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清华》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我在清华》

13位ISBN编号：9787500698712

出版时间：2011-4

作者：梁实秋

页数：25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我在清华》

内容概要

《我在清华》主要内容简介：梁实秋，民国四年进清华学校读书，民国十二年毕业，整整八年的时间
在清华园里度过。人的一生没有几个八年，何况是在宝贵的青春岁月？《我在清华》甄选了梁实秋记
录这清华八年的点滴文字。《我在清华》通过他的耳闻目睹或者亲身经历，生动地再现了上个世纪一
二十年代那个有读不完的书、有住不腻的环境的清华学校。其机智诙谐的文字，圆润洒脱的文笔，为
读者展现了清华和清华人的那一段段散落在时间轨迹里的最美丽的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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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清华》

作者简介

梁实秋（1903-1987），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文学评论家、散文家、翻译家。他学贯中西，著作无数
，堪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泰斗之一。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整翻译《莎士比亚全集》（40个剧本）
的人，也是华语世界最早翻译出《沉思录》之人。梁实秋翻译的作品多被誉为经典之作，《沉思录》
更是经典之最。它是梁实秋平生翻译最吃力、最受益、最接近原著的一部作品，也是梁实秋着重推荐
过的一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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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清华》

书籍目录

第一辑 清华八年
清华八年
清华七十
清华学生生活之面面观（节选）
清华学生生活与文学
“疲马恋旧秣,羁禽思故栖”
书房
讲演
我的一位国文老师
南游杂感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谈闻一多（节选）
忆周作人先生
悼念余上沅
悼朱湘先生
悼念王国华先生
同学
槐园梦忆——悼念故妻程季
淑女士（节选）
第二辑 国文堂秩序纷乱的真因
清华的环境
国文堂秩序纷乱的真因
短评一束
集稿余谭
短评二则
学生自治之讨论
对清华文学的建议
“灰色的书目”
第三辑 荷花池畔
荷花池畔（1921年）
荷花池畔（1922年）
尾生之死
最初的一幕
苦雨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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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清华》

精彩短评

1、非常喜欢，选文经典，梁实秋先生质朴文笔，娓娓道来那些民国的人和事，清华从未以如此大的
吸引力展现于我，远远超过北大
2、挺有意思的，去过清华，再合着文章回忆曾逛过的清华园，记忆更加鲜明了，而且挺想了解那个
时期的大学的情况。
3、文笔不是盖的
4、似清远荷香
5、没读完，都是琐碎平实的美好，可惜今日与我们是可望不可及了
6、只读了前两篇，感觉到青春的美好。 郁达夫喜欢嫖妓也是这里来的。
7、读史可以明智~
8、3.19——4.9 开篇第一文读的有趣，后面读的越来越快。很多重复内容。不过了解下当年清华还是
挺有意义的。
9、看累了一些比较哲学的书的时候，非常喜欢这类书，轻松又张见识
10、清华岁月生活回想，对当年同窗的回忆和若干当时文章。印象之一是对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
年轻时代放荡不羁生活的描述，看来年长时期的风光和名声真经不住对年轻岁月的刨挖。
11、其实很搞笑的
12、栏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
13、那个时代的大学，真性情！羡慕。
14、本书是梁老的回忆录，语音风趣幽默活泼，感情真挚，描写了那个时候的清华校园生活，一直以
为民国时候清华北大那些学校都是自由浪漫的风气，看完才知道原来是很严格的，甚至比现在一般的
学校都严格。看到了清华从创建之初到繁荣，看到了梁老学生时代的生活学习交友恋爱，以及民国时
期的校园生活。
15、选的文章不是太好。有跟风之嫌。
16、无良出版人生搬硬套出的一本跟风之作，内容雷同，随意节取，对作者和读者都是极大的不尊重
。单说梁先生早些年的文字，颇有点后来左派文人的感觉，有文采有感情，但艺术上尚不成熟。
17、看之前，我觉得一个出生在建国前期的作家应该是很文邹邹并不苟言笑的，所以在暑假前从图书
馆把书借回家一直就没有看过，来学校后到期了又重借了一段时间才看，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执
着，也许是出于对那时清华的好奇吧，事实证明还好我没放弃。书很好看。梁先生上学的一些经历甚
至很搞笑，表达他校园生活的文笔也很幽默。那时新中国还没成立，可清华的教育内容已那么先进，
令人惊奇。都是少年，哪怕出生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一些少年仅有的共性都是有的，比如激情，比如
对理想的膜拜，再比如那些不服输的劲儿等。其他的一些观后感都已记在本子上就不详说了。
18、未去过清华，读来较为乏味。
19、不错
20、一本各种我之前就看过的散文集，各种用名字来欺骗观众。不过清华八年的日子，让我很生艳羡
。
21、终于勉强完成每星期一本书的目标，慢慢变回高中大一那个爱读书的自己吧。梁实秋先生的文笔
也是朴实风，语言特别幽默，但这本一定不是他最好的散文。
22、了解那个时候的清华学子。
23、同在郊野上学心有戚戚⋯⋯对于学校布局的介绍重复了好几篇，找机会去实地考察下～
24、干货不多，出版社将梁实秋的有关清华的文章攒在一起，出本书，内容雷同太多，本来闲来看看
还行，但同样的内容反复出现就像祥林嫂了。
25、若想了解清华，必然要读的梁先生的书，本书记录其于清华期间之所见所闻，颇为全面。
26、活化生活
27、201312
28、可惜全是些节选不够过瘾 ，看看八卦还可以，
29、过去，清华与我而言，仅仅是一个符号，一个能让父母为之自豪，朋友为之艳羡的求学之地⋯⋯
对于它的历史与内涵从未触及⋯⋯尽管算是与它擦肩而过，但也从未奢望能成为一个清华人。如果在
我初中时期遇到这本书，或许，能有多一点的向往，多一点的动力，而如今，只能是多一点的妒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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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清华》

⋯
30、还原百年前的清华。但是整本书的生编硬凑，有些乏味。

Page 6



《我在清华》

章节试读

1、《我在清华》的笔记-第23页

        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很快
的就过去了。可是年轻的学生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登时表现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好像
是蕴藏、压抑多年的情绪与生活力，一旦获得了迸发、奔放的机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
御。当时以我个人所感到的而言，着一股力量在两点上有明显的表现：一是学生的组织，一是广泛的
求知欲。

2、《我在清华》的笔记-第90页

        一般人常常有一种误会，以为有名的人，其言论必定高明；有以为官做得大者，其演讲必定动听
。一个人能有多少学问上的心得，处理事务的真知灼见，或是独特的经验，值得兴师动众，令大家屏
息静坐以听？爱因斯坦，在某大学餐宴之后被邀致辞，他站起来说：“我今晚没有什么话好说，等我
有话说的时候会再来领教。”说完他就坐下去了。过了些天他果然自动请求学校，发表了一篇精彩的
演说。这个故事，知道的人很多，肯效法效行的人太少。据说有以为名人搭飞机到处演讲，言中无物
，废话连篇，听者连连欠身，冗长的演讲过后，他问听众有何问题提出，听众没有反应，只有一人缓
缓起立问曰：“你回家的飞机几十起飞？”

3、《我在清华》的笔记-第157页

        同学们一出校门，便各奔前程。因修习的科目不同，活动的范围自异。风云际会，拖青纡紫者有
之；踵武陶朱，腰缠万贯者有之；有一技之长，出人头地者有之；而座拥皋比，以至于吃不饱饿不死
者亦有之。在校的时候，品学俱佳，头角峥嵘，以后未必有成就。所谓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确
是不刊之论。不过一向为人卑鄙投机取巧之辈，以后无论如何 翻云覆雨，也逃不过老同学的法眼。所
以有些人回避老同学惟恐不及。 
杜工部漂泊西南的时候，叹老嗟贫，咏出“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的句子。那个“自”
字好不令人惨然！好像是衮衮诸公裘马轻肥，就是不管他“一家都在秋风里”。其实同学少年这一段
交谊不攀也罢。“衣敝温袍，与衣狐貉者立”，纵然不以为耻， 可是免不了要看人的嘴脸。

4、《我在清华》的笔记-第217页

        人生在世上，就有脑筋，就有知觉；幼时的脑筋发育得足，知觉也愈用愈灵敏；所以人的幼时愈
要有发展个性的机会，愈要叫他自治，不能说他学识不足便找别人来“越俎代庖”。

5、《我在清华》的笔记-第80页

        可是影戏里有一个角色我至今不忘，那就是每出戏完毕之后上来叩谢赏钱的那个小丑，满身袍褂
靴帽而脑后翘着一根小辫，跪下来磕三个响头，有人用惊堂木配合着用力敲三下，砰砰砰，清脆可听
。我所以对这个角色发生兴趣，是因为他滑稽，同时代表那种只为贪图一吊两吊的小利就不惜卑躬屈
节向人磕头的奴才相。这种奴才相在人间世里到处皆是。

6、《我在清华》的笔记-第17页

        这证明没有人的兴趣是不近数学的，只要按部就班的用功，再加上良师诱导，就会发觉里面的兴
趣，万万不可任性，在学校里读书时万万不可相信什么趣味主义。

7、《我在清华》的笔记-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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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清华》

        读书并不是求学的目的，是求学的一种方法，这个界限要看清楚。求学的方法多得很，学生自治
也是求学的一种方法，所以学生自治同读书时并行不悖的。因为学校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生活——并不
是预备将来的生活。⋯⋯中国学生的大缺点就是误认读书为学之目的，所以青灯一盏，苦吟十年，到
社会上还是个废物。⋯⋯在学生时代不养成自治的习惯，到社会上受到压制也只好忍受，因为奴隶性
已经长得根深蒂固，要自治也没有能力了；到那时可就悔之晚矣。

8、《我在清华》的笔记-第14页

        上午的所有课程有一特色，即使每次上课之前学生必须作充分准备，先生指定阅览的资料必须事
先读过，否则上课即无从听讲或应付。上课时间用在练习讨论者多，用在讲解者少，同时鼓励学生发
问。我们中学生素来没有当众发问的习惯，美籍教师常常感觉困惑，有时指名发问令其回答，造成讨
论的气氛。美国大学里的课外指定阅读的资料分量甚重，所以清华先有此种准备，免得到了美国顿觉
不胜负荷。我记得到了高等科之后，先生指定要读很多参考书，某书某章必须阅读，我们在图书馆未
开门之前就排起了长龙，抢着阅读参考书架上的资料，迟到者就要等候。

9、《我在清华》的笔记-第17页

        ...这证明没有人的兴趣是不近数学的，只要按部就班的用过，再加上良师诱导，就会发觉里面的趣
味，万万不可任性，在学校里读书时万万不可相信什么“趣味主义”。

10、《我在清华》的笔记-第11页

        （严格的生活管理只限于中等科，我们时候想想，像陈筱田先生所执行的那一套管理方法，究竟
是利多弊少，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本应该在幼小的时候就要认识到。许多自然主义的教育信仰者，
以为儿童的个性应该任其自由发展，否则受了摧残以后，便不得伸展自如。至少我个人觉得我的个性
没有受到压抑以致以后不能充分发展。我从不相信“树大自直”。）

 这本书 第一个让我感动的地方 就是初始清华的教育方法（虽然五四后变化了很多）清华的教育从学
生的德、智、体、美、劳，各方面抓起。和现今的大学教育比起来，更加有利于从幼时塑造一个人的
综合能力，培养出一个身、心健康的人。

11、《我在清华》的笔记-第70页

        清华的生活是沙漠的生活，我们若是放任我们自己，在沙漠里辗转挣扎，结果就是不干枯而死，
也要受影响终身的一场大病。我们都是二十岁上下的一般青年，我们的心情都正在开花的时候。我们
到清华来求学，绝不是来束缚我们的心情；我们现在是学生，我们现在同时是“人”。无论是按威权
论、良心论、利乐论的伦理学说，快乐假如不是人生最后的目的，也是人生中所不断的企求的一件事
。越是勤用理智的人，越要快乐去调剂他。我们在清华，摇铃上课，摇铃下课，摇铃起床，摇铃睡觉
，过这种刻板的生活——这种生活是学校当然的现象，假如再不让自己找出快乐的泉源，必致酿成脑
经畸形发展的病态。有许多同学在试验室里得到很大的兴趣，或是在教科书里得到很浓的意味，并不
感到生活的干枯，那么，他们便是连这种感觉都不敏锐了，岂不是更可怕的病症么？快乐的途径多得
很，文学是最容易走最近的捷径。何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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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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