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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讲座

俞晓松、张福森、林炎志做客时代论坛

4月23日下午，时代论坛系

列讲座“有担当的清华人”专场

在图书馆报告厅举行。中国市场

位曾经的校学生会主席结合各自

几十年的从政生涯，讲述了清华

给他们的人生带来的特殊意义。

学会会长、国家经贸委原副主任

俞晓松，司法部原部长张福森，

吉林省政协常务副主席林炎志三

杨振宁、何兆武、张岂之做客时代论坛

4月21日，杨振宁、何兆武、

张岂之做客清华大学时代论坛，

展开了一次跨越中西、古今和文

理的对话。几代清华人在时空上

产生了交融，三位大师身上隽永

的清华情怀感染了每一个人。在

他们的口述历史中，讲到时代赋

予的痛与幸，讲到西南联大那段

艰苦而勤学的日子，讲到忧患意

识，讲到学习的自由与乐趣，讲

到“水木清华”的内蕴和大学的

人文精神。这三位年龄总和为263

岁的清华大师，他们精神矍铄、

神采奕奕，耐心而平和地讲述、

思考、回答，与年轻的学子们分

享了岁月给他们刻下的光华。

杨振宁（左五）、何兆武（左四）、张岂之（左三）先生、校党委副书记史宗恺（左一）同时代论坛工作

人员合影

郑小筠畅谈科学艺术人生

3月17日下午，原清华大学

艺术教育中心主任郑小筠教授

做客新人文讲座，为到场的480

余名师生做了题为“科学·艺

术·人生”的精彩演讲。郑小

筠首先围绕“大学文化与清华精

神”，列举了众多从清华走出及

任教于清华的著名学者，如顾毓

琇、赵元任、梁思成、闻一多、

刘曾复先生等。然后她将自己学

工科时的体验与自己从事多年的

艺术教育相结合，生动形象地从

“彩虹”这一自然现象阐发了自

己作为这一自然美的体验者和科

学学习者两种不同身份的感受和

思考，以及将两种体验相结合之

后给心灵带来的更深层次的震

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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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肇邺谈大学校园建筑

	 3月24日下午，中国工程院

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关

肇邺做客新人文讲座，以“大

学校园建筑漫谈”为题，结合几

十年来的理念与实践，为到场的

700余名师生做了一场精彩的讲

座。关肇邺首先开宗明义地阐述

了自己对于建筑设计的理念：实

张信刚解析纸与硅片

4月21日，香港城市大学前

校长、清华大学名誉教授、英国

皇家工程学院外籍院士张信刚教

授在清华大学第六教学楼作了题

为“纸与硅片”的精彩演讲，近

200名师生到场聆听。他在讲座

中提到，人们最初将文字刻录在

石头、金属上，后来发展到用木

片、锦帛、兽皮刻字。直到公元

前后纸在中国的发明，标志着第

一次信息传递的革命。第二次信

息革命被张教授命名为“永不消

逝的电波”，信息不再一定要用

纸来传递。19世纪，电波原理的

应用使得电报突破了信息传递的

空间限制，而后电话的发明使得

人们远程交流更加便捷。爱迪生

公司发明的电灯、留声机、无声

动画等进一步方便、丰富了人们

的生活，后来科学家麦克斯韦的

电磁波理论又被应用到实际的发

明创造中，包括雷达、收音机、

用、经济、美观。他援引二战时

期英国首相的名言“人塑造了建

筑，建筑也反过来塑造了人”，

说明不同大学校园的建筑陶冶了

学子活跃敏感的心灵，校园的布

局和风格不但影响学生的生活起

居和求学需求，更潜移默化地影

响着学生的品格。接着，他带领

大家将目光投向清华园，讲述大

家虽熟悉但不太了解的建筑背后

的故事。最后，他为大家展示并

阐述了清华未来新建筑的设计效

果图。

电视等。1900年，普朗克提出辐

射量子假说，而莱布尼茨受17世

纪传入欧洲的《易经》阴阳两极

思想启发，将二进位运用到电学

领域。20世纪美国科学家在这些

理论基础上，制造出了电晶体，

使得在小小硅片上储存大量信息

成为可能。随着科技的不断发

展，电脑、手机、电子书、云计

算机等的发明，为人类的生活带

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陈来谈冯友兰教育思想
冯先生在各个阶段、特别是在清

华某几个危难时期所做的重要贡

献。清华学校转变为清华大学，

冯友兰认为这一重要举措标志着

半殖民地的中国教育开始走向独

立，意义深远。在追求学术独立

的过程中，与清华学堂原有的半

殖民地管理体制产生过很多具体

的冲突，也有过不少抗争。陈来

还谈到了冯友兰的“大大学”理

念，冯友兰曾在1945年撰写的

《大学和学术独立》中指出，大

学有3种功能：教育学生、学术

研究	、做国家的智囊，虽然“大

大学”要承担起为国家服务的责

任，但“大大学”不能对知识采

取功利主义的态度，建设这样的

大学也不可急功近利。

4月14日，清华大学国学研

究院院长陈来教授做客新人文讲

座，为到场的350余名清华师生

作了题为“冯友兰的教育实践与

教育思想——以其在清华时代为

中心”的精彩报告。陈来曾师从

冯友兰先生，他通过对冯先生多

年的研究和对清华及西南联大校

史的考证，为大家详细地叙述了

学术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