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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建校100周年

中，一直有着一种扯不掉、割不断的“清

华情结”。我们的脑海里总会时不时地浮

现出一幅幅美丽的图画：清华学堂二校

门、水木清华闻亭钟、九曲回廊工字厅、

圆穹金顶大礼堂、教学大楼图书馆、荷塘

月色紫荆花……我们动情地怀念记忆中的

美好时光，好像又年轻了许多，仿佛又回

到了令人梦萦魂牵的清华园。

在这盛大的节日里，我们欢聚一堂，

隆重庆祝母校百年华诞。大家兴高采烈地

叙谈各自的成长历程，诉说彼此的真情友

谊；大家热情洋溢地歌颂清华大学举世

瞩目的成就，惊叹清华园日新月异的变

化，畅想母校繁花似锦的蓝图。我们共

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共同祝福老师、同

学健康长寿。我们一定会看到，在华夏大

地上，我们的母校必将以一种崭新的面

貌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林。这就是我们清

华人的胸怀。

按：本文是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学长为

清华百年校庆出版物《春风化雨》一书撰

写的序言。

清华大学百年华诞到了，这一百年是

清华和国家同命运，共呼吸，经苦难，兴

建设，发展到今天的一百年。这一百年，

从“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发展到拥有

“两弹一星”的社会主义国家，从不能制

造一颗钉子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到人造

卫星上天，直到研制出世界上运算速度

快的电子计算机。几乎没有一件大事没有

清华人的参与。即使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

代，主持兴建中国第一座水力发电站的也

是清华1924级的黄育贤学长，后来又有参

加建设长江大坝的张光斗教授。而在国

外，1923级的顾毓琇学长在美国宾州大学

任教时，更对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建

造作出了贡献，并且写诗如下：

万能电子为人用，

此处发明计算机。

神速无妨精又确，

工程科学共飞驰。

科学不但与工程比翼齐飞，而且和诗

词一同遨游太空，因为顾毓琇在1976年国

际诗人大会上当选为“桂冠诗人”，这又

标志着清华文理兼通的传统。这个传统在

后来的清华人身上也有表现，如1942级杨

清 华 三 传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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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宁不但是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科学家，

而且对文学艺术也有相当高的造诣。他在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退休时就引用李商

隐和朱自清的诗句：“但得夕阳无限好，

何须惆怅近黄昏?”在80岁生日会上又反

用莎士比亚《皆大欢喜》中的人生七个阶

段，莎氏第七阶段一切皆空，他却一切都

有，可见他的中西文学水平。1945级朱光

亚任中国工程院院长时，为每位院士购买

汉英对照《唐诗三百首》，为对外交流之

用。他还喜欢打桥牌，计算非常精确，把

科学精神体现到文娱活动中了。他们都不

只是自强不息的科学家，而且体现了清华

文理兼通的优秀传统。文理兼通非常重

要，因为科学理论研究的是必然王国，而

文学艺术创造的是自由王国，文理结合就

由必然王国上升到自由王国了。

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关于“厚德载物”，有一个典型的

例子。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北

大、南开三个大学迁到湖南长沙，组成长

沙临时大学，校舍很少，学生借住在兵营

废弃不用的旧房子里。三校校长同去视察

校舍时，北大校长认为兵营不宜住大学

生，南开校长则说环境艰苦，正好锻炼学

生的品格。双方意见分歧，这时清华校长

梅贻琦就提出一个兼容并包的方案说：大

学不是有大楼，而是有大师的学校，如果

既有大师，又有大楼，那自然更好，如果

没有大楼，只要有了大师，那在艰苦的环

境里也是可以培养出人才的。结果就有了

后来人才辈出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厚德载物”的表现之一就是团结互

助。1929级王淦昌学长参加了我国第一颗

原子弹的制造，他在《我的摇篮》中谈到

陶葆楷学长对他的帮助，叶企孙教授给他

演练伯努利原理，还有吴有训教授“手把

手地教他做实验”，充分体现了清华团结

互助的精神。其他清华教授和科学家都是

如此，如1936级的何泽慧谈到周培源教授

指导于光远做有关相对论的论文，叶企孙

教授指导王大珩安装高分辨率的光谱学设

备，任之恭教授指导何泽慧做稳压电源，

吴有训教授指导钱三强制作一个玻璃真空

系统，都是具体范例。

团结互助并不限于清华师生之间的互

相切磋，还包括校外甚至国外的学术探

讨，这就是清华传统的三大沟通：文理沟

通，中西交流，古今贯通。而清华国学院

的名师梁启超和王国维都是学贯古今中外

的典范。

梁启超1922年在清华文学社讲《情圣

杜甫》说：杜甫写《石壕吏》时，“他已

经化身作那位儿女死绝、衣食不给的老太

婆。所以他说的话，完全和他们自己说

的一样……这类诗的好处在真，事愈写得

详细，真情愈发挥得透彻。我们熟读他，

可以理会得真即是美的道理。”“真即是

美”是英国19世纪诗人济慈的名言，梁启

超把西方的文学理论应用到中国古代诗词

上来，这就是古今中外都结合起来了。

王国维不但应用西方理论，而且有所

发展。例如他在《人间词话》中提出来的

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如晏殊《蝶恋花》

中说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西风扫清了落叶，诗人登

高望远，一览无遗，这就是达到了真境。

第二种境界如柳永《凤栖梧》中说的：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一个人做事如果能废寝忘食，流连忘返，

庆祝建校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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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日渐消瘦，也无怨言，那就达到了善

境。第三种境界如辛弃疾在《青玉案》中

说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

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一种“山重水

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超群脱

俗，特立独行的美境。由此可见，梁启超

认为真和美是在一个层次上的，而王国维

却认为真善美的层次不同。如何分别层次

的高低呢?《论语》中说：“知之者不如

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真境可以

使人知之，善境可以使人理智上好之，美

境可以使人感情上乐之。所以王国维提出

的真善美三种境界，愈来愈高。

梁启超、王国维之后，对中西文化交

流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有清华1933级钱钟书

学长。《钱钟书英文文集》总结了中国古

代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书中妙语如珠，如

他只用两个词就总结了中西文化的异同：

Duet＆Duel，前者是“二重奏”，后者是

二人“决斗”。如朱自清教授认为《诗

经》用赋比兴的方法来歌颂古代的和平生

活，古代西方的荷马史诗却用赋比的方法

来歌颂暴力战争和英雄主义。《诗经》写

的是“人法自然”，结果是天人合一的

和谐，所以可以形象化地比喻为“二重

奏”。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主要写特洛

亚战争，写人与人的斗争，《奥德赛》却

主要写海上漂流，写人与自然的斗争，所

以两部史诗都可以比喻为“决斗”。钱钟

书把文化比喻为“二重奏”，这是把抽象

的文化比作具体的音乐曲调。1943级的汪

曾祺却把晚唐的温李诗词比作“沉湎于无

限晚景”，用山间晚霞“作脸上胭脂”，

这也可以说是“二重奏”的发展。闻一多

教授批评汪曾祺不问政治，汪曾祺却反批

闻先生参加政治活动太多。闻先生说汪曾

祺向他开了高射炮，汪曾祺却说是闻先生

先向他俯冲轰炸的。把批评比喻为高射炮

和俯冲轰炸机，这又可以说是“决斗”的

发展了。这些例子说明清华人如何继承并

发展三大传统。

总之，清华人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究

其原因，还得归功于清华的教育。“自强

不息”就要不断克服困难，超越自己，超

越前人；“厚德载物”更要使人尽其才，

物尽其用。校训可以英译如下： 

自强不息Be steady to strive to be 
stronger!

厚德载物Make the most of everyone 
and everything!        2011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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