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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

王国维 梁启超 赵元任 陈寅恪 李济 朱自清

王国维

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

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

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

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

开创者。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

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

的开创者”。

梁启超

学术研究涉猎广

泛，在哲学、文

学、史学、经

学、法学、伦理

学、宗教学等领

域，均有建树。

赵元任

在清华开设过数

学、物理学、中

国音韵学、普通

语言学、中国现

代方言、中国乐

谱乐调和西洋音

乐欣赏等课程。

陈寅恪

国学基础深厚，国史

精熟，又先后在美国

哈佛大学等多所国外

院校就读，具备阅读

梵、巴利、波斯、突

厥、西夏、英、法、

德八种语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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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学派”代表人物简介（部分）

第二代

杨振声 刘文典 金岳霖

潘光旦

闻一多

吴景超 叶企孙

蒋廷黻 顾颉刚

冯友兰黄节 陈达 顾毓琇

吴宓

雷海宗 张申府

顾毓琇

他是国际上公认的电机权威和

自动控制理论的先驱，但他

不仅是科学泰斗，也是文坛

翘楚，一生创作的诗词歌赋达

7000余首，并且对戏剧、音乐

也都有很深的造诣，被世人誉

为“电机权威，教育专家，

文坛耆宿，桂冠诗人，话剧先

驱，古乐泰斗，爱国老翁”。

蒋廷黻

为培养和训练学生采用

综合治史的方法，他要

求历史系学生“多习外

国语及其他人文学术，

如政治、经济、哲学、

文学、人类学”，从而

“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

复杂性，整体性，帮助

我们作综合的工夫”。

顾颉刚

作为一位史学家，

享誉中外学术界，

影响深远。他将史

学上的创见运用到

民间文学、民俗学

领域来，为之贯注

新血液，探讨新方

法，同样取得了极

大成就。

潘光旦

先生用了毕生之力，不顾身体

上的和社会上的种种常人难以

克服的缺陷和劫难，坚持学习

各项先进的学科，去认识人的

生理和心理基础，人的社会行

为和规范，以及对人处世的

法制和伦理道德，力图为人类寻

求一条“中和语育、遂生乐业之

道”。（费孝通）

第三代

王力 吴其昌

陈铨

王力

王力先生的治学具有突

出特点。第一，将传统

的“小学”（语文学）

和现代语言科学相结

合。第二，将教学与科

研相结合。第三，创新

与求实相结合。第四，

渊博与专深相结合。 

（唐作藩）

上篇：所谓“清华学派”

俞平伯 姜亮夫 罗根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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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代

殷海光 王浩 任继愈 朱德熙 李赋宁 许国璋王佐良 卞之琳 汪曾祺

任继愈

“一个民族的文学、史学、哲学、宗教最能体现这个

民族的性格和风格。年轻人应多了解祖国的历史，中

国的历史文化从古至今绵延不绝，只有我们中国人才

有这个条件，美国人就没有，写到200多年以前，他们

就写到欧洲去了。不管你是学理的，还是学文的，都

应该对民族的历史有所了解，这样才能知道中华民族

的文化是多么优秀，真理本身是多么朴素可爱。”

朱德熙

他是汉语语法学界伟大的语言学大

师，是一位富于开创精神的杰出学

者。在语法研究上，他以独特的语

法思想、科学的分析方法见长，首

先提出变换分析，并且在国内最早

运用这种理论来描写分析汉语句

法，为汉语描写语法奠定了基础。

王佐良

“语言之有魅力，风格之

值得研究，主要是因为后

面有一个大的精神世界：

但这两者又必须艺术地融

合在一起，因此语言表达

力同思想洞察力又是互相

促进的。”

许国璋

他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

家，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以语言大

师的慧眼和才智，在语言学诸多领域

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主编的大学

《英语》教材，从60年代初开始，通

行全国，历久不衰，成为我国英语教

学方面同类教材的典范。

>>>>>>>>>>>>>>>> >>>>>>>>>>>>>>>>第四代 第五代

第四代

钱钟书 夏鼐 吴晗 赵俪生

冯契

李长之 林庚

费孝通曹禺 杨绛

夏鼐

他不仅熟练地掌握了现代考古学的理

论、方法和技术，具有丰富的自然

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首次将碳十四

断代法引入中国；同时对中国传统的

文史学、金石学也有很深的造诣；并

且他还具备优越的外国语文的条件，

在与国外著名学者保持广泛联系的同

时，经常涉猎大量新出版的外国书

刊。

季羡林

其自述曰：

“梵学、佛

学、吐火罗

文 研 究 并

举 ， 中 国

文学、比较

文学、文艺

理论研究齐

飞”。

何炳棣

他治史以时间言，从公元前

五千年至二十世纪的中国历

史文化无不涉及，关注之

广，有浩瀚气象，而解释之

新，足以撼动学术界；以方

法而言，善于从西洋史及社

会科学积极摄取研究中国历

史和文化的心得，强调宏观

的通识综合。

吴其昌 蒋天枢 贺麟李健吾

贺麟

对西方哲学有很深的

造诣，对黑格尔、斯

宾诺莎、怀特海等西

方近现代哲学家都有

深入的研究，同时就

中国哲学而言，他又

是“新心学”的创建

者，被尊为现代新儒

学八大家之一。

姜亮夫

“（姜亮夫）于1935年赴欧

洲，于巴黎大学进修考古学。

他与马伯乐、伯希和、戴密

微、叶慈、翟理斯等英法汉学

家结识，且在法京国民图书馆

应王重民先生之邀，检阅敦煌

卷子，多有收获，足见他的学

术，绝非闭门墨守者可比。” 

（李学勤）

何炳棣 季羡林

穆旦 郑敏

（学生记者徐欢整理，主要参考资料：刘超《“清华学派”及其终结——谱系，脉络再梳理》）

俞平伯 姜亮夫 罗根泽

刘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