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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大学

校训，已经家喻户晓，尽人皆知。《中国

青年报》和新浪网曾于2004年将清华校训

评为我国高校最欣赏的十大校训之首。著

名学者杜维明先生曾说过：“清华校训是

世界上所有大学最好的校训。” 

但这些年来，关于清华大学校训也出

现了各种说法，有的已相当离谱。最典型

的是在百度、360首页出现了十六个字的

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

神、自由思想。作者指责清华大学只提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腰斩”了

清华校训。为此，清华大学党委原副书记

胡显章教授曾于2018年在《水木清华》杂

志上撰文予以批驳和正名。百度、360虽

然摘登了，但仍然保留了那十六个字的所

谓“校训”，并仍旧让违背事实的文章占

有突出位置。为坚持实事求是，避免以讹

传讹，有必要还原历史，以正视听。

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校训的由来

清华于1911年建校时的定位是

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当时就有许多

有识之士认为，在向西方学习科

学、民主的同时，应不忘立足本土

培养爱国、建国、治国之才。著名

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梁启超先生就

是其中的主要代表。清华建校三年

后的1914年11月5日，他来校作了

一场以《君子》为题的演讲。他用 清华校训石，1954 届校友毕业 50 周年立

走出对清华校训认识的误区
○李树勤（1970 届水利）

《周易》中的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

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激励

清华学子。依据校内可以查询的档案资

料，1918年4月25日出版的《清华周刊》

总138期封面上首次出现了“自强不息 厚

德载物”八个字的圆形图标。贺麟先生在

《清华周刊》358期（1925年11月6日）

发表的《〈清华中文校歌之真义〉书后》

中，谈到“中文校歌”“可以表示中国文

化之精神，而同时又能符合校训”。说明

在此之前清华是将“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当作校训的。1926年11月25日，由校

评议会议正式确定清华学校校徽的圆形图

案内含“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八个字，

这也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已存

在的佐证。台湾当局于1955年在台湾新竹

建立的清华大学，在其简介开篇写道：

“本校成立于民国前一年，校址为北平西



荷花池

清华校友通讯148

郊的清华园”“民国三年冬天，梁启超先

生来校讲演，引述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勉

励同学以君子自期，自此以后‘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便成为清华的校训。”说

明两岸的清华大学都认同的校训是“自强

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字，而不是网上所

传的十六个字。所谓“被腰斩的清华校

训”纯属无稽之谈。指责者所说的另外八

个字：“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源自陈

寅恪先生于1929年所撰写的纪念王国维先

生碑文，文中赞扬了王国维先生秉持“独

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追求和治

学精神。但这已经是校训存在多年以后的事

了。可以看出指责者是在毫无根据地篡改

历史，意在搬弄是非。

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
在清华的历史沉浮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取自

古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名句，内涵极为

丰富。作为校训，是将其作为正心、修身

的座右铭，起着励志的作用，以图形成学

校整体的价值追求。在清华，还有其他一

些传统经典名句，虽然没有定为校训，但

也作铭文提倡，如大礼堂悬挂的“人文日

新”，日晷上铭刻的“行胜于言”等。因

为任何价值都是历史的，所以这些经典名

句的生命力在于其内涵随着时代的变迁而

不断更新。这就是习近平同志强调把马克

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并努力做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的道理所在。但对校训的解读不能泛化，

尤其不能用校训取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教

育理念。我们注意到，清华历任校长在领

导学校工作时都有其校训之外的教育思想

和办学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清华大学，历经四十多年，没有校训。

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

和党的教育方针指引下，在实践中形成了

蒋南翔教育思想，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治

国栋梁、学术大师和兴业英才。20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前毕业的清华校友，都不知道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他们只

对“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蒋南翔教育

思想一往情深。这是不争的事实。有人用

“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夸张手法，把清华

大学培养的人才都说成是遵循“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校训的结果，甚至诬称坚

持“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培养

出来的人是奴才，显然是别有用心的胡说。

清华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恢复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主要

有两个背景：一是清华大学的发展进入了

“建设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世界一

流大学”的新阶段，制定了“三个九年，

分三步走”的路线图。二是20世纪90年代

中，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已成为教育界的领

导和全国高校的共识，提高文化自觉已成

为人才培养的客观需要。当时，一些清华

老校友建议，恢复“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的校训，使其与“又红又专、全面发

展”的教育思想相呼应，有利于提高学生

的文化素质，提高教师的文化素养，提高

学校的文化品位。在时任校党委书记贺

美英和校长王大中主持下，做出恢复校训

的决定，并由时任校党委副书记胡显章负责

组织，党委宣传部具体落实，在《新清华》

上宣传校训。从此，“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的清华校训，重新展现出其深厚的

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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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认为“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

2012年，习近平回到母校清华大学时，曾

深情地对师生们谈到，自己把“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和“行胜于言”作为人生

座右铭。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在讲话

中也多次强调“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指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

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

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二十多年来的

实践证明，恢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校训的决定是正确的。她对涵养浩然正

气、传承优秀文化、升华精神境界、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023年8月8日

漫话清华风格
○曾传钧（1964 届土建）

我 1958 年入清华，1968 年出清华，

正可谓十年寒窗。当“大跃进”的锣鼓声

息，“文革”的硝烟散去，清华园迎来一

派改革开放的春光。我与同龄的学友们每

每论及清华风格这类话题时，总会凝聚

缕缕遐想。美丽端庄的清华园是孕育清华

风格的摇篮。以学术大师、兴业英才和治

国栋梁为代表的清华人是清华风格的缔造

者和弘扬人。清华风格内涵丰富、源远流

长。这里仅据个人见闻及粗浅体会，将清

华风格归纳为如下五点：爱国情怀、奉献

精神、求实传统、融合理念和创新追求。

一、爱国情怀

清华的爱国情怀由来已久。清华大学

的前身清华学校是用庚子赔款中美国的部

分返还款建立的，人们称之为“国耻纪念

碑”。清华西区老体育馆原名罗斯福纪念

体育馆，其正门墙壁曾嵌置铜牌和罗斯

福总统雕像，再一次给清华打上国耻的烙

印。国耻犹存，岂能坐视？！清华人自建

校起便具有炽烈的强国雪耻的信念。经过

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洗礼，清

华人与人民同呼吸，与祖国共荣辱，铸就

了爱国英魂。

梁启超先生给清华留下“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的校训，激励清华学子“作中

流之砥柱”；汪鸾翔先生撰写的校歌再次

呼唤“行健不息须自强”；闻一多先生的

怒吼、朱自清先生的气节、蒋南翔先生的

《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都展现

了清华师生的一腔爱国热忱。

西南联大的铁皮屋顶和茅草屋，虽

然“破破烂烂却精神抖擞”地挺立在边

城昆明，显示出中华民族的坚强不屈，

表达了清华等校师生对中华教育文脉的

坚守。

清华建校早期学生“四斋”（明、

新、善、平）的命名，2010 年清华道路

（明德路、新民路、日新路、至善路）的

命名都同样取自《大学》中的名言：“大

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通新民），在

止于至善”以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这一延续近百年仍不变的做法，不

仅表明清华人对国学经典的热衷传承，更

表明清华人对《大学》中“治国平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