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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北大 水木清华》

内容概要

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一百多年间，北大清华历经风雨，他们在国耻中
诞生，在民族危亡的抗战中浴血成长，在新时代的召唤中肩负起新中国事业的梦想。在中国的大学里
，还也没有哪所大学，能像北大清华这两所学校一样，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有如此紧密的关联与交织。
这一百多年间，中国命运又交织着多少北大清华基因？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是北大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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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北大 水木清华》

作者简介

阿忆，本名周忆军，曾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著名的电视节目策划人，在1997年至2003
年任职凤凰卫视期间，担任大型历史专题片总策划兼总撰稿，同时他还是电视学术节目《世纪大讲堂
》创始人、总策划、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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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北大 水木清华》

书籍目录

Chapter1
北大：从京师大学堂起步

老园子的变迁
此时幸遇先生蔡
五四学潮
巨星的陨落
国难当头
西南联大（上）
西南联大（下）
风雨中的红楼
有朋自远方来
年代那一批（上）
年代那一批（下）
北大与毛泽东
邓小平时代（上）
邓小平时代（下）
最后的圣人
荣耀与危机

Chapter2
清华：这里从工字厅说起

遥远的清华园
先生之风
未树先荫
在民族危亡之中
千秋耻，终当雪（上）
千秋耻，终当雪（下）
风雨清华园
五十年代的激情
我以我血荐轩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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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回失去的岁月
无阻我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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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北大 水木清华》

章节摘录

这里曾是驸马府，和嘉公主出嫁的地方，不知为什么，老北京一直称它是“和嘉公主府”。帝制时代
，公主住在公主府。驸马想跟公主亲热，必须请公主宣召。这种繁琐的君臣手续，让大多数驸马与公
主貌合神离。但乾隆的四公主与众不同，像是革新派，直接住进了驸马府。她和附马恩爱有加，生了
好几个子女，但他俩命不长，驸马活了不到40岁，公主只活了22岁，于是这座具有革新气质的大宅院
，被冷落了一个多世纪。当清朝由盛世转入危命，中兴祖业成了群僚之梦。1896年，司法部副部长李
端菜上奏光绪皇帝，第一次求设“京师大学堂”。两年后，光绪戊戌变法。他任命自己的老师孙家鼐
做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这便是北大第一任校长。那段时间，《京报》几乎天天登载孙家鼐关
于京师大学堂的奏折。营建这所大学，成了文人圈中最热门的话题。按照光绪的意思，京师大学堂不
仅是一所大学，而且是最高教育机关，它的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
光绪还接受李鸿章和孙家鼐举荐，任命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博士做西学总教习。这个惊世骇俗之举，让
北大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浓重的西学印记。不过好景不长，戊戌变法仅仅百天，慈禧便夺了光绪的皇权
。孙家鼐先是进谏反对，随后托病辞职。也就是说，学富五车的孙家鼐，只做了不到三个月的空头校
长，连北大校址也没能选定。侥幸的是，慈禧废止了戊戌变法的一切，惟独留下了美国传教士担任西
学总教习的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不仅被留下，而且加速筹建。后来，慈禧把沙滩后街空闲了一个
世纪的驸马府，拨给了京师大学堂。北大首次招生，在1898年最后一天正式开学。戊戌变法失败，北
大丝毫无损，直到八国使馆卫队进京，北大才第一次倒了霉。慈禧不得不下令，停办大学堂，然后逃
往西安。驸马府成了俄国兵和德国兵的兵营。谈判成功后，已是1902年，慈禧回到北京，恢复京师大
学堂，任命重臣张百熙做管学大臣。张百熙聘请一批学问家，掌管北大，桐城派名家吴汝伦是总教习
，学贯中西的辜鸿铭是副总教习。教育家蔡元培是经史教习。此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组成外交部
，40年前它创办的同文馆，并人京师大学堂，改称“译学馆”。严复因为翻译《天演论》，名扬四海
，林纾翻译《茶花女》，名声更大。张百熙任命严复做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林纾做副总办。译书
局就是北大出版社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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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北大 水木清华》

编辑推荐

《风雨北大:水木清华》著名媒体人阿忆策划、撰稿，凤凰卫视精心打造清华远去的大学，逝去的大师
北大，胡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鲁迅、赵元任、朱自清、傅斯年、陈寅恪、吴宓，钱钟书⋯
⋯少年中国的故事，从红楼、工字厅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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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北大 水木清华》

精彩短评

1、北大和清华的变迁是一部大历史，是让人回味的，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依然保持风骨不是不
容易的，关键是人的独立和人文关怀。北大有燕京大学的风骨（因为是合并了燕京大学后延续的），
主文。清华是清华学堂为主，后又合并了一些院校，包括后来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大学非大楼，也
非院系多，也非形式上的地方大，而是有大师也。
2、对清华和北大的回忆。喜欢的可以看看。
3、在中国的大学里，还也没有哪所大学，能像北大清华这两所学校一样，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有如此
紧密的关联与交织
4、这辈子不可能了
5、北大早已不是北大 隔壁也不是隔壁 私以为，两所大学最好的时间是胡老先生和朱自请先生在的时
候。没能在你最好的时候 遇到你 我很抱歉 
6、从中可以看到许多，那些被忘却的历史令人震撼。可能也只有那个时代才有那么多的人值得今天
的我们去敬重！
7、里面还有图
更好的了解 北大清华
很喜欢
8、直看得我想回去
9、书一般, 感觉编书用功不足, 有不准确的地方, 而且给人同样文字重复出现的感觉. 不过读到一些以前
不知道的东西, 看到一些没见过的照片, 也算有收获. 
10、凤凰卫视深度采访历史亲历者，阿忆踏访档案，查证历史史料，详实记录清华北大鲜为人知的传
奇往事，全景展示百年中国风云际变下的大学年轮。
11、很激励人的。教育工作者，尤其是教育管理人员，都要读一读。
12、2013年9月30日读。温故大师，那一段历史，酸甜苦辣，百感交集。
13、阿忆老师说，变帅的人，要读1000本书。不过，从他自己形象来看似乎不是很灵验。
14、中国不仅需要神舟飞船，也需要北大清华——“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北大，“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的清华。上一个百年，她们和她们的大师们承载着这个国家，下一个百年愿她们延续辉煌。这一
本书，道尽了两所大学百年历程，经风雨之后，愿水木如故。
15、故事不详细 但是对清北历史有个大体概括~
16、骗钱的
17、清华、北大固然让人心往，让人难忘，但我更怀恋自己的母校，怀恋地僻景秀的大学母校，怀恋
依山林葱读硕博的母校。
18、“‘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个口号，什么时候都有用，却只属于8〇年代。” 李泰祥在《
预感》写道：“一种温馨的感觉流进我的心中/它慢慢地激荡激荡/美丽的故事就这样展开”。看着他
们的生卒年，你知道那样的岁月已远。
19、还原历史视野下的北大清华风貌，以视觉的印象见证北大清华历史变迁.
20、写得有点破碎，可以更好的探讨北大和清华内在的精神，读着读着感觉更多时候是罗列了两校的
名人。
21、为什么是北大清华？  这是历史的选择
22、很系统的讲述了清华北大的建校史，49年之后，大陆再无大学
23、两所大学在历史中的风雨浮沉... 
24、失去了历史的厚重感，错误也很多
25、在清华北大读书的孩子，可以为母校骄傲
26、关于北大清华的历史很详细，了解了许多不知道的史实，很有启发。
27、远去的大学，逝去的大师 。那些口口声声要创新的人们，还记得中国大学曾经的辉煌吗？
28、难得一见的好书，向我们细数清华北大的大事件和小故事，值得收藏。
29、这一百多年间，中国命运又交织着多少北大清华基因？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是北大清华
？
30、希望北大清华能够继续努力，走进世界名校的行列

Page 7



《风雨北大 水木清华》

31、北大清华可以说是中国最知名的高等学府，从中国近代史来看，北大和清华也与国家的兴衰有着
极为密切的联系，这可以说是我们国家历史的一个部分，青年人应该了解，我们更应该知晓这些历史
，日后，我们才好向我们的孩子们普及这些历史。
32、详实记录清华北大鲜为人知的传奇往事，全景展示百年中国风云际变下的大学年轮，很不错。
33、一个书名，道尽两所大学百年历程
经风雨之后，愿水木如故
34、大学的精神！
35、清华学堂诞生之初，就显现出不同于普通新学的气象：她的教师延揽自欧美，她的经费由返还庚
款保障，她的学制全部仿照美国，更为特殊的是，她的学生全部输送至美国大学留学⋯⋯可以说，清
华自诞生起，不惟与维新的大环境相连，更是与维新追寻的那个外部世界紧密相连。
36、大学非大楼也,大师也
37、很不错的书，技术了北大清华的历史
38、作为中国最好的两所大学，清华北大总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39、在这里看到了经历了百多年风雨的北大，还有为了教育，为了祖国前途，为了人生，为了理想而
奋斗，甚至不惜牺牲一切的人们，真心感动。。。也看到了清华的坚韧与保存至今的至真，真好，这
一切应该会一直存在吧
40、流水账式的记录了北大清华的校史，虽无缘于这两所高校，但能领略其百年风采及瞻仰数位大师
也是件乐事。有意思的是发现，民国时期的学生运动，但凡死一两个或者伤了几十个，就叫“惨案”
或者“血案”了，盒盒盒
41、冯友兰、季羡林先生在谈论北大时曾说，它的创办虽然应当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算起，但它的渊
源则要上溯到汉朝的太学。如果从汉朝建武五年始设太学算起，至今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这样看来
，北大当属世界上历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也是其继承和集中了中国古老而优秀的东方文明之缘由。
42、现在的北大清华成材率显然不如那个年代了
43、当初买这本书纯粹是为了给自己奋力学习的动力。但看得越来越深，我发觉它给我带来的不仅仅
是一份激励。清华北大那些远去的历史⋯⋯在战火中求生存，在动荡中给予中国人不朽的信念，都让
我了解了历史，让我学会永不背叛。那些逝去的大师⋯⋯他们不仅是教育家文学家，还是思想家革命
家。他们用自己的一生向人们诠释了什么是孜孜不倦，忘乎所以；什么是凛然正气，舍身取义。那段
支离破碎的历史，那些永垂不朽的大师，都是我奋力拼搏的精神支柱。
44、北大和清华百年历程，想想如今的学校及校风是否还像当年一样呢？北大还有那种有容乃大的精
神吗？想想之前北大的某位教授，对香港人的那种言论。清华还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吗？强
了都去了国外，曾经的老师都是大师级的人物，学生学到的知识即使到了国外也不觉得落后，可如今
呢？
45、1.26  感受名校变迁 西南联大真的好强悍
46、就是介绍清华北大吧，和我想得有些差距
47、这一百年，清华走出了14位“两弹一星”勋章获得者，600多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1949年之前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有59位出自清华。
48、北大清华总能不负众望，培养出杰出人才
49、本书收集了大量的历史照片资料和历史文件档案，涉猎图片300余张，全面还原历史视野下的北大
清华风貌，以视觉的印象见证北大清华历史变迁。
50、个人比较喜欢清华那部分的历史
51、看不上还不能看看呀？讲北大的4星，清华3星。作者的事物背景介绍稍显不足，引文直接用翻译
后的实在看起来不舒服。全文的赶脚就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
52、读到民国和新中国相接的那一段，心很痛，脑海里浮现着新竹清华大学的样子，还有那个小学妹
给我介绍“梅竹”比赛时的可爱又认真的表情。梅贻琦，嗯，我记住了。ps 吐糟一下 这本书要是繁体
的就完美了
53、大学之为学者，必有其为学之道。有人曾对北大和清华作过比较，认为水木清华，教学严谨，实
行标准化管理，平均水准较高。而北大提倡自主、自立，不拘一格，故能人才辈出。
54、风雨北大，水木清华
55、一百多年间，北大清华历经风雨，他们在国耻中诞生，在民族危亡的抗战中浴血成长，在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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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北大 水木清华》

的召唤中肩负起新中国事业的梦想。
56、阅读北大清华，重温百年中国；追忆过去的大学，缅怀逝去的大师！
57、最初的梦想
58、在中国提起北大、清华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见两所大学在国人心中是何等的位置，
之所以这么出名我想是因为他们为国家培养了各个领域的许多大师，如今大学是越来越多了，环境越
来越好了，但大师却越来越少了，难道只有糟糠才能养贤才？到北京去旅游的人，如果时间充裕大都
也都会选择到北大、清华一游，我也去过，游了一圈说实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因为当时既不了
解北大、清华的历史和文化，也没有机会旁听下两个学校大师的课程，所以感触不深，读完本书对北
大、清华就有了不同的认识，我想再游之时一定会有更深的感触。
59、看完了北大在燕园的部分，这学期期末考完后终于在图书馆后借到了，很开心。很多图片很珍贵
，阿忆老师很赞
60、让我了解清华北大的历史
好书！
61、图文并茂，了解中国最高的学府历史，北大清华，给你精神的鼓励
62、名校大师的简单杂糅。
63、这本书让我对北大清华有了更为透彻的认识
64、风雨北大，水木清华，很诗情画意的地方
65、当水木清华遇到未名湖畔的北大。。。
66、书中有300余张图片，视觉的北大与清华。
67、清华一百年与国运一直彼此交织，从一诞生，就与国耻紧密相连，其后的中国现代化历程，几乎
随处可见清华人的身影
68、令人神往的北大清华，读这本书了解了两所名校的历史故事，混合着近代史，收获很大。
69、北大清华的那些上个年代的人，娓娓道来。
2012年读
70、王国维、赵元任、梁启超、闻一多、鲁迅、胡适、蔡元培、邓稼先、季羡林⋯⋯半壁人才汇聚北
大清华。
71、的确，作为中国最有名的两大学府，北大和清华的历史悠久，辈出名人，传奇和故事都很多，许
多并不为人知，这本书就是深度发掘的结果，很不错。
72、著名媒体人阿忆策划、撰稿，凤凰卫视精心打造，独家追忆北大清华历史年轮。
73、1931年，梅贻琦走马上任，送给清华一句箴言：大学之所以为“大”，不在于有没有高楼大厦，
全在于有没有大师。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74、如果说清华北大与国运息息相关，恐怕没有人会反对。
75、按照光绪的意思，京师大学堂不仅是一所大学，而且是最高教育机关，它的方针是“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光绪还接受李鸿章和孙家鼐举荐，任命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博士做
西学总教习，让他做了二品官员。这个惊世骇俗之举，让北大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浓重的西学印记。
76、在新校图书馆读到的第一本书，详细记述名校的历史变迁，普及不少名人逸事，且句句恳切，深
受感动。
77、清华北大是多少学生的梦想？这两座高等学府真的很了不起。
78、风雨北大水木清华（著名媒体人阿忆倾情撰写！凤凰卫视深度采访，120余位历史亲历者独家追忆
北大清华历史年轮！） 好看。
79、过去一个月经常翻的书，剪裁材料的方式和笔调适合“轻阅读”的时代。一百来个字就要给人一
个强烈的时代冲击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80、很好一本书 值得一看，记录了北大清华的历史。
81、买来送朋友的孩子看的，了解下清华北大。
82、写的很真实，第一次看到这么详实的描写北大清华变迁及发展的书，推荐大家看看。
83、行文流畅，浅显易懂，引人入胜。北大清华，中国高等教育的摇篮，历史的必然选择。
84、中国不仅需要瓦良格，也需要北大清华——“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北大，“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的清华。上一个百年，她们和她们的大师们承载着这个国家，下一个百年愿她们延续辉煌。
85、出身清华后来又做了北大校长的胡适曾经说：“吾他日能望见中国有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的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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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英国的剑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
86、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87、挺有趣的。可以读着玩玩
88、作者阿忆，本名周忆军，曾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著名的电视节目策划人，在1997
年至2003年任职凤凰卫视期间，担任大型历史专题片总策划兼总撰稿，同时他还是电视学术节目《世
纪大讲堂》创始人、总策划、主持人。
89、北大清华真是所有中国人儿时的梦啊
90、被科谱了好多东西，比如说原来昆明的那个西南联合大曾经如此辉煌。
91、1911年，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带着民族屈辱的印记诞生在中华大地上，从建校伊始，清
华便始终同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92、读了这些历史才知道，北大和清华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名校而已，更在于它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自己那个时代的大师和先生。
93、清华北大的历史，中国的近代史。很有深度的一本书。
94、很喜欢作者的文风，看了之后对北大清华100多年来的历史有了第一次很深刻的了解。
95、中秋夜读~其实燕大才是T大的旧爱，后来P打跑过来不仅抢占了燕大在T大心目中的位置，而且还
拿走了燕大的一切，搁现在这叫小三的逆袭。两校的历史真是了解中国近代史很好的一个窗口。PS:P
大的作者写起我大清的黑历史果然不遗余力！
96、走进百年北大清华，感触颇深
97、感谢作者这本精彩的书，看了很震撼，虽然这辈子极可能上不了北大清华，但真的要去看看。
98、踏访档案，查证历史史料，详实记录清华北大鲜为人知的传奇往事.
99、对于文革时期的描写不含糊，看得人心淌血
100、这电视节目的文案写得也太差劲了
101、很不错的一本书，对我们了解北大和清华有很大的帮助。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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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北大清华正因为与国家的命运相连，从而缔造了一个世纪中国的标签。而今，这个标签日渐成为
过去。我们不仅仅在慨叹学界大师日渐远去，也在慨叹中国的大学日渐失去了世纪岁月中的家国情怀
。我们不禁感慨万分。感慨是因为失落，追忆是为了反思，或许只有读了阿忆这本《风雨北大水木清
华》才能体味到大学的主旨所在。
2、我这里的说的“破碎”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指北大与清华所经历的历史，清华与北大的历史与中
国近一百年来所经历的历史盘根错节，中国近一年百来的历史有多动荡，北大与清华的历史就会有多
破碎，这是没办法的事。另一个是指《风雨北大水木清华》“文本”的破碎，在《风雨北大水木清华
》所提到的人物中，几乎每一位都称得上大师，而所涉及的历史事件每一件也称得上重大的历史事件
，无论是人还是事件都值得大书特书，即使厚厚的专著都难免会有遗漏，所以想用区区20万字说清近
百年北大和清华的人和事，不可能不是蜻蜒点水、走马观花式的。19世纪后期，伴随着一系列的屈辱
，中国的国门渐开，无论是中国的上层统治者、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的民众都逐渐意识到，只有改变才
能救中国，而改变最彻底与全面的方式无疑是从教育入手，这大概就是北大与清华得以诞生的历史背
景吧，无论是主动为之（北大），还是被动为之（清华）。对北大与清华的历史稍有所耳闻与了解的
人都不免会感到惊讶，为什么北大与清华在诞生之初就大师云集，这自然得益于蔡元掊的“兼容并蓄
”，但无法解释那些大师产生的原因。其实细想一点也不奇怪，在“五四”之前，中国传统文化还未
受到激烈的冲击，那些最初的大师既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在睁开眼看之后，又吸足了西方文
明的精华，他们不成为大师才会奇怪。有这些最初的大师中，严复、辜鸿铭、梁启超、王国维等无疑
称得上大师中的大师，因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即使他们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影响，你依然
可以感觉到他们内心的冲突与困惑，所以我们能大概理解王国维在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
书之后自沉昆明湖而死，辜鸿铭即使获得了13个博士学位，能够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但依然不
肯剪去他的小辫。因为北大一开始就云集了各类立场与观点不同，甚至是针锋相对的大师，你大概都
可以想象到当“五四”来临时他们激烈的交锋，交锋过后他们又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而李大钊、陈独
秀、鲁迅、、周作人、胡适等的不同选择间接最终决定是几十年之后的中国政治版图，但无论他们做
出了怎样的绝然不同的选择，我们都看不到来自于官方的思想统一与改造，他们的交锋对他们个人命
运的影响自然不能与49年之后的“思想改造”同日而语。西南联大直接继承了北大与清华的衣钵，那
些毕业于北大与清华，海外学成归来的学子们如今也成为了大师级的人物，如果列个清单，那将是一
个很长的清单，据易社强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考证，在西南联大的179教授和副教授中，只
有23名未曾留洋。用一网打尽来形容当时西南联大中的中国知识精英的状况一点也不为过，即使我们
只从教科书里知道的那些名字，闻一多、朱自清、吴晗、沈从文、钱钟书等也赫然在列。在这样大师
扎堆而又很少受到来自官方干预、沐浴在自由的阳光之下的神圣之地，西南联大不成为世界一流的大
学，培养不出世界一流的人才才会奇怪。在西南联大的学生中，最为有名的自然是日后获得诺贝尔物
理学奖的杨振宁、李政道以及成为中国“两弹一星”元勋的邓稼先等。据杨振宁后来回忆说，他在西
南联大所受的教育与欧美那些名校相比毫不逊色，他当是在听他的导师的课时所作的笔记，至今还有
用。正如张弘在《西南联大是奇迹吗？》一文中所言：“其（指西南联大）贯彻始终，非功利性的通
才教育，以及个人主义的学府特色，自由宽容的学术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作风，无疑为其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让人心痛的是，那些挨过了艰苦的战争岁月的大师们，却躲不过1949年之后
等待他们的噩运，思想改造、反右、文化大革命，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那些曾经的大师，那些曾
经只为学术、并无鲜明的政治观点的学者被一网打尽，统统成为被改造、被批判的对象，成国历次政
治运动的牺牲品，如果在罗列一个在历次运动中死去的知识分子的名单，那也将是一个长长的名单，
在这里名单里就有吴晗、周作人等的名字。正如张弘所言：“在任何时候，一旦政治权利钳制和主宰
了大学教育，一旦大学失去了自主权和学术自由的氛围，它必将沦为国家机器的附属工具，在这样的
情况下，不可能产生最优秀的大学。”其实民国初的北大与清华、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1949年之后
的北大与清华已经间接地回答了“钱学森之问。”改革开放后，北大与清华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但
时至今日，大学的行政化依然，当我们的教授们都把大学作为一个名利场，一个官场，我们又怎么能
指望我们的大学会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又怎么能指望从大学校门里走出的学子那成为大师呢，难怪北
京大学钱理群教授近日语惊四座，说我们的大学只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此时此刻，读一读
《风雨北大水木清华》，回顾一下北大与清华曾经的历史、它们的辉煌与不幸，也许有其特别的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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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实意义吧。
3、书写的很一般 有些失望感觉就是把两大名校的历史描述了一下 然后就是把那些有关联的名人串起
来说了说写的有些杂乱感觉有很多BUG和重复 写的较繁琐还是值得一读 只是留下的可能不会太深刻
4、比如说 一开始带你走上某条路的东西 不论给你指引的方向是光明还是黑暗 不论你最后走向失败或
辉煌 所带给你的 是一生都不能磨灭的 但是某一时候开始 却开始在道路上背道而驰 越走越远。这些人
眼里都有一个旧时代 内个时代里有这个古老的国度应有的样子 谈而泪流 戚戚不止。
5、风雨北大 水木清华》这本书为我们展示两所名校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建国前的那些岁月，从书中
我们可以看到蔡元培的包容，无论政见如何，只要是某一领域的宗师就可走上北大的讲台；我们可以
看到熊庆来的慧眼识珠，敢于把只有小学文凭的华罗庚请到清华授课，这种开放、包容和不拘一格的
学术环境，促进各种学术思想的交流，也使众多学者可以保持独立思索的空间，这才造就众多大师的
诞生。
6、清华北大多少人梦中的理想学府，它离我们很近却仿佛又很远，那些远去的历史，那些尘封的回
忆，那些永远的大师们留给别人的是永远的财富吧。本书的作者花费了很多心思查阅史料，将那段历
史重新展现在大家面前，历久弥新，
7、估计大部分人看了题目以为是一个来叫骂书垃圾的读者，其实书是好书，可惜它的存在就是对现
在文化的一个侮辱，因为比起当年的北大清华乃至全国的学风来说，现在的文化就像大便一样臭不可
闻，我们不再有蔡元培，鲁迅和胡适，也没有了陈独秀，李大钊。看了这本书比起我看胡适鲁迅先生
的作品更让我觉得无地自容，以至于对于自己的大学生涯产生了强烈的痛恨，然后放眼全国来看，我
发现这种痛恨是多么无奈和无趣，也许在他人眼里不过是一个幼稚的人的幼稚表达。鲁迅常笑人说“
世风日下”，胡适也笑“主义”太多，可是如今的我们除了世风日下的悲鸣和XX主义的前进之外我们
还剩下什么？然而鲁迅先生总是那么的风趣，知道久而久之大家都阿Q了：“我再这骂什么？北大清
华还不是好好的？”是啊，总有人叹息如今的北大清华已经失去了灵魂，尤其是北大，早已没有当年
的风采。可如今当我们想起北大清华的时候我们能想起什么呢？哦，北大同方，清华紫光，原来都是
赚钱的玩意。北大再也没有胡适，而更多的人连胡适是谁都不知道了。而清华呢，我想大家恐怕连他
们出过什么名人都不记得了。不过我只看了前面，后面的悲剧历史，我已经不愿意再温习了。不过还
是要说一句，给这本书一个推荐的原因是这本书虽然写了历史，但是在关键的问题上仍然保有太多的
政治因素在其中，未能还原一个完全真实的北大清华。
8、“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前清华大学梅贻琦曾给大学下如此定义。
按照如此标准，恐怕当今能称得上真正为大学的寥寥无几。何谓“大师”？毫无疑问，大师首先要有
令人足以称道的高深学问。近代中国百年历史，北大清华风云际会，囊括了近代中国的半壁学界精英
。蔡元培、鲁迅、胡适、梁漱溟⋯⋯一位位大师的名字闻名遐、响彻耳边。这里不仅仅作为中国思想
的发源地，更一直承担着引领中国近代文化急先锋的角色。五四那一代人承续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
因子，他们更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旧的远未逝去，新的逐渐纳入。兼收并蓄、继往开来便成为当时
学人的鲜明特征。北大清华也因此明显烙上了时代的印记。北大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聘请名师，辜鸿铭
、黄侃、刘师培、陈独秀、胡适、梁漱溟⋯⋯清华则有吴宓、王国维、赵元任⋯⋯一时名家云集，如
此构成了20世纪初叶中国知识界的一大风景。一时间孕育的学术因子，也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
乃至后来的闻一多、朱自清、钱穆、陈寅恪等人，无一不对中国的后世学术界产生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一点上，恰恰就是得益于“大师”们学业的薪火相传。然而，仅仅将学术作为“北大清华”的表
征，未免小看了“北大清华”。自近代以来，北大清华的诞生、起步、发展一直伴随着国家时局的变
迁。因此，北大清华正是国家的一个缩影，正是一个民族奋斗不息的真实见证。北大清华处于国家的
权力中心，政局的变动，对北大清华产生着切肤影响。而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恰恰与中华民族
的时局密切相连。中国自近代以来就遭受西方列强欺凌，一战后在西方巴黎和会中遭受不公平的待遇
，因此北大学生毅然引领了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国难当头，北大清华学生走上街头，不畏强权
，奋勇抗争。艰难岁月，西南联大偏居一隅，不舍不弃，枯灯下书影依旧，炮声中孜孜以求。民族危
亡之际，师生们心忧国事，慷慨激昂，虽血光四溅，宁死不屈。风云岁月，为求真理，不屈不挠，尽
身心摧残，傲然屹立⋯⋯此种精神正是中国大学之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精神内在的卓然体现。诚如马
寅初在1927年讲演《北大之精神》中总结：“回忆母校自蔡先生执掌校务以来，力图改革，五四运动
，打倒国贼，做人民思想之先导。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
死。⋯⋯”北大清华正因为与国家的命运相连，从而缔造了一个世纪中国的标签。而今，这个标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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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成为过去式。我们不仅仅在慨叹学界大师日渐远去，也在慨叹中国的大学日渐失去了世纪岁月中的
家国情怀。我们不禁感慨万分。感慨是因为失落，追忆是为了反思，或许只有读了阿忆这本《风雨北
大  水木清华》才能体味到大学的主旨所在。
9、西南联大人才济济，文学、哲学、数学、物理大师云集，当年联大竟有834名学生，跟随校友孙立
人统领的中国远征军新38师开赴缅甸印度充当从军翻译，当中更有联大临时校长梅贻琦的儿子。 《风
雨北大 水木清华》带你走进那段渐渐远去却永远印刻在历史上的日子
10、一本书，厚重、悲伤、愉悦~笔者，对清华北大， 一向只知皮毛，只知是中国最高学府，只知是
“学术”的代名词~读了阿忆的这本，却读出了一种精神，中国大学的精神，亦或是说中国精神，—
—心忧国事，慷慨激昂，虽血光四溅，宁死不屈。风云岁月，为求真理，不屈不挠，尽身心摧残，傲
然屹立⋯⋯远去的大学，逝去的大师唯一不会远去，不会逝去的是精神，中国精神~
11、随手翻起同事桌上的一本书看看，一看就是一下午，就是阿忆的这本《风雨北大，水木清华》，
从大学到大师，从文到理，从文化到精神，从轶事到考究。。。我看到了更多对神圣学府所不知的一
面，突然觉得更走近了它们，也多了一分崇敬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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