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2 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 22辑

旧文照登

格本来急躁，小时的驯顺，只是未曾发挥

本性而已。及至年长后，诸事便不能好好

忍耐，所以我出国时，父亲特为送一个墨盒，

上面刻道：

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朱晦翁释曰：

弘为宽广，毅为强忍。“汝本中材，当于

此下功夫！”

因此我在维吉尼亚时，任何横逆之事，

都能忍受。所谓忍受，并不是被环境征服，

而是抱定自己的志愿去忍受横逆之来侵。

所谓“逆来顺受”，即强忍到底。

记得维吉尼亚校长常说：“我们这种

打人的风气，严格的训练，并非恶意。对

任何人也没有歧视，我们的目的在使你锻

炼成人。”

古人说：“百炼钢成绕指柔”，经过

锤炼才会有弹性，有韧性。何况一个骨血

之躯的军人，非经严格训练，不足以任重任。

五、结论

上面是根据我亲身的经验，叙述我一

生所受教育严格的情形。尤其是维吉尼亚

军校，更非常人所能忍受。但是大家不要

误会，我叙述这些，并不是提倡打骂教育。

而只是证明教育一定要严格要求才能有用。

所谓严格，是要一步不放松，要互相严格

要求，要随时互相检讨批评，造成严格风气。

这比打骂更为有效。打骂是万不得已的最

后手段，能够不用，才是上乘。“鞭拳主义”

不是部队长应有的手段，这一点大家一定

要注意。

（摘自孙立人《从我的经验谈统驭管理》）

最近北方教育界有两大盛事。一是北

大五十周年纪念，一是清大梅校长六十寿

辰。清大一向是不做这类应景文章的，可是，

这次为了梅校长的六十寿辰，竟把学校七

种学术刊物都作成了纪念他的专号，并且

还打算大大庆贺一番。梅校长的生日平时

是没人知道的，只有这次才没有瞒得住大

家。这原因是：普通的六十寿辰之外还有

更重要的意义存在着。

由于梅校长的一向韬晦，由于我自己

的领悟不够深刻，我没有方法说出梅校长

对于中国教育界的全部贡献，我也没有方

法说出梅校长值得我们学习的全部品格。

但是，我觉得，就教育界而论，他确是蔡

孑民先生而后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位教育

家。我们不妨各就所知，各就所见，趁此

谈谈。

谈到梅校长，我们最易想到的是他的

专。他是一九零九年清华第一届的留美学

生。那时他才二十一岁。他在美国吴士脱

大学学习工程。一九一五年回国，便回清

华服务，由教员，教授，教务长，到清华

值得我们学习
——为梅校长六十寿辰而作

○傅任敢（1929 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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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学生监督。一九三一年就任校长，直

到现在。所以，就他与清大的关系而论，

前后共达三十九年之久。就他服务清大而

论，前后共达三十三年。就任校长到现在，

已达十七年。他这一生，由少而壮，由壮

而老，整个韶光，都是为了清华。清华由

游美学务处，清华学堂，清华学校，发展

到今日五学院的清华大学，他都是身亲或

躬与其事的。有人祝贺清华，说他寿与国

同。因为清华的年龄正与中华民国一般长

短。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梅校长寿与校同，

因为他的一生就是清华的一生。在这几十

年中，清华不是没有经过艰苦与风波的，

但是在他的镇定与领导之下，一切艰苦与

风波都度过了。在这几十年中，他不是没

有外界功名势利的诱惑的，但他都已敝屣

弃之了。我们可以公正地说，清华之所以

成为一个国际闻名的大学，原因自然很多，

可是梅校长之以一生贡献给他，要为其中

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一切事业之所以不上

轨道，就人事而论，实是由于大家缺乏专

的精神。结果，个人飞黄腾达，事业江河

日下。这“专”字有三层深度。第一层是

说专干一种职业，决不今天办教育，明天

弄政治，后天搞实业。第二层是说专干一

件事业，决不今天做甲校的教务，明天做

乙校的主任，后天做丙校的校长。第三层

是说专心致志，决不东应酬，西交际，干

着校长，望着部长。做到第一层的已经不多，

做到第二层的绝少，做到第三层的便绝无

而仅有了。梅校长的专，便是属于绝无仅

有一层的。

其次，我们容易想到的是梅校长的大。

有一件事实想必大家都知道，就是抗战起

后，国内成立过好几所联合大学，可是除

了西南联大一直联到胜利以后方才各自复

校以外，其余全都中道夭折了。我们可以

设想一下，倘若西南联大也如其他联大，

因为意见不合，联不到底，那是中国教育

界以至全中国国民多么重大的一件耻辱。

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说中国人是一盘散

沙，是一个无组织的国家。倘若在那国难

临头的时候，连智识最高的高等教育界都

仍没有例外地联不拢来，一盘散沙之说岂

不全盘证实，百口莫辩了吗？而其所予全

体国民与下代青年的暗示又将是何等的恶

劣与深远？我们又可以再想一下，为什么

其他的联大通通联不下去，惟有西南联大

能够联到底呢？这就与梅校长的大很有关

系了。西南联大由三大的校长作常委，而

由梅校长担任主席。张校长与蒋校长是不

常在校的，实际就是梅校长一人在撑持。

有一个时期，他甚至于兼着教务长。体力

的劳苦不必提，精神上的劳苦也是可想而

知的。那时，论设备，论经费，论师生的

人数，都是清华最多，依世俗的眼光看来，

1947 年，梅贻琦、韩咏华夫妇在北京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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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联，清华是划不来的，反面看来也可

以说清华在联大占了压倒的优势。这份家

务可不好当。一方面要使清华的各方面绝

不感到划不来，一方面要使非清华的各方

面绝不感到清华占了上风。这关键与奥妙

就在梅校长的大。这时他的心中与他的作

为都只有联大，没有清华了。他对整个联

大一样看待，所以整个联大也都一样看待

他，因此就能一直联到底了。这事做来不易，

假装不成。这事的成功是他真真实实具有

一副大的品格。这品格正是我们，尤其我

们教育界，所急需的。

再次，他的公，或说他的民主精神，

也是使人仰慕的。清华之所以办得有声有

色，蒸蒸日上，主要是因为他具有深厚的

学术空气，拥有各方面的出色教授。一个

大学仅仅有钱有设备是办不好的。他得有

好的风气，好的教授。风气如何才能好，

好教授如何才肯来呢？这是由于清华的校

务真正公开，校长绝不独断独行。因为一

切集思广益，进步自然愈来愈大；因为分

工负责，人人均觉清华自己也有一份，所

以大家工作都有兴致。尽管昆明生活极苦，

北平物价高涨，有些教授吃稀饭过日子，

可是都能固守岗位，乐此不倦。因为学校

大家有份，自然有工愿意同作，有苦愿意

同当。在《大学法》里，大学是没有评议

会这一组织的；有之，始自清华。评议会

可说是一个集体的校长，校长只是评议会

中的一员。这是真正的民主制度，真正的

校务公开。又如年来盛被倡导的教授治校，

确是一个良好的办法，这办法行得最早，

行得最彻底的也是清华。在清华，一切没

有私，一切是公开。因此，学术的风气才

能增进，出色的教授才肯前去。在这方面，

以身作则的就是梅校长。

最后，我要说到梅校长的爱。做领袖

的人有两种：一种使人慑服，一种使人悦

服。毫无疑问地，教育工作者应当使人悦

服，而不在乎使人慑服。因为教育的出发

点是爱。梅校长的品性中深深具有这一点。

他爱学校，所以把他一生献给了学校。他

爱国家，所以在抗日时把他的儿女打发到

远征军去。他爱同事，所以待人一视同仁，

从无疾言厉色。他尤其爱青年，所以在每

次的学潮中他都以自己的力量掩护着青年

的安全。我们只要想想：有多少人曾以学

校为幌子而达到了自己升官发财的目的，

我们便知道真爱学校之不易。我们只要想

想：有多少人曾经大声疾呼地叫人爱国救

国，自己却无贡献，或且因而有所获的，

便知默默无言地做着爱国工作之难能。我

们只要想想：有多少办学的人视办学如做

官，视学校如衙门，趾高气扬，颐指气使，

便知一个大学校长之有礼地对待一切人们

之可贵。我们只要想想：有多少人曾经爱

护青年其名，出卖青年其实，或者爱护其名，

放纵其实，甚或利用其实，我们便不能不

深深地感到我们要有根基深厚的爱，教育

才有着落。

梅校长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值得我

们学习的地方自然不止这几点，而且我们

教育界中亦必有很多无名的梅校长。让我

们多多学习梅校长，多多寻找无名的梅校

长，并多多养成一些未来的梅校长吧。我想，

这才是送给梅校长六十寿辰的一份很有意

义的礼品。

（原载《重庆清华》第二十二期，

1949 年 1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