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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照登

开  栏  语
从本期开始，本刊开设《旧文照登》栏目，目的是向广大校友推荐清华历史上一些

关于校友联络方面重要的文章，以及早期部分知名校友的有价值的、有影响的文章，使

今天的广大校友读者能够重温历史，了解我们的前辈学长对校友工作的认识和观点，以

及他们的卓越风采。从这些文章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出清华校友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脉

络，还能看到清华大学乃至我们的国家、民族在曲折和坎坷中自强、进步的足迹。

本刊同时欢迎广大读者向编辑部推荐这样的文章，以飨更多的校友读者。

敬致诸同学
○梅贻琦（1909）

此期《校友通讯》是二十余年清华出

校同学可用以专作大家互通声气的期刊的第

一种。它的使命当然是很重要的；它的前途

一定是很长久远大的；但是它的发端不妨先

从单简质朴方面做起。所以，诸位看它的篇

幅要算很小，它的材料亦不很丰富。因为自

从同学总会成立以后，我们认为此种刊物更

是刻不容缓，计划草草拟就，便趁这新年佳

节让它产生出来。总期望着以后可以逐月逐

年的进步，随着本会的前途一同发展。那么

它的长进便亦可以作为本会发展程度的表

征。因为它的效用大小不是编辑负责的二三

人可以操定，全要靠各地同学热心帮助，使

它的确成为校友联络的有用刊物。所以它既

是一剂提神药，它亦是一个寒暑表。我们想

诸位一定欢迎看见它，更盼望诸位时常帮助

我们，使它慢慢地继续地改良进步才好。

以上几句话，权当这一期的发刊词。

但是吾还有一点意思，愿意趁这机会与诸位

同学谈谈。吾所要说的可以归纳到一个题

目：“吾们为甚么要联络？”

讲到同学间的联络，最易使人想到结

纳，造势力，一类的意思。但是我们清华同

学的联络，我敢断言，不是为的造势力，我

们全体同学一定也是自信得过的，因为一则

我们的国民性太散漫了，大家好比一盘散

沙，最需要的是团结。但是近来社会上小团

体结纳之风又很盛，因小误大，以私害公，

这都是国家民族前途的一大危机。我们清

华同学在学业与修养方面多是有了相当造诣

的，只有秉着一向的信愿，互相勉励，互相

扶助，为社会服务多收一点效果，不应有造

势力的念头，也决不愿有造势力的念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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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成功，知人知事两个要素是缺少不了

的。要能知人，事业才能有效地进行，才能

事半功倍，才不致闹成人找事，事找人的混

乱局面。要能知事，人家的覆辙才不致于重

蹈，人家的经验才可以利用。而知人知事又

在有赖于服务者彼此的常通消息，互相合

作。清华同学在社会服务的人数既多，成绩

亦还不错，如能时通声气，互相鼓励，互相

劝勉，不独个人的事业得到益处，国家社会

也可间接受惠的。至于作事之需要合作，需

要群策群力，方能众擎易举，那是更加显而

易见的了。

第三，为母校作贡献。清华与别些学

校有两个不同之点：一则清华系美国退还庚

款所设立，庚子之役是国家的奇耻大辱，庚

款是民众之膏之脂。所以清华的同学是立在

特别的地位，是负有雪国耻兴国运的使命

的。再则清华同学的环境比别人好，以前的

留洋，现在的设备，都是得天独厚，自然饮

水思源，吾们的贡献也得特大。清华自一九

○九年考选学生以来，到今年恰恰是二十五

年了。这二十五年之中，清华的同学可以

说并没有辜负社会。但是我们自觉受惠之

厚，责任之重，自然更愿互相切磋，互相勉

励，以求作更大的贡献的。此外母校在精神

方面，物质方面，自然也希望出校同学的帮

助，而出校同学也一定是乐于帮助的。

三千同学，一一面谈固不可能，笔谈

亦不容易。现在借这校友通讯创刊的机会，

倾吐衷曲，心中真是愉快已极，可惜篇幅有

限，只能略道一二，真是“纸短情长”，

“欲言不尽”哩。

（《清华同学会总会校友通讯》一卷

一期，1934年1月1日）
20世纪40年代的二校门

则我们清华同学都是有一技之长的，都是凭

着自己的能力在各方面做事。所以批评清华

同学的人，只有说清华同学太无团体的。其

所以太无团体的缘故，便是因为人人有自己

的能力可凭的明证。为什么要造势力？造势

力的原因是个人没有能力，才要倚靠他人，

造势力的目的是争夺权利。这在清华同学都

是用不着的。

然则我们究竟为什么要联络呢？

第一，为友谊的关系。少年的往事是

最堪回味的，学校师友的感情是最真挚的。

五伦之中，朋友一伦最可宝贵；而好友也最

难得。同学师友之间因为相处很久，了解自

然真切；彼此真诚相待，友谊自然深挚。一

旦离开学校，好友星散，回首往事，能不黯

然：古人说的“悲莫悲兮生别离”，用在同

校师友的分手，真是一点不错。数百好友，

重聚一堂，事实无此可能，人生无此幸福。

但是我们有个补救的方法：我们不能接着好

友的言谈，我们却可听到好友的消息；我们

彼此不能面接，我们彼此却可笔谈。我想这

该是同学会与校友通讯的一大使命。

第二，为服务的便利。清华同学在社

会上作事的将近三千人了。作事要能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