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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记者 杨立华

钟灵水木地，毓秀清华园。百年清华，镌刻着一个世纪的荣耀，在万千光环中，清华国学研究是

其中璀璨的一环。20 世纪 20 年代的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秉承国学，群英荟萃，“四大导师”王国维、

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挥鞭执教，亦有数十位日后享誉中国学术界的俊杰毓秀求学问道。虽只有短

短四载，却铸就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神话”。在“沉潜”八十年后，2009 年 11 月 1 日，清华大学国

学研究院成立，国学研究在清华又扬起了新的风帆。

清华国学研究
李鸿樾毕业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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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张珍贵的文凭记起
这张文凭的主人公——李鸿樾（1896~1974 年）为湖南浏阳三口乡筱野垅村人。1925 年考入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学习。他

在王国维指导下，用一年的时间，出色地完成了《古文字学》课题的研究，于 1926 年 6 月毕业，最近，这份文凭由《光明日报》

刊载，重温了清华国学研究那一段“神话”的岁月。从这张珍贵的“文凭”，我们看到那个不可复制的神话——清华国学研究

院的历史痕迹。

1925 年，清华学校成立大学部的同时，又增设了一个研究院，成为校内与大学部、旧制留美预备部并列的三个相对独立

的教学单位之一。由于经费问题，研究院第一年先设国学一科，拟再陆续添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科目。但揆诸实际，研究

院以国学一科贯其始终，因此，习惯上又称研究院为国学研究院。

清华研究院在短暂 4 年中，开创出一股研究国学的新风气，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研究院开创的优良传统，

在清华园延续，成为清华英才辈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培养“通才硕学”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办院宗旨

“两脚踏中西文化”
                      ——清华国学院导师聘任资格

严格苛刻的招生环节

中国传统书院和西方学院的模式典范

清华国学研究院突破了当时考评的体制而组建起来，它

的目标，恰恰就是要突破当时湮没传统的新体制限制，而培

养“学无中西而又以中国文化为本”的传统文化重建者。正

如林语堂所称的“两脚踏中西文化”一般，这其中的文化理

念与具体方式，都拉远了与当时体制乃至世风的距离。

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中国古代书院式教学的完美谢幕。中

国古代著名的书院既是教育教学中心，又是学术研究基地，

是著名学者进行学术活动的中心。清华国学研究院继承了中

国传统书院的特长：（一）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并重，二者

相得益彰 ;（二）书院盛行讲会制度，提倡百家争鸣，形成

一种宽松的学术氛围 ;（三）书院的教学注重发展学生个性，

提倡教学相长，采用师生论辩式教学模式 ;（四）人格教育

与知识教育并重。

当然，单纯继承中国传统学院的优点远远不能造就清华

国学院的“神话”，在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大背景下，清华国

学研究院的成立更是充分借鉴了西方学院的教学模式，吸收

西方大学的办学精神和导师制，充分把西方教学中的优势融

汇到国学教育之中。

清华国学研究院设定研究院之地位为：“非清华大学之

毕业院（大学院），乃专为研究高深学术之机关”。宗旨则

简单明确：“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即培养以著

述为毕生事业的“通才硕学”，及各种学校的国学教师。

研究院设立之初，对导师的聘任做出了严格要求：

“一、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二、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

治学方法；三、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

之成绩”。授课不取讲堂制而采导师制，注重个人指导。由

此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

清华国学研究院制定的招生章程规定报考资格为：

“一，国内外大学毕业生，或具有相当之程度者；二、各校

教员或学术机关服务人员，具有学识及经验者；三，各地自

修之士，经史小学等，具有根底者。”总之都是饱读诗书的

俊彦，并经考试择优录取。前民国国务总理熊希龄保荐手下

的人来，要求免考入学，尽管该生基础不错，而当时负责的

吴宓答必须考试。录取新生吴其昌写信，保荐无锡国专高才

生侯堮，请求特取，吴宓亲笔回信拒绝（侯堮于次年考入）。

还有外国人介绍入学者，吴宓亦答复欢迎报考。故录取工作

可能因名额所限而有遗珠，却决无违规得入者。

正是因为大师级的导师教育，中西集合的教学模式，不

拘一格招揽人才的创举，以及严格的招生准则，才让清华国

学研究院在短暂的时间里铸就了这一不可复制的国学神话，

为国学研究开创黄金时代！

清华国学研究院在创办之初就已经有高标准的办院理念：

国学研究院教师合影，

前排左至右：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

后排左至右：章昭煌、赵万里、梁廷灿

清华国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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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学者。字卓如，号

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举人出身。

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人称“康梁”。早年所

作的政论文，流利畅达，感情奔放，颇有特色。其著作编为

《饮冰室合集》。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

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

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他的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

史学和佛学。就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期间，他的指导范围

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

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

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

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等。 

王国维 梁启超 陈寅恪 赵元任

“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

陈寅恪是一位历史学家，学贯中西，是公认的 20 世纪最

有学问、最有成就的学界大师。他的专业是中古史，长年在

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中山大学担任教授，还曾任牛津等外

国名校教授。他的所有作品都以文言写成，而且学问高深，

一般知识背景的读者难以啃动。

陈寅恪在清华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

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昌

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

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

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

本色。陈寅恪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

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运用这种中西结

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同时，

他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

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

有重要发现，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中国语言学之父”—— 赵元任

四大导师中，赵元任是最年轻的一位。他有极高的语言

天分和音乐才能，被誉为“中国语言学之父”和中国近代音

乐的先驱之一。1920 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清华参观讲学，赵

元任当翻译，陪同罗素周游全国各地，每到一个地方，他就

用当地的方言翻译。1925 年赵元任回清华教授数学、物理学、

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
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国学导师都是我国近代杰出的学者，当年，清华国学研究正是由于拥有他们，在短

短四年间，造就令后人称赞不已的辉煌。

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在四大导师中，王国维是第

一个来到清华的。王国维年轻时学习语言、科学、哲学和心

理学、社会学，30 岁之后研究文学。中年之后，又治中国古

代史，在甲骨文方面取得了优异成就，奠定了他国学大师的

地位。

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 考古学家、词学家、

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平著述 62 种，批校

的古籍逾 200 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 被誉为“中

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

饮冰室主人——梁启超



23

关。从一开始，清华人就对科学的两面性有所认识。梅贻琦

与潘光旦认为，工业化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使工科教育于

适度的技术之外，要取得充分的社会化与人文化”。1947 年，

建筑学家梁思成提出，我们不能培养只懂技术不懂人文的人

才，并借用美国某大学校长的话，称之为“半人”，即不完

整的人。并将由“半人”掌管的世界称作“半个人的世界”。

中西融会

文实会通

古今贯通

文理渗透 

清华的会通之路
1988 年，王瑶先生提出了“清华学派”的概念。从那时起，“清华学派”作为一个命题、一种现象，渐渐引起越来越多

的关注和讨论。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程钢认为，“清华学派”的基本特色是“会通”，而会通精神表现为四个方面：

清华勇于打通中西，在人才培养方面，清华大学外文系

培养出了以钱钟书、季羡林等人为代表的中西贯通的名家。

冯友兰认为，中西文化不存在孰优孰劣，也无须判断孰优孰

劣，而是要彼此补充。“我们比较和研究中国和欧洲的哲学

思想，并不是为了判断孰是孰非，而只是注意用一种文化来

阐明另一种文化。”张岱年还提出了“文化析取论”。张岱

年认为，文化不是生物有机体，而是某种组合物，是可析取

的。各部分（不是整体）地位平等，相对独立，可以重新拆装，

创造出新的文化，这就是“综合创新论”的主要内容。 清华人不但在文史哲等具体领域内做出了会通型的贡

献，在大学理念方面，清华也有独到的贡献，这就是创办了

文实会通的大学。

1930 年代初，清华大学办学理念发生重大转变，开始

创办工科。清华大学工学院是在梅贻琦的主持下创办的，他

1931 年就任校长，立即组建清华工学院。在著名的《大学一

解》中，梅贻琦将大学的使命概括为“明德”与“新民”两项，

他清醒地认识到，“人才问题又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组织

人才，一是技术人才。⋯⋯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

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对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

都应该有充分地了解。”

蒋南翔担任校长期间，结合工科实际，注意理工结合，

注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政治品质、组织才能与文体才能），

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

文实会通。

清华人推崇“人文日新”。1928 年北伐胜利，清华变为

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称之为“新清华”，这个“新”

指国民革命之新；1949 年之后，蒋南翔出掌清华，将清华校

报命名为“新清华”，这个“新”，指的是社会主义革命之新。

这些都是“人文日新”精神的反映。回顾清华的历史，其实

总体上就是一个文化的会通综合、不断日新的过程。

民国初年，正赶上文化剧变的时代，外在环境的迅速变

革与内心价值的追求稳恒，构成一对矛盾。如何看待古代传

统，在古代与当今之间建立起连续性，是当时的重大问题。

其中，清华大学中文系在现代汉语言文学与古典研究之间达

成了健康的平衡，历史系既坚持传统的细密考据（陈寅恪等），

又提倡宏观的理论视野（雷海宗、蒋廷黻等），并将两者有

机结合，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均在国内独树一帜。在古今

贯通的理论化方面，比较著名的有陈寅恪提出的以“同情了

解”为特色的中西融会学说和冯友兰的“释古说”。

一是以文理平衡为教学导向，培养出大批具有良好人文

修养的科技大家。顾毓琇既是杰出的技术科学家，又是诗人、

戏曲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是现代中国罕见的文理兼通

的全才。在清华文理平衡、全面发展的氛围中，入学时以文

史见长、理科不好的钱伟长，出于科学救国的热情，转学理科，

后成为杰出的科学家。

二是反对“半人”教育。清华以科技著称，但却能充分

认识到人文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这与清华的传统有

西洋音乐欣赏等课程。1928 年作为研究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进行了大量的语言田野调查和民间音乐采风工作。

赵元任一生会讲 33 种汉语方言，会说英、法、德、日、

西班牙语等多种外语。他具有“录音机的耳朵”和学说语言

的能力，在音位学理论、中国音韵学、汉语方言以及汉语语

法方面有重要贡献。

清华国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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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 梁启超 赵元任陈寅恪 李济 朱自清

王国维

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

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

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

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

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

学相结合的开创者。

梁启超

学术研究涉猎广

泛，在哲学、文

学、史学、经

学、法学、伦理

学、宗教学等领

域，均有建树。

赵元任

在清华开设过数

学、物理学、中

国音韵学、普通

语言学、中国现

代方言、中国乐

谱乐调和西洋音

乐欣赏等课程。

陈寅恪

国学基础深厚，国史

精熟，又先后在美国

哈佛大学等多所国外

院校就读，具备阅读

梵、巴利、波斯、突

厥、西夏、英、法、

德八种语言的能力。 

>>>>>>>>>>>>>>>> >>>>>>>>>>>>>>>> >>>>>>>>>>>>>>>>

“清华学派”代表人物简介（部分）

杨振声 刘文典 金岳霖

潘光旦

闻一多

吴景超

蒋廷黻 顾颉刚

冯友兰黄节 陈达 顾毓琇

吴宓

雷海宗 张申府

顾毓琇
他是国际上公认的电机权威

和自动控制理论的先驱，但

他不仅是科学泰斗，也是文坛

翘楚，一生创作的诗词歌赋达

7000余首，并且对戏剧、音乐

也都有很深的造诣，被世人誉

为“电机权威，教育专家，文

坛耆宿，桂冠诗人，话剧先

驱，古乐泰斗，爱国老翁”。

蒋廷黻

为培养和训练学生采用

综合治史的方法，他要

求历史系学生“多习外

国语及其他人文学术，

如政治、经济、哲学、

文学、人类学”，从而

“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

复杂性，整体性，帮助

我们作综合的工夫”。

顾颉刚

作为一位史学家，

享誉中外学术界，

影响深远。他将史

学上的创见运用到

民间文学、民俗学

领域来，为之贯注

新血液，探讨新方

法，同样取得了极

大成就。

潘光旦

先生用了毕生之力，不顾身体

上的和社会上的种种常人难以

克服的缺陷和劫难，坚持学习

各项先进的学科，去认识人的

生理和心理基础，人的社会行

为和规范，以及对人处世的法

制和伦理道德，力图为人类寻

求一条“中和语育、遂生乐业

之道”。（费孝通）

王力 吴其昌

陈铨

王力

王力先生的治学具有突

出特点。第一，将传统

的“小学”（语文学）

和现代语言科学相结

合。第二，将教学与科

研相结合。第三，创新

与求实相结合。第四，

渊博与专深相结合。 

（唐作藩）

俞平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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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 王浩 任继愈 朱德熙 李赋宁 许国璋王佐良 卞之琳 汪曾祺

任继愈

“一个民族的文学、史学、哲学、宗教最能

体现这个民族的性格和风格。年轻人应多了

解祖国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文化从古至今绵

延不绝，不管你是学理的，还是学文的，都

应该对民族的历史有所了解，这样才能知道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么优秀，真理本身是多

么朴素可爱。”

朱德熙

他是汉语语法学界伟大的语言学大

师，是一位富于开创精神的杰出学

者。在语法研究上，他以独特的语

法思想、科学的分析方法见长，首

先提出变换分析，并且在国内最早

运用这种理论来描写分析汉语句

法，为汉语描写语法奠定了基础。

王佐良

“语言之有魅力，风格之

值得研究，主要是因为后

面有一个大的精神世界：

但这两者又必须艺术地融

合在一起，因此语言表达

力同思想洞察力又是互相

促进的。”

许国璋

他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

家，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以语言大

师的慧眼和才智，在语言学诸多领域

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主编的大学

《英语》教材，从60年代初开始，通

行全国，历久不衰，成为我国英语教

学方面同类教材的典范。

>>>>>>>>>>>>>>>> >>>>>>>>>>>>>>>>

钱钟书 夏鼐 吴晗 赵俪生

冯契

李长之 林庚

费孝通曹禺 杨绛

夏鼐

他不仅熟练地掌握了

现代考古学的理论、

方法和技术，具有丰

富的自然科学和技术

科学知识，首次将碳

十四断代法引入中

国；同时对中国传统

的文史学、金石学也

有很深的造诣。

钱钟书

钱先生的治学特

点是贯通中西、

古今互见的方

法，融汇多种学

科知识，探幽入

微，钩玄提要，

在当代学术界自

成一家。

季羡林

其自述曰：

“梵学、佛

学、吐火罗

文 研 究 并

举，中国文

学、比较文

学、文艺理

论 研 究 齐

飞”。

何炳棣

他治史以时间言，从公元前

五千年至二十世纪的中国历

史文化无不涉及，关注之

广，有浩瀚气象，而解释之

新，足以撼动学术界；以方

法而言，善于从西洋史及社

会科学积极摄取研究中国历

史和文化的心得，强调宏观

的通识综合。

蒋天枢 贺麟李健吾

贺麟

对西方哲学有很深的

造诣，对黑格尔、斯

宾诺莎、怀特海等西

方近现代哲学家都有

深入的研究，同时就

中国哲学而言，他又

是“新心学”的创建

者，被尊为现代新儒

学八大家之一。

姜亮夫

“（姜亮夫）于1935年赴欧

洲，于巴黎大学进修考古学。

他与马伯乐、伯希和、戴密

微、叶慈、翟理斯等英法汉学

家结识，且在法京国民图书馆

应王重民先生之邀，检阅敦煌

卷子，多有收获，足见他的学

术，绝非闭门墨守者可比。” 

（李学勤）

何炳棣 季羡林

穆旦 郑敏

（主要参考资料：刘超《“清华学派”及其终结——谱系，脉络再梳理》）

俞平伯 姜亮夫 罗根泽

刘节

清华国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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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国学研究的精神传统

梁启超题词

在 1925 年 9 月 9 日的开学典礼上，校长曹云祥

演讲，大意是：现代中国所谓新教育，大都抄袭欧美

各国的思路，并没有对本国文化的悉心研究，本校之

所以组织研究院，研究中国高深的经史哲学，而且采

用科学方法，并掺加中国考据之法，是希望从中寻出

中国之国魂。

清华国学研究院虽然只有短暂的 4 年，缔造了国

学史上不可复制的国学“神话”，但是，老国学研究

院的精神传统在新时代为清华人文复兴留下了宝贵的

精神财富和经验启示。

启示一：经费充裕，礼聘大师

叶企孙解放后有一次和人说起老清华办学成功的

经验，他认为主要是两点，一是经费充裕，二是慎选

师资、宁缺毋滥。绳之以国学研究院的经验，经费充

裕是一个前提条件，自不必说，国学研究院最为突出

的也许应该是礼聘大师，完全信任他们，放手让他们

依照学术研 究和人才成长的规律办事。这当是老清华

办学经验里最为宝贵的成分。

启示二：脚踏中西，树立难于超越的学术丰碑

王国维、陈寅恪两人并不完全是“国学”学者，

尤其是陈寅恪，他没在国内念几天书。陈寅恪当初写

的《敦煌劫余录》序，实际上是提出要把新材料镶嵌

到学术的新潮流里面，用的是“世界学术”。

启示三：执著的独立精神烛照后世

作为一个文化守陵人，陈寅恪守护的不是传统文

化的道学规范，而是其灵魂本身，或曰生命的内修传

统，这种守护虽然不是王国维式的自杀，但却具有壁

立千仞的伟岸和孤峭。而且，正如王国维张扬了生命

一样，陈寅恪洞悉了历史。

启示四：开放的治学理念和严格选拨制

清华国学研究院培养了 4 届学生，总数 70 余人，

而成材率颇高，其中尤以高亨、徐中舒、吴其昌、刘

盼遂、王力、姜亮夫、陆侃如、戴家祥、卫聚贤、谢

国桢、杨鸿烈、陈守实、刘节、蒋天枢等成就突出。

张国刚（清华大学历史系）说：清华诸公的折中

中西的追求其实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思想理

路。这就是陈寅恪总结的那三句话：“一曰取地下之

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

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

互相参证”。也就是说在学术研究中要做到考古与文

献资料的互相释证；中文与外文资料的互相补证；西

方理论、概念与本国历史记载的互相参证。这几点其

实都离不开“中”与“西”，清华国学院诸公不仅实

践和总结出了这些方法，而且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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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国学院情况概览

成立时间 2009 年 11 月 1 日

题词 李岚清为国学院亲笔题词：“为研究弘扬国学精华做贡献”

  院训 “宽正、沉潜、广大、光明”，由著名国学大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饶宗颐专门撰写

导师

院长陈来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哲学，现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

副院长刘东教授：主要研究美学、比较文学和国际汉学；

刘迎胜、姚大力教授：均以元史研究见长，是中国元史研究会的正副会长。

目标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为校属、跨院系的研究机构，将秉承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精神，参与新时期以来清华大学文科恢复

振兴，力求办成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为中国文化研究提供一个一流的国际化的平台。

理念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依然承续老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国学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也将以“中国主体、世界眼光”为宗旨

传承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精神。

研究工作

一、一份《国学文摘》。

二、两本杂志，刘东主编的《中国学术》，刘迎胜和姚大力教授共同主编的《中国元史》。

三、三大讲座，“梁启超讲座”、“王国维讲座 ”、“陈寅恪讲座”， 以纪念这三位奠立了清华文科基石的大师。

四、四套丛书：《清华国学讲演丛书》，《清华国学文存》，《清华国学论丛》，《清华国学译丛》。

五、设立五个讲演室，跟老国学院的编制一脉相承。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
2009 年 11 月 1 日，清华大学国学院成立，是继人大、北大成立国学院之后，又一个组建的国学院，将不断升温的国学热

推向了新高潮。欧美日本的汉学家们纷纷致电庆贺，国内学界和主流舆论也是一片赞扬。时隔 80 年之后，清华大学国学院尝

试延续老国学院的香火。

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毕业生合影

清华国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