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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  北京大学教授、文学家

这一学派的主要特点是对传统文化不取

笼统的“信”或“疑”的态度，而是在“释

古”上用功夫，作出合理的符合当时情况的

解释，为此必须做到“中西贯通，古今融

会”，兼取京派与海派之长，做到微观与宏

观的结合。

葛兆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

（清华学派）这个概念大概是王瑶先生

生前比较爱提的。他是朱自清的学生，他对

当时我们文科的状况和学风很反感很焦虑，

便反复提“清华学派”这个概念，我的理解

是他提这个概念，有他关于现状的考虑。但

是历史上是不是有这个学派呢？我觉得不太

好界定。清华的学风是与北大有些不同的。

一方面，作为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受欧美的

影响确实是比较大的。但是另一方面，一回

忆到四大导师，又觉得他们是在传统中的学

派。所以，有人便说清华学风是“古今融

会、中外贯通”，这好像太笼统。北大、辅

仁、燕京、中法、圣约翰（大学），是不是

也可以这样说呢？

李伯重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清华学派的代表人物对待传统史学中的

精华的态度显然要更为全面和公允。……既

积极吸收西方新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又

努力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华的态度。……

这种中西融会、古今贯通的治学态度，是导

致清华学派在史学研究上达到近代中国学术

高峰的根本原因之一。这也表现了清华学派

在史学的方法论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上，比鲁

滨孙的《新史学》所代表的“国际前沿”还

要走在更前面。 

我看“清华学派”

资中筠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

 当年清华人文荟萃，国学研究所“四大导

师”，还有朱自清、闻一多等等。这些都是尽

人皆知的。现在清华把人文与社会科学放在一

起。其实，二者有所不同。……人文不那么实

用，而且不应该那么实用。……要真正发展人

文学科，不能实用主义，急功近利。对于有用

无用的问题，恐怕需要从更为长远的、精神层

面的、全民族的，乃至全人类文明的角度来考

虑。……文科真正的目标应该是出“大儒”。

而要达到这一目标，恰巧需要有抵挡名利诱惑

的定力，在方今之世是很难做到的。

何炳棣  著名历史学家

回想起来，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

的历史系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

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的考据与综合并重。

刘超  北京大学《学林》杂志主编

有学者认为，所谓“清华学派”是指清

华文科的教学和学术风格，此一说法自有其

道理；但若质言之，它可能有着更丰富多义的

内涵。所谓“清华学派”：至少涵盖了如下层

面：一、一个特定的学术（文化）流派；二、

一种治学为文的风格（取向）和文化气质；

三、一种教育模式和办学理念。在“老清华”

中，许多理工科学者亦有相当的人文素养（如

华罗庚之擅诗文、顾毓琇之精文理），善文

科、有人文精神者绝不限于文科专业者，那

么，所谓“文科”也就不是一个专业意义上的

范畴，而是一种素养、识见意义上的尺规。因

此“清华学派”确以文科为主，但又不绝然限

于文科。就此而言，“清华学派”也就隐然标

示了一种新的办学模式（通才教育）和教育理

念（精英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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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记者徐欢对本专题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