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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为一流大学，谈何容易。而且，如果

不把着眼点放在利用综合大学文法理工多

学科的综合优势，去强化通识教育，培养

通才，也会是事倍功半。前些年发生的北

京动物园硫酸伤熊事件，竟然是清华电机

系的应届毕业生干的，而且这个学生的动

机不过是想试验狗熊的嗅觉灵敏度。这使

舆论大惊。这虽是个案，不能以一概全；

这一事件固然也可以归咎于本人的社会公

德问题；但其只迷于“科学试验”而不通

达人情事理，不懂得关爱人而及于人类的

动物朋友，缺乏“仁爱”“恻隐”之心和

“文雅”的学者、君子风度与情操，也多

少与较多注重培养“专才”、“科学匠

人”，或过于看重“听话”的政治教育而

不注重“通识”与德育的偏颇有关。才多

识寡，难免成为头脑简单的书呆子，或恃

才傲物，难容于世。

就我国法学教育而言，在繁荣发展的

背后，也面临某种危机，主要表现为法

学教育与社会相互脱节：社会(应当说主

要是国家机关)没有切实改革政治体制和

司法制度，未能为走上社会的青年创设良

性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使好人不致因

不好的制度而变坏，并配合学校教育, 加

强对他们的职业道德教育，反而在某些方

面起了负面的“示范”作用；而学校的法

学教育则往往侧重知识的传授, 忽视“法

德”的培养。古人云：“师者, 所以传

道，授业，解惑者也。”大学的法学教

育，以及其他专业教育，首要的是传“做

人”之道，护法之道, 抵抗社会腐蚀之

道。要培养学生具备为民请命、舍身护法

的正义感和使命感, 和“贫贱不能移，富

贵不能淫, 威武不能屈”的政治操守。这

就是培养有“法德”的人。旧中国的法

官、律师中, 也能找到一些“舍身为法”

的清官, 鲁迅称他们为“中国的脊梁”。

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更应该多培养这样的

脊梁。

法, 应当是正义的化身, 法学者、立

法者、法官、律师……更应当是社会正义

的卫士, 时代的良心。要有终身为人民争

权利, 为社会伸正义, 为国家行法治的抱

负。学生学法时要有这样的追求, 将来掌

权后更要有这样的禀性。遇到刮风下雨的

时候, 仍能坚持真理, 岿然不动。

2010年1月于清华大学荷清苑

近日梦连绵，觉醒情丝难断。久坐床

沿追忆，几多清华恋。

缘由母校百年临，学子愈思念。课桌

许留余热，足痕荷花畔。

一世清华，历届师生，报国效忠。忆

当年初创，三山负重；同方立训，日晷彰

风；云集名师，精英辈出，学贯中西今古

通。频回首，念众多先哲，光灿星空 。  

桃红李白香浓。遍大地神州千万丛。

有大师学子，颇多建树；栋梁治国，气贯长

虹；俊秀攻坚，精诚所至，华夏花开别样

红！同心举，驭长风万里，鹏展苍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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