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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清华大学文科的发展受到越来越

多的关注。解放前清华“老文科”曾达到的辉煌

高度、近年来清华大学提出的“建设世界一流大

学”的目标，都使得人们对清华大学的文科建设

充满了好奇和期待。就此，本刊记者采访了清华

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教授，请他谈谈

清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建设情况。

广纳贤才 体系初成

“从比较的角度看，原理工科大学（1952年

高校院系调整后产生的理工科院校），后来又复

建或恢复文科、试图建设综合性大学的队伍中，

清华算是十分成功的。”李强教授介绍说。

清华大学文科的复建始于上世纪80年代。自

1984年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成立以来，学校又陆续

建成了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法学院、美术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加上2008年最

新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学院，目前在清华大学的15

个学院中，文科类学院达到7个之多，与理工类在

数量上已是大致相当了。学科建设上，则覆盖了

哲学、文学、历史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

教育学等全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门类，初步建成

了比较完备的学科体系。

历史上，清华“老文科”名师云集、人才辈

出，今日，清华在复建文科的过程中延续了这种

重视英才的传统，大力延揽名师。据李强教授介

绍，仅人文社科学院目前就有近300人的师资队

伍，其中很多都是清华从全国甚至世界各地请来

的各领域的杰出学者。其他文科院系的情况也大

清华文科：为学生的发展提供更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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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教育体制的改变，需要全社会自上而下共同努力。而目

前这种情况下清华能做到的，就是在培养学生时尽量为他搭

建更多的平台，尽量给学生创造自由发展的空间，为他们的

未来提供更多选择。

——访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

抵如此。更重要的，这样的“群星璀璨”绝非只

是装点学校门面的“风景”，而是扎扎实实地体

现在与学生面对面的课堂上。

近年来的招生数据显示，清华文科的招生规

模正在逐步扩大，文科生源质量也在不断提高。

2008年，清华将文科招生范围由原来的16个省份

扩大到全国31个省份；而2010年的最新高考数据

则显示，在全国各省文科前10名中，有70余人被

清华录取，已占到全国总数的约四分之一。清华

的文科正在日益赢得广大考生的青睐。

 

文理会通 学科交叉

在学生的培养上，“会通性”历来为清华所

重视。2009年始，清华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打

破高考文理分科的限制，让学生可依据自己的兴

趣自由选择专业。此举无疑给了文理会通的学生

更多机会。今年，在保送生选拔阶段，就有一批

优秀的理科生进入了清华的人文社科专业。

“过去高校的学科壁垒很严。我们在建人

文社科学院的时候就充分考虑到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清华的人文社科学院可能跟其他高校有些不

同。”据李强教授介绍，人文社科学院的学生在

入校时并不分具体专业，而是分成人文科学实验

班和社会科学实验班两个大方向，在前两年接受

通识教育，三年级后再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实际情

况双向选择，决定专业。

拿人文科学实验班来说，在学生的培养上充

分继承了“老清华”古今中外融会贯通的特色。除

了历史、哲学、中文方面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训



38

COVER封面
下篇：清华的会通之路

COVER封面

练，还有经典研读、名家系列讲座等课程，以及严

格系统的英语训练。学院还与众多国际知名高校达

成学生交流协议，尽可能为同学提供海外交流学习

的机会，学院的外国留学生也在逐年增加。加之学

院下大力气引进多名外籍知名学者做全职教师，这

一切使得学生们拥有了一个了解国际学术前沿、了

解不同文化的广阔平台。

“从这些年的实践情况看，这种做法还是比

较成功的。”李强教授说，“与其他高校的文科

学生相比，我们的学生在知识面、视野上都显得

更广一些，就业选择面也更广。”

与人文科学相比，社会科学更注重科学方

法和实证研究，常常需要借助数学、统计学的研

究方法。因此，清华为社科实验班在本科阶段所

能提供的自然科学“滋养”就显得更为可贵和关

键。李强教授举自己所在的社会学系为例：“从

建系之初，我们就在思考一个问题：怎样能充分

借助清华传统的理工科优势？”于是，他们展开

了与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合作的尝试。“过去我

们认为规划就是盖房子，实际规划更重要的是要

了解住在城市中的人的需求。”基于此，独具特

色的“城市社会学”专业应运而生。类似的还有

景军教授所带头创建的医学社会学，这些都已成

为清华非常具有优势的特色专业。

不仅在人文社科学院，目前在整个清华，学

科交叉都在成为一种趋势：2008年复建的心理

学系，其教学研究领域涉及逻辑学、语言学、心

理学、脑科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等众多学科。

2009年11月成立的跨院系的校级研究机构——清

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主要由经管学院和

人文社科学院联合推动，借助清华在社会科学和自

然科学方面的综合性学科优势，建设社会经济数据

服务平台。2010年6月启动的清华大学艺术与科学

研究中心媒体实验室，将联合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

国家实验室普适计算研究部、医学院神经工程研究

所等多个部门，进行跨学科跨国界的艺术与科学技

术的实验性和创新性研究……而这种多学科交叉的

科研实践，势必反映在教学当中，为学生提供更为

多元的视角和更广阔的实践平台。

虽然学生的培养目标和方向各不相同，但

清华文科各院系在理念上却有一致共识，那就是

贯彻“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的基

本理念，注重学科综合交叉、注重学生的会通教

育、注重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培养。

“可以说，我们是一个正在建设中的新‘清

华学派’”，李强教授笑言。

未来：努力给学生创造自由发展的空间

经过20多年的努力，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

来的加速发展，今天的清华已初步完成了由理工

科大学向综合性大学的转变。而在这个转型过程

中，文科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家都逐步达

成了一个共识：清华想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仅靠理工科恐怕不行。实际上，这是重新确定了

学校的发展目标。”

李强教授表示，虽然清华文科建设过程中

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怎样进一步加强师

资力量、怎样从体制上和制度上为老师们的教学

研究提供更宽松的氛围和更好的保障、怎样进一

步加强基础学科建设，等等，但总体看，现有的

文科体系框架十分清晰，而且目标也非常明确：

按照“中西融会、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综合创

新”的思路，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些都为清华文

科未来的发展、为清华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

目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钱学森先生曾问过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个问题，大家都在试着回答。清华也一直在思

考。”李强教授说，“我觉得，这和我们的教育

制度、高考文理分科还是有关系的，在基础教育

阶段就把人的知识变得很窄。整个教育体制的改

变，需要全社会上下共同努力。而在目前的现实

条件下，清华所能做到的，就是在培养学生时尽

量为他们搭建更多的平台，尽量给学生创造自由

发展的空间，为他们的发展提供更多的选择。”

1993年，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正式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