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0 清华校友通讯

负笈京华，求学七年，有幸先后在北

大、清华两所大学就读。每每被问起清

华、北大的异同之处，总是感觉千头万

绪，无以言表， 后只得以几句插科打诨

带过。

有道是，普通青年说，北大人思想活

跃，自由随性；清华人勤奋上进，脚踏实

地。文艺青年说，清华清新俊逸就像“李

白”；北大深厚凝重好比“杜甫”。关于

清华北大的对比文字，就我自己也看过不

少，然而煌煌清华，焕焕北大，无论哪一

种说法，都无异于管中窥豹，只见一斑。

在离开北大五年，离开清华两年之

后，偶然兴起作一小文，试图从细节入

手，去回忆和对比自己所观察的、感知

的、触摸的清华和北大。余意无他，只试

图于万花中浅浅拈一片叶，让我自己也可

以重温那个花团锦簇的春天。    

可见老人对母校的眷恋之心。

除了几十年如一日的学术研究，近年

来刘老更加关注许多现实的社会问题，他

针对这些问题而发表的见解常引起很大的

社会反响。看过刘老的许多文章后，你

会强烈地感到，你可以不完全同意他的观

点，但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对国家对

社会的责任感是不容置疑的。2009年刘老

电邮传给我的文章《愧对慎之》和《应该

重视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看法》就是例

子。难怪他的同行这样评价他：“罕见的

高寿，罕见的思维活力，罕见的学识和

胆量。”刘老的名言“做学问不能为稻

粮谋”在当今的学术界无异于清醒药和

警钟。

每一次看望老人我都有这样的纠结，

既不想过分打扰老人的生活作息，又想多

聊聊。刘老谈话思路敏捷，话锋甚健，谈

话之间时间飞速流逝，看到时间不短了，

我只得起身告辞。就这样带着赠书告别了

刘老，离开了武汉大学。在回酒店的路上

我回想着此次回国的额外收获，在看望刘

绪贻教授之前，7月15日我和嘉实兄曾经

看望了白家祉教授（1939机械）和潘际銮

教授（1948机械）。每次看望老人不但可

以亲身感受到老一辈清华人厚德载物的风

貌，同时也是享受一次精神的沐浴。每次

看望老人也都会带上一些水果作为礼物，

我献上的不仅仅是一份薄礼，更是心中为

老人祈福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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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清华和北大
○付海婧（2010硕，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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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观念两派学问

前几日翻看季羡林先生的传记，读到

季老1930年进京赶考，连中北大、清华双

元。据他回忆，当年清华的考题允规允

矩，国文考题为《将来拟入何系，入该系

之志愿如何？》并《新旧文学书中，任择

一书加以批评》任选其一。而北大自抬门

槛，考题犹如“杀威棒”，国语作文为

《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详论之》，英文

更是要求翻译李后主佳句“砌下落梅如雪

乱，拂了一身还满”。

读及此处，不禁释卷莞尔。七十多年

以后，我虽不曾同时拿到两校offer，但

所亲历或者知晓的清华、北大保送研究生

考试，两校风格的确依然如此泾渭分明。

2006年9月26日，清华笔试3小时，仅有一

题，从陆机的一段文论评价先唐文学观念

流变，任谁都有话可说；两日后北大同窗

们参加的保研考试，则是两门笔试加心理

测试整整一天，内容从铁崖体到法兰克福

学派，从入声字到苏珊•朗格，从竹溪六

逸到厨川白村，从《负暄琐话》到《十驾

斋养新录》，古史今文无不囊括，作文则

给了一则《搜神记》以及现代小说的改写

进行分析，令人冷汗涔涔，下笔踌躇。这

个历史的小细节，令人不禁感叹“去古未

远”。

在公众印象中，清华人重基础实践，

北大人喜发挥演绎。然而若把这一观点搬

到学术研究上则并不妥当。就我所见而

言，清华中文系继承30年代传统，规模小

而精，思考问题大且重，立论则横跨中

西、沟通古今；北大中文系文统未断，多

少学人皓首穷经、深耕细作，做学问更偏

好从文本考据出发，从细琐处深入。

这两种做学问的方式，如同以丰神情

韵擅长的唐诗和以筋骨思理见胜的宋诗，

乃“体格性分之殊”，二水中流，实在难

判高下。

个人主义与团队力量

于清华、北大两校中，我同时混迹过

的团体，当属广播台音乐组。只这一个地

方，就令我感受到两校间的差异迥然。

北大广播台的每一期节目，从策划、

拟稿、录音、配乐、剪辑、后期，完全由

一人独立操办，用文艺腔的话来讲就是

“一个人孤独的心灵之旅”。而清华广播

台从策划开始就是小组讨论、群策群力，

广播稿撰写完成后提交组长进行审阅，通

过后方可开始录音。而录音现场也是各司

其职，必然一男一女两位播音员以对话的

形式播读稿件，专人掌机并负责机务，之

后将稿件与音频资料一并交予后期负责人

进行剪辑。

自然，这两个体制各有优劣。北大的

节目自由太过，同学们的投诉声音不绝于付海婧校友硕士毕业时在二校门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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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而清华的节目由于中规中矩，倒常常

令人充耳不闻。

说到音乐，我又想起两校的校歌，也

很能代表特色。北大的代校歌《燕园情》

青春激扬、优美绝伦，但分为男女四声部

轮唱，每个声部高低不同歌词迥异，第一

次听不熟练的排练，还以为歌者们吵起来

了。而清华的校歌庄严肃穆，古雅凝重，虽

然有两个声部，但不改齐唱本色，想来是很

适合一群留着平头的男生嘶吼一番的。

仔细玩味推敲，在北大，时时谨记要

彰显个人特色，在清华，处处受教须推崇

团队力量。北大人难以理解清华古板的工

科治校模式，清华人也同样质疑北大人思

维的跳脱不羁。

身处两种文化的碰撞中，我往往会有

一种“蝙蝠骑墙”之窘。在清华主持讲

座，我不禁感叹：“连一分钟的串场词也

要领导审核并留底啊！”和北大人合作口

琴比赛，我又会疑惑：“主持时真的可以

自己发挥吗？真的可以吗？”

男生女生配

据印象中的官方数据，2003年我在北

大，本科生的男女比例是56:44；2007年

我进清华，研究生的男女比例是3:1。

北大平衡的男女比例，令得校园内情

侣莺莺燕燕、你侬我侬。而反观清华，虽

有人大、北师等几大“后花园”，但毕竟

远水解不了近渴，大龄男生们纷纷以“研

究僧”、“博士僧”自嘲。在北大，帅哥

单车后载着美女是一道常见的靓丽风景，

而第一次走进清华，看到呼啸而过的自行

车队中都是男生单车后晃荡着另一个男生

的景象，却让我忍不住流下了口水。还记

得同班某同学听闻我要去清华读研的消

息，惊讶地说：“那岂不是狼……”在我

严厉目光的威逼胁迫下，她急忙改口道：

“羊入狼群，羊入狼群……”

话说远了，赶紧拉回正题。由于两校

自然条件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在开放与保

守的维度上，就拉开了差距。本科四年，

如果让我说一件 不能理解的事情，那应

该就是听闻男生楼竟然光明正大入住了不

少闺阁小姐，唬得男生们夏天不再敢光着

膀子冲进水房；相形之下，清华的本科楼

和博士楼门禁制度皆是极严，硕士楼管理

稍松，此类事虽略有耳闻，却也并不能明

目张胆。本科的班长mm近嫁清华，她经常

抱怨在北大可以光明正大地接吻，在清华

却连搂着男友的腰都会遭人白眼。

另外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虽然两校

女生都姿容秀丽、气质脱俗（尤其在清华

兼并中央工艺美院之后，美女比例大幅上

升啊），但细究起来穿着打扮风格还是颇

有不同。人间四月天，在北大便可见不少

漂亮mm吊带抹胸上阵，一派春色旖旎。而

硕士毕业的散伙饭上，我穿的连身裙仅仅因

为没有袖子就被同班同学批评为衣着暴露。

扪心自问，硕士三年每天在教室、图

书馆、食堂看到无数帅哥，女生节享受各

种例行祝福加卡片，还可以以导师门下的

“第一美女”自居（同门中只有我一个女

生），日子过得比本科时舒心多了。但时

间久了，我也会开始反省和质疑这样的种

种“好处”。

在我看来，清华由于男多女少，长期

以来形成了关爱、保护、帮助女性的传

统，而在女性撑起半边天的北大，男生们

对异性则更加尊重也更多鼓励。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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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找工作期间，对几个offer（录取意向）

举棋不定，于是上网求助。“水木”的网

友们多从家庭生活的方面分析，而未名上

则众口一词从个人职业发展的角度指导。

不管怎么说，我曾经怀抱着觊觎之心

的北大清华男生们，虽然你们不曾垂青于

我，虽然就这样错过了、辜负了我美好的

青春，但在心里我依旧热爱你们，永远。

针锋相对，也是一种脉脉温情

一篇名为《清华北大之世界大战》的

奇文一直在网上传诵不休，而某笑话也同

时以两个版本脍炙人口，曰：“——清华

（北大）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多远？——

出门向南（北）行300米即到。”2007年8

月底，我提着写着“北京大学”四个大字

的大包冲到了北京西站清华接站点，旁边

一个男生指着我惊呼：“看，那个人提的

包！”另一个则曰：“这不就是应聘肯德

基却唱《我爱麦当劳》吗！”

的确，两校的针锋相对的历史源远流

长，学生间也常常以此为茶余饭后的谈

资。初入北大，开学典礼上，某校领导就

出语惊人：“我们北大人研究的是宇宙人

生的深刻道理和学问，不像清华人一毕业

就会修汽车！”后又补充道：“北大人走

路仰头看天，清华人走路目视前方，某师

范院校人走路低头看地。”无独有偶，清

华的开学典礼上，某校领导的揶揄绵里藏

针：“我导师自小非常向往清华，可惜高

考时只考上了北大……还好他本科四年刻

苦努力，终于考上了清华的研究生。”

不过，在我看来，清华人对两校间形

形色色的相互挤兑，显得更加宽容，也更

加大气。君不见，在北大，明显贬义的

“清二”几乎成了对隔壁的官方称谓，而

在清华，并不算多出格的“P大”叫的人

也不多。君不见，奶茶mm蜚声网络之后，

北大男同胞们一致叫嚣“枪在手，跟我

走，砸清华，抢奶茶”，全然忘记了本校

的美女资源已经很雄厚。有人说，跨入北

大的第一天起，就自动加入了反清华的阵

营，但这话的另一版本我在清华却并不常

听。再者，清华西门口挂出一面小黑板，

为游人标识出前往北大的路线图，令人会

心一笑，这一小细节就彰显了清华人的气

量与风度。

北大清华，清华北大，孰先孰后？孰

优孰劣？我倒是认为，在建设国际一流大

学的进程中，北大与清华应该像KFC（肯

德基）与M记（麦当劳）一样，相互竞

争，永不分离。

难忘的青春，永久的眷恋

清华与北大，作为国内的TOP2院
校，于国人，是两个旗帜鲜明的符号，于

我，却是一段念念难忘的岁月。

要比较相异，必是颇多相似。这里有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这里有影响我一生的导师，这里有万卷图

书也有千种美食，这里有我的朋友，我的

青春，我的旧梦。 重要的是，这里有全

国 有天赋也 勤奋的一群少年，一样热血

爱国，一样相信“功不唐捐”，一样人不可

貌相，一样在用大好青春书写无限希望。

闭上眼，让回忆变成彩色。我像爱理

教一样地爱着六教，我像爱旧图一样地爱

着新馆，我像爱荷塘月色一样爱着未名

湖，我像爱新斋一样爱着五院，我像爱农园

的酸菜鱼锅仔一样爱着桃李园的麻辣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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