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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
本刊记者 关娟

在清华百年校史上，有这样一位

杰出的校长：他学贯中西，却又时常

沉默不语；他倡导学术氛围自由、教

授治校，使得清华迅速走出学校历史

上第二轮校长更迭风波；他在抗战时

期带领清华在危难中建业，主持西南

联大领导工作，培养出一大批璀璨的

学术大师；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他在

海峡彼岸再创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

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清华⋯⋯他就是被

称为“寡言君子”的梅贻琦校长。

梅贻琦这个名字始终与清华联系

在一起，不仅因为他与清华渊源颇深：

他是 1909 年清华第一批直接留美生，

回国后 1915 年即来清华任教，曾任清

华学校教授、教务长、驻美留学监督

等，1931 年至 1948 年他连任校长，成

为历任清华大学校长中任职最久的一

位。更因为他是奠定“清华校风”成

效最卓著的人之一。清华著名校训“自

强不息，厚德载物”来自梁启超演说

中的引用之辞，而能够将之充分发挥

者则是梅贻琦。

梅 贻 琦 说 过 的 那 句 名 言，“ 所

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

师之谓也”，至今为学界所推崇。从

1931 年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开始，他延

揽名师、广聚人才，完善学科建设，

推行通才教育，提倡学术自由，“造

就清华校史上名家辈出的黄金时代”，

使清华“从一所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

位的留美预备学校跻身于国内名牌大

学之列。”即便在风雨如晦的抗战时期，

他作为常委实际主持西南联大校务，

坚持秉公处理、一视同仁，以兼容大

气的风格维系了风雨飘摇中的西南联

大，成为坚实的掌舵人，使西南联大

培育出栋梁无数，书写了中国高等教

育史上的传奇一页。他一生身体力行，

形成办学的特殊风格，使他成为近代

华人世界极重要的教育家。

“清华所培养出来的多少人才之

中，对母校竭其心力，能如是锲而不

舍的，已有几人？目前从事于大学教

育的人中，或负行政的责任，或主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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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讲席，对所出身的学校，能如是

其全神贯注契合无间的，能有几人？

不因时势的迁移，不受名利的诱引，

而能雍容揖让与大学环境之中，数十

年如一日，中国之大，又有几人？”

这是 1940 年潘光旦在《梅月涵夫子任

教廿五年序》中的感慨，也是对梅贻

琦一生坚持的一种概括。

梅贻琦先生之风
          ——学比渊澄，道同岳峙

1962 年，梅贻琦先生在台湾去世

时，哀思如潮，无数的名家学者对他

的逝世感怀嗟叹，从蒋梦麟、吴大猷、

叶公超到顾毓琇等，人们纷纷寄托对

失去这样一位良师益友，这样一位“真

君子”，这样一位伟大教育家的哀思。

蒋梦麟执笔的祭文中有“先生学比渊

澄，道同岳峙，仁者爱人，作育多士。

先生粹然儒者，躬行身教，对国家之

贡献独多且要”的话语。无论从学识、

人品，还是为人、处事，梅贻琦都做

到了为人师表，马约翰教授曾经这样

评价梅贻琦：“他有他的人格⋯⋯真

君子 Real Gentleman 的精神。梅先生

不但是一个真君子，而且是一个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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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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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都献给了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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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 年国立清华大学校务会议成员 左起：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梅贻琦，杨公兆，张子高

合璧的真君子，他一切的举措态度，

是具备中西人的优美部分。”

在傅任敢先生的《值得我们学习

的梅校长》中提到，梅贻琦先生高洁

的品格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专

“他这一生，由少而壮，由壮而老，

整个韶光，都是为了清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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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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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这时（注：西南联大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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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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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华，

一切没有私，一切都是公开。因此，

学术的风气才能增进，出色的教授才

肯前去。”

爱

廉

梅贻琦一生勤廉，他追求的是一

身正气两袖清风，从 1928 年他被派去

美国接任留美监督，解决了那里的财

务混乱问题，到 1931 年他初任校长便

放弃许多传统特权，再到西南联大艰

苦岁月里的节衣缩食，经常用废纸头

起草公函、报告提纲等。他认为：“虽

是款项有限，但这是个观念和制度的

问题。” 

梅贻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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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学校，尤其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

二是造就人才。”

●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  “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知道指点，就是我们的

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 inspiration。”

●  “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

●  “吾从众。”

●  “贻琦生长于斯，清华实犹吾庐。就是有一些成绩，也

是各系主任领导有方。教授中爱看京戏的大概不少，你看戏

里的王帽，他穿着龙袍，煞有介事地坐着，好像很威严，很

有气派，其实，他是摆给人看的，真正唱戏的可不是他。”

●  “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

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

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

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

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

敢说一句‘幸告无罪’。”

●  “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

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

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关系，

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

从游之义不綦远哉！此则于大学

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

力之第二端也。”

●  “体育之目标，不单是造就

几个跑多快，跳多高，臂腿之粗

的选手，不单是要得若干的银盾、

锦标，除此之外，也许可以说在

此之上，还有发展全人格的一个

目标。”

●  “对于学校时局则以为应追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

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

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

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梅贻琦与家人合影

作为梅校长的家人，梅夫人韩咏华女士和他们的几个子

女，却丝毫未感受过校长家属的礼遇。西南联大时期，梅贻

琦不让自己在联大读书的 4 个子女领取补助金，他们家“经

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点菠菜豆腐汤，大

家就很高兴了。”梅贻琦唯一的儿子梅祖彦的眼镜打破了，

却没有钱再配一副。为了补贴家用，夫人韩咏华与教授夫人

们一道绣围巾、做帽子上街去卖。1955 年，梅贻琦到台，却

把夫人留在美国。他在台挣的台币，根本无法照顾夫人生活，

夫人不得不自谋生计，在衣帽厂做工，到首饰店站柜台，去

医院做护理照料盲童，从 62 岁一直干到 66 岁。

梅贻琦先生如此高洁的品质，得到了众多名士的敬仰，

林公侠在《忆念月涵师》中感叹道：“月涵师生平对于名利

很淡薄，专心致力教育事业⋯⋯他长母校几十年，虽然清华

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病倒住医院也欠帐，后来各同学

热心献金才清了欠款。在贪污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

这样的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足为万世师表。”

俭

梅贻琦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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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9 年，梅贻琦在清华庚款首批“直接留美生”考试中，

在 630 名考生中以第六名的成绩被录取。

●  1914 年夏，梅贻琦从美国吴斯特理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College） 毕 业， 获 工 学 学 士 学 位， 并 被 选 入

Sigma Xi（美国一种专为奖励优秀大学生的制度，又称“金

钥奖”）荣誉会员。

●  1926 年 4 月，清华教授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教务长和评议员，

在校十余年、深孚众望、尤其是得到少壮派支持的梅贻琦脱

颖而出，以 33 票当选（到会教授 47 人）。

●  1928 年 11 月，梅贻琦被任命为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

他奉命到美之后，马上着手对监督处进行全面改革，简化了

办事机构，精简了办事人员，日常生活上一切从俭。在他的

努力之下，监督处的工作大有起色，经济混乱现象很快得到

彻底改观。

●  1931 年 12 月，梅贻琦就任清华校长，住进了校长住宅——

清华园甲所。搬家之后，他首先作出的决定，就是宣布放弃

校长在生活方面的所有特权。校务管理方面，他尽力减少办

事机构，裁减办事人员。

●  梅贻琦在原有土木工程系的基础上添设机械、电机两系，

组成清华工学院，自兼院长。后由顾毓琇任院长。从 1934 年

起，清华与资源委员会合作开设航空讲座，进行航空实验，

建立亚洲最大的航空实验风洞等，这是清华航空系的前身。

这一时期，为清华以后的工科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1955 年 11 月，梅贻琦离开美国到台湾，开始用清华基金

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

为了选择一个合适的校址，他的足迹几乎踏遍台湾全岛。他

多次远涉重洋，到西方各国原子能机构访问考察，引进技术，

延揽人才，订购设备。从 1958 年 5 月原子炉基地破土动工，

到 1961 年 4 月，仅三年时间，便完成了包括核子科学馆、放

射性同位素实验室、原子炉炉房及实验馆等在内的所有建筑

项目和有关装置的建造安装工作并调试完毕，达到了临界。

●  1962 年 5 月 19 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北。在病危期间，有

一个加锁的手提包一直放在他的病榻下，谁也不知道装有何

物。他去世后，秘书立刻加封，后组织专门人员启封查验，

原来全是学校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毫厘不爽。

 ⋯⋯呜呼——天之将丧斯文欤？胡夺我先生之

速！⋯⋯ 先生学比渊澄，道同岳峙，仁者爱人，作育多士。

先生粹然儒者，躬行身教，对国家之贡献独多且要。与

并世诸君子比，华若未逮，而实则过之。卒也，诸君子

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而国人之尊仰先生，翕然称之，

盖无智愚，通朝野，乃至白叟黄童，胥无异词。孔子云，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于先生见之。

先生生平尽瘁国立清华大学，虽于国家危难之际，

两度出长教部，而兼领清华如故。人有恒言：见果知树。

五十年来清华人才之盛，堪称独步，贡献之多，尤彰明

而昭著，斯非幸致，实耕耘者心血之所倾注。

先生之行谊，本乎中国文化之渊源，而学术则造乎

西洋文化之峰巅。观乎先生之型仪多士，我先民之中体

西用之理想在焉。

今世以有无原子科学设备，为衡量一国文野之准绳。

先生忠爱国家，⋯⋯殚精竭虑，奋不顾身，为国家提供

此一需要，使⋯⋯中国崛起而与于近代文明国家之林，

厥功之伟，莫之与京。

没有死亡：

青青草原的云雀重复地唱。

清华园荷花池畔的钟声赞赏响应！

整整三十年的春风化雨，桃李成行；

长城的烽火消散，昆明湖依然宁静。

没有死亡：原子炉的临界可以保证。

静听呀，宇宙的神秘像呼吸般轻盈，

在核心破裂中放射出无穷的巨能。

伟大的梅先生，

高风长在，

英灵永生！

梅贻琦之行

蒋梦麟执笔《治丧会祭文》（部分）

顾毓琇悼梅贻琦诗一首

1962 年，梅贻琦在台湾去世时，社会各界哀思如海，

悼文如潮。

梅贻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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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 4 月清华校庆时校领导成员合影。

右起：叶企孙、冯友兰、吴有训、梅贻琦、陈岱孙、潘光旦、施嘉炀

“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 迅速崛起的清华

教授治校  名师荟萃

1928 年国立清华大学成立，首任

校长罗家伦追求“中华民族在学术上独

立发展”，强调“研究是大学的灵魂。”

学校要“以学术标准为衡”广罗人才。

他推动将清华纳入国立大学系统，添招

女生，整顿清华基金，积极进行基础建

设。为 20 世纪 30 年代清华迅速崛起奠

定了基础。

1931 年梅贻琦就任校长后，作风

民主、理念先进，他积极延聘国内外著

名学者来校执教，不断完善清华院系设

置，重视科研、教学与社会服务，在清

华发展历史上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时

期的主要成就体现在：一流的师资队伍

建设、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校务管理制度、

学科的完善与发展、开创与国外进行学

术交流的先河等。在 1937 年抗战前，

清华的发展达到历史高峰。

1941 年，清华在昆明庆祝建校 30

周年期间，西方许多大学及学术团体发

来贺电，美国大学来函中更有“中邦

三十载，西土一千年”的赞誉。梅贻琦

的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由他草拟、潘光

旦执笔的《大学一解》（发表于 1941

年 4 月《清华学报》第十三卷第一期）

一文中，他的教育理念“本乎中国文化

之渊源，而学术则造乎西洋文化之峰

巅”。大师论、通才教育、人格教育、

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都是其中的核心

内容。

“教授治校”最初发端于美国耶鲁

大学，它始于耶鲁第八任校长德怀特

（Reverend Timothy Dwight，1795～ 1817 

年任职）。他在任时聘任了 3 位后来成

为著名科学家的优秀教授：西利曼、杰

里迈亚·戴和语言教授金斯利，让他们

负责各自学科的发展和建设。这种高校

管理模式核心是教授在大学的决策与管

理中起决定性或主导性作用，学校的行

政机构起服务与辅助作用。北京大学的

蔡元培校长曾在 20 世纪初践行了这种

制度。

清华大学当时的组织结构是，由

校长“综理校务”，教务长、秘书长分

管学校教务、行政事务，教师通过教授

会、评议会、校务会以及各专门委员会

参与学校管理。教授会由教授、副教授

组成，评议会是这个体制的核心，是校

内最高的决策、立法和审议机构，以校

长、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及教

授互选的若干评议员组成。各学院院长

都由教授会从教授中推荐。评议会实际

上是教授会的常设机构，教授治校的作

用通过评议会的职能体现出来。由校长

主持，教务长、各学院院长参加的校务

会议是行政的审议机构，它的主要职能

是议决一切通常的校务行政事宜，协调

各学院、学系之间的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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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系 教 授

文

学

院

中国文学系
朱自清（主任）  陈寅恪   杨树达   俞平伯   刘文典  

闻一多   王  力

外国语文系

王文显（主任）  毕  莲   陈福田   吴可读   吴  宓      

温  德   翟孟生   钱稻孙   叶公超   华兰德   陈  铨   

吴达元

哲学系 冯友兰（主任）  金岳霖   邓以蛰   张荫麟   沈有鼎

历史学系
蒋廷黻（主任）  刘崇鋐（代理主任）  陈寅恪 

孔  繁    噶邦福   雷海宗   张荫麟 

社会学系 陈  达（主任）  吴景超   潘光旦   李景汉

理

学

院

物理学系
吴有训（主任）  叶企孙   萨本栋   周培源   赵忠尧  

任之恭   霍秉权

化学系 张子高（主任）  高崇熙   萨本铁   黄子卿   张大煜

算学系 熊庆来（主任）  郑之蕃   杨武之   赵访熊   曾远荣

地学系
冯景兰（主任）  翁文灏（名誉教授）  袁复礼 

张印堂   洪  绂   张席褆

生物学系 陈  桢（主任）  吴韫珍   李继侗   彭光钦   赵以炳

心理学系 孙国华（主任）  周先庚（代理主任）  臧玉淦

法

学

院

政治学系
浦薛凤（主任）  王化成   张奚若   萧公权   赵凤喈  

沈乃正   陈之迈

经济学系 陈岱孙（主任）  蔡可选   萧  蘧   余肇池   赵人隽

工

学

院

土木工程学系
施嘉炀（主任）  李  协（名誉教授）  王裕光    

蔡方荫   陶葆楷   张泽熙   张润田   李谟炽   吴柳生

机械工程学系
庄前鼎（主任）  李辑祥（代理主任）  刘仙洲 

殷祖澜    殷文友   汪一彪   华敦德   冯桂连

电机工程学系
倪  俊（主任）  顾毓琇   章名涛   任之恭   李郁荣 

赵友民

通才教育（又称自由教育、通识教育）

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核心，也是近代西方

大学普遍推行的教育方针和思想体系。它

主张大学生不仅拥有专门的知识，更需接

受普通教育，通才教育实际上是人文主义

关于个性自由发展和个人全面发展这一理

想的体现。“只有当教育本身就是目的，

独立于其实用性结果，并只导向自由思维

而无其他特定目标时，它才能被称为通识

教育。通识教育培育了智慧，扩展了寻求

根源和深刻理解的能力。其目的不是传授

某种特定内容，而是开发特定的思维能力：

独立与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和能从偏见、迷

信与教条中自我解放出来的能力。” 

梅贻琦结合中国思想文化，对通才教

育理念做了进一步深化，“窃以为大学期

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

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需一反目前重视专

科之倾向，方足以语于新民之效。”此时，

梅贻琦所提倡的通才教育并非西方“Liberal 

Education”的简单搬移，这种理念集中体

现在由他担纲、潘光旦执笔发表的《大学

一解》中：“文明人类之生活要不外两大

方面，曰己，曰群，或曰个人，曰社会。

而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

与众己所构成立群各的其安所遂生之道，

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则此地无中外，

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者也。”梅贻琦

所倡导的通才教育就是要在大学阶段给予

学生全面的知识，使学生学习社会的方方

面面，以达到“新民”的任务，包括各种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学生皆能融会贯通，

这样的培养方式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

此外，外籍学者朗之万、维纳、狄拉克、哈达玛、华敦德、原

田淑人等也被请来讲学。这一时期的清华师资队伍，在国内是无与伦

比的。另外，通过发展民主管理体制，梅贻琦在清华营造了一种自由

的学术氛围，使教授们充分发挥所能，而梅贻琦自己则是常常以“吾

从众”的态度甘居幕后。正是梅贻琦的这种治校方式，使这些名师们

发挥所长，为清华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做出卓越贡献，同时也不断

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进入清华。

通才教育  人才济济陈岱孙曾评价该制度：“在校内，它有以民主的名义对抗校长

独断专权的一面；在校外，它有以学术自主的名义对抗国民党派系势

力对教育学术机构的侵入和控制的一面。”依靠这种制度，梅贻琦广

揽人才，聘请了一大批名师，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清华，名师荟萃、

星光熠熠，师资阵容盛极一时，仅列当时部分教授名单如下：

梅贻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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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季羡林

青年王铁崖

●  蒋南翔，青年运动领导者和马克思主义教育家，1932 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

●  曹    禺，戏剧大师、戏剧教育家，1933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进清华研究院。

●  钱钟书，学者、作家，1933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

●  赵九章，气象学家、地球物理学家，1933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学系，留校任教。

●  王铁崖，国际法学家，1933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系，1936 年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

●  张明觉，生物学家，试管婴儿之父，1933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心理系。 

●  季羡林，语言学家和梵文学者，1934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

●  吴    晗，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1934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

●  陈省身，数学家，1934 年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

●  费孝通，社会学家、社会活动家，1935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

●  彭桓武，理论物理学家、核物理学家，1935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学系。

●  钱伟长，理学家、教育家，1935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继续读研。

●  钱三强，原子核物理学家，1936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学系。

●  何泽慧，物理学家，1936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学系。

●  王大珩，应用光学家，1936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学系。

●  林家翘，力学与应用物理学家，1937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 

●  梁守槃，火箭技术专家，1937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系。

●  乔冠华，外交家，1933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

●  葛庭燧，金属物理学家，1937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

●  荣高棠，原国家体委副主任、体育理论家，1932 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

青年曹禺

费孝通吴晗张明觉 陈省身

蒋南翔 青年赵九章青年钱钟书

依据这样的教育理念和名师培育，这一时代的清华培养了众多杰出人才，仅列举部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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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冠华

葛庭燧

林家翘

梁守槃

钱伟长

荣高棠

青年彭桓武

王大珩

青年钱三强与何泽慧

     今日大学教育之学程太多，上课太忙，为众所公认之

一事，学生于不上课之时间，又例须有多量之“预备”功夫，

而所预备者又不出所习学程之范围，于一般之修养邈不

相涉。习文史哲学者，与修养功夫尚有几分关系，其习

它种理实科目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犹木

工水作之习一艺耳。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何以故？曰，

无闲暇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

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纵探历史之悠久，

文教之累积，横索人我关系之复杂，社会问题之繁变，

而思对此悠久与累积者宜如何承袭节取而有所发明，对

复杂繁变者宜如何应付而知所排解，非有闲暇不为也；

人生莫非学问也，能自作观察、欣赏、沉思、体会者，

斯得之。今学程之所能加惠者，充其量，不过此种种自

修功夫之资料之补助而已，门径之指点而已，至若资料

之咀嚼融化，门径之实践以致于升堂人室，博者约之，

万殊者一之，则非有充分之自修时间不为功。

人生不能离群，而自修不能无独，此又近顷大学教

育最所忽略之一端。《大学》一书尝极论毋自欺，必慎

独之理。不欺人易，不自欺难，与人相处而慎易，独居

而慎难。近代之教育，一则曰社会化，再则曰集体化，

学养无非操演，而慎独与不自欺之教亡矣。夫独学无友，

则孤陋而寡闻，乃仅就智识之切磋而为言者也；至情绪之

制裁，意志之磨励，则固为我一身一心之事，他人之于我，

至多亦只所以相督励，示鉴戒而已。自“慎独”之教亡，

而学子乃无发有“独”之机会，亦无复作“独”之企求；

无复知人我之间精神上与实际上应有之充分之距离，适

当之分寸，浸假而无复和情绪制裁与意志磨练之为何物，

即无复和《大学》所称诚意之为何物，充其极，乃至于

学问见识一端，亦但知从众而不知从己，但知附和而不

敢自作主张，力排众议。晚近学术界中，每多随波逐浪

（时人美其名曰“适应潮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

由来有渐，实无足怪。大学一书，于开章时阐明大学之

目的后，即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

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梅贻琦草拟 ，潘光旦执笔）

《大学一解》（节选）

梅贻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