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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系统、权威、完整地介绍了20世纪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清
华大学已故校长梅贻琦先生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和人格精神。
梅先生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中国教育事业，尤其是北京和新竹的两个清华大学。
梅先生的“大师论”、“通才教育”、“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忠诚
无私”、“寡言沉稳”、“刚毅仁爱”的人格精神，不正是照亮中国教育走出迷途的时代灯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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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延复，清华大学著名校史研究学者，教授，籍贯山东黄县(今龙口市)，1928年生，1952年毕业于清
华大学并留校工作，主要著作《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梅贻琦与清华大学》、《梅贻琦先生纪念
文集》、《梅贻琦教育论著选》、《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图说老清华》、《清华传统精神
》、《清华的大师们》《清华园风物志》《马约翰体育言论集》、《清华大学史料选编(西南联大部
分)》等;就教育理论、教育思想、高等教育史、人物传记领域发表200多篇文章。
钟秀斌，资深媒体出版人，籍贯江西玉山，1969年生，199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化学系，理学硕士，曾
任中国企业家杂志社发行总监、《中国企业家》丛书编委，IT经理世界杂志社编辑、社长助理，计算
机世界报华南市场版主编，互联网周刊应用刊主编，中国化工报社记者、编辑、经济科技部副主任，
在人民日报等媒体发表500多篇，编辑出版《未来30年中国改革大势》(科学出版社，2010年3月)，合译
出版《管理百年》(海南出版社，200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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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 没有死亡/顾毓锈序二 纪念梅贻琦校长/何兆武序三 我所知道的梅贻琦校长/许渊冲序四 “自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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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第八章 修己安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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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学生成绩方法均有详细规定，其各课程亦须呈部核示。
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直等于高等教育司中二科，同人不敏，窃
有未喻。
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以同。
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二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
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
如牛津、剑桥大学，在同一大学之中，其各学院之内容亦大不相同，彼岂不能令其整齐划一？
知其不可亦不必也。
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而不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
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
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殷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
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
今教部之设施，将使权能不分，责任不明，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
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
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襄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
听，而坚其心意？
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
师严然后道尊，这也谓道尊而后师严，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
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不若在教授自己不能自展其才，在学生尤属轻
视教授之念，与部中提倡导师制之意适为相反，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3.学术自由在这种情况下，
梅贻琦显然有两种选择：一是站在政府当局的一边，对广大师生进行思想和行动上的压制；一是站在
师生一边，对不利于教育和学术的事情进行或巧妙或坚决的抵制斗争。
毫无疑问，一生坚持学术自由之教育使命的梅贻琦，坚定地选择了后一种。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个时代的斯文>>

媒体关注与评论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渭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
　　——陈寅恪教臻三善，化洽四裔，惠泽滂流，高风遐被，朝野钦其文采，中外仰其声施，诚一代
之典型，邦家之宗匠者矣。
　　——刘文典一般从事于高等教育的人中间，不因时势的迁移，不受名利的诱引，而能雍蓉揖让于
大学环境之中，数十年如一日的，中国之大，又有几人？
　　——潘光旦到了抗战军兴之际，清华大学，在梅校长领导之下，毫无问题的，足够大学界的国际
水准。
　　——蒋廷黻我尝独居深念，觉得要使我们在文化上能够和世界文明的民族并驾齐驱，唯一的方法
只有努力于教育。
所谓“努力”，并不是虚张声势的宣传，亦不是自欺欺人的表面工作，乃是遵循正直的大道切切实实
，一丝不苟地做去。
能够这样做的教育家，半世纪来，我们国家里为数极少；而月涵先生则是这个极少数人中的一个。
　　——毛子水只要同仁都能像梅先生一样地爱护清华，并且知道怎样去爱护，一切顺其自然，不去
揠苗助长，清华的民主制度，前途一定是光明灿烂的。
　　——朱自清梅月涵先生平素虽然沉默寡言，甚至给人以孤独自恃之感，但实际上他置身教育事业
孜孜不倦，充满活力、希望和信念。
　　——吴泽霖清华起初不是大学，原是留美预备班，成立时间晚，但在短短的几十年能够做出这么
多成绩，能够赶上世界水平是很不容易的。
应该说，梅贻琦先生是最大的功臣，他做校长的时间最久，而最大的成绩也是在他做校长的时候做出
来的。
　　——何兆武我认为梅校长的教育思想在当时是起了好作用，但他主张的和现在的路线并不相同。
我们这代人受梅校长的影响比较大。
若不是采取他的教育思想，这么多人才就不一定出得来了。
　　——许渊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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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他开创了清华黄金时代，主导了西南联大奇迹。
他领导的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23位“两
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的14位，涌现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有训、叶企孙、颐毓绣、陈岱孙
、陈省身、钱锺书、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一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术大师。
他推行教授治校方略，使校政井然有序，无为而治。
他倡导学术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他身居高位，却清贫如洗，太太摆过地摊，打过短工，以维家用。
一个时代的斯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清华校长梅贻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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