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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斯文》

内容概要

《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系统、权威、完整地介绍了20世纪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清华大学
已故校长梅贻琦先生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和人格精神。梅先生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中国教育事业，尤
其是北京和新竹的两个清华大学。梅先生的“大师论”、“通才教育”、“学术自由”、“教授治校
”等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忠诚无私”、“寡言沉稳”、“刚毅仁爱”的人格精神，不正是照亮中
国教育走出迷途的时代灯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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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斯文》

作者简介

黄延复，清华大学著名校史研究学者，教授，籍贯山东黄县(今龙口市)，1928年生，1952年毕业于清
华大学并留校工作。主要著作《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梅贻琦与清华大学》、《梅贻琦先生纪念
文集》、《梅贻琦教育论著选》、《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图说老清华》、《清华传统精神
》、《清华的大师们》《清华园风物志》《马约翰体育言论集》、《清华大学史料选编(西南联大部
分)》等；就教育理论、教育思想、高等教育史、人物传记领域发表200多篇文章。
钟秀斌，资深媒体出版人，籍贯江西玉山，1969年生，199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化学系，理学硕士。曾
任中国企业家杂志社发行总监、《中国企业家》丛书编委,IT经理世界杂志社编辑、社长助理,计算机世
界报华南市场版主编,互联网周刊应用刊主编,中国化工报社记者、编辑、经济科技部副主任。在人民
日报等媒体发表500多篇，编辑出版《未来30年中国改革大势》(科学出版社，2010年3月)，合译出版《
管理百年》(海南出版社，200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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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斯文》

书籍目录

004 序一 没有死亡／顾毓锈
005 序二 纪念梅贻琦校长／何兆武
011 序三 我所知道的梅贻琦校长／许渊冲
017 序四 ”自愿者”／黄延复
021 第一章 格物致知
022 第一节 出身
023 第二节 求学
029 第三节 家事
039 第二章 初登教坛
040 第一节 ”吾爱吾庐”
042 第二节 良师益友
045 第三节 广泛参与
047 第三章 崭露头角
048 第一节 民国早期的教育
055 第二节 20年代中的清华
060 第三节 教务长
075 第四节 代理校务
081 第四章 清华盛世
082 第一节 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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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斯文》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学生成绩方法均有详细规定，其各课程亦须呈部核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
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直等于高等教育司中二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
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以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
有千篇二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
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如牛津、剑桥大学，在同一大学之中，其各学院之内容亦大不相同，彼岂不能
令其整齐划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而不见于畸，此同人所
未喻者一也。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
，以为赏罚殷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
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今教部之设施，将使权能不分，责任不明，
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
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襄研
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意？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师严然后道尊，这也谓道尊而后师严
，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
为教育部一科员，不若在教授自己不能自展其才，在学生尤属轻视教授之念，与部中提倡导师制之意
适为相反，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3.学术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梅贻琦显然有两种选择：一是站在政
府当局的一边，对广大师生进行思想和行动上的压制；一是站在师生一边，对不利于教育和学术的事
情进行或巧妙或坚决的抵制斗争。毫无疑问，一生坚持学术自由之教育使命的梅贻琦，坚定地选择了
后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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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斯文》

媒体关注与评论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渭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
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陈寅恪教臻三善，化洽四裔，惠泽滂流
，高风遐被，朝野钦其文采，中外仰其声施，诚一代之典型，邦家之宗匠者矣。　　——刘文典一般
从事于高等教育的人中间，不因时势的迁移，不受名利的诱引，而能雍蓉揖让于大学环境之中，数十
年如一日的，中国之大，又有几人？　　——潘光旦到了抗战军兴之际，清华大学，在梅校长领导之
下，毫无问题的，足够大学界的国际水准。　　——蒋廷黻我尝独居深念，觉得要使我们在文化上能
够和世界文明的民族并驾齐驱，唯一的方法只有努力于教育。所谓“努力”，并不是虚张声势的宣传
，亦不是自欺欺人的表面工作，乃是遵循正直的大道切切实实，一丝不苟地做去。能够这样做的教育
家，半世纪来，我们国家里为数极少；而月涵先生则是这个极少数人中的一个。　　——毛子水只要
同仁都能像梅先生一样地爱护清华，并且知道怎样去爱护，一切顺其自然，不去揠苗助长，清华的民
主制度，前途一定是光明灿烂的。　　——朱自清梅月涵先生平素虽然沉默寡言，甚至给人以孤独自
恃之感，但实际上他置身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充满活力、希望和信念。　　——吴泽霖清华起初不是
大学，原是留美预备班，成立时间晚，但在短短的几十年能够做出这么多成绩，能够赶上世界水平是
很不容易的。应该说，梅贻琦先生是最大的功臣，他做校长的时间最久，而最大的成绩也是在他做校
长的时候做出来的。　　——何兆武我认为梅校长的教育思想在当时是起了好作用，但他主张的和现
在的路线并不相同。我们这代人受梅校长的影响比较大。若不是采取他的教育思想，这么多人才就不
一定出得来了。　　——许渊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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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斯文》

编辑推荐

《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他开创了清华黄金时代，主导了西南联大奇迹。他领导的清华
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23位“两弹一星”功勋
科学家中的14位，涌现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有训、叶企孙、颐毓绣、陈岱孙、陈省身、钱
锺书、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一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术大师。他推行教授治校方
略，使校政井然有序，无为而治。他倡导学术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身居高位，却清贫如洗
，太太摆过地摊，打过短工，以维家用。一个时代的斯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
之谓也。清华校长梅贻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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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斯文》

精彩短评

1、无聊的书'成熟或者说我不适合
2、这本书里讲的是梅先生的一生，其中以清华校史和梅先生的教育观点为主，比较枯燥。若想了解
梅先生的生活闲事，建议作罢。
3、跳读一遍，重点看了一下作者所引用的梅校长的原文。惊叹之余（梅贻琦的本行竟然是电机工程
），共鸣也不少（尤其他谈到“今日”大学生生活最缺乏的是人生修养，其原因之二是“空间不足”
——这不正是我前段时间在日记里苦苦诉求过的吗？）。
4、真的有点流水账的感觉，一些史料也不够详细⋯⋯三星全因为是月涵先生的脑残粉嗯
5、读了一页落泪两次，您是那个时代的斯文，更是现代的斯文。
6、from 8min。民国时教育比之现在还要更进步些。梅之大师论流传甚广。
7、关键的地方基本没写，省略太多，不知道此书可有繁体版的？
8、更多的讲述了清华的教育体系和梅贻琦的一生。
9、清华永远的校长，每个清华人都应该好好看看这本书。
10、好帅啊
11、因为他的大师论，想了解他。
12、低估是错，忽略也是错，重新发现民国、重新发现民国大家才是正确人事历史的方法和唯一选择
。
13、2012年5月26日借于天津图书馆文化中心馆，条码号：TJL010002038261
14、虽说里头对梅先生的细节描述没有我期待的多，但确实了解了这个人和那个时代。当时的教育家
的确是令人敬佩的！
15、作为一本学术论文或参考书是很不错的，不过作为人物传记就实在太dry了。所谓的梅先生的“大
师论”、“通才教育”、“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忠诚无私”、“寡
言沉稳”、“刚毅仁爱”的人格精神，固然实为人敬佩，但我不知除了这些大字标题，普通的读者是
否能从文本的字里行间里真正体会出贤者的精神来。
16、发货很快，质量很好，很满意，梅贻琦中国人的楷模，很有收获
17、听过很多梅贻琦先生对于教育的言论，怀着崇敬读先生的传记，感动于20世纪初期如先生这般淡
泊名利、学富五车的最后的儒生！
18、选读的 感觉不错！
19、讲了很多梅的教育思想，最重要的当属大师论
20、花了一整天读完，感触良多，之前对西南联大的了解基本源于《巨流河》和《上学记》，三位校
长中对北大的蒋梦麟了解稍多些，这位清华校长除了名字混个眼熟外一概不知。从传记本身的文学性
上来说本书较弱，但出于对一个时代和一个圣贤的感动，加上一星感情分。梅贻琦校长"gentleman of
few words"的寡言君子印象通过事例故事跃然纸上，书中更多的是对其治大学之理念和实践的记录，也
是，梅贻琦一生清华，一生教育，这些理念和实践，也成了他的一生。他的治学观念源于英美，倡导
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后来我党批评他所谓“白专道路”，即读书第一位，若参与政治也
必以学术为基，还好，至少他当时没naive地留在大陆。梅校长一如当年的校长典范，在对待学运上，
不支持不反对，事前规劝，出事力保，试问今日校长，谁能？
21、此书重点有二，一是梅贻琦先生无私献身教育的人生经历，二是他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其一
可借引中一句“联大之大，八方诸侯都是英雄，梅校长能把这些大学问家邀集在一起，共度时艰，办
出世界一流大学，真不容易”略以表达，彼一生如一令人慨叹；后者“大师论”、“通才教育”、“
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等，尤其通才之说，比之今日现状竟颇感优越，不知专家时贤作何高论
；此书引据丰富，议论较少，亦如先生为人，49年后虽略，尚能客观
22、一个时代的斯文，一生为了学校为了学生，敬佩
23、一个时代的斯文
24、最近清华总出雷人教授，再看一下这本书，一声叹息
25、呜呼——天之将丧斯文欤？胡夺我先生之速！——蒋梦麟
先生波澜壮阔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清华大学。清华百年，却不见缅怀先生。梅先生至死都心念清华，
从不肯将新竹的清华称为大学，只肯称为清华原子研究院。可是。。。真的是斯文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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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斯文》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向真正的大师，以及那个真正出大师的年代致敬。
26、如果要看到中国教育的希望，梅贻琦是希望的灯塔。百年清华的所有荣光，如果不是这位寡言君
子校长，那么不知要暗淡成什么样子。
27、若不细细读书中那些繁琐的课程设置和连篇累牍的规章制度，就难摸透这位被学生做打油诗调侃
“大概也许可能是，不过仿佛不见得；可是学校总以为，但是我们不敢说”的教育人，是怎么在短短
十数年间把清华建设成国内顶尖学府的。同样，这也是这本洋洋洒洒的梅贻琦教育百科全书，在文字
和情感上欠那么一丝”斯文“的遗憾之处。
28、从内容来说，那个时代有许多好的传统现在被丢弃了，梅确实令人佩服。从写作来说，史料堆积
较多，缺乏总结。虽说梅的一生与清华分不开，但写得像是清华的校史就不太好了。最后他为什么离
开北平交代不清，太突兀，直接就说他要飞走了。
29、向梅贻奇先生致敬!向黄延复,钟秀斌两位先生致敬!
30、梅老师一生正气，令人敬佩，不过传记类的书不是很吸引人啊
31、推荐每个对教育感兴趣的人都读一读~
32、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33、名字极好。
34、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35、呜呼——天之将丧斯文欤？胡夺我先生之速！人亦有言：死为无物，惟圣与贤，虽埋不没，如先
生者，其庶几呼。
36、知道西南联大培养出了很多杰出人才，更应知道是谁真正推动这一切成为事实。“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
37、“要有勇气做一个平凡的人。”
38、此书最后关于台湾教育改革演变的内容很有兴趣，拟再找其他相关书籍学习一下
39、内容编排还可以，全面清晰。但是，作为传记，感觉故事性不够强，人物挖掘不够，形象刻画不
够鲜明生动，教育思想分析性质更浓郁一些。总体来说，梅作为中国早期教育家，将清华真正意义上
推向全国名校的校长，无为而治却能沟通好教授学生和政府，延请名师，教授治校，关爱学生，勤俭
公正，是清华历史上光辉璀璨的奠基人。
40、这才是人们怀念的大学校长
41、后序中那段刘文典的骈文真心写得好。
42、太多数字罗列，更像一部学术研究作品。
43、比较客观，比较有历史感
44、传说这是作者自己出钱出的~我就买本吧
前半部写的挺好的，有些梅贻琦的学生回忆他~
后半部就跟清华的流水账一样~哇塞~还真不是两个人写的呀~
45、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46、回首故园清绝处，堂前古月伴孤松
47、与杜月笙传一样动人，传奇人物的精神令人为之一振！但现时下说自由和独立，似乎太空泛了
48、一个研究校史的人写的个人传记， 简直变味了都。读起来 就好像读清华校史录一样。    对个人的
一些人情味的东西，都是略略带过。

书的内容 一般，  但还是很崇拜梅贻琦先生。
49、清华校长梅贻琦
50、能了解这样温文尔雅的人物的一生，即使没找到于我有用的资料，又有什么遗憾的呢？
51、清華百年不講梅校長真是%$#@*&￥。知識份子的最高級。世間已無梅貽琦。
52、梅公高风，已臻圣人之境，令后学景仰。
梅公是一个做事的人，乱世中掌舵清华，英才辈出；梅公是清醒的寡言君子，旅美返台，种种抉择，
避灾躲难，实属幸运，倘历文革，叶企孙之遭遇，冯友兰之变通，殊为苦痛。
大道无言，怀念前贤。
书中多拼凑重复章节，与系统权威完整差之万里，深以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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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斯文》

53、还没看完，不错的思维，值得一读
54、一个时代的斯文，一个时代的大学教育。真正的知识分子，真正自律的代表。
55、浪费生命
56、本书内容朴实无华，一如主人公梅贻琦一样，很好的书，另外，亚马逊也很好！！！
57、详略不分 什么都讲等于什么都没讲 时间概念不分 看不出内在逻辑 全文几乎都在复制黏贴梅贻琦
先生自己的文章 不置任何评语 排版极不负责 标点符号乱点 字体不统一 实在太差 一塌糊涂 
58、很喜欢梅贻琦，书也很棒
59、一个弱控制力的政府恰恰造就了文化的繁荣，甚至一个国家的进步。而一个强控制力的政府往往
对一个国家会造成致命的打击。
60、梅贻琦先生之于清华，犹如蔡元培先生之于北大，大学精神与治校者的气度格局息息相关，没有
恢弘开放之气度，就不会有未来正大光明之格局，就如梅先生自己所说:“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
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
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本书第一作者的清华著名校史研究学者黄延复教授只是挂名而已，内容
多为断烂朝报东拼西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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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十年砍柴他真正把维护“斯文”——尊重文化和学术放在第一位，而自己的名利和政治、人际上
的恩怨则在其次。清华百年校庆举办了一个超级隆重豪华的典礼，这所名校什么时候建成“世界一流
”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话题。在我看来，上世纪30年代的清华，或许就可以称得上“世界一流”，至
少是离“世界一流”很近。在历数清华灿若群星的人物时，有一个人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去的。他就是
服务清华近四十年、执掌清华和西南联大十七年、又在海峡彼岸创办了新竹清华的梅贻琦先生。梅贻
琦被称为“清华永远的校长”，但在大陆他的一生行为并不被更多人的了解，这或许是和他晚年的选
择有关，而不像蔡元培这位资深的同盟会员，抗战时在香港辞世，国共两党领袖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近日，我阅读了黄延复和钟秀斌合著的《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才对梅贻琦的生平
和思想有所了解，知道梅先生除了那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还
给中国教育留下了太多的遗产，也能解开我曾有过的一点疑问。以前我看钱钟书、曹禺、吴晗、韦君
宜、赵俪生、何炳棣、何兆武等人的传记和自传时，很好奇为什么这些大家都出自上世纪30年代的清
华。要知道，1925年清华才从预备留美学堂改成大学。清华大学短时间内能跻身全国一流乃至接近世
界一流水平，和梅贻琦先生的贡献是分不开的。梅贻琦在清华学堂改大学的第二年即1926年任教务长
，在1931年至1937年清华的黄金时期任校长，抗战八年他作为西南联大事实上的校长（另，北大校长
蒋梦麟、南开张伯苓均在重庆任职），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坚持弦歌不辍、斯文不断。梅贻琦是一个
职业教育家，他是一个最没有“大师范儿”的大师，寡言少语而内心坚毅，初与人相交并无多少人格
感染力，看上去没有什么鲜明的领导才能，连他常说的“大概、或许、也许是”也被师生善意地调笑
。但正是他办事公道、生活俭朴清廉、尊重人才和教学规律、刻意和政治保持距离的品德和办事风格
，能使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师生敬服，从而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梅贻琦比蔡元培小21岁，
比梁启超小16岁，和胡适、蒋梦麟是同龄人。与蔡、梁、胡等人相比，他少了些传奇色彩。和他们相
比，他是一个纯粹的教育家，一个纯粹的大学校长。他不去追求自己的学术地位——现在某些大学的
校长在科研项目上“有权者通吃”的状况在当时恐怕是丑闻，他也很少就政治、经济等公共事务发言
，几乎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办好清华这件事情上，心无旁骛，直到生命最后一息。这才是他的最伟大
之处，这也是清华的最大幸运。我以为，之所以说梅贻琦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斯文”，是他真正把维
护“斯文”——尊重文化和学术放在第一位，而自己的名利和政治、人际上的恩怨则在其次。梅氏的
办学理念概言之为三句话：通才教育，学术自由，教授治校。这三句话，可与至今尚立在清华园内一
块石碑上镌刻的陈寅恪悼王国维的一段话参看。陈氏在悼文中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若无梅贻琦维护“斯文”的努力，靠庚款乃至更多的钱
，是办不好一所大学的。1962年梅贻琦在台湾病逝，葬在新竹清华的校园内，他的同道蒋梦麟先生为
之撰写的碑文称其“一生尽瘁学术，垂五十年，对于国家服务之久，贡献之多，于此可见。其学养毅
力，尤足为后生学子楷模”，不为过誉。而今，其墓地所在的“梅园”花木成林，成为校园一景，正
合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之说。在百年盛典的清华校园里，冠盖如云，繁花似锦，不知道会有几
个人想起梅贻琦。能否问一句：斯人已去斯文尚在否？
2、读“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一、斯文世家比毛泽东大4岁的梅贻琦先生出生诗书人家，比他的老师代表南开大学同为西南
联大三常委的张伯苓小13岁。梅先生有着十分深厚的国学根基。梅先生曾经说过“假如有谁背诵任何
中国古典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五兄妹4个考入清华，其中一个小妹妹考入南开大学
，其中五弟梅贻宝后来还出任燕京大学校长。要是他的爸爸在，自然可以写出一本新书“我的事业是
父亲”了。或许是大清帝国的内乱，或许是列强的不断入侵。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涌现了一大批
杰出的知识分子，心怀苍生，前赴后继，最终寻找到了现代社会的文明之光——也就是后来陈独秀说
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相比当年很多人选择到日本留学，梅先生选择耻辱的利用美国庚子赔款到美国留
学，并且选择到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伍斯特理工学院）攻读电机工程专业，同时选择皈依基
督。读书期间，对中国国内尤其关注，要求其弟弟订阅报纸，看后分批次寄送给他。归纳起来，对祖
国有着殷殷之情的梅先生，在有坚厚国学功底的前提下，不光是首先选择全面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同时还躬身全面体悟西方的文化， 可以说，这样的学习选择，才是奠定梅先生一生斯文，且始终坚持
做谦谦君子的基础。尤其是皈依基督，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西方人评价我们的话“中国人离上帝有多
远，就离民主有多远。”二、教育理念通才教育，强调大家对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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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融汇贯通。目的不是培养匠人，而是培养“士”。提倡教授治校。在学校的管理过程中，不轻
易发表意见，坚持无为而治，最经典的莫过于“大概或者也许是，然而我想不见得。不过学校总以为
，但是我们不敢说。”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能够在短短的10年左右时间，让清华大学从草创跻身
为国内一流大学，光靠充足的经费保障，没有梅先生的胸怀和气度肯定是不够的。尊重学术自由，这
里面还包括了他对自己并不一定认同的过于左倾的闻一多先生的包容和保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梅
先生对于建设好大学有自己读到的见解。强调师资第一，设备第二，交流第三，对我们现在不管是学
校还是科研机构，都是直接可以奉为圭臬的。对于出去留学的这些人，他专门向大家灌输了自己的留
学观：在外国的时候，不要忘记祖国；在新奇的社会里面，不要忘掉自己；在求学遇到疑问的时候，
务必保持科学的态度，追求真理。这，或许是每年50万人（当年只有47个）外出留学的学生首先应该
掌握的，因为这或许是留学生确保自己不成为“用人民币换美元花光光后回到祖国来做海待”的金科
玉律。三、疑问1、为什么西南联大选择在昆明而不是重庆？2、我们后来的大学教育，虽然更多的学
习了苏联，但是俄国也是给法德这些国家先学习而已。我们强调“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的教育，为
何偏偏就不提当年完整的“德智体美劳群”六个方面呢？3、解放北平的时候，梅先生为何毫不犹豫
选择到台湾？我想不仅仅因为他是国民党的党员。其实，第三个问题，也是这本书的一个缺陷，后面
的交待过于粗浅。或许，这也是因为作者作为资深出版人的一种无奈吧？
3、袁帆隆重非凡的清华百年校庆，随着盛典的结束，渐行渐远在消失在人们的心海中。热闹平静之
后，人们开始反思了。百年清华给清华，给教育，给社会，给民族留下什么？清华的精神是什么？清
华的未来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人们不能不追忆一个在校庆期间被淡忘的人物。因为他与百年清
华所有的荣光都有直接或者间接关系，他虽然沉默寡言，但却刚毅坚卓，以强大的人格力量带领清华
度过惊涛骇浪的岁月，创下中华民族高等教育奇迹。虽然他在62年前离开了“生斯长斯”的北平清华
园，却在台湾新竹再建一所仍然享誉海内外的清华。他就是被人们誉为永远的清华校长——梅贻琦。
在热闹的校庆期间，清华资深校史学者黄延复教授和图书出版人钟秀斌先生合著的《一个时代的斯文
：清华校长梅贻琦》一如梅贻琦先生静默的品性，平静地走进读者。这本书通过大量文献史实，旁征
博引，由《格物致知》、《初登教坛》、《崭露头角》、《清华盛世》、《中流砥柱》、《乱世磨难
》、《台湾功业》、《修己安人》等章节，精确解析，清晰地勾勒出梅贻琦先生主要的人生轨迹，公
允地阐述了梅先生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和人格精神，向读者全面再现了一位可信、可亲、可敬、可
畏的梅校长——一生专注做了一件事：教育，领导清华大学；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
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生只爱一个地方：清华园。解读梅先生，人们不能脱离时代背景。
他出生于1889年，73年的人生是在皇权专制、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民族危亡、两岸分离的剧烈动荡
中度过，而能在这样宕荡起伏的大变局中成功地将一所“留美预备学堂”建成极具影响的中国近现代
历史上的一流大学，这是一件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的大功绩！做成这件事的为什么是梅贻琦先生
，著名教育家傅任敢先生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因为梅先生的“专、大、公、爱”，而这些恰恰是构成
一个大师“斯文”的核心所在。梅先生的“专”是真“专”，一生只做教育，一生只为清华，一生只
想干好校长。梅先生的“专”即是他成功的坚实基础，也是他道德境界和人生能力的集中体现。因为
他的真“专”，他的大理想、大公心、大仁爱才得以发挥与实现！梅校长于清华的最显赫功绩，莫过
于在清华1911年建校的20年后，临危受命，在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前短短五年半的时间，开创了清
华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将清华一举从一个“校长频繁更迭、师生人心不稳”的“乱摊子”，治理
成了一个当时国内甚至是世界一流大学！他的“六年胜治”，主要做了八件实事：1．力行“大师论
”，为清华建立了一支具有当时世界一流大学水准的强大师资力量；2．增扩校园、新建6座专业教学
馆、增添大量教学科研设备；3．大力发展研究事业，特别是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学和国情普
查等特种研究事业，为全民族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4．合理使用经费，特别是“庚款”基金的管理
；5．创建清华工学院，为现代中国工程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积累了办学经验；6．发展农业科学教
育，最终使清华成为包括文、法、理、工、农五学院26系的综合性大学；7．注重国际学术交流，与国
外名校交流师资、互派留学生，提高清华的国际化水平；8．以学生为本，发展校友联络及学生职业
发展指导。1937年抗战开始后的12年间，梅贻琦先生在带领清华师生经历南撤、主办西南联大、复员
清华园等一系列动荡，备受局势煎熬，但他竭尽心力，矢志不渝，传承清华优秀的人文和科学“薪火
”，做出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不可磨灭的功绩。在面临政权更迭的重大变故面前，梅先生在“走与不
走”的纠结中，最终做出“离开大陆”的明智选择，在寓外六年后，回到台湾再次创业，创办新竹清
华，直到燃尽生命。尽管梅先生自出走清华园后再也未回到他魂牵梦萦的清华，但这从未改变他对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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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吾爱吾庐”的深厚感情和人生信念。这本书第一次以独立章节详细记述了梅先生在台湾创立新竹
“清华”的艰难经历以及逝世后享尽哀荣，使读者有机会走近那段被人为割裂的历史，有利于读者全
面了解梅先生在台湾十几年的工作和生活状况，有助深入了解他的人品和道德风范。当年，梅校长仿
照孟子所说的“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说出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
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旷古名言。梅校长以自己的一生奋斗成为清华历史上第一个“沉稳校长
、敬业校长、纯粹校长”，造就了一个品德高尚、能力卓著的“大师”典范！清华百年诞辰收到了许
多祝福。其中最令人心动的，无疑是人们寄望于清华在新的百年里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寄望于清
华能够像梅贻琦时代那样培养出一批学贯中西，对民族、对世界卓有建树的学术大师。如今，清华处
在百年来最好的发展阶段，不缺大楼和设备、不缺资源和品牌，唯独缺乏具有梅校长那样斯文水准的
大师，缺乏培养大师的体制和综合氛围，缺乏斯文修养的自我意识。人们深知，有了斯文未必一定成
为大师，但是成为大师一定不能没有梅校长式的斯文！这正是：百年沧桑筑名校、硕果累累誉天下；
大师斯文传世代、道德精神照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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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一个时代的斯文》的笔记-第172页

        孟子有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
，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2、《一个时代的斯文》的笔记-大学一解

        
     这篇文章是自己擅自摘自梅贻琦先生的《大学一解》一文，这篇文章发表于1941年的清华大学学报
上，近七十年前的文章今天读来仍如黄钟大吕，颇具现实意义，并且七十年后仍会具有广泛生命力。
在校内上能读下来一篇文言颇为不易，但只要潜心读下来，定会获益匪浅。愿与有志者共享之。

     学子自身之修养为中国教育思想中最基本之部分，亦即儒家哲学之重心所寄。《大学》八目，涉此
者五，《论语》、《中庸》、《孟子》所反复申论者，亦以此为最大题目。宋元以后之理学，举要言
之，一自身修善之哲学耳；其派别之分化虽多，门户之纷呶虽甚，所争者要为修养之方法，而于修养
之必要，则靡不同也。我侪以今日之眼光相绳，颇病理学教育之过于重视个人之修养，而于社会国家
之需要，反不能多所措意；末流之弊，修身养性几不复为入德育才之门，而成遁世避实之路。然理学
教育之所过即为今日学校教育之所不及，今日大学生之生活中最感缺乏之一事即为个人之修养，此又
可就下列三方面分别言之：

　　一曰时间不足。今日大学教育之学程太多，上课太忙，为众所公认之一事，学生于不上课之时间
，又例须有多量之“预备”功夫，而所预备者又不出所习学程之范围，于一般之修养邈不相涉。习文
史哲学者，与修养功夫尚有几分关系，其习它种理实科目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犹木工
水作之习一艺耳。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何以故？曰，无闲暇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
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纵探历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积，横索人我关系之复杂
，社会问题之繁变，而思对此悠久与累积者宜如何承袭节取而有所发明，对复杂繁变者宜如何应付而
知所排解，非有闲暇不为也；人生莫非学问也，能自作观察、欣赏、沉思、体会者，斯得之。今学程
之所能加惠者，充其量，不过此种种自修功夫之资料之补助而已，门径之指点而已，至若资料之咀嚼
融化，门径之实践以致于升堂人室，博者约之，万殊者一之，则非有充分之自修时间不为功。就今日
之情形而言，则咀嚼之时间，且犹不足，无论融化，粗识门径之机会犹或失之，姑无论升堂人室矣。

　　二曰空间不足。人生不能离群，而自修不能无独，此又近顷大学教育最所忽略之一端。《大学》
一书尝极论毋自欺，必慎独之理。不欺人易，不自欺难，与人相处而慎易，独居而慎难。近代之教育
，一则曰社会化，再则曰集体化，卒裹Z舍悉成营房，学养无非操演，而慎独与不自欺之教亡矣。夫
独学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乃仅就智识之切磋而为言者也；至情绪之制裁，意志之磨励，则固为我一
身一心之事，他人之于我，至多亦只所以相督励，示鉴戒而已。自“慎独”之教亡，而学子乃无发有
“独”之机会，亦无复作“独”之企求；无复知人我之间精神上与实际上应有之充分之距离，适当之
分寸，浸假而无复和情绪制裁与意志磨练之为何物，即无复和《大学》所称诚意之为何物，充其极，
乃至于学问见识一端，亦但知从众而不知从己，但知附和而不敢自作主张，力排众议。晚近学术界中
，每多随波逐浪（时人美其名曰“适应潮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由来有渐，实无足怪。大
学一书，于开章时阐明大学之目的后，即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
虑，虑而后能得”。今日之青年，一则因时间之不足，再则因空间之缺乏，乃至数年之间，竟不能如
怕黄鸟之得一丘隅以为休止。休止之时地既不可得，又遑论定、静、安、虑、得之五步功夫耶？此深
可虑而当亟为之计者也。

　　三曰师友古人之联系之阙失。关于师之一端，上文已具论之，今日之大学青年，在社会化与集体
生活化一类口号之空气之中，所与往还者，有成群之大众，有合夥之伙伴，而无友。曰集体生活，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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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苦不能有一和同之集体，或若干不同而和之集体，于是人我相与之际，即一言一动之间，亦不能不
多所讳饰顾忌，驯至舍寒喧笑谑与茶果征逐而外，根本不相往来。此目前有志之大学青年所最感苦闷
之一端也。夫友所以祛孤陋，增闻见，而辅仁进德者也，个人修养之功，有恃于一己之努力者固半，
有赖于友朋之督励者亦半；今则一己之努力既因时空两间之不足而不能有所施展，有如上文所论，而
求友之难又如此，以何怪乎成德达材者之不多见也。古人亦友也，孟子有尚友之论，后人有尚友之录
，其对象皆古人也。今人与年龄相若之同学中既无可相友者，有志者自犹可于古人中求之。然求之又
苦不易。史学之必修课程太少，普通之大学生往往仅修习通史一两门而止，此不易一也。时人对于史
学与一般过去之经验每不重视，甚者且以为革故鼎新之精神，即在完全抹杀已往，而创造未来，前人
之言行，时移世迁，即不复有分毫参考之价值，此之易二也。即在专考史学之人，又往往用纯粹物观
之态度以事研究，驯至古人之言行举措，其所累积之典章制度，成为一堆毫无生气之古物，与古物物
学家所研究之化石骨殖无殊，此种研究之态度，非无其甚大之价值，然设过于偏注，则史学者与人生
将不复有所联系，此不易三也。

（文本来源：http://blog.renren.com/share/234634603/752077807）

3、《一个时代的斯文》的笔记-第163页

        普通大学教育所真能造就者，不过一出身而已，一资格而已。。。大学八目，明德之一部分至身
修而止，学府之机构，自身亦正复有其新民之功用。。。教化云者，教在学校环境以内，而化则达于
学校环境以外。

4、《一个时代的斯文》的笔记-第157页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总之，儒家思想之包罗虽广，其于人生哲学
与教育理想之重视明明德与新民二大步骤，则始终如一也。

5、《一个时代的斯文》的笔记-第162页

        士的教育。
可惜现今多为低等匠人，浪费人才。

6、《一个时代的斯文》的笔记-第1页

        1

7、《一个时代的斯文》的笔记-第222页

        读“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

一、斯文世家
    比毛泽东大4岁的梅贻琦先生出生诗书人家，比他的老师代表南开大学同为西南联大三常委的张伯苓
小13岁。梅先生有着十分深厚的国学根基。梅先生曾经说过“假如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典经传有错漏
，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五兄妹4个考入清华，其中一个小妹妹考入南开大学，其中五弟梅贻宝后
来还出任燕京大学校长。要是他的爸爸在，自然可以写出一本新书“我的事业是父亲”了。

    或许是大清帝国的内乱，或许是列强的不断入侵。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知
识分子，心怀苍生，前赴后继，最终寻找到了现代社会的文明之光——也就是后来陈独秀说的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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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赛先生。相比当年很多人选择到日本留学，梅先生选择耻辱的利用美国庚子赔款到美国留学，并且
选择到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伍斯特理工学院）攻读电机工程专业，同时选择皈依基督。读书
期间，对中国国内尤其关注，要求其弟弟订阅报纸，看后分批次寄送给他。

    归纳起来，对祖国有着殷殷之情的梅先生，在有坚厚国学功底的前提下，不光是首先选择全面学习
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还躬身全面体悟西方的文化， 可以说，这样的学习选择，才是奠定梅先生一生
斯文，且始终坚持做谦谦君子的基础。尤其是皈依基督，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西方人评价我们的话“
中国人离上帝有多远，就离民主有多远。”

二、教育理念
通才教育，强调大家对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学习，需要融汇贯通。目的不是培养匠人，
而是培养“士”。
提倡教授治校。在学校的管理过程中，不轻易发表意见，坚持无为而治，最经典的莫过于“大概或者
也许是，然而我想不见得。不过学校总以为，但是我们不敢说。”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能够在短
短的10年左右时间，让清华大学从草创跻身为国内一流大学，光靠充足的经费保障，没有梅先生的胸
怀和气度肯定是不够的。
尊重学术自由，这里面还包括了他对自己并不一定认同的过于左倾的闻一多先生的包容和保护。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梅先生对于建设好大学有自己读到的见解。强调师资第一，设备第二，交流第三
，对我们现在不管是学校还是科研机构，都是直接可以奉为圭臬的。
对于出去留学的这些人，他专门向大家灌输了自己的留学观：在外国的时候，不要忘记祖国；在新奇
的社会里面，不要忘掉自己；在求学遇到疑问的时候，务必保持科学的态度，追求真理。这，或许是
每年50万人（当年只有47个）外出留学的学生首先应该掌握的，因为这或许是留学生确保自己不成为
“用人民币换美元花光光后回到祖国来做海待”的金科玉律。

三、疑问
1、为什么西南联大选择在昆明而不是重庆？
2、我们后来的大学教育，虽然更多的学习了苏联，但是俄国也是给法德这些国家先学习而已。我们
强调“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的教育，为何偏偏就不提当年完整的“德智体美劳群”六个方面呢？
3、解放北平的时候，梅先生为何毫不犹豫选择到台湾？我想不仅仅因为他是国民党的党员。

其实，第三个问题，也是这本书的一个缺陷，后面的交待过于粗浅。或许，这也是因为作者作为资深
出版人的一种无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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