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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CULTURE
人文日新

○ 胡显章

谈清华校箴“人文日新”

清华在近百年历程中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

蕴，形成了宝贵的文化传统。2008年12月1日顾秉

林校长在文科规划讨论会上谈到：“我们有‘自

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行胜于言’的校

风，还有‘人文日新’的校箴。”并指出：清华

在历史上有着辉煌的成绩，要认真挖掘和总结清

华的传统。

以往对校训和校风解析了解较多，而对校

箴涉及较少。何谓校箴？按照《辞海》所称，

“箴”意为劝告、规谏，“箴言”指“规谏劝诫

的话”，“古代以规谏他人或自己为目的的一种

文体，原意为格言、道义、劝诫。”所以校箴可

以理解为学校的格言，清华的校箴即为清华规谏

清华人或清华人规谏自己的格言。

怎样理解“人文日新”的蕴涵

“ 人文 ”来 源 于《 周易 》的 《 贲卦 ·彖

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

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宋代哲学教育家程颐在《伊川易传》卷二

中释为：“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

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观

其运行，以察四时之速改也。人文，人理之伦

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

用贲之道也。” 

“日新”源自《大学》：“汤之盘铭曰，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思是商代开国之

君汤在其盥器上刻的铭文说：若真要日新的话，

就要日新不息。在《周易》的《系辞上》有“日

新之谓盛德”之说，“日新”是中国古代思想家

对道德修养的严格要求。后来，发展为对为人、

治学、做事的日新不止的要求，体现了积极进取

的精神。如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所说“惟

进取也故日新”。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对“日新”说十分推崇，他学名文，字德明，号

日新，后改号逸仙，粤语“逸仙”与“日新”音

似。这里将“德明”与“日新”融为一体，寓意

深刻。清华学人对“日新”的理解可见于1915

年，尚在清华读书并担任校刊编辑的吴宓在为

《清华周刊》写的一篇题为《励志》的社论中，

开宗明义即引用了商汤日新铭文，然后发挥说：

“古之律身、治军；推之为国、行道，其精心苦

志，淬砺奋发，一息不懈，有如是者。诚以气奋

发者，志乃可坚强，前途无限，任好为之，铢积

寸累，终底于成。若气馁，则志虚骄，因循怠

惰，鐬张敷饰，必至碌碌终身，进退无术。可不

慎哉！” 

将“人文”与“日新”联系在一起，是清

华人的创新。徐葆耕教授曾将其来源和意蕴作释

如下：“在清华的大礼堂里，至今高悬着一块匾

额，上书‘人文日新’，是由二六级毕业生赠送

给母校的。这四个字包含着清华对于大学教育的

理解：‘人文’始终是大学教育的灵魂和基础。

日新月异的人文思想像一轮不落的太阳，在这所

大学饱经忧患和坎坷的每一个时期，都照耀着

它，让它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不致坠落；它让

所有的清华人都记住：自己不仅应该学习一技之

长，更应该学会怎样做一个有品位的人。”

清华自建校始就十分重视人文教育。在《清

华学堂章程》中规定“本学堂以进德修业，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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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息为教育之方针”；第二任校长周贻春强调：

“我清华学校历来之宗旨，凡可以造就一完全人

格之教育，未尝不悉心尽力。”在清华“改大”

的开学典礼上，曹云祥校长说：“所谓教育，非

专事诵读记忆而已。是欲养成高尚完全之人格，

为立足社会之准备。否则，教育失其本旨。”梅

贻琦校长则倡导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

民，在止于至善”作为“学问之最后目的，最大

精神”，并强调大学教育应是“通识为本，而专

识为末”；蒋南翔掌校时，倡导“又红又专，全

面发展”；在新时期的育人宗旨是“素质为本，

德育为先”。

将“人文日新”作为校箴最先是闻一多先生

的意思，他认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人

文日新”都带有校箴的意蕴，因前者已明确为校

训，有清华人便称“人文日新”为校箴，但并未

形成普遍共识。自新世纪以来，笔者参与了大学

文化包括清华百年文化的研究，越来越感到“人

文日新”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高度结合，它应当

与“行胜于言”的校风一起成为清华人身体力行

的格言。特别是，清华人肩负着推进国家向创新

型转型和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更需要将

“人文日新”与“行胜于言”紧密结合在一起。

怎样弘扬“人文日新”的传统 

当今，我们应当怎样弘扬“人文日新”的

传统呢？以笔者所见，在“人文日新”中，“人

文”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将其看成名词，是指

“人之道也”，即做人的伦理道德；二是，以人

为主体，将“文”看成是动词，将“人文”理解

为人的教化和文明的过程。由此，对“人文日

新”亦有两种理解：一是指“人之道”的“日

新”；二是通过人的教化促使“天下”文明不断

地进步。由此，当今应分三个层次理解“人文日

新”：其一，自身的道德境界要与日俱新；其

二，通过自身的人文过程促进学业、事业和学校

的日新；其三，要肩负起化民成俗、改造社会的

责任，使我们国家以至世界文明不断进步。

需要强调的是，应当以日新的精神对待我们

的传统。在90周年校庆典礼后的学校领导班子找

差距会议上，大家有一个共识，即清华长于实干，

弱于理论思维；优于严谨而创新不足。在那以后情

况有所变化，但仍缺乏普遍共识和有效实践。近几

年顾校长在不同场合强调：要发扬“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的学术品格，这是创新精神的重要体

现。为此，学校要努力营建创新文化，提倡建设性

的批判思维，将学术自由、对真理的追求与对学术

规范的尊重以及对社会的责任统一起来。教师要起

示范作用，学校的管理者要引导营造宽容失败、允

许怀疑，欢迎质疑的氛围，容许在学术研究中有悖

传统、偏离主流的观点存在；在教育教学中切实完

成从传承式到研究型的转变。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很少有机构像大学那样

长盛不衰，因为它有着

自己的传统并且又是常

新 的 。 白 居 易 诗 云 ：

“千里始足下，高山起

微尘；吾道亦如此，行

之贵日新。”北宋哲学

家张载曰：“日新者，

久而无穷也。”面向新

的百年，清华人必将更

加自觉地以人文日新作

为理念追求，在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

以 思 想 境 界 的 持 续 提

升，去不断开创事业新

的辉煌！

当今应分三个层次理解“人文日新”：其一，自

身的道德境界要与日俱新；其二，通过自身的人

文过程促进学业、事业和学校的日新；其三，要

肩负起化民成俗、改造社会的责任，使我们国家

以至世界文明不断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