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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杰地灵的清华园哺育了万千清华学子。学

子们把清华园比作母亲，深深地眷念她。他们在

毕业时或毕业后留下的纪念物，如明珠般散落在

清华园，默默地诉说着对母校的缱绻依恋之情。

在大礼堂前草坪南端、清华学堂与第二教学楼之

间，伫立着 1920（庚申）级同学毕业时献给母

校的纪念物——日晷。如今它已成为清华园中一

处重要景点，人们喜欢在日晷旁留影纪念。吸引

他们的不仅仅是周围秀丽的风景与日晷优美的造

型，更是日晷上镌刻着的清华校风——“行胜于

言”四字。“行胜于言”体现的不仅仅是清华人

务实的精神，也反映出清华人不畏艰难、顽强拼

搏，一步步奔向目标的那种永远向上的活力。

一个学校总有自己的传统，并以此形成自己

的精神。清华精神的特质是什么？朱自清先生曾

说，清华精神是“实干”，就是“要实干，要认

真地干”。非常精当而准确地点出了清华精神的

实质。要很好地理解这种精神，我们有必要把眼

光稍微延伸一番。

近代以来，当东西两种文明相识、相遇并发

生激烈冲突，遭受到种种不幸，面对“数千年未

有之变局”，国人深感挫折与屈辱。自省惕厉、

自强自新成为国人的自觉追求。科学救国、实业

救国、教育救国、政治救国等等各种思潮层出不

穷，追求救国救民的理想一日未尝停息。

身处清华园中的清华学子，在各种思潮的

涤荡影响下，自然不能淡然置身事外。实际上，

上述各种思潮，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清华师生。

并且，因为清华特殊的建校背景，从进校之日起，

每一个清华学子都清楚地知道自己背上写着两

个大字“国耻”。“明耻”、爱国成为清华学

子非常自觉而清醒的意识，他们沉痛地称清华

为“国耻纪念碑”，表示“清华不幸而产生于

国耻之下，更不幸而生长于国耻之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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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之中，清华独幸而获受国耻之赐。既享特别

权利，自当负特别义务”。可以说，如此明确

而沉痛地诉说母校历史的，唯有清华一家。民

族耻辱与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交织在一起，激

励清华师生不停地奋斗。

1911 年入校的李绍昌说：“余每想及，感

激之心，油然而生，细想余所享之福，是天之恩

泽，余所食之禄，是民之脂膏，余做人若不以敬

天爱民为纪纲，则与禽兽何异，因时自警云：‘尔

所受者不是皇恩是天恩，尔所领者不是官费是民

费’。”有圆明园残垣断壁之国耻横陈于外、感

恩自警之情萌发于内，深沉的思想情感给清华精

神打上了厚重的底色。

日日面对备受欺凌的祖国，时时感受“自强

不息、厚德载物”校训的浸染，清华师生在为祖国、

学校的命运而苦苦求索，他们在不断地寻找自己

的精神支柱。他们鄙视那种坐而论道的空谈，而

追求实干精神。德谟克利特曾说过：“一切都靠

一张嘴来做而丝毫不实干的人，是虚伪和假仁假

义的。”周诒春校长沉痛指出，中国落后的一大

原因是“学生实行精神之缺乏”。周诒春特别强

调实干，“今日中国所急需者，非高谈阔论之理

想家，乃身体力行之实验家也”。鼓励学生摒弃

一味读书轻视体力的观念，积极参加筑路、种树、

垦荒农艺等适当劳动。

清华学生体会周校长的良苦用心，认识到“像

我们这般颓唐的国家，要想振作，非得有一群人

老实肯作事。所以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人抱着

好心肠极力的作事。不管怎样作法都是好的。换

句话，不管怎样，实地的工作最有价值。在学校

里，养成不肯放过光阴，时刻准备作事的习惯最

要紧”。因此，实干成为清华学生的自觉追求。

几年熏陶下来，“劳动的精神如耐劳、服务，

等等，早已浸入我们同学的脑中了”。 1916 年，

闻一多发表《新君子广义》，对传统“主静”“尚

保守”的“旧君子”提出批评，充分肯定清华

学校培养“新君子”的理念和做法。他说：“今

童子军之所习者，若结绳、烹饪，若缝 ，皆

所以锻炼而范成新君子者也，岂得以琐屑病之

哉！吾校前者有筑路之举，以士人而劳身役形，

以事版筑之琐务，盖以也，吾同学其毋堕此新

君子之精神焉可。” 1920 年 4 月，闻一多发表《旅

客式的学生》：“我们把眼光放开看，我们是

社会底一份子，学校是社会里一种组织，我们

应该改良社会，就应从最切近的地方——我们

的学校做起点。学校是我们的家——不是我们

的旅馆。”

显然，崇尚实干的教育已经在学生身上打下

了烙印。1921 年毕业的校友，便将“行胜于言”闻一多《旅客式的学生》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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镌刻在日晷之上，永留

清华园。

经 过 清 华 几 年 的

浸染，实干成为清华学

生显著的特点，这种风

气伴随他们一生。解放

前，一大批清华学子在

美国完成学业后，毅然

决然回到祖国。动荡的

中国，缺乏继续进行尖

端科学研究的条件，他

们便把主要精力放在教

育、培养下一代人才上

面。对个人学术而言，

他们牺牲了小我。但是，

他们使得科学技术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并培

养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从而，成就了一个大写

的自我。

在民族危亡的时候，清华人“自强不息”，

是为了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拯救祖国于水火之中。

在“三一八”惨案中，清华学生韦杰三烈士英勇

牺牲。他临终遗言：“我心甚安，可是中国要快

强起来呀！”遗言朴实无华，但又感天动地。清

华学子，正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实现对民族命运前

途的探索。

在风雨如晦的抗日战争艰苦岁月中，清华与

其他高校一起，继续教学、科研，保持中华文脉

延续不辍。闻一多每天在豆油灯光下工作至深夜，

认真备课。他讲《楚辞》时，拿着四易其稿的《天

问疏正》给学生逐句讲解。朱自清开的新课《文

辞研究》虽然只有一个人选课，他也按时上堂讲课，

从不缺席。大音希声，大爱无言，清华师生正是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体现对国家、对民族的爱。

五十年代，一批批风华正茂的清华学子主动

奔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改革开放后，又是清华

学生率先喊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代表

着新时期青年人的呼声，反映着时代的精神。清

华人以时代的责任为使命，听从祖国的召唤，不

务虚名、不贪利禄，兢兢业业、埋头苦干。

近百年来，一代代清华学子在不同领域、不

同岗位脱颖而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实干

作风。同时，这种实干作风也给了社会一种扎实

可靠、稳定有序的信任感。从而，清华又获得了

广泛的社会认可与尊重。

也许有人会觉得过分强调“行胜于言”，有

轻视思想的倾向。如何理解“言”与“行”的关

系，朱自清先生的一段话非常富有启发性，也很

适合做本文结束。朱自清先生说：“有人也许会

觉得这种实干的精神固然很好，不过太强调了这

种精神，有时会使人只见树而不见林。然而这是

春秋责备贤者的话，能够一棵树一棵树的修整着，

究竟是对林子有帮助的。”

建造中的日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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