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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清华校风“行胜于言”
 胡显章

清华日晷（图一） 陈岱孙（图二）

胡显章

在清华学校时期，学校规模不

大，全校学生集会早时在同方部继

而在大礼堂都可以容纳。在会议开

始前，同学们常常此起彼伏地喊叫

级呼，1920（庚申）级的级呼便是“行

胜于言”。待到该年级学生毕业时，

献给母校一个礼物，就是位于大礼

堂草坪南端的日晷。上部的日晷是

向学弟们提醒应珍惜时间，在下部

底座分别镌刻了 1920 级的铭言亦即

级呼 “行胜于言”的中文和拉丁文

（图一）。后来，“行胜于言”发

展成为清华的校风。1920 级名家辈

出，如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陈岱

孙（图二）。他一生未婚，曾称：“我

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教书。”他

将自己的热忱与心力都扑在作育人

才上。他桃李满天下，被誉为一代

宗师。陈先生从事经济学教育七十

年，主张将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恰



63

（3）.2020
SHUIMU TSINGHUA  NO.102

人文日新

当结合，坚持基础理论、基本

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全面训练；

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锻炼学

生融会贯通、学以致用的能力。

他对自身极端严格，上课没有

一句废话。学生说：先生讲课能

精确到每个字的时间。他办事

雷厉风行，说干就干，不管遇

到什么难题总能圆满解决。金

岳霖教授曾在回忆录中说：“还

是要承认有非常之能办事的知

识分子，陈岱孙先生就是这样

一位。”他对学生也是严格要求。

1991 年他在北大学生的毕业典礼

上致辞，送给毕业生两句话：“学

无止境、自强不息。”“学以致用、

用在奉献。”这两句话实际上是

对他一生恰当的概括。他密切关

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大

理论和实践问题，认识和把握我

国经济生活的现状和规律，为

改革和发展提出了重要的意见。

他主张对于经济现象的研究要

注意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结

合，批评忽视数量分析的倾向，

在学术上是实事求是、面向实

际的典范。

陈岱孙先生一生与清华紧

紧相依，1918 年他考入清华留美

预科班，1927 年留美回到了清

华，成为清华经济系教授与系主

任，次年又兼任清华大学法学院

院长，是当时清华校园中最年

轻的院长。后来执教西南联大，

日寇投降后，他出任校产保管

委员会主席，面对满目疮痍的

清华园，对清华复校贡献了不

可磨灭的力量。1980 年校庆时，

这位已 80 高龄的老人欣喜地表

示，愿为新建的经济管理系“尽

我们的力量，做我们力所能及

的事”。1984 年，他被聘为经

管学院首批名誉教授，为学院

的发展建设提出了许多宝贵建

议，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科的

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大贡

献。同时，陈岱孙先后担任清

华校友总会副会长、名誉会长，

为海内外清华学子加强联络和

关心母校发展付出了很多心血。

他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清华大

学，对护士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这里是清华……清华校风“行

胜于言”在陈岱孙身上得到了

最好的体现。

1920 级另一位常被提起的

校友便是爱国志士陈三才（图

三）。陈三才 1920 年于清华学

校毕业后，赴美国伍斯特理工学

院留学，期间曾任留美学生会

主席，并任足球队、网球队队长；

1926 年回国后在上海经营北极

公司，曾担任清华同学会会长；

1931 年发起组织中国工程师学

会。抗争期间，他出钱出力，

亲赴抗日前线，协助军队构筑工

事，并秘密参加沪上救亡工作。

后因参与刺杀大汉奸汪精卫未

遂，被捕后严词拒绝汪精卫的

诱降，给妻儿留下绝笔信称“一

个人的幸福不在乎自己的所得，

而在于为别人服务。愿上帝赐我

恩惠，使我死心塌地有坚决的

信心。”1940 年 10 月 2 日，陈

三才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他

视死如归、气壮山河。在由重庆

清华同学会、联青会、中国工

程师学会等社会团体以及黄炎

培、顾毓琇等发起的追悼会上，

黄炎培吟诗盛赞陈三才“一击

不中隳全功，壮哉三才人中龙”。

梅贻琦老校长致辞称：“我校

校友于抗战年月内杀身成仁者，

以陈君为最著，也以陈为最惨，

今后应如何于文字上及事业上

纪念陈君，永垂久远……”陈

三才的名字被刻入清华大学“祖

陈三才（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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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儿女清华英烈”纪念碑，为

清华人永久敬仰缅怀。

1920 级校友不仅为我们在

校园中心地带留下了珍贵的纪

念物——镌刻有“行胜于言”

的日晷，而且以他们的实际行

动为我们搭建起精神丰碑，引

领后继者蕴育优良校风，为国

家为民族为人类进步事业立德

立功立言。

“行胜于言”是中华“力

行”传统的体现，在《古文尚书》

中有言：“知之匪艰，行之惟艰。” 

孔子说“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

荀子倡导“学至于行而止”。

儒家典籍《礼记·中庸》有“博

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

笃行之”，强调学问最终要落

实到笃实践行上。到了宋明理

学强调“知行合一”以及行之重，

朱熹说“知、行常相须，如目

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

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学

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

之要，未若行之之实。”王阳

明提出“致良知”，即在实际

行动中实现良知，知行合一。

清华自建校始，就十分重

视优良校风的蕴育。在文化建

设上，强调学习西方，特别是

美国的科学、民主，也注重植

根中华优秀文化。1920 级学生

对“行胜于言”的追求，既是

对中华传统文化“力行”“笃行”

的继承，也受到美国重实用的

理性精神的影响。

后来梅贻琦校长以重实干

著称，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

他曾说：“为政不在多言，顾

力行何如耳。”他的实干作风

对清华校风产生广泛影响，朱

自清先生就说“清华精神是实

干”。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蒋南翔长校时，强调继承老清华

的好传统，创造性地贯彻党的

实事求是思想。加上清华以工

科为主体的务实特色，清华“行

胜于言”的实干传统得到更加

广泛的传扬，蕴育出众多的社

会主义实干家。

值得高兴的是，这种实干

的传统在新时期年轻清华学子

中得到了传承。80 年代初，由

化 72 班提出的口号“从我做起，

从现在做起”不仅在校内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在社会上

得到了广泛的认同。现在，在

新的历史时期，学校把实事求

是的作风表述为：不唯书、不

唯上、不唯他、不唯洋，只唯实，

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

律办事。同时，民族伟大复兴

和创新时代要求我们注重履行

“人文日新”的校箴，重视道

德境界的不断提升，自觉发展

创新文化，弘扬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蕴育建设性的

批判思维。

从哲学上讲，“行胜于言”

说的是知行关系，强调的是实

践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在《实

践论》中强调：“实践的观点

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

和基本的观点。”“我们的结

论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

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习近平同志“把‘自强不息，厚

德载物’和‘行胜于言’作为人

生座右铭”，特别强调“空谈误

国，实干兴邦”。他在 2019 年

第 1 期《求是》杂志发表“辩证

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一文，指出“今

天，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

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

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

方法论”。

实践论的观点是实事求是

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也是高

等教育认识论的哲学基础。当

今清华在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

学的宏大目标时，应该继续提

高弘扬“行胜于言”校风的自

觉性。在努力践行“人文日新”

的校箴、思想与行动上都要不

断维新创新的同时，思维要更

加求实，方法要更加切实，工

作要更加务实，作风要更加扎

实，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经得

起历史的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