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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看到他拄着拐杖自己慢慢走来。一

路擦肩而过的学生也许根本不会想到，刚刚

从身边悠悠而过的这位白发的先生，是清华

曾经的校长。在这个园子里，名师大家与明

日之星的际会日日上演，年复一年。而一所

大学的传统与精神，便这样在一代代师生的

交错演绎中渐积渐成。

张孝文，这位祖籍宁波的前清华校长

至今未改其乡音。从清华校长到国家教委副

主任，从堪堪避过癌症的死亡威胁到如今笑

面人生的云淡风轻，他的心始终未曾远离这

座园子和这里的学生。已近耄耋之年，他仍

在熟悉的研究领域里力所能及地为博士生做

着指导工作。心之所善，不改其衷。他说：

“我希望当一名清华的教师能成为我一生工

作的最后归宿。”

将军，从好士兵做起
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

兵不是好士兵。张孝文说，这话也

对，也不对。当年他考进清华，满

怀仰慕看着图书馆高高的台阶，压

根没想过以后会当上清华的校长。

“远大的理想，肯定要有。但是可

以笼统一点，不能对某个具体岗

位孜孜以求。说不想当将军的士

兵不是好士兵，但我以为要强调

‘不是一个好士兵，很难成为好将

军。’ 好将军也得先从好士兵做起

吧！”1952年考进清华，张孝文选择的是机

械系，只因深感于当时中国技术落后，“什

么都不会造”，所以迫切想学到能为国家、

为民族做贡献的本领。此后，从机械到金属

材料再转到非金属材料，乃至后来走上教育

管理岗位，张孝文一步步脱颖而出，从工作

中被挑选出来。他说，自己知识、能力、品

德的养成，可以说一直没有离开清华这个环

境。1990年，当届清华学生毕业，请时任

校长的张孝文题词。他挥笔写就八个大字：

“清华育我，我爱清华”。简单朴实的八个

字，道尽心声，也引起无数清华人的共鸣。

爱自己的母校，对任何学校的学子都

是情之所至、理所应当。但每个人爱的理

由却不尽相同。对学子张孝文而言，清华

给予他最贵重的礼物是教了他应该怎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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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文

浙江宁波人，1952年考入清华
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材料学科博士
生导师。曾历任清华大学化工系主
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校长（1988-
1994），国家教委副主任，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十四届中共中央
候补委员，九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1990年入选为国际陶瓷科学院院士，
2004年被选为中国硅酸盐学会名誉理
事长，2009年获年度“何梁何利基金
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风物长宜放眼量
——清华大学原校长张孝文寄语高考学子

○  本刊记者  关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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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应该有个怎样的“梦”。对教师张孝

文而言，清华意味着学生回校时，那种放

眼望去桃李满天下的深深满足感。而对校

长张孝文而言，清华，意味着对百年传统

的继承和发扬。

传统的力量
采访中，张孝文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当

年杨振宁从清华考取留美预备生，最初学校

为他选学的是电机工程。后来清华物理系教

授、物理学界两位泰斗赵忠尧和王竹溪一起

给当时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写信，言明杨振宁

的特长并不是在实验室工作，选择电机工程

对他并不合适。而理论核物理是国际上新的

热门领域，希望能考虑让杨振宁转到这个领

域来。而梅贻琦则在信上画了个圈，表示同

意。就这样，杨振宁从电机工程转入了日后

成就其非凡事业的理论物理学领域。   

“1992年参加赵忠尧先生90岁生日庆

典，那时我是校长，我特意把当年的这封信

从清华档案馆调出来，复印了两份，分别送

给赵忠尧先生和杨振宁先生。在场一起去

祝寿的人都说，张校长带来的是最好的礼

物。”张孝文乐呵呵地说。而这其中的良苦

用心，不言自明。张孝文做校长时常跟清华

的老师们说：“我不期望你们一定要培养出

得诺贝尔奖的学生，但我希望你们要有这样

的警惕性, 就是不要在无意中让可能得诺贝

尔奖的学生的潜能被不恰当的教学方法扼杀

在这里。”视学生为根本、重视因材施教，

这样的观念在清华的领导和老师中代代传

承，一直流淌在清华的血脉里。

这样的故事，在清华俯仰皆是。“传统

的影响跟力量是无形的教材。在这样的环境

里学习，会对你一辈子都有很深的影响。在

遇到困难坎坷时，它会给你力量。”张孝文

如是说。

还有一个现象让张孝文很关注。经常接

摄
影
：
崔
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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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回校的校友，他发现：有一些从清华走出

的成功的创业团队，都是同级、甚至同班的

同学共同创立的，而且能一起走很久。这其

中，清华人善于团结互助的精神起了很大作

用。“清华在师资、校园环境、硬件设备方

面的优势自不用说，在清华，你确实可以收

获很多优秀的同学成为你一辈子的铮友。”

张孝文感慨地说。

有困难，才有创造的可能
谈及给学子们一些建议，张孝文首先

说的是“理解”。“现在的学生不能用我们

那个时代的标准来要求。他们有很多具体的

困难，比如就业的压力，是我们那个时代没

有的。这不能不考虑。如果生存都会发生困

难，当然第一步要解决吃饭问题。当下的

公务员热也好、考研热也好，其实无可厚

非。”他接着说，“但这只是一方面的问

题，要看到现在国家的快速发展，给年轻人

提供的选择机遇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在

上学时代各方面打好基础、做好准备，那么

无论升学、就业不就都有了更强的竞争力

吗？”所以他鼓励面临高考择校的高中毕业

生，如果有一定条件，不要轻易放弃争取进

入像清华大学这样培养条件较好的高校的机

会。他也一再强调，选择专业或未来从事的

工作领域时，不要盲目随大流，一定要选择

国家有需要、同时自己又有兴趣，能将两者

结合的工作。

但是，现在有相当多的年轻人，在面

临“未来要做什么”和“我对什么感兴趣”

这样的问题时会陷入迷惘。对刚刚冲过高考

独木桥、甫入大学的新生而言，这个问题尤

其突出。对此，张孝文直言不讳：“这个问

题，主要要自己想办法了解自己。如果自己

都不清楚自己的长处在哪里，怎么取长补

短、发挥优势？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

张孝文说：“我对恩格斯喜欢的一句

名言很欣赏：‘世界上的一切对我来讲都不

是陌生的。’不要只是闷头读书，‘两耳不

闻窗外事’，要关注国家的发展、科技的

发展，要保持开阔的视野，不断学习新东

西。”这也正是张孝文自己求学为业的切身

感受。他的研究方向跟材料微观结构有关，

属于基础理论问题，但是他视野广博，自谦

“读书庞杂”。甚至在文革期间，他也不放

弃任何可用来读书的时间和机会。他前一

阵指导博士生做实验，实验里涉及到要分

析X射线衍射的图像，有一些结果学生不知

怎么解释, 查已有的文选也是语焉不详。张

孝文想了几天, 提出一些新的看法，终于使

实验结果得到了合理的解答, 这让学生十分

感叹。“知识是要积累的，要活到老，学到

老。积累的东西，总会用得上。”他笑言，

“你看我，快80岁了，但是现在流行的如平

板电脑、智能手机，我比一些年轻人使用得

不一定差。”

当下，随着社会和媒体对教育问题的

日益关注，“中国学生缺少创造力”的问题

被一再提出、反复讨论。对此，张孝文有自

己的看法：“我觉得一些媒体关注的东西没

有抓住要点。创造是什么？创造不是凭空想

象，而是在实践中遇到了困难，运用自己的

知识和本领先找到困难的实质在哪里、再运

用知识和能力去解决困难的过程。有困难，

才有创造的可能。”另一方面，有想法，做

不出，也不行。“无论在任何领域，都一定

要对你所在的领域有很深入的理解和造诣，

有足够扎实的基础知识。”而这需要有科学

的思想方法做指导。他用在美国做访问学者

期间如何解决一个材料中遇到的“缺陷化

学”问题为例，给我们作了生动的解释。简

言之，要想有所创造，充分的实践和扎实的

基础知识，二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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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是一种文化
“建筑的传授，不仅仅要教会学生它是一

个四面围合的空间，人们可以在里面生活；更重

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建筑是一种文化，应该有文

化的气质。走进故宫，你会感觉它很庄严雄伟；

走进苏州园林，你会感到很亲切宜人。建筑师

创造的人工环境应该营造一种特别的氛围，这就

是建筑的文化意义。可以说这是建筑最本质的东

西。”这是庄惟敏对建筑和建筑教育的理解。

生在上海同济的筒子楼里，两岁时跟随工作

调动的父母来到了北京。1980年，一心一意报考

建筑系的庄惟敏如愿进入了清华建筑系。后来的

求学科研道路一直没有离开建筑领域，如今，他

是清华建筑学院的院长。

受从事结构研究的父母影响，庄惟敏从小

喜欢画画，也读一些父亲带回家来的书籍，很早

就从书中知道了梁思成这位中国建筑教育的缔造

者。庄惟敏认为，梁思成先生之所以非常伟大，

就是因为他把建筑上升到了文化的层

面，奠定了中国当代建筑理论的基础。

这也是西方人写的建筑史中，会为梁先

生留出整整一页的原因。

“这也是清华建筑学院一直以来

强调的理念。”庄惟敏说，清华建筑学

院五年的学习，最主要的是想告诉大家

“建筑是一种文化”，是要回答建筑是

什么、而不仅仅是怎么做的问题。

文理融合·行业帅才·国际视野
清华建筑学院下设有三个一级学

科，分别是建筑学、城乡规划学和风景园林学。

建筑学学士的培养年限是五年，与国际接轨，并

获得了《堪培拉协议》的国际认证。全国220多

家建筑院系，通过评估的不到50家。

建筑教育强调的是理工与人文的结合，特别

注重多学科的融合，这一点一直贯穿着清华建筑

学院建院以来的始终。有些老教授授课，古今中

外融会贯通，信手拈来，上下纵横几十年甚至上

百年，从建筑史到艺术史，甚至讲到宗教、戏剧

等等。“比如我的导师李道增院士，他会从戏剧

开始讲剧场是如何变化的，然后把西方和东方的

戏剧、剧场进行横向比较、纵向研究。这些东西

融会贯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 

此外，清华建筑学院还特别注重建筑师的

领导才能，其人才培养目标是将职业建筑师与专

业领导相结合，定位于培养具有行业领导能力的

Leading Professional ，也就是“行业帅才”。

“要盖一栋房子，一定要有建结水暖电这五

庄惟敏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教
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建筑设
计研究院院长、总建筑师。国家一
级注册建筑师、注册咨询师。曾主
持中国美术馆改造工程、2008年奥
运会国家射击馆、飞碟靶场和柔道
跆拳道馆、中国国际博览中心等重
大工程的设计工作。2012年获中国
建筑学会建筑教育奖及“当代中国
百名建筑师”称号。

建筑是一种文化
——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庄惟敏

○  学生记者    周佳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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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业。而建筑师是整个系统里的总指挥，最

需要有全局观念。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建筑

师具有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和统筹能力，具有

足够的领导才能。作为一个领导，你要将你的

思想传达给所有配合的人，并带领他们把你的

思想实现。”庄惟敏说。

建筑师具有国际视野十分重要。清华建筑

学院也给学生提供了很多国际交流的机会，鼓

励学生不断出去看、不断出去学，不断对外交

流，并形成自己对这个学科和行业的判断。国

际化水平高也是清华建筑学院的一大特色。目

前，学院和美国的哈佛、耶鲁、麻省理工、宾

夕法尼亚大学，英国的剑桥，德国的慕尼黑工

业大学等等都有着良好的交流合作关系。

“中国的建筑学学科体系可以说是舶来

的，从最初模仿巴黎美院，到后来学习德国包

豪斯的建筑学教育体系。中国的建筑教育就要

立足国情，研究中国的文化和传统，并兼具广

阔的国际视野。”庄惟敏说。

自我定位与专业选择
“我们希望学习建筑学的学生不仅仅是分

数高——虽然每年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平均分在

全校来说是很高的。我们更看重的是他们的综

合素质，作为一个建筑师所需要的一些基本能

力和品质，比如领导能力、团结协作能力、抗

压能力，甚至幽默感等等。”

建筑学院入学考试目前不加试美术，但

自主招生专业面试时，也许考官会让考生现场

画几笔，或者让其对现在的建筑做一下评价。

“这其中就会有一些专业思想非常坚定、建筑

感觉非常好、能够把艺术和理工知识融为整

体、灵感十分丰富的同学脱颖而出。而这样的

人才是我们看重的。”

另一方面，建筑学院每年也都会有同学

在入学就读后因为兴趣或能力方面的问题而

转系，也有极个别同学花了四、五年的时间无

法完成课程学习。对此，庄老师给出了他的想

法：“一方面清华建筑的名气确实吸引力很

强，但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学生们在入学当初不

太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这个问题非常

有普遍性，很多年轻的高中生会有一种从众和

趋同心理。我们当然希望大家能够在高中阶段

就对自己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但另一方面，从

建筑学院的角度来讲，我们会在第一年设置一

些基本的课程来告诉学生们：建筑是干什么

的，建筑学的基本规律是什么，学成以后从事

什么工作等等，帮助大家进行自我定位。”

在建筑学院下设的三个一级学科中，建

筑学专业更偏向于培养专业建筑师，而城乡规

划学和风景园林学则更偏向于城市和建筑与环

境的营造。目前只有建筑学有本科，规划今年

开始设立本科班。据庄老师介绍，清华建筑学

院的学生毕业后主要有三个就业方向：当建筑

师；或者是作为城市建设的领导者，用专业知

识去管理城市建设；当然也有去从事房地产行

业的。

在庄惟敏看来，建筑是一项需要你切身

融入其中体验的事业。他觉得，建筑师的要求

其实和演员差不多。一个好的演员，要演好一

个工程师，就要经历工程师的事业，体验他的

生活。同样，一个好的建筑师，要设计一个建

筑，也需要去相应的工作环境中切身体验。比

如设计一栋医院大楼，就一定要去医院体验整

个运转体系。这就要求建筑师必须有丰富的阅

历和生活经验。“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做建筑

师的原因，从小就觉得建筑师的生活可以很丰

富。把自己的爱好融入生活，是一件很开心的

事情。”庄惟敏说道。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很多乡村一昼夜

变成了城市，老百姓对建筑的关注和热情有了

很大的提高，对建筑概念的理解相比以前也增

强了许多。“但和外国人相比，全社会的建筑

觉悟还需要提高。所以我希望有更多优秀的、

对建筑充满热爱的同学可以来清华建筑学院，

一起实现梦想，也助推整个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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