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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名师谈治学育人》

前言

　　韩愈《师说》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每一所学校，尤其是大学，教师的重要
性固自不待言。诚如先校长梅贻琦先生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作
为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清华大学在长期的办学历史中，先后有众多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名
家大师在校执教，他们教育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清华学子，奠基了永世不朽的伟业。　　能够有机会把
诸多良师关于治学从教的精辟言论编纂成册、以醒后世，对每一个后学之人来说都是平生最幸运的事
情。2001年，根据北京市高等教育百年丛书编委会的建议，清华大学决定编辑出版本书，并把任务交
给我们。在北京市委教工委和学校主要领导的关心下，经过编委会和全体编辑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
本书于2003年第一次出版。当时收录了63篇文稿或讲稿，各篇作者或者文章所介绍的学者，或是蜚声
中外的学术前辈，或是治校见长的教育大师，更多的则是仍执掌教鞭的知名教授。本书第一版受到了
教育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特别是清华师生和校友的欢迎与好评，这给了编者巨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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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名师谈治学育人》

内容概要

《清华名师谈治学育人(第2版)》主要读者对象为：教育工作者，大中学生，学生家长。 在清华大学
近百年的办学历史上，无数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名家大师在校执教，他们潜心治学、倾心育人，为
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栋梁之材。作为清华大学组织编辑的百年校庆系列丛书之一，《清华
名师谈治学育人(第2版)》选录了不同时期100余位著名学者和教育家关于治学、育人的论文或讲稿，
充分展现了清华大学走过的百年历程和精神蕴涵，集中地反映了清华学者的教育理念和治学特色。阅
读这些文章，无论对于做好教育工作还是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均有所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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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要建立新人生观，除了养成道德的勇气而外，还要能负起知识的责任（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
。本来责任是人人都有的，无论是耕田的，做工的，从军的，或者是任政府官吏的，都各有各的责任
。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出“知识的责任”来讲？知识是人类最高智慧发展的结晶，是人类经验中最可珍
贵的宝藏，不是人人都能取得，都能具备的；因此凡有求得知识机会的人，都可说是得天独厚，享受
人间特惠的人，所以都应该负一种特殊的责任。而且知识是精神生活的要素，是指挥物质生活的原动
力，是我们一切行为的最高标准。倘使有知识的人不能负起他特殊的责任，那他的知识就是无用的，
不但无用，并且受了糟蹋。糟蹋知识是人间的罪恶；因为这是阻碍或停滞人类文化的发达和进步。所
以知识的责任问题，值得我们加以严重的注意。我们忝属于所谓知识分子，尤其觉得这是一个切身问
题。　　所谓知识的责任，包含三层意义。　　第一是要有负责的思想。思想不是空想，不是幻想，
不是梦想，而是搜集各种事实的根据，加以严格逻辑的审核，而后构成的一种有周密系统的精神结晶
。所以一知半解，不足以称为成熟的思想；强不知以为知，更不能称为成熟的思想。思想是不容易成
立的；必须要经过逻辑的陶熔，科学的锻炼。凡是思想家，都是不断的劳苦工作者。“焚膏油以继晷
，恒兀兀以穷年”，他的求知的活动，是一刻不停的，所以他才能孕育出伟大成熟的思想，以领导一
世的思想。思想家都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他们为求真理而蒙受的牺牲，决不亚于在战场上鏖
战的牺牲。拿科学的实验来说。譬如在实验室里试验炸药的人，被炸伤或炸死者，不知多少。又如到
荒僻的地方调查地质、生物、人种的人，或遇天灾而死，或染疾而死，或遭盗匪蛮族杀害而死的，也
不知多少。他们从这种艰苦危难之中得到的思想，自然更觉得亲切而可以负责。西洋学者发表一篇学
术报告或论文，都要自己签字，这正是负责的表现。　　其次是除有负责的思想而外，还要能对负责
的思想负责。思想既是不易得到的真理，则一旦得到以后，就应该负一种推进和扩充的责任。真理是
不应埋没的，是要发表的。在发表以前，固应首先考虑他是不是真理，可不可以发表；但是既已考虑
发表以后，苟无新事实新理论的发展和修正，或是为他人更精辟的学说所折服，那就应当本着大无畏
的精神把他更尖锐地推进，更广大地扩充。我们读西洋科学史，都知道科学家为真理的推进和扩充而
奋斗牺牲的事迹，真是“史不绝书”。譬如哥白尼（Copernicus）最先发现地动学说，说太阳是不动
的，地球及其他行星都在他的周围运行，就因此受了教会多少的阻碍。后来白兰罗（Bruno）出来，
继续研究，承认了这个真理，极力传播，弄到触犯了教会的大怒，不仅是被捕入狱，而且被“点天灯
”而死。盖律雷（Galileo）继起，更加以物理学的证明，去阐扬这种学说，到老年还铁锁锒铛，饱受
铁窗的风味。他们虽受尽压迫和困辱，但始终都坚持原来的信仰，有“鼎镬甘始饴，求之不可得”的
态度。他们虽因此而牺牲，但是科学上的真理，却因为他们的牺牲而确定。像这种对于思想负责的精
神，才正是推动人类文化的伟大动力。　　再进一层说，知识分子既然得天独厚，受了人间的特惠，
就应该对于国家民族社会人群，负起更重大的责任来。世间亦唯有知识分子才有机会去发掘人类文化
的宝藏，才有特权去承受过去时代留下最好的精神遗产。知识分子是民族最优秀的分子，同时也是国
家最幸运的宠儿。如果不比常人负更重更大的责任“如何对得起自己天然的秉赋？如何对得起国家民
族的赐予？又如何对得起历代先哲的伟大遗留？知识分子在中国向称为“士”。曾子说：“士不可以
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身为知识分子，就应该抱一种
舍我其谁至死无悔的态度，去担当领导群伦继往开来的责任。当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知识分子
的责任尤为重大。范仲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必须有这种抱负，才配做知识
分子。他的“胸中十万甲兵”，也是由此而来的。　　提起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很觉痛心。中国社
会一般的通病，就是不负责任而以行政的部分为尤甚（这当然是指行政的一部分而言）。从前的公文
程式，是不用引号的；办稿的时候，引到来文不必照钞，只写“云云”二字，让书吏照原文补写进去
。传说沈葆桢做某省巡抚，发现某县的来文上，书吏照钞云云二字，不曾将原引来文补入，该县各级
负责人员，也不曾觉察。于是他很幽默的批道：“吏云云，幕云云，官亦云云，想该县所办之事，不
过云云而已。”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很足以形容中国官僚政治的精神。中国老官僚办公事的秘诀，是
不负责任，推诿责任。所以上级官厅对下的公事，是把责任推到下面去；下级官厅对上的公事，是把
责任推到上面去。责任是一个皮球，上下交踢。踢来踢去的结果，中间竟和火线中间，有一段“无人
之境”（No man’sland）一样。这是行政界的通病，难道知识界就没有互相推诿不负责任的情形吗？
有多少人挺身而出，本着自己的深信，拿出自己的担当来说，这是我研究的真理，这是我服务的责任
，我不退缩，我不推诿！这种不负责任的病根，诊断起来，由于下列各点：　　第一是缺少思想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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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他的思想，不曾经过严格的纪律，因此已有的思想固不能发挥，新鲜的思想也无从产生。外国的思
想家常提倡一种严正而有纪律的思想（Rigorus thinking），就是一种用逻辑的烈火来锻炼过的思想。
正确的思想是不容易获得的；必得经过长期的痛苦，严格的训练，然后才能为我所有。思想的训练，
是教育上的重大问题。历次世界教育会议，对于这个问题，都曾加以讨论。有人主张研究社会科学的
人，也得学高深的数学，不是因为他用得着这些数学，乃是因为这种数学是他思想的训练。思想是要
有纪律的。思想的纪律决不是去束缚思想，而是去引申思想，发展思想。中国知识界现在就正缺少这
种思想上的锻炼。　　第二是容易接受思想 中国人向来很少坚持他特有的思想，所以最容易接受他人
的思想。有人说中国人在思想上最为宽大，最能容忍，这是美德，不是毛病。但是思想这件事，是就
是是，非就是非，谈不到什么宽大和容忍。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哥白尼主张地动
说，固然自己深信是对的；就是白兰罗和盖律雷研究这个学说认为他是对的以后，也就坚决地相信他
，拥护他，至死终不改变。试看西洋科学与宗教战争史中，为这学说奋斗不懈，牺牲生命的人，曾有
多少。这才是对真理应有的态度。中国人向来本相信天圆地方，“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
，下凝者为地。”但是西洋的地动学说一传到中国，中国人立刻就说地是圆的；马上接受，从未发生
过流血的惨剧。又如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也是经过多少年宗教的反对，从苦斗中挣扎出来的。直到
一九一一年，德国还有一位大学教授，因讲进化论而被辞退；甚至到了一九二一年，美国坦尼西
（Tennessee）州，还有一位中学教员因讲进化论而遭诉讼。这虽然可以说是他们守旧势力的顽固，但
是也可表现西洋人对于新思想的接受不是轻易的。可是在中国却不然。中国人本来相信盘古用金斧头
开天辟地。“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定乾坤”，不是多少小说书上都有的吗？但是后来进化论一传
进来，也就立刻说起天演，物竞天择，和人类是猴子变的来。（其实人类是猴子的“老表”。）人家
是经过生物的实验而后相信的。我们呢？我们只是因为严复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文章作得极好
，吴挚甫恭维他“骎骎乎周秦诸子矣”一来，于是全国风从了。像这样容易接受思想，只足以表示我
们的不认真，不考虑，那是我们的美德？容易得，也就容易失；容易接受思想，也就容易把他丢掉。
这正是中国知识界最显著的病态。现在中国某省愈是中学生愈好谈主义，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是
混沌的思想既没有思想的训练，又容易接受外来的思想，其当然的结果，就是思想上的混沌。混沌云
者，就是混合不清。况且这种混合是物理上的混合，而不是化学上的化合。上下古今，不分皂白，搅
在一起，这就是中国思想混合的方式。我不是深闭固拒，不赞成采取他人好的思想，只是采取他人思
想，必须加以自己的锻炼，才能构成自己思想的系统。这才真是化学的化合呢！西洋人也有主张调和
的，但是调和要融合（Harmony）才对，不然只是迁就（Compromise）；真理是不能迁就的。我常怪
中国的思想中，“杂家”最有势力。如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极端力行的墨，虚寂无为的老，都
是各树一帜，思想上的分野是很清楚。等到战国收场的时候，却有《吕氏春秋》出现，混合各派，成
为一个“杂家”。汉朝斥百家而尊儒孔，实际上却尚黄老，结果淮南子得势，混合儒道，又是一个杂
家。这种混杂的情形，直至今日，仍相沿未改。二十年前我造了一个“古今中外派”的名词，就是形
容这种思想混杂的人。丈夫信仰基督教，妻子不妨念佛，儿子病了还要请道士“解太岁”。这是何等
的容忍！容忍到北平大出丧，一班和尚，一班道士，一班喇嘛，一班军乐队，同时并列，真是蔚为奇
观！这真是中国人思想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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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对于一所大学而言，教师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诚如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语：“所谓大学者，非谓
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作为中国著名高等学府，清华大学的办学历史中，先后有无数
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名家大师执教。作为治学为人之楷模，他们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陆续
培养着各行各业的骨干人才，为发展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能够把清华诸
多良师关于治学从教的精辟言论编纂成册，不仅是献给所有热爱和关心清华大学的广大师生、校友和
各界友好人士的一份特殊礼物，而且是对即将到来的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最好的纪念。《清华名师谈
治学育人》正是这样一本值得期待的作品，它承载着厚重的历史、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昭示着未来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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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要因为是清华大学出版的就觉得怎么怎么样，其实一点也不好，很虚，很假，建议读者慎重购
买。书的价格与其价值相比有点离谱，这点要注意。
2、介绍清华大师有点笼统，不深刻。要想深刻了解清华的大师们，不如购买《八位大学校长》或者
购买清华大师的传记看看，适和浮躁的老师或想出名的校长们附庸风雅写论文或做报告讲座用。此书
为浮躁之作，根本就与清华精神违背，价格也贵，慎重购买。
3、还不错.但一是每人说一点，比较散.二是有些已经是很早的想法了.多少有些不合时宜了
不过作为资料还是可以的.
4、曾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己人，不亦重呼？思而后己，不亦远乎？
分析，
罗家伦负责之说，搜集整理根据，逻辑判断，审核。形成周密精神结晶。过程是不断的劳苦，一刻不
停。孕育伟大思想。为真理牺牲。
对负责的思想负责，坚持真理。
对人民国家负责。
中国人的思想病根：缺少思想的训练，即纪律的训练，要艰苦的训练
易接受思想，很少坚持自己的思想
混沌的思想，大家都是杂家。
散漫的思想，片段的，琐碎的知识万物皆出于几，万物皆入于几
颓废的思想
不能力行中体会，长于清谈，凡事不能有计划的实施进行且以喜乐，我躬不阅，
享乐主义盛行
互责互勉
亡国，朝代更换，
亡天下，民族亡

Page 8



《清华名师谈治学育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