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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1月5日，应周诒春校长邀

请，梁启超先生来到清华学校，在同方部

为清华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君子》的

著名演讲，到今年已整整110周年了。君

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人格，梁启

超在演讲中引述《周易》中的乾坤二卦所

言，认为其最符合“君子”之标准。自

此，“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被写入清华

校规，又逐渐演变成为校训。这场对清华

乃至中国影响深远的演讲，也成为清华校

训的肇始。

这次著名演讲发生在1914年，正值第

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火在欧洲蔓延，世

界动荡不安。中国则刚刚终结了绵延两千

多年的封建帝制，在列强环伺之下举步维

艰、内外交困。本次演讲之前两年，即

1912年10月，梁启超刚刚结束因戊戌变法

失败而出走海外14年的流亡生活，在清廷

灭亡、民国建立后从日本返国。期间他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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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清华校训
——从梁启超《君子》演讲 110 周年说起

○姚  坚（1980 级自动化）

历多国考察，体会到启发民众、健全民智

的重要性，这正是梁启超本次及此后多次

演讲的初衷。

演讲一开始，梁先生即阐述“君子”

的含义。“君子二字其意甚广，欲为之诠

注，颇难得其确解”。在简略比较英美教

育与中国教育对人格养成的差异后，他引

述了《周易》中“乾坤”二卦，来解析

他所认为的“君子”：“周易六十四卦，

言君子者凡五十三。乾坤二卦所云尤为

提要钧元。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

不息。’坤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

物。’推本乎此，君子之条件庶几近之矣。”

对“乾象”所言“自强不息”，梁先

生认为，君子自励自强、努力不懈，就如

同天体运转般永不停息，像苍天运行那

样，刚健不已、百折不回，不能一曝十

寒，不应见利而进、知难而退。无论顺风

逆风都要坚持不懈、勇往直前，即使颠沛

流离，也不屈不挠。梁先生进而讲到“重

自胜、摈私欲、尚果毅”，自胜者强，如

果有了“私欲之念”就难以做到自胜。他

引述王阳明先生所说，“治山中贼易，治

心中贼难。”自古以来忠臣先贤愤时忧

国、以死报国，就是他们能抛开私欲、不

计生死，果断勇毅，自励之功与天同德。

对于“坤象”所言“厚德载物”，梁

先生说道：“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

之博，无所不载。”君子应如大地一般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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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厚实和顺，容载万物，责己甚厚，责人

甚轻。当名气大、地位高时，要“气度雍

容、望之俨然、即之温然”，切不可小有

才者，就“轻佻狂薄、毫无度量”。唯此

才能“以膺重任”，“此其所以为厚也、

此其所以为君子也”。

这次著名的《君子》演讲在“同方

部”举行，这里曾是清华最早的礼堂，

“同方”二字源于《礼记》，书中有“儒

有合志同方”一句，“同方部”意为“志

同道合”者相聚的地方。梁先生在此次演

讲中，对清华学子寄予殷殷厚望，他说，

“清华学子，荟中西之鸿儒，集四方之俊

秀，为师为友，相蹉相磨”，将来成为社

会之表率，语、默、作、止，皆为国民所

仿效，如果不慎沾染了坏习气，其传播之

快如急如暴雨，则会坏了大事。他激励清

华学子“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

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

之砥柱”。

在1917年修建大礼堂时，学校将“自

强不息、厚德载物”镌刻在巨型校徽上并

镶嵌在舞台正额，激励后学。由此“自强

不息、厚德载物”得到学校认可，并成为

清华校训。在此后的多次演讲中，梁启超

先生不断阐述对“君子”的理解，以及

“君子”作为中华理想人格的人生哲理与

实现途径。

精力集中、敬业乐业

1917年1月10日，梁启超先生再次到

清华，此时距那场著名的《君子》演讲已

经历了民国初年的复辟帝制、讨袁檄文和

护国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梁先生在百

忙中仍心系清华学子。他在演讲时开篇就

说道：“鄙人于两年前，尝居此月余，与

诸君日夕相见。虽年来奔走四方，席不暇

暖，所经危难，不知凡几，然与诸君之感

情，既深且厚，未尝一日忘。”

这次演讲的主题是“如何自我修

养”，梁先生提出做事之要义在精力集

中，为其做事之秘诀，以为必如此，其力

乃大，“凡事不为则已，为之必用全力，

乃克有成。”他认为《论语》所谓“居处

恭，执事敬”最为精透。在此后的演讲中

他多次讲到，敬业就是要专一，要心无旁

骛，乐业就是要有乐趣，深入到自己的事

业中去寻找快乐。

反省克己

在这次谈“如何自我修养”演讲中，

梁先生还提出为人之要义在“反省克

己”。当一个人在产生欲望冲动之时，要

能够加以思索，这就是反省，比如“物非

所有，固不能夺”。“反省而觉其不当，

则收束其欲望，是谓克己”。人之所以能

够成为万物之灵，就在于具有“反省克

己”的能力，“惟必思所以发达，凡

事思而后行，言思而后出，此立身之大
1924 年，梁启超（前右）接待来华访问

的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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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也”。

梁先生认为，“反省克己”看似容

易，其实很难做到，惟当慎之于始。“若

放纵而不自克，便成习惯，循至此心不能

自主，堕落乃不知所届。”他特别说到，

遇到事情首先要叩问良心，而不能将“良

心之本能，竟为物欲所蔽矣”。

高傲的志气

1922年2月起梁启超就聘清华讲师，

此后又正式出任国学院导师，从此成就了

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的一段佳话。

1924年6月，梁启超先生又一次为清

华师生做演讲，题目是《怎样的涵养品

格和磨练智慧》。此时的梁先生51岁，已

经历了人生中各种重大事件和个人磨难，

因此他在演讲中说到：“我现在不过把自

己所曾走过的路，贡献给诸君。”梁先生

认为，涵养品格首先是要养成“高傲的志

气”。如果没有高傲的志气，就会被物欲

所左右，在房子、车子等物质方面羡慕他

人，甚至连人格都不顾，“大多数人品格

之堕落皆由于此”。

此外，高傲的志气还能够让你不怕逆

境，捱得过风波，“人生之能否成功，全

看其能否捱得风浪”。有了高傲的志气，

“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就

能不为困难所挠，就能打破难关。

真挚的信仰

在1924年6月的这次演讲中，梁启超

还认为，光有高傲的志气还不够，因为

“青年人多有之，不过多因为操持不坚，

后来日渐消磨至尽”，因此还必须济之以

真挚的信仰。“信仰者，就是除开现在以

外，相信还有未来远大的境界。”他说

道，有了信仰，一个人不仅不肯作卑污苟

且之事，而且还可以忘却目前恶浊的境

界，即使眼前痛苦也相信前路无限光明，

即使有眼前的恶浊和困难，都不觉得失

望、不发生惧怕。

趣味的生活

梁启超进而讲到，“趣味的生活”对

涵养品格和磨练智慧的重要性，这也正是

其本人的“自得法门”。梁先生认为，

“责任心”和“趣味”是其人生观的基

础，“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

才有价值”。他认为，趣味的反面是干

瘪、萧索，“趣味的生活”如劳作、游

戏、艺术、学问，等等，可以化解忙乱、

空虚、无聊、功利等现代性弊病。他曾说

过：“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比不上做学问

这样有兴趣。生平在政治上打了好几个跟

斗，为功为罪且别论，所以不致堕落到

十八层地狱者，都是因为养成了读书的

趣味。” 

看淡成败、看淡得失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1918年至

1920年间，梁启超赴欧洲游历考察，回国

梁启超主笔或创刊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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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放弃所有政治活动而专心于学术研究。

1922年12月27日，他应邀为苏州学界

做演讲，主题是“为学与做人”。他提

出：学习的目的在于做人，做人的标准是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学

校教育可以教会你学识，但如何做到“仁

者不忧”，首先要知道之所以“忧”，无

非是在意得失与成败。因此唯有看淡成

败、看淡得失，才能“仁者不忧”，才能

自强不息。要认识到宇宙即人生、人生即

宇宙，要认识到人生如同宇宙一样没有所

谓的圆满，《易经》六十四卦始于“乾”

而终于“未济”，道理也在于此。

心地光明、意志坚强

在不惑、不忧基础上，如何才能做到

“勇者不惧”呢？除了有丰富的学识、良

好的情操，还需要坚定的意志力。为此，

梁启超先生在演讲中还强调了两点，即要

“心地光明”，如同孟子所说“浩然之

气，至大至刚”，生平不做亏心事，夜半

敲门也不惊；要“意志坚强”，只有意

志磨炼到家，才能不为劣等的欲望所牵

制，否则“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情欲的奴

隶”，将“万劫沉沦”。

梁启超先生不仅是“自强不息、厚德

载物”的提出者，其自身更是践行者。

1927年初夏，他与清华研究院学生同游北

海，在这次“最后的谈话”中，他说到：

“我自己做人不敢说有所成就，不过直到

现在还是天天想向上，在人格上的磨炼及

扩充一点不敢放松。”

梁启超先生的《自励》诗有云：献身

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

移旧俗，更揅哲理牅新知。这正是他一生

的写照。在中华崛起的历史进程中，正是

梁启超先生第一次提出“中华民族”这个

概念：“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

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

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

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君子

的德行是社会风尚的源头活水。要引领社

会风气就要有足够的定力，不随波逐流。

梅贻琦校长终生服务清华却始终淡泊

名利，“两弹元勋”邓稼先在茫茫戈壁隐

姓埋名奋斗28年，清华前辈们真君子的范

例不胜枚举。

清华校训源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

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既是清华精

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与民族性格的重要表征。正因如此，清华

校训不仅在广大师生和校友中传承弘扬，

在全社会也广为传颂。

正如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汪晖老师

所指出的，梁启超仍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其思想至今仍有振聋发聩的现实意义，启

迪今人重新思索我们与民族和时代的关

系。文科资深教授钱颖一老师认为：如

何培养真正的“人”是中国教育的首要

问题。

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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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人皆知，但是它的出处和原始用意，却

并非每一个人都清楚。1914年，清华建校

刚三年，梁启超到清华演讲题目是《君

子》，强调的是做人。清华学子首先要做

君子，之后才是做才子。

杨绛先生曾讲过：“我这里要提一提

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好像对校训并没有很

在意。现在我越老，越觉得母校的校训意

义深长。”

清华经历了113年发展历程，那场影

响清华精神的《君子》演讲也已过去110

周年了。时任校党委书记贺美英老师在

1999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讲话特别提到校

训：“希望你们能够记住曾经哺育你们成

长的清华园这片热土，让‘自强不息、厚

德载物’的清华校训和‘严谨、勤奋、求

实、创新’的清华学风永远伴随你们去拼

博人生。”

梁启超先生在《无负今日》中写道：

“今日者，涤荡昨日之旧我，建设明日之

新我，唯笃行，唯耕耘，唯进步也。”

我们追忆梁启超先生《君子》演讲

110周年，溯源清华校训的目的，就是响

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弘扬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清华人文精神，会同广

大校友从中汲取营养、提升智慧，为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优良的文化素养。

1977年的冬天，中断了10年的高考终

于恢复了，但此时的1977届高中生已经毕

业离校，因此在时隔半年1978年的高考

中，1978级成为了“文革”后首次有应届

毕业生参加的高考。而1977年的高考，全

国各地的高考政策与试题各不相同，大部

分地区允许1978级在校高中生参加1977级

高考，所以全国数量众多的1978级高中生

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唯一参加过两次高考

的高中毕业生。

我有幸在1978年被清华大学无线电系

录取，并被推荐公费留学，但是阴差阳

错，我最后加入了1979级大家庭继续学习

五年，在无线电系电真空专业毕业。

1979年初，在邓小平的直接过问下，

高教部开始从1978级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

选拔人员并派往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但一

我的一九七九
○王乘东（1978 级无线电）

直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杨振宁则对邓小平

建议，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太小，世界观

尚未形成，还是应该派研究生出国学习。

从后来的实际结果来看，杨先生的建议无

疑是正确的，但此时，与新西兰、欧洲和

日本教育机构的派遣协议已经签订，只能

执行了，而北美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派遣

由于多种原因没有进行。

被派留学生名单在高考成绩出来后，

就已经由高教部确定，可此时的对外联系

签约尚未全部完成，被挑选的这些学生都

先按照第一志愿暂时进入国内高校学习，

只是本人并不知情。开学两个月后，出国

通知开始陆续下达，接到全国的第一份出

国通知的，是前往新西兰的15名学生，几

乎全部来自北大、清华，但在应新西兰方

面要求进行的英语考试中，全体15人都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