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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

与梁任公先生谈话记

记者于二月二十一日往访梁任

公先生于天津意界寓所。先生自东

南讲学归来，因过劳致心脏病，今

拟静养半年。记者先请先生为本刊

作文一篇，关于本校各方面的，或

关于学生的，或修养方法，或求学

方法。先生谓如有暇时，当可应命。

问  关于董事会之组织，先生以为

宜采合制？

答  关于董事会的组织法，我在清

华讲学之时，同学中也常有以此见

问的。当时我就说，应当由中美两

国的教育家合组；现在这类小官僚

的董事会，根本上不能存在。这学

《清华周刊》创刊于 1914 年 3 月 24 日，是一份由清华学生主办的刊物，原名《清华周报》，

1914 年 9 月 22 日改名为《清华周刊》。清华学校改办大学后，《清华周刊》成为清华大学学生自

治会的刊物，由学生会干事会的出版科委员负责组织编辑出版。该刊承载了清华 23 年的历史（其中

1937 年 1 月—1947 年 1 月停刊），是清华大学历史的缩影，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学生刊物之一。

1914 年 11 月 5 日，梁启超应邀到清华作了题为《君子》的演讲，引用《周易》中：“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卦辞来勉励清华学子。这篇演说词刊登在 1914 年 11

月 10 日第二十期的《清华周刊》上。此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逐渐演变成清华校训。本期选

取了《清华周刊》1923 年的一篇文章，内容是学生记者对梁启超先生的采访。当时清华学校各方面正

在酝酿进行改革，关于学校的管理制度、人才培养等问题，梁启超一一作答，读者从中或可一窥老清

华的教育思想。

栏目导语

校既是两国政府友谊的结果，外交

总长和美公使，当然是两位董事。

校长也应当董事之一。董事之中应

有一部分是清华毕业生。至于国内

的教育家，不一定聘为董事的都热

心，热心的不一定可以当董事。美

国的董事，我们不愿他徒挂虚名，

我们一定要他常在中国。但是又不

能专为着当董事而聘一位教育家

来。我们希望他在清华当一位教授。

董事会的职务，预算可以说是

最重要。所谓预算，当然是指用款

而言。不过没有一定计划不能定预

算，所以我说预算就连一年进行方

针——乃至永远进行大计——包含

在内。这是他第一项职务。第二项

是保管基金。现在的基金保管委员

会应当归在董事会内。聘请校长也

是董事会的职务。

问  校长人选是清华目前一个大问

题，先生有什么意见？他与董事会

的关系又应当如何？

答  校长的人选，我固然不能说现

在那几位适宜于当清华校长，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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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我们学校里现在只注重智育体

育，而于人格教育，绝对不讲，有

什么补救的方法？

答  这问题的答案很简单。人格教

育就以教育者的人格为标准。“以

身作则”是人格教育的唯一途径。

若是先生天天躲懒而想学生用功，

那是天下绝对不可能的事。东南大

学的教授们非常热心，所以东大的

学生都受他们的感化。

问  清华学生对于国学虽欲刻苦研

究，而苦无人指导。国内学者，对

于国学深有研究，又能以所得授人

者，依先生所见，大概有哪几位？

答  有学问的人不一定会教，教得

好的人不一定都有学问。依我看来，

又有学问又能教人的先生，现在在

中国恐怕一个都寻不着。现在北京、

东南两大学里的教授有深博学问的

确很有几位，但是我不敢说他们教

授都很得法。我近来筹备在天津办

一个文化学院，供给这种人才也是

我目的之一。我希望将来我们国学

界里能多产几位人才。

问  国学常识是什么？

答  国学常识，依我所见，就是简

简单单的两样东西：一，中国历史

之大概；二，中国人的人生观。知

道中国历史之大概，才知道中国社

会组织的来历。中国人的人生观就

指过去的人生观而言。人生观是社

会结合的根本力，所以知道过去的

人生观是常识的主要部分。

我认为他的资格就是“有学问能办

事的教育家”。我极希望将来能得

一位清华毕业在美学教育的来当校

长。所以要毕业生的原故，就是对

于学校有爱情而熟悉学校情形。他

或许离开学校多年，然而学校如同

一个人一样，是有生命的。他的年

岁虽会增长，不过他性情都是存在

的，他有他的 tradition。毕业生当

本校校长是一件应该的事，是校长

所应具的一资格。

董事会不应该牵制校长。现在

的董事会完全是校长的上司官，我

认为是不对的。校长也应该是董事

之一，然而决不可当董事长。

我听说你们有毕业同学会，我

以为这会不应当只管联络感情，他

应该有点小权，立于监督的地位。

问  清华改办大学的问题，酝酿已

久。至于办的步骤和教授的聘请等

问题，先生有何指教之处？

答  这问题我也曾经向你们说过。

我认为大学的组织应当以“教授团”

为主体。我曾经听说你们清华有一

个教员会议，很不为学生所敬爱。

我现在所谓“教授团”者与此不

同。第一样我要解释“教授”两个

字。我所谓教授乃是 Professor 的意

思，并不是说凡是教书先生都是教

授。副教授、教员等，都不在此列。

现在清华教员会议是包括全体教员

的，我这“教授团”却只有一部分

人有资格当团员。教授的资格，我

们应当定得很严，在一校之中要有

学问有资格才可当教授。无论你多

大学问的人，无论你有多少博士的

头衔，你初来我们大学教书，你只

可当一位助教或副教。初办的时候

自然聘几位教授，以后副教升教授

时就得经教授团的通过。

这教授团在学校中是最主要的

团体，校中一切事务都由他们规定，

由他们执行。讲到这层，我们就要

小心，第一代的教授团就要起个好

的头；若是头起坏了，以后代代都

少好的希望了。这是应当小心之一

点。

讲到教授团，我又想到关于校

长的一起问题了。大学校长，可以

由教授团中推举。或是互推，或是

各教授轮流担任。轮流担任是一个

很好的制度。我十二岁的时候在广

东省城学海堂读书，这学海堂是阮

文达公创办的，阮文达公死后，学

生没有敢继校长之职，所以举出六

位年长有学问的同学来共同担任教

学及管理的职务。他们称为“学长”。

这六位学长的委员会就恰好是我所

说的教授团。六位之中，一位一位

的轮流当主席。他这制度很好。我

们若是仿办教授团，最先的几位教

授就要聘请得人。

记者刚开口问男女同学问题，

梁先生就露出不满意的神情说清华

倒行逆施。梁先生的意思，认为男

女同学应当立刻实行。不过中学可

以暂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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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清华学生于留美之前，应该读

完多少中国书籍？

答  现在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最低限

度的书目，不过我怕你们清华学生

中没有一个合格的。你们应当读的

书：（一）《论语》；（二）《孟子》；

（三）《左传》（约三分之一）；《礼

记》（五分之一），《礼记》的“五

分之一”我可以现在开给你，《大学》

《中庸》《学记》《乐记》《王制》

《礼运》《坊记》《表记》《祭义》

《祭法》《射义》《乡饮酒义》《檀

弓》。《诗经》和《书经》很难读，

我们免掉他。《荀子》（三之一）；

《韩非子》（四之一）；《墨子》（五

之一）；《庄子》（五之一）头七

篇杂篇；《老子》（全部）；《易》（《系

辞》）；《史记》（五之一）；《通鉴》

全部。这是你们应当读的最低限度

了。其中所谓几分之几，乃是选读

一书中的精华，使他在全书的量上，

占几分之几的意思。你们读完这些，

大概可以有个中国史的大略，可以

略略明白中国人的人生观了。

问  赴美游学时期间应否读中国

书？

答  我认为在美时期间可以不必读

中国书，还是专心做功课好。然而

我很劝你们带几部文学的书去，如

《楚辞》《文选》等等，在课暇可

以拿中国东西来做你的娱乐。

问  清华学生所负的使命是什么？

答  美国物资发达，她是时代的娇

儿，她的经济毛病最重。我们中国

现在物资方面是很落后的。我们大

家都在大声疾呼提倡实业，然而实

业发达后结果如何，我们也要仔细

想想。我们发达物质生活以前，一

定要资本；我们移植西方的资本主

义来，到底是不是个办法？我认为

我们不应当蹈西方的覆辙。然则我

们反对资本主义之移植吗？如此我

们的物质方面便不发达也是药不对

症。美国所犯的毛病最大，所以影

响到一切。她的教育过于机械，实

利主义太深了，所以学校教学生总

是以“够用了”做标准。只要够用

便不必多学。所以美国的学问界浅

薄异常，没有丝毫深刻的功夫。因

为实利主义太深，所以时刻的剖析

异常精细，如此好处自然是有，我

现在不必多说，而他坏的方面就是

一个“忙”字。在父母身体中匆匆

忙忙地出世，出世后匆匆忙忙地长

大，长大后匆匆忙忙受教育，受教

育后匆匆忙忙地找钱，找着钱匆匆

忙忙地享福，享福享够时匆匆忙忙

地死，死了匆匆忙忙地下葬。这是

大多数美国人的一生。这种实利主

义的又一结果就是将人做成一部分

的人。我们中国教人做人向来是做

一个整个的人，他固然有混混沦沦

的毛病，然而只做一部分的人，未

免辜负上帝赐给我们所人人应享的

“一个人”的生活了。我以为清华

学生应当谋这些极端的贯通融洽，

应当融和东西文化，不要只代一面

做宣传者。

谈至有客来访，记者告辞。

（原载《清华周刊》第 271 期，1923 年

7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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