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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木清华，人文日新。2022年，清华大
学人文学院和社科学院迎来成立十周年。无
论是探索人文本色，传承日新精神，还是
永蕴社会情怀，长继科学思想，这十年，
人文学院和社科学院不忘初心底色，谱写

从高原走向高峰
——访人文学院首任院长万俊人

万
俊
人
教
授

问：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成立经历了

怎样的过程？

学校恢复发展文科，最初成立了思想

文化研究所，它实际上是清华文科复建的

一个孵化器。我们经常开玩笑说，这是

“老母鸡下蛋”。我感觉清华做事，比较

强调合理性操作，不是一窝蜂地上，而是

有战略目标，有合理的操作步骤，一步一

步来，所以就先建立了思想文化研究所，

由当时清华的老前辈张岱年先生作为所

长。学校在这个基础上慢慢延揽文科人

才，主要是文史哲、经济、法律等方面的

人才，等到了一定程度，就建立了人文社

会科学学院。这是个综合性学院，里面大

概有十几个系，包括经济、法律，有的还

是教研室，像新闻传播。后来这些系在人

文社会科学学院里面慢慢发展壮大，通过

延揽人才、聚集团队，进行学科准备，一

旦成熟就开始成立学院，比如经管学院、

法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等。这就像老母

鸡孵小鸡，小鸡长大了就分开了。

一直到2012年，可以说文科的学科布

局已经基本有了，除了极个别的老学科来

不及恢复以外。时代的要求不一样，复建

也不一定就是把所有的旧学科都恢复起

来，它是有选择的，有恢复、有新创，

有发展、有拓展。所以到2012年，其他的

学科都已经分出来了。最后一次分院是在

2012年秋天完成的，那就是今天的社会科

学学院和人文学院。我所在的是人文学

院，主要就是基础文科群，包括文史哲、

外文，后来又成立了科学史系，一共五个

系。可以说伴随着清华文科的复建，整个

基础文科也是一直在筹备、发展、积累。

人文学院单独成立，学校非常重视。

在“十三五”规划中，学校提出了一个让

我感到非常吃惊、意外，整个社会和学界

反映都非常好的口号，叫三个“更”：

“更创新”，这是时代要求；“更国

际”，这是开放时代的要求；还有一个就

文科新篇；这十年，人文学院和社科学院
扬帆时代浪潮，结出累累硕果。
为此，本刊特加设专栏，精选两学院

教师与校友的文章，感受新时代清华文科
的蓬勃发展，并以此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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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更人文”。我感到很振奋。因为人文

学科群和理科学科群有相似的特点，它是

基础性的，这些学科的发展是积累性的，

但它们是所有学科发展的基础。实际上世

界顶级大学比如哈佛、牛津、剑桥，都有

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强大的基础文科，

Humanities and Arts，这是非常基本的。

我来清华23年了，历经了五任校长，

五任书记，我的切身体会是，每一任校长

和书记对基础文科和基础理科都高度重

视，整个学校从党委到行政，一直把基础

文科和基础理科的发展放在一个战略性

的，甚至是优先的地位。有时候和校领导

一起到国外考察名牌大学，特别是建设初

期出去考察了很多次，就会思考：世界一

流大学、顶级大学是怎么办文科的，为什

么这么办？它们是怎么理解基础文科的，

我们应该怎么理解？逐渐地，我们对人文

学科或者基础文科的理解就会有一个比较

合理、完整的概念，甚至会有更新的时代内

涵，有更前沿的考量，有更长远的战略。

问：人文基础学科对于大学的意义是

什么？

文科的发展对学校有几个重要意义。

一方面，基础学科是很多现代社会科学的

基础。很多现代社会科学、新兴学科，比

如管理学、经济学等，这些学科最终到达

一定境界的时候，会返回到一些学科，比

如伦理、哲学、历史。今天我们去了解我

们面前的世界，很多时候不得不回去研究

这个世界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所以需

要了解世界史，了解区域史、国家史，历

史就变得很重要。如果你要了解这些，考

古、文献、语言也会变得很重要，因为你

不了解这些，就不能了解过去，它需要多

学科的综合。所以大学要有雄厚的内功，

就像江湖上一个人的武功一样，他要有内

功。基础文科群和基础理科群这两个学科

群就是一个大学的内功，平时你见不到，

它不会随意展示出来，但这是基础内功。

另一方面，基础文科对于涵养一个大

学的文化，涵养学子们的精神气质至关重

要。这就是为什么各个大学，包括欧美一

流大学都特别强调通识课程的一个很重要

的原因，而通识课程必须由基础文科来担

负主要角色。在我们学校，通识课大部分

都是由基础文科群来承担的。判断一个大

学是不是名牌大学，教育学家们可能有不

同的看法，有不同的标准，哈佛杜维明先

生有一个标准：当我们说到某一个国家，

就必定要谈到这个国家的大学。比如现在

人们谈论中国，就会想到清华北大。如

果人们对这个国家的讨论是跟某所大学勾

连在一起的，那么这所大学肯定厉害，因

为它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这个国家最高的

高等教育水平或者说文化水平。这是由谁

带来的呢？基础文科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除了科学技术的显性成果以外，

那种隐性的、深厚的底蕴，要靠基础人文

学科来塑造。毕业生进入一个公司里，有

时人们能发现这个年轻人肯定是清华的，

因为他的行事风格、气质像清华的风格。

2012 年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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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我们的学子进入社会的时候，

他身上都带着学校的文化气质，有着学校

的文化品位。所以一个学校的文化涵养如

何，他的学子的精神品质就可能如何。归

根到底，大学还是以人才培养为最核心的

目标。

还有一个不容易被人们所关注到的点

是，大学的基础文科群也是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文化、文脉传扬的重要基地。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的传扬，需要有一

些人用一些特殊的方式储存、保存、维

护，并且要阐释、发扬本民族的文化、国

家的文化。人们可能会注意到各种各样的

博物馆有这种文化功能，但大家可能忽略

了，比博物馆这些显性的文化艺术机构更

重要的其实是大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

大学是储存、解释、发扬传统文化的一个

最具权威性，也是最稳定最持久最连贯的

机构，它天天都在做这件事。很多文本的

解释和再解释，阐释和再阐释，以及在前

人的基础上进行思想、文化、理论的创

新，这些大部分都是大学教授们以及他们

的弟子在完成。所以大学是一个国家和民

族文化传承的专业队，它一直在从事这方

面的工作，而且这项工作是综合性的，不

是仅仅某一个方面。如果了解了这些，就

会发现基础文科是多么重要。我感觉清华

是很了解这一点的。

问：在人文学院的成立和发展过程中，

您认为哪些事情是最重要的？

人文学院是2012年秋天成立的，可以

说它是清华文科复建最后的步骤。清华非

常重视基础文科，特别是站在“更人文”

这样一个战略考量的角度，所以我认为

这是一个节点，即标志着清华文科复建

的基本完成。我们刻画我们国家的发展道

路，说我们已经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目标，要朝着更高的目标努力，人文学院

的成立也具有这样的标志性作用，它标志

着清华文科复建的基本完成，同时标志着

我们朝着更高的目标迈进的一个新起点。

因为基本步骤已经完成，基本的学科建设

也已经完成，下一步就是要追求更高更强

了，要朝着新的阶段努力。

今年是人文学院成立的第十年。在这

十年中，有几件事情对人文学院的发展很

重要。一个是“十三五”规划，前后有两

次学科评估，对我们基础文科的建设进行

了基本的检验，应该说总体上处于国内一

流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何进入高峰，是

需要好好谋划的。我们有一些二级学科发

展得非常好，但是在一级学科的层面上，

用学校的话说，是在高原还没到高峰。所

以如何到高峰，这是下一步要完成的一个

战略目标。

还有一件事情对我们学院来说有着重

大的意义，就是建立科学史系，这是一个

偶然中带有必然的事件。科学史系是整个

清华学科中的新成员，它的学科属于史，

但它又属于理科群，是具有跨学科性质的

新兴学科。它还和我们科学博物馆的建设

是一体的，所以这对于清华文科来说是一

2017 年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学史系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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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很重要的事件，它相当于给我们老学科

群搭建了一个跨学科创新发展的新平台。

老学科的发展需要有新的契机，它的传统

的惯性比较强，所以实现跨学科融合或者

多学科交叉的难度就比较大，但科学史

系在这方面就可以实现跨学科的融合和交

叉。目前国内有科学史系的大学很少，并

且清华还具有独特的优势，所以我们对科

学史系的发展寄予很高的希望。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很重要，就是我们

从新斋搬到人文楼。很多人认为这是外部

条件，但我不完全这么看，这体现的是学

校对人文基础学科的重视和关怀，符合学

校“更人文”的战略考量，对外面的影

响也很大。所以它不仅仅是外部条件的供

应问题，它反映的是学校对人文学院的重

视，对人文学院学科发展的要求。这个楼

对人文学院老师们办公条件、科研条件的

改善，甚至对整个学院文化氛围的营造，

都起到了特别好的作用。

更重要的具有关键性作用的是，在学

校的大力支持下，人文学院引进了一大批

杰出的人才。人才对于所有学科都重要，

具有关键的意义，但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尤

其如此。记得当年我来人文学院的时候，

校长书记找我，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当时

跟校领导讲，对于文史哲的基础学科来

说，最关键的是人。我当时提出一个理论

叫“方丈理论”。我说当务之急是找“方

丈”，“方丈”找得好自然有“和尚”

来，最后“建庙”都不晚。“山不在高，

有仙则名”，“仙”是第一位的，“方

丈”就是学术领袖式的人才，是学科的关

键人才，是既具有学术领导力，在学术上

又有建树的人。由于1952年院系调整，我

们的基础文科有近半个世纪的空白，所以

当时我们缺的是“方丈”，特别是“老方

丈”。因为文科的领袖式人才到这所学

校，就标志着某个学科的高地平移到这所

学校。比如史学，当时我们老清华的校友

李学勤先生从社科院到清华，我们在古史

和考古方面就很厉害。这些年无论是引

进“方丈”，还是引进那些很杰出的“和

尚”，甚至是国外的“洋方丈”，应该说

我们都取得了很突出的成绩，这正是我们

的基础文科能够在较短时间里发展得比较

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基础文科和基础

理科有相似的特点，是积累性的，不可能

像某些学科那样发展得特别快，所以我认

为人才是最关键的因素。

问：您对学院未来的发展有怎样的希望？

我想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如何尽快

地从高原走到高峰。领导虽然没有明确地

对我们提出要求，但是我认为对于清华来

说，仅仅创一流是不够的，学科也罢，人

才也罢，一流是不够的，还必须是一流

中的顶尖。如何登上高峰，甚至是顶峰，

“一览众山小”，从宏观上说，这是我们

未来要考虑的一个大战略的方向性问题。

具体来讲，就是怎么结合我们自身已有的

条件、资源和特点，走具有清华特色的文

科发展之路。

大家知道老学科有一个特点，就是二

级学科、三级学科特别多，现在复建跟当

初一直保持不一样，现在我们处于一个新

的时代，不可能靠简单的量的积累去获取

学科发展，我们必须走优质、高效的科学

发展之路。我们学院的学科团队规模在全

国来说属于偏小的，但我们不想走规模化

发展的道路，这不是我们的选择，我们要

走品质化发展的道路，这就要求我们“有

所为，有所不为”。在这个情况下怎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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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凸显我们的特色，发挥我们的优势，但

同时又能比较好地补齐我们的短板，这是

未来发展要考虑的问题。

还有一点，高等教育特别是基础文科

的区域文化性比较强，甚至或多或少具有

某种意识形态的特性，对于这些学科来

说，如何保持开放，保持自己世界性的视

野？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要有足够的文

化自信，同时又必须始终保持开阔的胸

襟。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眼里应该始终

有哈佛、耶鲁、普林斯顿、麻省、牛津、

剑桥、帝国理工这些第一方阵的大学，特

别是排在北大清华前面的学校，眼睛要始

终朝向前方，跟世界一流的顶级高手比。

我们不能“低就”，必须“高攀”，无论

对于整个清华来说，还是对于清华文科来

说都是适用的。这是清华大学创建世界一

流大学所必须要求的。        （人文学院）

十年奋斗  百年传承  不渝传承  不息求索
——在社科学院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彭凯平（教）

十年前的2012年10月27日，清华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成立大会在主楼后厅举行。

时间如白驹过隙，当年的欢声笑语与壮志

凌云就如同发生在昨天一样清晰。

十年后的今天，在全国人民喜庆党的

二十大召开，清华师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和学校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的

热烈氛围中，我们又欢聚在主楼接待厅，

召开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成立十周年大会。

彭凯平院长讲话

此时此刻，我看到许多十年前的老面

孔，也看到十年来加入清华社科学院大家

庭的许多新面孔。但不论是老当益壮，还

是年富力强，此时此刻，我们都作为承前

启后的一代清华社科人共同见证清华大学

社会科学百年历史进程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对于清华大学社科百年传承来说，十

年时间并不算长。但是对于人生来说，十

年清华社科光阴却并不短。载生载育，时

维后稷。十年砥砺，十年耕耘。清华社科

学院这个21世纪新时代诞生的新生儿虽还

未铅华洗尽，但是她继承着百年清华社科

的优秀基因，更承载着40年前成立的清华

大学社会科学系的优良传统。她凝固着往

昔峥嵘岁月所沉淀下的厚重，也挥洒出属

于新时代的个性蓬勃。今天，我们欢聚一

堂为她隆重庆生，也祝愿她成为清华社会

科学发展的新标志，成为清华大学社会科

学未来发展的新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