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元培第一次征婚要求：第

一，不缠足的女性；第二，识字

的；第三，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

姨太太；第四，如果丈夫先死，妻

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合可

以离婚。第二次征婚要求：一，本

人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 二，年

龄略大；三，熟谙英文而能成为

研究助手。

编辑 /徐舒帆 美编 /孙海潇 TEL：0392-2189936� E-mail:qbwbwn@126.com

钩沉

2012年 7月 20日 星期五

淇河晨报

14

蔡元培的三次婚姻

说起蔡元培，有两件事令人不能忘怀：一是他在北大，二是他与“五四”运动。 蔡元培是浙江绍兴

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被认为是中国教育革新的第一人。

蔡元培一生结过三次婚，有两个女儿和五个儿子，长子 6 岁夭折。 蔡睟盎和蔡怀新、蔡英多是第

三位夫人周峻所生，目前，只有这三位子女还健在。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

育家、思想家、政治家，曾任中华民国首

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法大学

校长。 他一生清廉正直、热衷于教育事

业，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

模”。 蔡元培一生经历了三次婚姻，每一

次婚姻都令他刻骨铭心，他的爱情生活

似乎每次都趋于完美， 然而又匆匆逝

去，或许，这也是一种残缺的美。

【第一次婚姻】

父母之命却也情深

蔡家几代书香。 1889年，21 岁的蔡元培

高中举人，一时间锣鼓喧天，举家欢庆，这也

迎来了他的第一次婚姻。 这次婚姻是“父母

之命，媒妁之言”的产物。 当时的蔡元培虽有

了一些新思想，但还不足以与封建习俗抗衡，

只得逆来顺受。

思想相差甚远，摩擦不断

这位夫人叫王昭，也算得上是名门望族、

大家闺秀。婚前，她与蔡元培素未谋面；婚后，

两人摩擦不断。 在最初的几年里，蔡元培只

是义务性地待在妻子身边，当个所谓的丈夫。

从 1890年到 1894年，蔡元培从贡士、进

士及第、翰林院庶吉士直到翰林院编修，亲眼

目睹了清廷的腐败。

甲午战争爆发后，北洋水师遭到毁灭性

的失败，更加剧了蔡元培新思想的萌生，他逐

渐摒弃了封建的旧传统。 他与王昭之间的摩

擦也日甚一日。 生活中，王昭改不了旧式妇

女的习俗，总称蔡元培为“老爷”，自己是“奴

家”，这让蔡元培很厌恶。 很多次，蔡元培纠

正夫人说：“你以后可不要再叫什么‘老爷’，

也不要再称什么‘奴家’了，听了多别扭呀！ ”

而王昭总是温顺地说：“唉，奴家都叫惯了，总

是改不过来呢。 ”

1894 年，长子阿根降生，蔡元培全家有

了一丝喜悦。 夫人坐月子期间，蔡元培留在

绍兴家中悉心照顾。 蔡元培回北京后，王昭

携子不畏艰险到北京与蔡元培相聚，让蔡元

培颇为感动。

当时王昭初到北平，有些“水土不服”，阿

根也时有不适，蔡元培专门雇了一位善解人

意的女仆承担家务，自己也在工作之余陪夫

人及阿根到医院就诊，恪尽为夫为父之责。

1898 年，蔡元培的次子无忌在北京绳匠

胡同出生，家庭更添喜悦，蔡元培越发觉得应

该改善他与王昭之间的夫妻关系。

感情好转，夫人却因病早逝

1900 年， 蔡元培逐渐接受西方新思想

后，辞官回乡办学，并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

义。

为帮妻子破除封建枷锁，他写了一份饱

含民主与自由的《夫妻公约》，希望调整他与

王昭的关系。 公约中详细说明了夫妻关系分

目交、体交与心交，特重心交。 所谓心交，指

夫妇同心，两情融合等。 王昭渐渐理解了《夫

妻公约》，不再缠脚，也逐渐破除了对鬼神的

迷信。

此后，蔡元培与王昭的夫妻生活越来越

和谐。 他曾告诉好友：“伉俪之爱，视新婚有

加焉。 ”

然而造化弄人，就在夫妻感情越发融洽

之际，王昭突然染病，不久便病重身亡。

悲痛欲绝的蔡元培，为夫人王昭写下了

祭文与挽联，沉痛悼念，称颂她有“超俗之识

与劲直之气”，赞扬她淡于名利，恪尽妻子、母

亲之责，不以丈夫中进士、点翰林为喜，不为

丈夫辞官回乡而怨。

【第二次婚姻】

因画结缘，夫人积劳成疾去世

痛失爱妻的蔡元培寄情于工作。然而他刚满

32 岁，又在江浙一带的知识界颇具名望，所以，

上门提亲的媒人一时间踏破了他家的门槛。蔡元

培则对这种旧式封建“提亲”不屑一顾，为避免不

必要的麻烦，他写了一张征婚启事贴在书房的墙

壁上。 消息传开后，媒人们顿时退避三舍。

赏画识才女，心向往之

蔡元培在杭州办学时，有一天受邀到朋友家

做客，无意中看到一幅工笔画，线条秀丽、题字极

有功底，蔡元培便向朋友打听此画出处。原来，作

者是一位女性，名叫黄仲玉。 黄仲玉自幼随父宦

游，聪颖过人，尤好丹青。 父亲很爱这个女儿，反

对给她缠足，并支持她的爱好。后来，她竟通过自

学，掌握了诗、书、画诸法，所画兰、菊，有天然之

趣，街邻呼她为才女。 后遭时乱，父失职流落江

湖，黄仲玉遂卖书画以补家用。听完朋友的介绍，

蔡元培对黄仲玉心生爱慕， 朋友便问道：“孑民

兄，征婚启事贴出已一年有余，不知是否已经找

到意中人？ ”见蔡元培摇头，朋友便直言：“天足，

识字，敢再嫁，此女子（指黄仲玉）可否？ ”蔡元培

看着黄仲玉的画笑而不语，朋友见状便说：“我一

定要把她介绍给你认识。 ”

婚后夫人任劳任怨追随左右

在朋友的撮合下， 蔡元培与黄仲玉一见如

故。 当黄仲玉得知蔡元培的择偶标准后，更对其

人品与见识肃然起敬，二人志同道合。 1902年元

旦，蔡元培在杭州举办了他的第二次婚礼。

婚后，蔡元培同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

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并被推

为总理。 黄仲玉则随蔡元培赴沪，于登贤里爱国

女子小学任教师。生活中，夫妇二人相敬如宾，感

情甚是融洽。 1903年，蔡元培辗转青岛、日本、绍

兴、上海等地，而黄仲玉任一直追随其左右。

积劳成疾撒手人寰

1904年至 1907年， 蔡元培的女儿威廉和儿

子柏龄先后在上海与绍兴出生。 1912年，黄仲玉

携子女随蔡元培赴德国。 1913年 6月，蔡元培夫

妇应孙中山先生之邀， 回国参加“二月革命”。

9月，因革命失败又双双流亡欧美各国。

1916年 10月， 蔡元培应邀就任北大校长而

回国。 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黄仲玉放弃了自己

的书画爱好，倾力照料丈夫，抚育子女，操劳家

务，终致积劳成疾。

1920 年底，蔡元培又赴欧洲等地考察，为了

不拖累丈夫，黄仲玉住进了北京一家由法国人开

办的医院。 不久，黄仲玉一病不起，在医院去世，

而蔡元培正在赴欧途中。

黄仲玉的去世对蔡元培的打击是巨大的。他

在《悼亡妻黄仲玉》一文中写道：“累汝以儿女，累

汝以家计，累汝以国内国外之奔走，累汝以贫困，

累汝以忧患，使汝善画、善书，为美术工艺之天才

竟不能无限发展，而且积劳成疾，以不得尽汝之

天年。呜呼！我之负汝如何耶！ ”《悼亡妻黄仲玉》

后被收入中学课本，成为抒情散文的典范。

【第三次婚姻】

最后一位夫人

与他年龄相差 22 岁

虽然蔡元培的爱情生活暂

时一片空白，但他对教育工作的

热爱、对生活的热情丝毫没有减

退。 在北大任校长期间，蔡元培

革新北大，大开“学术”与“自由”

之风，“五四”运动中还大力支持

学生的爱国行动。

忘年新结闺中契

逐渐衰老的蔡元培需要有

人照顾，在工作之余也需要有人

跟他说些知心话。 百般思量后，

54岁的蔡元培决定续娶。 当时，

蔡元培很简单地提出了自己的

择偶条件：一、本人具备相当的

文化素质；二、年龄略大；三、熟

谙英文而能成为研究助手。 这

时，一个叫周峻的女孩走进了蔡

元培的生活。周峻是蔡元培在上

海成立的爱国女校的一位学生。

早年的周峻勤奋好学，蔡元培的

讲座她都无一遗漏地去听，久而

久之，周峻了解到蔡元培的人格

思想，越发敬佩与热爱蔡元培。

蔡元培与周峻相识后，因两

人志趣相投而陷入热恋，蔡元培

重新找回了活力。 二人订婚时，

蔡元培满怀深情地写道：“谨以

最纯洁最诚恳之爱情与周峻君

订婚。 ”当时的蔡元培和周峻相

差 22岁， 在很多现代人眼中也

是不可思议的。 1923 年 7 月 10

日，蔡元培和周峻在苏州留园举

行了隆重的婚礼。

婚后两人互赠贺诗

婚后第 10天， 辞去北大校

长的蔡元培与周峻携子女在上

海黄浦码头乘波楚斯号船赴欧

洲学习， 蜜月也是在海上度过

的。 旅欧的日子里，周峻在相夫

教子之余攻读西洋美术课程，一

家人其乐融融。蔡元培与周峻都

喜欢吟诗，两人时常联句、唱和，

过生日时必互赠贺诗，表达爱慕

之情。 周峻时常为蔡元培描摹，

后来创作了一幅倾心之作《蔡元

培半身像》， 蔡元培则在上面题

诗“唯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

永不磨”，可见夫妻情深。

美好的时光总显短暂。1940

年 3月 5日，已近垂暮之年的蔡

元培在香港因病与世长辞。

（据《党史文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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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1 2 年，蔡元培与家人在德国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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