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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手记】

每到开学季，大学校长、学院院长迎新大

会的讲话便成为朋友圈热议的焦点。真诚的表

达总是能得到更多的关注与热捧。从 2021 年开

始，清华大学梅赐琪在清华大学开学典礼上的

发言便备受瞩目。

梅赐琪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政治

学方向的长聘副教授，曾经担任过清华大学写

作与沟通教学中心的主任，现任新雅书院的院长。

成立于 2014 年的新雅书院以“古今贯通、中西融汇、文理渗透”

为宗旨，以“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为导向，以“渊博雅正、器识为先、

追求卓越、传承创新”为办院理念，推行“以通识教育为基础、通识

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本科教育模式。该书院以“文理相长、通

专融合、专业自由、五育并举、住宿书院”为办学特色，以“高挑战度、

小班授课、经典阅读、深度学习、学科交叉、充分研讨”为教学风格，

通过构建特色书院制的课内和课外培养体系，培养志向远大、文理兼修、

能力突出、开拓创新的精英人才。

说起书院教育，可追溯到唐代的丽正书院，被学术界公认为有记

载历史的第一家官办书院，但是书院教育的萌芽却可以推展到孔子时

期的杏坛讲学。书院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学为主，多采用问难论辩

式教学方法，耕读并重，师生感情深厚。在这样的背景下，担当新雅

书院的院长对于梅赐琪来说，既有挑战，也顺理成章。梅赐琪除了学

术智识比较宽博之外，个人作息十分规律，每周保持至少两次跑步 5

公里的习惯。他认为，这个习惯不仅锻炼身体，而且也提升精气神，

育体育人育心；他也十分享受教师这个角色，给与学生极大的关注与

激励，同时，也十分懂得退让成全的育人艺术。目前，新雅书院的“学

术浪漫系列”“从游计划”以及“友朋同行”等特色活动都是中国书

院教育在当下的活化与践行。

尹菱   范爱红

梅赐琪：

我对教育本质的理解，就是注视和反馈

Q  清华大学先后成立了九个书

院，您认为书院教育的推行需要教

师在哪些层面做出更大的调整？

梅赐琪  邱勇老师经常讲，教书育

人是教师的第一责任，我觉得书

院制大大推进了这个责任的落实。

王希勤校长在提到书院教育时也

有一句话特别劲道，他说，书院

教育是对大学教育“重科研、轻

教学”的一次反思。在书院里，

老师把大量的工作重心放到全过

程的育人环节中。我来新雅之前，

也有过犹豫，但是在喜欢学生这

一点上，我和新雅、和书院的理

念是非常契合的。

老师多花时间和学生在一起，

给学生带来的好处是非常大的。

很多老师都注意到，几个书院的

梅赐琪，1995 年本科就读

于经济管理学院，1999 年

硕士研究生就读于人文与

社会科学学院。美国马里

兰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

聘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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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老师，其实不是这样的，我发

现在高中的生活更幸福，选择少

反而目标很明确，觉得很有斗志，

上了大学反而觉得有些迷茫。这

个事对我非常有触动。后来迎新

的时候，我就在紫荆门口，看到

每一个孩子拎着两个大箱子从外

边走过来，当时家长还不能进校，

都在紫荆门口围得水泄不通，我

心想，“你们可能不知道，马上

要进入到学姐说的迷茫的状态

了”。后来，我就想在讲话中确

定这个方向，一定要告诉同学们，

你肯定要面临很多选择，怎么办？

一方面是要敢去选，另一方面是

也要敢于承受选择的代价。我当

时也讲到，生活中总得有一个支

点，要不你知道答案，要不你就

要有非常明确的理想信念。在不

知道答案的时候做选择，我们就

要靠理想信念作为支点。

今年题目是“别让过去的成

功定义你的未来”。入学季那段

时间看到了很多励志故事都喜欢

讲，某某某经过奋斗，考入了理

想的大学，实现了个人理想。我

其实为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有点担

忧——如果个人理想已经实现了，

大多数人就很容易满足。考上清

华真的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时

刻吗？我认为，同学们相对年轻，

人生的画卷尚未展开，用考上清

华来定义自己显得为时太早。大

学生活不是中学生活的自然的延

学生学习表现好，书院的学生更

加自信，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

因就是，在教学过程中有人注视

他，有人给他反馈。我在新雅总

跟学生讲一句话，你们在新雅学

习四年下来，有一件事应该做得

到，就是不怕老师，敢于和老师

有平等的交流，更加自信地和老

师去交流和请教。清华有一个传

统叫“从游”，现在我们不光是

大鱼先导小鱼的从游，还有大鱼

和小鱼一起伴游，而且等学生慢

慢成长起来之后，小鱼也可以领

游，大鱼在后面看着。“看着”

也很重要：一方面，鼓励他们，

说“你去游”；另外一方面，他

游两下，回头看你一眼，发现有

个老师看着自己，他就很放心，

就会游得越来越快。老师的终极

目的是让学生不再回头看，看着

他们越游越远。我对教育本质的

理解，就是注视和反馈。

教育不是老师教给学生什么，

应该说，所有的教育都是学生自

己学会的，大学更是如此。大学

老师的角色更像是激励师。我自

己的一个体会，学生按照老师指

引的方向在课下看到的书、读过

的文章会比上课的东西更有用。

当然上课是一切的起点，老师就

是要在课堂里激发学生在课后去

认真地参与老师设计的环节，让

他们很自觉、很喜悦地去扩大探

索领域。怀德海在《教育的目的》

中讲学术的浪漫，学术的过程就

是先浪漫再精确再综合。老师要

让学生觉得学术其实很浪漫，激

发他们自己探索的愿望。

Q  今年是您第二次以新雅书院

院长的身份在新雅开学典礼上发

言，去年的主题是“迎接挑战，

在琳琅满目中做出选择”，今年

的主题是“别让过去的成功定义

你的未来”。请问您是如何设想

每一次演讲的主题内容和讲述角

度的？

梅赐琪  我记得我们公共管理学院

一位前任院长就曾经开玩笑说，

当院长最难的事就是每年写开学

典礼和毕业典礼的致辞。这事是

人工智能解决不了的，别人也帮

不了。打动别人的讲话通常是先

打动了自己。到了新雅之后，我

与学生的聊天超越了专业的范围，

经常在和学生日常聊天间隙，发

现学生们真的会不断地触发你关

注新的问题。直接的回应问题，

给我带来不少启发。

“迎接挑战，在琳琅满目中

作出选择”是去年的主题。去年

7 月份我正好去广东省的一个高

中参加暑期学校。同行的一个大

二同学的一番话激发了我的思考。

我问她是否觉得大学生活比高中

好，她的回答出乎意料。她说，



81

2023 年第 6 期

长线，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在新

的起点上，要有新的尝试，在复

杂的成长历程面前要有长线思维，

同时还要学会与人合作相处。

Q  您刚才也提到新生要面对很多

不确定的抉择，现在学生有一个

特点，一个是不敢试错，很难接

受失败，第二，永远追求最优解，

在付出与回报之间寻求最佳状态。

梅赐琪  2021 年，我作为教师代表

给新生讲了几句话。当时接到通

知的时候，真的是有点忐忑。其实，

我上大学的时候成绩非常普通，

大学四年里，失败好像是主线，

也经历过很多的迷茫，也有下雨

天在球场踢球的宣泄时刻。所以

一开始时，还真不知道该讲什么。

后来是在跑步的时候想到应该把

自己真实的感受讲出来：失败是

连续的，成功是离散的。

最近，我在图书馆也做了一

个与学生的交流活动，当时我特

别推荐一本书《现代医学的偶然

发现》。同学们读了这本书，可

能会把中心思想理解成要有好奇

心，要有兴趣。我觉得这个理解

可能还不够。这本书的意义在于

让同学们更清楚地知道，一个新

的东西被创造出来，很多时候是

要靠试错来实现的。科学的发展

不是线性的，甚至绝大部分科学

发现都依赖于偶然事件，越大的

创新，越靠偶然。就像我们开车

一样，只要有路，开车没什么难

的，难在哪里呢？难的是在没有

路的地方。设计好的科学研究，

只能在既定的轨道当中前行。但

是知识不会按照你的设计线路去

2022 年 11 月 11 日，新雅书院在南十北地下 B226 报告厅举办“新生导引课”汇报交流暨从游计划“南十北·会饮”活动

2023 年清华大学新雅学院开学典礼 梅赐琪在新雅学院开学典礼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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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赐琪与学生一起跑步

发展，如果我们想成为大的科学

家或者创新者，终归是要到旷野

里去行走的。

规范性的科学越发达，越难

有偶然的出现，因为你的规范把

偶然都给扼杀掉了。如果不主动

去试错，你可能连偶然都看不

见。一个人训练越好，脑子就越

僵化。所以说，对于创新而言，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

难度很大的时代。害怕失败，是

做不了创新的。

关于最优解的问题，也是类

似的。一方面，人生的可能性实

在是很多，每一条道路当中可能

没有绝对对错，只要你愿意克服

困难走下去，都有可能过得还比

较自洽，有意义。进一步说呢，

其实人生并没有任何确定的道

路来供大家选择和比较，旷野的

比喻更适用，比精心选择更重要

的可能是认真生活。

Q  要想大学生不怕试错，是不

是教师、学校也要做出相应的调

整？

梅赐琪  首先我觉得过去这些年

老师、学校都挺努力的。在方向

上，可能还得有更多一些信任和

宽容。教师要相信学生们有可能

探索出有意义的成果，不仅让学

生不要怕试错，还要推动他们主

动试错。在这件事情中，我觉得

有一个逻辑一定要梳理清楚：容

梅赐琪与新雅书院的学生们座谈

梅赐琪与新雅书院的学生们交流



83

2023 年第 6 期

忍多样性就意味着愿意容忍多样

性当中奇怪的东西，或者说不好

的东西。如果不能够容忍不好的

东西，你就不要指望好的东西会

自然涌现。好的东西不总是人们

计划之中的结果。不少人特别相

信方法，认为只要找到正确方法，

就一定有一个好的结果。而我比

较相信容忍，只有容忍思想自由

去成长，才有可能会产出意想不

到、惊艳这个时代的结果。如何

创新是教育最大的难题。创新不

是老师教出来的，而是容忍出来

的。我也不太支持“培养”创新

精神这种说法，创新本身很可能

是无法按照一定的工序“培养”

出来的。

Q  尊重与宽容的师生氛围会给老

师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呢？

梅赐琪  去年参加学校二十六次

教育工作讨论会的一个活动时，

我分享了一个观点，就是老师要

学会认怂。认怂包含着一种对平

等原则和科学精神的尊重。讲台

很神圣，老师应该让学生看到他

的知识所带来的权威。但如果老

师从讲台上跌倒了，应该也很光

荣。我上课的时候也常常会被问

蒙，甚至有时候是纯知识性的内

容，比如我没看过学生提到的一

本书，也有时候是因为学生的一

个思路，给我非常大的冲击。这

个时候，我们要告诉学生的是，

知识还有很多没有闭合的地方，

需要你们去探索。不闭合，是一

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一个人的知

识体系一旦闭合了，就会自以为

他的体系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

他的好奇心也就消失了。更好的

创新和突破的取得往往与更高浓

度的好奇心有关。所以碰到被学

生问倒的时候，老师不要不好意

思，也不要讲“你这个问题没意

思”；如果真的没意思，也要告

诉他为什么没有意思。我们上课

讲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学

生都会忘记，而如果他在老师课

堂上提出过一个老师没有想到的

观点，他会记一辈子，甚至会吹

一辈子（哈哈）。

我认为千万不要陷入到一种

方法论的迷失中去。人的经验越

多，他的好奇心就会逐渐的缩减，

也就失去了创新的动力，这是一

个谁也无法逃脱的现实。这种状

况可能没有方法来改善，只能靠

代际来打破。年龄大开始凭经验

办事，这是人类自我生存的需要。

而新人没有那么多的经验，好奇

心的浓度特别高，他们会有更好

的取得创新和突破的可能。因此，

老师的工作与园丁经常有相似之

处，要让他们去生长，生长得比

我们更好。打个比方，假如老师

将学生当作盆景，那么我们的学

生可能只有我们眼中的审美价值。

对于学生来说，他的生命力是无

法充分伸展的。如若学生被我们

当作景观来对待，那么结果则不

同。他们可以从土地中自由生长。

做景观的园丁更加相信天气和环

境的力量，在合适的时候因势利

导。作为老师，我们要给学生们

多一些自由生长的空间。他们未

来的样子肯定不是我的样子，最

好多一些他们自己的样子。

Q  通识教育已经逐渐成为社会的

共识，但是对于具体的某一个学

生来说，也会带来迷惘，学海无

涯而生有涯，拥有自由的同时也

产生了恐惧，拥有多少通识才为

好？如何找到自己知识的边界？

在通识的基础上如何又找到自己

深究的领域？而对于没有走入书

院学习的同学，又如何在专业的

领域兼顾好通识的学习？

梅赐琪  现在对通识是有很多误解

的。通识最初是作为专业教育的

“白月光”出现的。什么叫“白月光”

呢？也就是离我们很远，但是觉

得又很美好的东西。很多人就觉

得专业教育不好，而和专业相对

的教育就叫通识教育。我认为这

个概念还没有抓住通识的本质，

一个有意义的概念应该是从正面

去定义。

通识是什么？我自己认为，

通识不等于专业的科普，而应该

是知识的知识。这意味着，通识

是知识的底层逻辑。我们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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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跨专业的比照获得通识，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也可以通过

专业走向通识。很多巨匠的通识

水平很高，他们就是从专业走向

通识的典范。当一个人站在一个

学科的顶峰之后，越向这个学科

的深层走，他就越能找到这个学

科的底层逻辑。许倬云在《问学记》

之中有过类似的感慨，他说在一

个学科里艰难跋涉之后，忽然探

首方外，发现其他学科的为学的

道理竟然与自己的学科有着些许

相似之处，这个时候是一个特别

大的欣慰。这些相似之处就是通

识。

说通识是专业的补充，其实

是对通识的一种矮化。通识不是

上越多的课越好。当你开始寻找

知识的知识也就是底层逻辑之后，

你就不会再用单一的的眼光来看

这个世界，也就对整个知识图景

有了更大的雄心和信心。在大学，

不是你要把知识都学完，更不是

把知识准备好了才能过未来的生

活。未来的生活把你安排在哪里，

你怎么会知道呢？通识教育，实

际上可以养成一个对于知识的态

度；态度养成之后，学习知识反

而是一生的事情。

陶 行 知 先 生 讲“ 生 活 即 教

育”，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像

我们做耕读，和学生一起去种菜、

去农村，去游学，去画画……这

些本身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去

做耕读，不是指望学生学会干农

活，去画画，不是让他们成为一

个画家，通过这些活动可以让他

们从不同的侧面去理解生活，在

不同的场景下与他人交往。更重

要的是在一个新的地方重新认识

自己、认识他人，生活在别处，

在集体当中生活，比农业技术本

身更为重要。学校培养出来的学

生，就是梁思成先生讲的“半个

人”，因为只有生活过，你才知

道什么叫做生活。

对我们现在的学生，我特别

希望大家少做一些蜻蜓点水的事

情。如果参与一个实践活动，你

在这过程当中没有挣扎，没有克

服困难，没有长时段的思考，你

就很难有真实的获得感。所以我

们在大学里要创设成长环境，让

学生一个低成本的状态下试错。

新雅书院有个“一事计划”，就

是看你能不能在大学当中做一

件事，可以是小事，也可以是大

事；可以改变周边周围的生活，

也可以想着去改变世界；可以是

公益的，也可以是技术创新。失

败了倒是没关系，重要的是认真

地、在一个长时段里为一件事坚

持过。

与此同时，有一件事我很坚

持，就是教育不能有太多强制，

强制了就和自由的目标自相矛盾

了。我时常跟学生讲要延迟满足，

当教育者也要延迟满足。因为你

要想让教育的事情立竿见影，肯

定也有办法。但是问题在于，如

果我们想看长期的效果，就要给

自己延迟满足。不要看一时的好

坏，一定要有长线思维。

Q  如果请您回到大学时光，您准

备如何规划自己的大学时光？在

阅读方面，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

享？

梅赐琪  如果能够回去，还能跟当

年的我讲几句话，我会说，心态

可以稍微好一点，未来没那么可

怕。当然，如果这样劝我自己，

我当年也不会相信哈（哈哈）。

因为人生只能过一次，所有的煎

熬、挣扎都没有办法避免，人生

就是这么一条充满了不确定性的

路。如果真要说有什么遗憾，就

是当年的自己有很多浅尝辄止的

情况。其实，生活的浓度可以再

高一些，所谓浓度高，就是可以

更认真一点，更扎实一点。我大

四有一段经历特别难忘，就是每

天去图书馆看半天书，而且跟专

业没有关系，坚持了有半年。每

天早上八点就在逸夫馆西区一张

挨着天井的桌子上看书，读各种

偶然碰到的书。如果看到书中哪

个事或者哪个观点挺好，就抄下

来，一个学期抄了一整本儿。现

在回想的话，这个习惯应该更早

就开始，也应该保持更久一些。

因为读书是一件不会错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