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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史话

张 奚 若（1889 ～

1973），字熙若，自号耘，

陕西大荔县朝邑镇人。我

国著名的无党派爱国人

士、社会活动家、政治学

家。他早年参加过辛亥革

命，后赴美留学获得政

治 学 硕 士 学 位。1929 ～

1952 年，张奚若在清华

任教 24 年。他以精湛的学识、方正的品德和崇高的

人格，深为清华师生敬仰和爱戴。 

张奚若是学者，但著述并不多。金岳霖在回忆

录中不无感慨地说：“他的文章确实太少了。”陈

岱孙也指出，张奚若“不喜欢写文章”。虽然文字不多，

但他有限的著作却被认为“段段扼要，句句中肯”。 

并且，他的西洋政治思想史研究，不是从理论到理

论进行抽象逻辑演绎，而十分重视一种思想得以产

生的环境、背景考察，深具历史的纵深感。

张奚若治学另一特点是将学术研究与现实关怀

紧密结合在一起。无论是他发表他第一篇学术论文

《社约论考》，还是《主权论》《卢梭与人权》等

其他重要论文，均可体会到他文字背后的强烈的现

实关怀。张奚若的这种热情深厚的现实关怀与深邃

宽广的学术视野紧密结合的特点，正如陈岱孙曾指

出的，张奚若“是一个合志士与学者于一身的人物。

这一集合，在某一意义上，就应是‘五四’所提倡

的科学和民主精神的体现”。

1937 年前，张奚若在清华大学政治学系讲授西

洋政治思想史等课程，此外，还在北大等校兼课。

西南联大时期，他教授西洋政治思想史、近代政治

制度等课程，其中部分课程有时与其他教授合开。 

金富军

合志士与学者于一身的张奚若

张奚若上课深受同学欢迎，多年以后上过他课

的学生仍记忆犹新。王铁崖回忆，“他进课堂，没

有讲稿，也没有书本，只带几张纸。他坐下来，提

一提上一课的结尾，就滔滔不绝地讲下去，直到下

课铃响。他深入浅出，由浅入深，真是使人动听。

不仅他的口才好，更重要的是他的学识渊博，讲起

来如数家珍”。端木正回忆：“张老师的讲课语言

生动是有名的，有风趣， 富幽默感。 他从不哗众取宠，

也不在课堂讲评时事，他要讲的总不离题。如果说‘文

如其人’的话，那么对一个教师而言，讲课也如其人。

回忆张老师的讲课，应该说他是作到教育育人的。”

张奚若关心学生思想，通过课堂、讲演、文章

等形式指导学生认识社会、认识自我，完善人格，

深受学生的尊敬和爱戴。张奚若十分强调个人的解

放与健全人格培养对国家的重要性，“没有健全的

个人，不会有健全的国家”。因此，他谆谆教诲清

华学生要在恶劣环境中保持朝气，勇于奋斗。他说：

“青年人有理想，有勇气！这是他们自己的光荣，

这也是民族的幸运。”“青年人，保持你们的理想，

善用你们的勇气！封建势力不但不能击破你们，终

于要被你们击破。将来是属于你们的。不管反动势

力今日如何猖獗，不久总是要消灭的。你们的理想

就是你们的武器，你们的勇气就是作你们成功的保

证。你们是历史的创造者。只要你们善自努力，谁

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曾受张奚若教诲的学生深情地回忆：“他满怀

胜利信心迎接新中国的到来，对青年一代寄予无限

深情和希望，‘将来是属于你们的’！他生活在青

年中间，了解青年，爱护青年，以自己的行动教育

青年。 他是位最受青年信任的导师。”

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张奚若不满足于只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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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粮的声明送到他手上时，他毫不犹豫地第一个签

上了自己的名字，接着签名的有金岳霖、吴晗、朱

自清等数名清华教职工。 

北平解放前夕，1948 年 12 月 18 日当晚，张奚

若先生带领前线两名解放军干部来到新林院 8 号，

请梁思成将北平的重要古建筑一一在地图上标出，

并划出禁止炮击的地区。 

1949 年 6 月 15 日，张奚若出席新政协筹备会第

一次会议。9 月，全国政协举行第一届第一次全体

会议，张奚若积极参加了制定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工作。 在讨

论国家名称时，有人提议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也有人提议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张奚若经过深

思熟虑之后，建议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名好。

大会代表经过反复讨论，最后采纳了他的意见。新

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正式决定，新中国国名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奚若离开清华，先后

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对外文化

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等职。他将

自己对新中国的满腔热爱连同自己渊博的学识，完全

融入到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中，并作出了重要贡献。

名书斋中的学者，而是通过文章、演讲等形式，发

表自己的见解。抗战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对日本

步步紧逼采取妥协政策，并对国人的爱国救亡运动

不支持甚至进行镇压。张奚若发表《塘沽协定以来

的外交》《东亚大局未来的推测》《国事不容再马

虎下去了》《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等一系列时评

政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阴谋，批评国民政府

的内政外交政策，客观上鼓舞、支援了当时的抗日

救亡运动。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奚若任西南联

大政治学系主任。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腐化、独裁、

无能进行非常严厉的批评。敢于直言的勇敢背后，

是他对国家、民族的爱，他曾说：“我们爱国家爱

真理的人，不愿做奴才的人，向来说话不知忌讳。

反之，我们的良心，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圣贤所教

诲我们的，国家所要求于我们的，就是要我们在重

要关头，危急时候，要大胆说话。至于人家给你戴

什么帽子，那就只有随他的便了。”

抗战胜利后，张奚若随清华大学回到北平。内

战爆发后，他积极投身人民革命中去，成为第二条

战线的英勇战士。1948 年 6 月，当一份拒领美国救

 1931 年摄于清华大学北院，左起：施嘉炀、钱端升、陈岱孙、金

岳霖、周培源、萨本栋、张奚若。

 1945 年，张奚若（左）在昆明北门街家与钱端升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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