中达到了顶点，在那里劳动变成了全部生产力的

源泉和人性的真正表现”( 阿伦特，2009: 74) 。
传统中国虽有“劳动”一词，但在“劳心”和“劳力”长期贵贱二分

的文化观念中，并不具有现代劳动观念中崇高的生产性和伦理性意涵，

其含义在近代中国经历了重要的转折过程。近代中国劳动观念的形成

与现代有关“生产”的观念密不可分。19 世纪末，近代思想家陈炽最先

把劳动与“生财”的概念相联系，用中国传统“生财”的概念来表述现代

“生产”的含义; 梁启超进而把劳动与“生利分利”结合在一起，并由此

派生出( 生产性) 劳动与( 非生产性) 剥削等范畴，引发了 20 世纪重要

的社会政治革命( 刘宪阁，2017: 23－24) 。然而，只有在伦理观念上完

成根本转变，才能彻底扭转中国传统中“劳心”和“劳力”的二分观念，

才能真正形成现代的劳动观念。
这一转变的完成经历了复杂的过程。“五四”前后，无政府主义、

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以及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涌入，促使近代

劳动观念在伦理层面发生转变。其中无政府主义思潮对近代劳动观念

的形成较早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德里克指出，“从 1907 年至 1920 年

代在所有传入中国思想界的彼此冲突的激进主义哲学中，只有无政府

主义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介绍得也最全面”( 2006: 25) 。无政府主义

者最先在中国提出了教育普及、家庭改革以及妇女解放、个人解放的要

求，还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现代劳工联盟和第一份以“劳动”命名的杂

志———《劳动》月刊。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者也最先提出“劳动者，神

圣也”的口号，将体力劳动从为人所鄙视的地位提到崇高的高度。这

也是 1918 年蔡元培发表《劳工神圣》讲演的先声( 李怡，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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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 13 世纪英文语境中，“labour”一词有工作与辛苦( 痛苦) 两个意涵，当时“劳工”( labou-
rer) 也主要是指手工工人( 威廉斯，2005: 256) 。从 17 世纪起，经洛克、亚当·斯密和马克
思的发展，“labour”成为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词汇，与资本、原材料共同构成生产的基本
要素，并特指产业工人这一劳动阶层。到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labour”一词已发展出抽
象化的经济活动和抽象化的社会劳动阶层这两种现代意涵( 威廉斯，2005: 257－259) 。



随着近代“劳动”观念的转变，加上晚清科举制的废除和社会变

动，近代知识分子和工农的关系也发生了重要转变。余英时、罗志田从

近代社会史、政治史变迁的角度，阐释了读书人从传统上位居“四民之

首”到近代知识分子逐渐被边缘化的地位转变( 余英时，1991; 罗志田，

1999: 191－241) 。王汎森则从思想观念的角度梳理了近代知识分子的

自我形象从“四民皆士”到“四民皆工”，再到“五四”时期“我很惭愧，

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工人”的转变过程( 王汎森: 2011: 277－304 ) 。北京

大学校长蔡元培在 1918 年 11 月 16 日全国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

国胜利的大会上发表《劳工神圣》这篇讲演，把“劳工”的地位提高到

“神圣”化高度，由此形成了“四民皆工”的思潮和观念。这可以说是近

代劳动思潮形成和转折的关键。
蔡元培发表的《劳工神圣》讲演，推动了“四民皆工”观念的形成，

也给 1919 年的“五四”运动提出了一个新的思想文化议题，即“劳动”
观念的认识和实践问题。在“五四”运动时期，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

生广泛传扬劳动与劳工的重要价值，并身体力行去实践。人人都要劳

动，不劳动反而是可耻的。“五四”青年学生在各地广泛开展的“工读

互助”这种劳动与读书结合的集体生活试验即是明证。以此来看，“五

四”时期的劳动问题就不只是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还是伦理问题和

道德问题( 马学军，2018) 。
近来一些研究也关注蔡元培《劳工神圣》这篇讲演的价值，多探究

“劳工神圣”之后的劳动思潮和劳动问题的演化，如分析从“劳工神圣”
到“劳工问题”的议题转变( 闻翔，2018 ) ，从“劳工神圣”到“工人阶

级”、“劳动阶级”的语义转变( 蒋凌楠，2019; 李双、杨联芬，2019) ，或是

分析从“劳工神圣”到“工人运动”的实践转变( 熊秋良，2019 ) 。蔡元

培这篇讲演对“四民皆工”观念的形成、后来劳动运动的扩展和劳工问

题获得重视都有重要影响，在近代劳动观念转变的过程中具有“承前

启后”的重要意义。
我们关注“劳工神圣”是如何“启后”的，同时也应关注“劳工神

圣”是如何“承前”的。我们也应去探究传统中地位低下的劳动和劳工

在近代是如何神圣起来的。
蔡元培先生一生以教育事业为志业，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观

点。那么，他是在什么语境下发表这篇讲演的? 他“四民皆工”的价值

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呢? 他在什么意义上认为劳工是神圣的? 围绕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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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自这篇讲演发表至今，也有不少文献对“劳工神圣”这四个字的

含义进行了解读。这些文献提供了很多有启发的观点，但我们仍需沿

着蔡元培内在的思想脉络，深入理解和发掘“劳工神圣”更丰富的思想

意涵。
本文先简要论述蔡元培的思想特点及其在近代思想史上的贡献，

这关系到我们如何在他的思想脉络中来理解“劳工神圣”的含义。就

专门的学术贡献而言，何怀宏、黄进兴等学者认为，蔡元培的伦理学是

贡献和影响最大的，这一点对杨昌济、毛泽东都有重要影响( 何怀宏，

2005: 79; 黄进兴，2014: 86－132) 。张汝伦认为，蔡元培提倡“文明之消

化”，认为中西文化并非截然相异，而是异中有同，有普遍共同性，可以

相互吸收( 张汝伦: 2014: 615 ) ; 蔡元培始终把道德作为根本目的和终

极关怀来强调，他的新道德观是其一切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 这种新道

德观并不是形而上学的，而是作为日常的行为规范来实践的( 张汝伦:

2014: 620－627) 。
以此来看，蔡元培的伦理思想以及他的新道德观又是他整体思想

的基础，是理解其教育学、美学、哲学等思想的出发点。这既关系到他

如何阐发并吸收东西方文化，还关系到他是如何将某些观念转换为日

常实践的。基于此，本文从蔡元培《劳工神圣》这篇讲演的语境和其思

想脉络出发，追溯对其影响最深的严复“群学”( 这是以往研究非常忽

视的地方) 和无政府主义两个主要的思想渊源，重点阐述劳工或劳动

的概念在这两个思想体系中何以是神圣的。同时，本文会关注蔡元培

如何互通解释中西方不同的“劳动”观念，又如何将其转换为具体实

践。深入研究蔡元培“劳工神圣”思想的含义，有助于理解近代中国劳

动观念的转变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也有助于我们重返历史的视

野( 渠敬东，2015) ，去理解劳动和劳工问题何以成为“群学”意义上的

社会学最初所关心的主题。

二、蔡元培“劳工神圣”思想的含义

1918 年 11 月 14 日，为纪念一战协约国胜利，北京的学校组织了

盛大的集会游行。11 月 15、16 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带领胡适、陈独秀

等北大学者到天安门广场举行对广大群众的讲演大会。蔡元培 15 日

4

社会学研究 2020． 3



发表《黑暗与光明的消长》演说，16 日又发表《劳工神圣》的演说( 高叔

平，1998: 137) 。《劳工神圣》的演说全文如下。

诸君!

这次世界大战争，协商国竟得最后胜利，可以消灭种种黑暗的

主义，发展种种光明的主义。我昨日曾经说过，可见此次战争的价

值了。但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

工，还有什么人? 这不算怪事! 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

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

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

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

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

我们不要羡慕那凭借遗产的纨绔儿! 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

官吏! 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 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

人! 不要羡慕那领干脩的顾问咨议! 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议

员! 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

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 ( 蔡元培，1997 /1918b: 464)

( 一)“劳工神圣”的疑问和解读

蔡元培这篇讲演稿很快就在《北京大学日刊》《新青年》《每周评

论》《新潮》等刊物全文刊载。“劳工神圣”也被附以图画、诗歌、文字用

于不同目的，一时传播甚广，议论纷纷，各种疑问也层出不穷。有人问

道，劳工是指筋肉劳动还是精神劳动，如果是指筋肉劳动，那么精神劳

动是不是就是不神圣的? 神圣是指像神一样的存在呢，还是说不可侵

犯呢( 玄庐，1920) ; 也有人疑惑，一方面提倡劳工神圣，一方面又提倡

罢工或提出减少工作时间，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 独秀，1920) ; 还有人

说，“除了手工，其余都不是劳工，都不算得神圣。从今以后，惟挑夫担

夫东洋车夫等乃是真正神圣人，他们的工作乃是真正神圣的事业”( 梁

云池，1921) ; 很多青年学生疑问，“不知道劳工到底为什么是神圣; 即

使知道，也不知如何去着手?”( 力子，1920) 。
自这篇讲演发表至今，有不少文章围绕这些问题对“劳工神圣”这

四个字的含义进行了解读。早在 1919 年，唐宝锷就发表长文阐释“劳

工神圣”的含义，认为蔡元培所言的“劳工”是指现代产业工人，演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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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是“今后政治社会经济中心之劳工神圣问题”，而“劳工”是人类在

进化意义上从专制政治、国民政治演化为社会政治的重要力量，国民政

治失败的民国社会尤需重视劳工的地位和价值( 唐宝锷，1919) 。不可

否认的是，一战的发生和欧洲社会经济问题有关，劳工问题又是欧洲当

时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蔡元培的讲演也确实提到十五万华工代表中

国参加协约国作战，肯定了这些劳工的价值。可是，这一观点忽视了这

篇讲演后面的两段内容，并不能解释蔡元培为什么又说士农工商都是

劳工，为什么说“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
近来有一些研究也试图从蔡元培的内在思想来阐释“劳工神圣”

的思想意涵及其源流。冯志阳认为蔡元培眼中的劳工并不是工人，也

不是劳农，而是对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的现代命名。蔡元培的“劳工神

圣”思想渊源并非来自俄国十月革命和给中国带来一战“战胜国”荣誉

的旅欧华工，而是来自中国“民贵君轻”的传统民本思想 ( 冯志阳，

2009) 。冯志阳注意到了中国传统思想对蔡元培的影响，但忽视了清

末民初以来外来的社会思潮，尤其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对蔡元培的影响。
冯庆认为蔡元培的“劳工神圣”思想主要来源于传统墨家思想和近代

无政府主义思想。不过，把蔡元培“劳工神圣”中的劳工等同于从事体

力劳动的劳动者，尤其指构成游民社会的底层劳动者( 冯庆，2016) ，这

就偏离了蔡元培“四民皆工”的原意。

( 二) 自食其力而非不劳而获

蔡元培所言的“劳工”是指什么呢? 他说，“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

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 蔡元培，

1997 /1918b: 464) 。也就是说，只要用自己的劳力作有益于他人的事

业，不管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是劳工。这里的劳工取消了传

统社会对“劳心”和“劳力”的区分，并没有赋予“劳力”在道德上高于

“劳心”的含义。在讲演中，蔡元培指出了“劳工神圣”的对立面，即哪

些行为是不神圣的。那些“凭借遗产的纨绔儿”“卖国营私的官吏”“克

扣军饷的军官”“操纵票价的商人”“领干脩的顾问咨议”“出售选举票

的议员”，其共同特点不是具有共同的身份或职业，而是“不劳而获”。
其实，蔡元培对“劳工”概念的这种认识早在 1900 年 2 月他草拟

的《剡山二戴两书院学约》中就出现了。《学约》言:“古称四民: 士、农、
工、商。士者，包官与师而言，实言之，则皆工耳。农者，耕牧之工也。

6

社会学研究 2020． 3



工者，制造之工也。商者，贸易之工也。师者，教育之工也”( 蔡元培，

1997 /1900a: 254) 。蔡元培很早就认为传统的四民都是“工”，只要付

出自己的劳力有益自己和他人的就都是“工”。1917 年 7 月蔡元培写

的《教育工会宣言书》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凡人以适当之勤劲，运

用其熟练之技能，而所生效果确有裨益于人类者，皆谓之工。我国自昔

分职业为士、农、工、商四类，实则工以外三者，亦得以工赅之”( 蔡元

培，1997 /1917: 104) 。
“工”字作为名词，在古代汉语有规矩、工匠、乐人、官吏的意涵，还

有工夫、技艺、工作场所、工作、工时、功绩等意涵(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

员会，1993: 173) 。表达“工作”含义时，“工”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英文

中具有中性意义的“work”一词。英语中的“labour”一词，在用法上早

期也与“work”一词有关联，有劳动、劳工和工作的意思。不过，现代的

“work”一词仅指有薪酬的工作，具有中性、正面的意涵，而“labour”现

在已经变成意指一种商品以 及 一 个 阶 级 的 词 汇 了 ( 威 廉 斯，2005:

260) 。在近代中国，人们也常用“工”来表述现代的劳动概念，如曾经

风行一时的“勤工俭学”或“工读运动”，就采用了颇具现代意义的

“工”。劳动与工作的区分起初还只是朦胧的、不明确的，二者界限的

最终建立是在 1919 年以后( 刘宪阁，2017: 23－24) 。
因此，蔡元培“劳工神圣”中所言的劳工在当时实指具有广泛意义

和中性色彩的“工作”( work) 一词，并非指某一群体、某一行业或某一

阶层的人。只要能自食其力而非不劳而获，都是劳工。那么，为什么蔡

元培会认为在一战协约国胜利之后，人人自食其力的行为是神圣的呢?

( 三) 互助进化战胜竞争进化

蔡元培在讲演开篇就明言，“这次世界大战争，协商国竟得最后胜

利，可以消灭种种黑暗的主义，发展种种光明的主义。我昨日曾经说

过，可见此次战争的价值了”。若不结合前一天有关黑暗与光明的讲

演内容，我们就很难理解当时的语境以及“劳工神圣”的思想意涵。
在前一天发表的《黑暗与光明的消长》讲演中，蔡元培提出了四组

主义的消长关系: 黑暗的强权论消灭和光明的互助论发展、阴谋派的消

灭和正义派的发展、武断主义的消灭和平民主义的发展、黑暗的种族偏

见消灭和大同主义发展( 蔡元培，1997 /1918a: 457－460 ) 。蔡元培认

为，一战的发生是由以德国为代表的阴谋派、武断主义、种族主义的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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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和掠夺引起的，一战德国的失败也是这些主义的失败，是协约国正义

派、平民主义和大同主义的胜利。在哲学意义上，一战协约国的胜利证

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进化论战胜了达尔文的竞争进化论。此后，对抗

竞争的强权论会被人们所抛弃，而互助论会被人们所接受。
这样看来，蔡元培在《劳工神圣》讲演开篇所说的“发展种种光明

的主义”，是指互助主义、平民主义和大同主义。蔡元培之所以说“此

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是因为一战协约国的胜利代表了一个

新世界的开启，此后是互助的、平民的、大同的世界，而非私利竞争和相

互掠夺的世界。全世界自食其力的人们，通过相互协助，可以共同走向

未来的大同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对中国政治结构变化产生影响，而且对中国

思想界的影响至深至巨，引发了一战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大变动( 郑大

华，2005) 。当时，进化论受到批评，互助论受到欢迎，成为在中国颇有

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 吴浪波，2005) 。蔡元培在一战前后极力宣传互

助论的思想，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思想的变动。蔡元培的这篇讲演以

及“劳工神圣”的思想，也需要放在这一思想变动中，结合无政府主义

的互助论来理解。
那么，蔡元培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接触到了无政府主义的互助

论呢? 在无政府主义思想中，劳动在何种意义上是神圣的? 蔡元培对

此又是如何理解和阐发的? 在讨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影响之前，我们

先来探究较早对蔡元培“劳工神圣”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严复的“群

学”思想。而这一思想源流是已有的蔡元培思想研究比较忽视的

地方。

三、“群学”思想与“劳工神圣”

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不仅在 1918 年 11 月 15、16 两日带

领北大学者到天安门广场发表庆祝协约国胜利的讲演，而且还利用当

月 28 日至 30 日政府举行庆典的机会，又通令北京大学停课三天参加

提灯会( 高叔平，1998: 140 ) 。蔡元培认为，参与这些庆祝协约国胜利

的活动，对学生而言是一种“无形之训练”，并向学生解释道，“人者，群

性的动物也，不能孤立而生存，动必以群……学校，群之小者也，不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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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较大之群之国家，尤不能外于最大之群之世界。世界之休戚，国家之

休戚随之。国家之休戚，学校之休戚随之。学校之休戚，学生之休戚随

之”( 蔡元培，1997 /1918c: 469－470 ) 。蔡元培这种小群大群的道理体

现了严复“群学”思想的影响。严复的“群学”思想是我们理解蔡元培

“劳工神圣”思想含义的另一个重要源头。

( 一) 严复“群学”思想对蔡元培的启蒙

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和思想家，是近代系统引入西方社

会科学的第一人。严复对梁启超、胡适、蔡元培、鲁迅等人的思想都产

生了重要影响( 史华兹，2010: 2 ) 。早在 1901 年 4 月，蔡元培就自言

“侯官浏阳，为吾先觉。愤世浊醉，如揉如涂。志以教育，挽彼沦胥”
( 蔡元培，1997 /1901: 313 ) ，说明他很早把严复( “侯官”) 和谭嗣 同

( “浏阳”) 视为自己的思想启蒙人物。1902 年 5 月蔡元培撰写的《群

学说》一文更是直接阐发了严复的“群学”思想。
严复受甲午战败的刺激，于 1895 年连续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

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四篇政论文，宣传西方社会思想，

呼吁救亡图存。严复在《原强》中介绍了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的进化论，阐述了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严复认为斯宾塞的社会进化

学说“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号其学曰‘群学’”( 严复，

1986 /1895b: 16) 。在严复看来，斯宾塞的“群学”与中国《大学》中诚心

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有不谋而合之处，“群学治，而后能

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 严复，1986 /
1895a: 7) 。严复期望以“群学”来改造中国社会，自强保种。①

严复指出，“群学”首先是以民本论为基础的。“至于其本，则亦于

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

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 严复，1986 /1895a: 14) 。在严复看

来，当时中国实为一“病夫”，民智不开，民德已衰，民力已困。少数人

推动的变法图强是治标而不治本。“民”才是一国之根本，人心风俗的

转变才是一国自强的根本之道。中国处于世界进化之大势中，若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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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图强、保种保国，必须“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者并进，才能

治其本( 严复，1986 /1895b: 27) 。
民本论的基础首先是个体人格的自由和独立，即民能自利、自由和

自治( 严复，1986 /1895a: 14 ) 。严复认为中国传统的纲常伦理必须植

入现代的因素，在国民中构建具有个体自由、平等基础的“群”，才能强

本固民。不过，严复更看重“群”的意义上的竞争，而不是个体意义上

的竞争。《天演论》“制私”一节提到，“自营甚者必侈于自由，自由侈则

侵，侵则争，争则群涣，群涣则人道所恃以为存者去。故曰自营大行，群

道息而人种灭”( 严复，1986 /1898: 1346 ) 。严复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

更看重的是群与群、国与国、种与种的竞争，因此又写《有如三保》《保

教余义》《保种余义》等文章，呼吁国人要保国保种保教。
当时，蔡元培在北京担任翰林院编修，甲午战败的消息曾使他“心

绪恶劣，不写日记”( 蔡元培，1998 /1894－1911: 69 ) 。1898 年百日维新

期间，严复到北京通艺学堂讲学，蔡元培不仅有幸现场聆听了严复的讲

演，而且还保留了严复未讲的文字内容，“人为群变，群为人变，故欲知

群，先知人理。政变风俗，风俗亦变政”( 蔡元培，1998 /1894 －1911:

208) 。不久，戊戌政变发生，百日维新告终。严复随即离开北京到天

津继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翻译出版《天演论》等书。蔡元培也受政变

影响，弃官南下，回浙江从事教育事业。在浙江，蔡元培继续关注严复

新出的文章和著作，持续阅读严复创办的《国闻报》和严复翻译的《天

演论》( 蔡元培，1998 /1894－1911: 211－212、280) 。蔡元培自言阅读《天

演论》，“始知炼心之要，进化之义”( 蔡元培，1997 /1900a: 257) 。
这一时期，蔡元培深受严复著作的影响，思想发生重要变化。在

1900 年 10 月写下的《书姚子〈移居留别诗〉后》一文中，蔡元培叙述了

戊戌政变前后自己的思想变化。

戊戌之变，元培在京师，历见其始终。而推暨其故，以为天演

所趋，盖有不得不变通者，而当事诸君为之而不成，盖亦有操之过

蹙者与。国大器也，人质点也。集腐脆之质点以为器，则立坏; 集

腐脆之人以为国，则必倾。居今日而欲自强，其必自人心风俗始

矣。( 蔡元培，1997 /1900b: 287)

“国大器也，人质点也”，“居今日而欲自强，其必自人心风俗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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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正是严复“群学”思想中的根本所在。蔡元培对康梁发起的“公车

上书”运动虽表示同情，但并不赞成以少数人来推动变法。他认为，

“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戈取政权，

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 蔡元培，1997 /1919: 659 ) 。蔡元培内心

里不欣赏康、梁的逃跑行为，而对舍生取义的谭嗣同甚为钦佩，认为这

是“死生亦大矣”，“杀身以成仁”，他引用严复的“群学”观点解释道，

“群己并重，则舍己为群，此善为己者也。何则，大厦将倾，非一木所能

支，固已”( 蔡元培，1998 /1900: 26) 。
蔡元培认为戊戌政变后的北京政府无可希望，因此“抛弃京职，而

愿委身于教育”( 蔡元培，1997 /1919: 659 ) 。自 1898 年 10 月离开北京

后，蔡元培志在教育事业，以开启民智，积蓄群力。他先后担任绍兴中

西学堂总监、嵊县剡山书院院长、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等职，并组

织中国教育会，创设爱国学社及爱国女学，还担任了中华民国首任教育

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职务。蔡元培自京师回浙江后，尤其担忧国民素

养问题，念念不忘“民智”的问题。1901 年 3 月 3 日他游灵隐寺，见到

乞丐分段坐守，哀叹“乌呼，民智不进，工艺不兴，岂人满之咎乎!”( 蔡

元培，1998 /1894－1911: 331) 1901 年他所出南洋公学宪法学题目即是

“论者谓 民 智 未 开，不 能 设 议 院，然 否”( 蔡 元 培，1998 /1894 － 1911:

368) 。

( 二) 蔡元培的“群学说”
最能直接表明蔡元培受严复“群学”思想影响的，当属蔡元培在

1902 年 5 月撰写的《群学说》一文。对于何谓群学，文章开篇言:

群学者，所以明人与人合力之道，而以其力与外之压力相抵者

也。外力有二: 一，自然之力; 二，人为之力。生民以来，未有不与

此两力相抵而能生存者也。存之久暂，以抵力与压力相消之数之

多寡为衡。自然之压力，非抵力不能消; 而人为之压力，则可以爱

力化合之……化合也者，群也，递减递增也者。由小群而大群也，

至於无可减，则合天下为群矣。合其力以抵自然之压力，而无不

胜，于是灾疠不作，民无夭折，则《孟子》所谓性善，而《春秋》所谓

大一统，所 谓 太 平，而《礼 运》所 谓 大 同 者 也。( 蔡 元 培，1997 /
1902: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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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认为，群学即人与人合力之道，人之爱力可以化合，以渐次

成群，由小群成大群，最后合为天下之群，成天下大同。群之化合的前

提是群中之人有爱力，爱力可以说是“化合之资也”。爱力不同，质点

不同，合力也就不同，群也就有纯驳。爱力是什么，蔡元培解释说“仁

也”。以“仁”为爱力，人群由夫妇、家庭、宗族，递演邻里、朋友、同事、
国家以及人类( 蔡元培，1997 /1902: 394 ) 。但爱力也有差别，个体仁爱

有薄厚，群也就有分合，有纯驳。蔡元培引用严复的观点解释说，“《天

演论》所谓‘欲致治之隆，必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中求其本，故圣

人为之学校焉……夫而后其国乃一富而不可贫，一强而不可弱也’是

也”( 蔡元培，1997 /1902: 396 ) 。以此可知，蔡元培的群学思想仍以民

本论为基础，民智、民德、民力是群分合与强弱的根本所在。
此外，蔡元培的群学观同样具有有机论和进化论的重要意涵。蔡

元培认为，人类有机体不同于生物有机体，人类有机体的组织方式和组

织结构更复杂。组织结构不同，群的强弱也有不同。人各有差别，各司

其职，相互配合，谓“通功易事”也; 人类还可以为群而“尽职其畔”，这

是孔子“杀身成仁”和孟子“舍生取义”的道理所在，也是斯宾塞所言

“群己并重，舍己为群”的意义所在( 蔡元培，1997 /1902: 397) 。蔡元培

与严复一样，更重视的是“群”的自由和“群”的强大，因此会赞赏谭嗣

同为群而牺牲个人的精神。
在这篇《群学说》中，蔡元培更多地表达了群学观的进化论意义。

在开篇，蔡元培认为，由小群而大群，不断递增，最终合为天下之群，最

终会达到《孟子》所谓性善，《春秋》所谓大一统、所谓太平，《礼运》所

谓大同的终极世界。发表于 1918 年的演讲《黑暗与光明的消长》中提

到了四种主义前途光明，其中就有“大同主义”。这种世界主义的观念

对理解蔡元培“劳工神圣”思想以及其整体思想是非常重要的。
蔡元培在公开讲演活动中经常提及他的群学观，且在民国时期编

写的修身教科书和课程讲义中又多次阐述。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后，

1915 年至 1916 年与李石曾等人在法国创办华法教育会和勤工俭学

会。1916 年夏，蔡元培为华法教育会开办的华工学校编著《华工学校

讲义》，并向学校师生讲授。讲义分德育和智育两部分，其中德育第一

篇即为“合群”，第二篇为“舍己成群”。为何要“合群”? 蔡元培认为

墙壁、桌椅、衣服都是积分散部分而成，身体也一样，社会也一样，是由

无数细胞集合而成的。蔡元培进而认为，由一家之群进而可以递增为

21

社会学研究 2020． 3



一乡之群、一国之群和世界之群( 蔡元培，1997 /1916a: 386) 。
为什么要“舍己成群”? 蔡元培认为，“积人而成群。群者，所以谋

各人公共之利益也。然使群而危险，非群中之人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

以保群，而群将亡。则不得已而有舍己为群之义务焉”( 蔡元培，1997 /
1916a: 386) 。舍己为群之理由有二: 一是己在群中，群亡则己随之而

亡; 二是群的力量必大于个人的力量。蔡元培认为从军以及为真理牺

牲都是舍己为群，虽死而无悔。因此“群”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公共的。
讲义还有“注意公众卫生”“爱护公共之建筑及器物”“尽力于公意”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责己重而责人轻”等节，都在宣传重他人、重公

共利益的观念; 此外，讲义还有“勿畏强而侮弱”“爱护弱者”等节，和他

后来强调的人道主义、互助主义、反对竞争强权都是一以贯之的。
1920 年，北京大学新潮社将蔡元培编写的《华工学校讲义》作为

“附录”辑入《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下册。此后，全国通行的中学教科书

均选取若干篇为课文，如《舍己成群》《理信与迷信》《责己重而责人

轻》《文明与奢侈》等( 蔡元培，1997 /1916a: 385) 。以此可见，有大量普

通的中学生和大学生通过教科书得以了解蔡元培这些“合群互助”“舍

己成群”的群学思想，并深受其影响。

( 三) 群学意义上的“工”
前文已指出，蔡元培很早就表达了四民都是“工”的观点。不管是

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只要勤勉工作，运用自己的技能，有益自己和

他人的都是“工”( 劳动) 。从群学的观点来看，“工”对于蔡元培而言

具有什么重要涵义呢?

在蔡元培看来，首先，“工”对于个体而言，有益于自身，是独立人

格之保证，也是群学中民本论的基础所在。在《中学修身教科书》中，

蔡元培说，“勤勉者，良习惯之一也。凡勤勉职业，则习于顺应之道，与

节制之义，而精细寻耐诸德，亦相因而来”( 蔡元培，1997 /1912a: 82 ) 。
1913 年，蔡元培在一演说词中又阐述“勤”“朴”“公”三字精神，认为此

三字之意与旧道德不背，亦与新道德相合，“旧道德曰义、曰恕、曰仁

等，皆足与勤、朴、公三字互相发挥; 新道德如自由、平等、权利、义务，亦

赖勤、朴、公而圆满”( 蔡元培，1997 /1913a: 236 ) 。蔡元培认为勤朴的

内涵就是自食其力，而非不劳而获。自食其力，方才有自由和平等，相

反越依赖他人越不自由。“不勤不朴，既不自由，又不平等，刻削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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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己，尚望其尽己之职，兼为他人尽职乎?”( 蔡元培，1997 /1913a:

236) 在 1916 年《华工学校讲义》中，蔡元培指出，不勤劳、不自立就会

产生依赖之风，并批评我国传统社会乞丐、纨绔子弟等人严重的依赖之

风( 蔡元培，1997 /1916a: 412) 。
其次，蔡元培认为，“工”对于“群”来说，有益于他人，也有益于整

个社会，是有机体存续和强弱的重要保证。蔡元培在 1900 年的《剡山

二戴两书院学约》中分析我国贫弱的状况，指出: “积久则农工商固无

以自养，而士无可劫，则皆贫，贫则争，争则益贫。积贫而所以为生者，

不得不简，则弱积，争而互相维持之势，则愈益弱。呜呼! 此我中国所

以以四万万之众，而亟见侮于外国，以酝成亡国亡种之祸者也”( 蔡元

培，1997 /1900a: 255) 。蔡元培认为，中国国民长久相互争夺，不劳而

食，以致积贫积弱，终酿成亡国亡种之祸。此后，不仅农要自食其力，而

且士、工、商都要自食其力，否则就都要依赖农的供养，久而久之就会相

互争食，积贫积弱。
再次，蔡元培认为，“工”也是每个人的天职。从普遍意义上看，这

既是通向大同理想社会的重要途径，也是大同理想社会的状态。1915
年蔡元培在《勤工俭学传》一书序言中，认为“吾人所作之工，亦所以供

给他人之需要。通功易事，惟人人各作其工，斯人人能各得其所需……
是以作工为吾人之天职”( 蔡元培，1997 /1915: 357) 。“五四”时期，国

内兴起了“工学互助”活动，蔡元培对此大为赞赏，认为人人做工，人人

读书，可达到理想的世界。
以此可见，蔡元培从最早 1900 年对“工”的阐释，到 1918 年纪念一

战协约国胜利发表《劳工神圣》讲演，一直重视自食其力的“工”的重要

价值。蔡元培受严复群学思想的影响，认为“工”不仅是个体获得自

由、平等，得以人格独立的基础，也是作为有机体的“群”能正常运转和

存续强大的保证。人人做工，各尽所能，从普遍意义来说，是通向未来

世界大同的重要途径，也是未来大同社会的理想状态。

四、无政府主义思想与“劳工神圣”

前文我们已经指出，无政府主义是理解蔡元培“劳工神圣”思想的

重要思想源流。已有文献多有论及蔡元培“劳工神圣”思想受到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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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主义思潮的影响( 李怡，2000; 冯庆，2016; 李双、杨联芬，2019 ) 。那

么，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蔡元培，在什么意义上认为劳工是神圣的呢?

清末民初，中国的留日、留法学生形成了在日本以刘师培为代表的

《天义派》杂志和在巴黎以李石曾、吴稚晖为代表的《新世纪》两个宣传

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阵地。蔡元培在清末就与刘师培、李石曾二人交往

密切，广泛接触和阅读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刊物( 付建舟，2006 ) 。1907
年蔡元培留学德国，参加了李石曾等人在法国巴黎组织的宣传无政府

主义思想的“世界社”; 1915－1916 年，蔡元培在法国又与李石曾等人创

办华法教育会和勤工俭学会。这几人是终身的挚友，都受无政府主义

思想影响( 张晓唯，1999: 505－519 ) 。1918 年，吴稚晖等人在上海创办

了《劳动》月刊，是中国第一个明确以“劳动”命名的无政府主义刊物，

其宗旨就包括“尊重劳动; 提倡劳动主义”( 葛懋春等，1984: 363 ) 。这

可以说是几个月后蔡元培《劳工神圣》讲演的先声。
德里克指出，无政府主义者的最终目标并非仅仅是反对强权，追求

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个人解放的目的是恢复他或她的本质的社会

性，这也就意味着要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重新组织社会”( 德里克，

2006: 26) 。为了实现未来完美的理想社会，互助、劳动和道德改造对

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就是极为重要的。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刘师复

曾说，“无政府之道德不外‘劳动’、‘互助’而已，二者皆人类之本，非由

外烁”( 刘师复，2015: 162) 。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蔡元培，如何从互助

和劳动的意义上理解“工”的重要价值呢?

对蔡元培来说，从无政府主义中获得的第一个重要价值就是互助。
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首先是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大同理想社会的

终极目标和实现方式。蔡元培在《世界观与人生观》一文中指出，个体

是浩瀚世界一分子，需有世界观和人生观，互助论就是人类以后极为重

要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蔡元培，1997 /1912b: 218 ) 。蔡元培在各种场合

向青年学生、社会民众宣传互助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如 1913 年 6 月

在上海城东女学演说，教育学生此后要人人互助，而非人人竞争( 蔡元

培，1997 /1913b: 241) 。1916 年 11 月，他又在绍兴各界大会演说，“大

凡世界上之大事，初则皆各别进行，后乃共同进行……现在世界大势，

无不趋于共同”( 蔡元培，1997 /1916b: 471 ) 。蔡元培指出吾国人缺乏

共同之观念，绍人亦莫不皆然，提出绍人今后无论兴办何种事业，应具

共同进行的观念，而不是违背世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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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来看，蔡元培所言的各行业自食其力的

“工”，如果能互相协助，如同一战协约国互助一样，就可以对抗各行业

存在的强权和掠夺现象，最终形成世界大联合。即使是教育者，蔡元培

也认为是专门工业中的一种工作，是教育工。教育即为工业一种，就有

教育工会，以维护教育者的权益。从事教育的“工”可以组织工会，以

形成全国总工会、国际总工会，最终达到理想世界 ( 蔡元培，1997 /
1917: 105) 。蔡元培还特意指出，教育工会重要的意义不在于这个组

织，更“尤在各种理想之中”，认为“盖吾侪所操之业，无不与各种工业

关系有关系”，各行业组织工会，相互协助渐次可以形成世界范围的联

合，以达到世界大同。
蔡元培从无政府主义思想中获得的第二个重要价值是劳动，也即

“作工”。刘师复认为，虽然劳动是神圣的，但有些职业是神圣高尚的，

如农工医术教育，因为是生活所不可或缺的，而有些不为生活所必需的

职业就是不正当的，“若如商贾、官吏、军人、律师、警察、娼妓、强盗等，

或非生活所必需，或为社会之大害，皆不得为正当之职业”( 刘师复，

2015: 32) 。“五四”时期，国内兴起了“工学互助”活动，蔡元培对此大

为赞赏。蔡元培把国内工学互助团与国外勤工俭学会并称，认为由此

可以解决学生作工和读书问题。蔡元培兴奋地说“劳动神圣，教育普

及，真是‘取之左右，逢其源了’”( 蔡元培，1997 /1920a: 3) 。按照这种

方式，最终人人求学、人人做工的理想社会就可实现。
蔡元培在《我的新生活观》中描述了新生活: “要是有一个人肯日

日做工，日日求学，便是一个新生活的人; 有一个团体里的人，都是日日

做工，日日求学，便是一个新生活的团体; 全世界的人都是日日做工，日

日求学，那就是新生活的世界了”( 蔡元培，1997 /1920a: 213 －214 ) 。
“劳动神圣，教育普及”，日日做工，日日求学，可以说很好地表述了无

政府主义以教育和劳动为改造方式的道德理念以及未来世界的理想

图景。
1924 年蔡元培到南京国民政府任职后，依然重视“工”的重要意

义。1927 年蔡元培与李石曾、吴稚晖这些国民党元老一同创办了国立

劳动大学。在写于 1930 年 4 月的《劳动大学的意义及劳大学生的责

任》一文中，蔡元培阐释了劳动大学的责任，“即是学生要实际工作，做

工即是唯一的劳动……各个同学都能做工，人人都须工作，是最高的理

想。将来社会改造，必在于这一点，学校生活便是这一点的开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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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一切发明，都是从实际做工而得，所以劳工学院的同学，应该脚踏实

地做去，要功课及格，第一便是要做工”( 蔡元培，1997 /1930: 488) 。
以此来看，蔡元培认为劳工在无政府主义的互助和劳动的意义上

有重要价值，因此是神圣的。各行业的“工”如果能互相协助，定能逐

渐对抗各行业存在的强权和掠夺现象，最终形成世界大联合，达到无强

权的大同世界; 人人皆“工”，这是新生活、新世界的理想图景，也是达

到大同社会的重要方式。
需要补充的是，严复的“群学”思想以达尔文、斯宾塞的竞争进化

论为基础，当蔡元培吸收无政府主义互助论、批评达尔文的竞争进化论

时，是否意味着他放弃严复的“群学”思想呢? 严复和蔡元培的“群学”
思想中，虽有达尔文竞争进化论的色彩，但他们看重的不是个体意义上

的竞争，而是国与国、种与种的竞争。而无政府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竞

争和强权，主张取消国家、取消种族，追求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重新组

织社会。在“群学”思想中的有机论层面，人人劳动有助于社会繁荣、
国家强盛，而无政府主义思想已完全取消国家组织这一层面。尽管有

这些差别，但劳动对个体人格养成和最终理想世界的实现来说都有重

要价值，二者在蔡元培那里是汇通的。

五、结语: 承前启后的“劳工神圣”

蔡元培 1918 年 11 月发表的《劳工神圣》讲演，在近代劳动观念转

变的过程中可以说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近来一些研究文献

多探究“劳工神圣”之后的劳动思潮和劳动问题的演化，而较少探究

“劳工神圣”是如何“承前”的，即传统上处于低下地位的劳动和劳工在

近代是如何神圣起来的。本文指出，蔡元培主要受严复“群学”思想和

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认为凡出劳力有益于自己和他人的都是劳工，

自食其力的“工”( 劳动) ，对个体人格之养成、群的强盛以及理想世界

具有重要价值，因而是“神圣”的。
蔡元培的“劳工神圣”思想在如下方面是“承前”的。
第一，近代劳动思潮传播与“劳工神圣”。尽管中国近代无政府主

义者较早提出“劳动者，神圣也”的表述，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的思想

也有传入，但却是蔡元培在全国纪念协约国胜利的大会上，以最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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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直接的方式，向社会各界发出了“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

认识劳工的价值”的呼声，直接推动了“四民皆工”观念的形成和传播。
蔡元培在思想上的创造力与破坏力虽比不上许多人，但以对新思

想的掩护与培养而论，其力量与功劳非他人所能及。蔡元培先生被评

价为“近代中国新思想界首屈一指的卫兵与褓姆”( 蔡尚思，2005: 164)

以及“中国文艺复兴的开山人，新文化运动的褓母”( 郭湛波，1973:

266) 。梁漱溟也曾评价，“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

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梁漱

溟，1998: 133) 。既有旧学根基，还留学德法两国接受新思想的蔡元

培，能汇通性地阐发新思潮中劳动的现代价值意涵，还以讲演、编写教

科书的方式向广大民众进行普及，其对近代劳动观念转变的推动确实

“非任何人所能及”。
第二，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与“劳工神圣”。蔡元培的中西方文化

观，不同于“五四”时期的“保守派”和“西化派”，而是提倡“文明之消

化”，试图吸收西方新思想，以超越传统道德的局限重新提倡新道德

( 欧阳哲生，2010: 169－183; 张汝伦: 2014: 615 ) 。中国传统虽然有“劳

动”一词，但并不具有现代西方劳动观念崇高的伦理性意涵。蔡元培

以“格义”的方式，将西方现代劳动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勤”“朴”
“公”等字词相比附，肯定并宣扬自食其力的美德。蔡元培认为，“勤”
“朴”“公”此三字之精神，与旧道德不背，亦与新道德相合; 自食其力，

方才有自由和平等，越依赖他人越不自由。人人劳动、每天劳动，则勤

勉、节俭、自由等美德都可培养。
第三，作为伦理实践的“劳工神圣”。蔡元培的伦理学思想以及他

的新道德观是他整个思想的基础。这种新道德观并不是形而上学的，

而是作为日常的行为规范来实践的。蔡元培阐发了中西方文化中劳动

的高尚价值，还认为这种劳动是实践性的，是每个人的天职，应作为日

常行为来践行。他参与创办华法教育会和勤工俭学会，积极鼓励国内

工读互助团运动，宣传劳动的价值并提倡人人劳动。在“五四”时期，

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广泛传播劳动与劳工的重要价值，并身体力

行去实践。人人都要劳动，不劳动反而是可耻的。
第四，“完全人格”之教育与“劳工神圣”。蔡元培不仅早年受严复

“群学”思想的启蒙，而且其后来的教育思想也深受严复影响( 吴玉伦，

2005) 。自戊戌政变之后，蔡元培在严复“群学”思想导引下，志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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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培育民本，提倡体育、智育、德育“三育”教育。蔡元培后来又提出

德、智、体、美“四育”教育的理念，以期实现“完全人格”之教育( 张勤，

2010: 95－110) 。在蔡元培看来，“工”( 劳动) 对于个体而言，是独立人

格之保证，是民本论的基础所在。劳动的教育，再加上体育、智育、德

育、美育这“四育”教育，形成“德智体美劳”完整的教育理念，现代人格

才能得以完整培育。在此基础之上个人互相配合，形成群之合力，国家

才能强盛。
第五，严复“群学”思想与“劳工神圣”。严复从前被认为除了留下

“群学”一词外，没有给中国社会学做出其他贡献。事实上，严复为中

国近代思想提供了最完整而又具有反思性的现代性方案，而且还形成

和阐述了中国现代性的“社会”观( 应星等，2006 ) 。正如本文所论，蔡

元培的“劳工神圣”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严复“群学”思想来阐发

“工”( 劳动) 的重要价值。这样的阐发和表述意味着传统文化中价值

较低的劳动概念发生了重要转变，具有了现代的崇高的伦理价值。近

现代的个体、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围绕现代劳动的观念，也需重构和

转变。
随着 1921 年后国内工人运动的兴起，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

获得领导地位，劳工的地位和劳动的价值更是至高至上。改革开放后，

我国经历了体制转型，一方面出现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和大量农民

工进城务工，另一方面阶级政治和工人阶级话语却出现衰落。这些劳

动者的阶级属性和价值地位是学界争议的重要议题( 汪晖，2014) 。近

年来，一些学者提倡把阶级分析带回劳工研究的中心，以期理解转型时

期“新工人”和“老工人”的阶级再形成( 沈原，2006 ) 。不过，国内的劳

工研究目前过于依赖西方劳工研究的范式，对自身历史和学术传统挖

掘非常不够( 沈原、闻翔，2014) 。
蔡元培的“劳工神圣”思想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工人阶级话语、也不

同于西方劳工研究的思路，有助于我们理解劳动对于近代以来中国社

会变迁的重要意涵。当下国际局势变动，国内社会转型仍在继续，蔡元

培“劳工神圣”思想倡导的自食其力、合群互助，对理解个体人格之培

养、国家之强盛、世界之互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阿伦特，2009，《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91

专题研究 自食其力与合群互助: 蔡元培“劳工神圣”思想释义



蔡尚思，2005，《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蔡尚思全集》第三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蔡元培，1997 /1900a，《剡山二戴两书院学约》，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一卷

( 1883－1910)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1900b，《书姚子〈移居留别诗〉后》，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一卷

( 1883－1910)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1901，《自题摄影片》，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一卷( 1883－1910) ，杭

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1902，《群学说》，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一卷( 1883－1910 )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1912a，《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 1911－

1916)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1912b，《世界观与人生观》，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 1911－

1916)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1913a，《在浦东中学演说词》，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 1911－

1916)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1913b，《养成优美高尚思想———在上海城东女学演说词》，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

《蔡元培全集》第二卷( 1911－1916)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1915，《〈勤工俭学传〉序》，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 1911－

1916)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1916a，《华工学校讲义》，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 ( 1911 －

1916)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1916b，《在绍兴各界大会演说词》，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

( 1911－1916)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1917，《教育工会宣言书》，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 ( 1917 －

1919)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1918a，《黑暗与光明的消长———在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的演说词》，中国蔡元

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 1917－1919)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1918b，《劳工神圣———在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的演说词》，中国蔡元培研究会

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 1917－1919)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1918c，《对北京大学学生全体参加庆祝协约国战胜提灯会之说明》，中国蔡元培

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 1917－1919)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1919，《传略( 上)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 1917－1919 ) ，杭

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1920a，《我的新生活观》，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四卷 ( 1920 －

1922)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1920b，《国外勤工俭学会与国内工学互助团》，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

集》第四卷( 1920－1922)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1930，《劳动大学的意义及劳大学生的责任》，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

第六卷( 1931－1930)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02

社会学研究 2020． 3



———，1998 /1900，《致徐树兰函》，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十卷( 函电 1894－

1919)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1894－1911，“蔡元培日记”，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十五卷( 日记

1894－1911)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德里克，2006，《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孙宜学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独秀，1920，《随感录: ( 九七) 劳工神圣与罢工》，《新青年》第 8 卷第 4 期。

冯庆，2016，《“劳工神圣”的思想温床———以蔡元培的社会关怀和教育理念为核心》，《探索与

争鸣》第 12 期。

冯志阳，2009，《从“民贵说”到“劳工神圣”———从蔡元培的民本思想谈起》，《史林》第 6 期。

付建舟，2006，《蔡元培与无政府主义思想》，《兰州学刊》第 9 期。

高叔平，1998，《蔡元培年谱长编》第二编，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葛懋春、蒋俊、李兴芝，1984，《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编》上，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郭湛波，1973，《近代中国思想史》，香港: 龙门书店有限公司。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1993，《汉语大字典》( 缩印版) ，湖北辞书出版社( 武汉) 、四川辞书

出版社( 成都) 。

何怀宏，2005，《中国现代伦理学的发端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1 期。

黄进兴，2014，《从理学到伦理学———清末民初道德意识的转化》，北京: 中华书局。

蒋凌楠，2019，《20 世纪 20 年代“劳动阶级”概念的纠葛与传播》，《史林》第 2 期。

李怡，2000，《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劳工神圣观与中外文化———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劳动观的

功过》，《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报) 》第 5 期。

李双、杨联芬，2019，《从“四民皆工”到“工人阶级”———“劳工神圣”观念的形成与语义嬗

变》，《探索与争鸣》第 12 期。

力子，H． K． C． ，1920，《“劳工神圣”底讨论》，《民国日报·觉悟》第 10 卷第 26 期。

梁漱溟，1998，《纪念蔡元培先生》，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研究纪念集》，杭州: 浙江教

育出版社。

梁云池，1921，《劳工神圣的真义》，《太平洋( 上海) 》第 3 卷第 2 期。

刘师复，2015，《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 1914 年 7 月 18 日) ，唐仕春编《中国近代思想

家文库 师复卷》，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刘宪阁，2017，《现代中国“劳动”观念的形成———以 1890－1924 年为中心》，《现代传播( 中国

传媒大学学报) 》第 3 期。

罗志田，1999，《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 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权

势转移: 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马学军，2018，《“五四”时期“劳动”观念的转变与实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研究工作

报告。

欧阳哲生，2010，《评蔡元培的中西方文化观》，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与现代中国》，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渠敬东，2015，《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国近世变迁及经史研究的新传

统》，《社会》第 1 期。

12

专题研究 自食其力与合群互助: 蔡元培“劳工神圣”思想释义



沈原，2006，《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第 2 期。

沈原、闻翔，2014，《转型社会学视野下的劳工研究》，《中国工人》第 5 期。

史华兹，2010，《寻求富强: 严复与西方》，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唐宝锷，1919，《劳工神圣》，《国民》第 1 卷第 2 期。

王汎森，2011，《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长春: 吉林

出版集团。

严复，1986 /1895a，《原强》，王轼编《严复集》第一册，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895b，《原强修订稿》，王轼编《严复集》第一册，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898，《天演论》，王轼编《严复集》第五册，北京: 中华书局。

汪晖，2014，《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阶级政治的衰落、再形成与新穷人的尊严政治》，《开

放时代》第 6 期。

威廉斯，2005，《关键词: 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 三联书店。

闻翔，2018，《劳工神圣: 中国早期社会学的视野》，北京: 商务印书馆。

吴浪波，2005，《互助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郑大华、邹小站主编《西方思想在近代中

国》第二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吴玉伦，2005，《论严复对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影响》，《贵州文史丛刊》第 3 期。

熊秋良，2019，《五四知识分子对“劳工神圣”的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研究》第 4 期。

玄庐，1920，《评论:“劳工神圣”底意义》，《民国日报·觉悟》第 10 卷第 26 期。

姚纯安，2003，《清末群学辨证———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中心》，《历史研究》第 5 期。

应星、吴飞、赵晓力、沈原，2006，《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社会学研究》第 4 期。

余英时，1991，《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 香港) 》8 月号。

张勤，2010，《蔡元培“完全人格”与和谐教育》，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与现代中国》，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汝伦，2014，《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郑大华，2005，《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战后( 1918－1927 ) 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郑大华、邹小站

主编《西方思想在近代中国》第二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张晓唯，1999，《蔡元培与李石曾》，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研究集》，北京: 北京大学出

版社。

作者单位: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与人类学系

责任编辑: 杨 可

22

社会学研究 2020． 3



SOCIOLOGICAL STUDIES
( Bimonthly)

2020

3
Vol． 35 May，2020

MONOGＲAPHIC STUDY

Labour Study: History and Ｒecent Development

Self-support and Mutual Aid: A Study on Cai Yuanpei's Thoughts of
“Labor is Sacred” Ma Xuejun 1…………………………………………

Abstract: In 1918 Cai Yuanpei gave a speech entitled“Labor is Sacred”，which
promoted the modern concept of labor and its practice． Mainly influenced by Yan Fu's
sociology ( qunxue) and anarchism，Cai pointed out that anyone who worked for himself
and for others was “labor”， and self-supporting “work” ( labor ) carried great
significancy for personality shaping，group prosperity，and universal harmony． Cai also
conveyed the value of labor to the public by writing textbooks and delivering speeches．
This paper adopts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how labor and labor issues
became the primary topic of sociology in the sense of Yan Fu's sociology．

Technology Upgrading and Labor Degrading?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ree Ｒobotized Factories Xu Yi ＆ Ye Xin 23…………………………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echnology-driven industry upgrading in China results in
the replacement of human labor with robot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mpact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on workers from two perspectives: labor relations and labor
process． The authors argue that due to robotization，workers at the shopfloor are
experiencing some extent of labor degradation—more flexible labor relations，

deskilling，and strengthened technical control． Such a corporation-led and machine-
centred way of technology upgrading are driven by both state policy，capital and labor
market．

2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