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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华大学刚刚欢度百年华诞之后，你们作为清

华跨入新百年的第一届本科生，即将开始大学学习生

活。水木清华，钟灵毓秀。从今天起，同学们正式成

为了“清华人”。一个世纪以来，一代代清华人秉承

“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优良传统，恪守“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行胜于言”的校风和“严

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弘扬“人文日新”
的精神，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突出贡献。今天当同学

们开始新的学习生活之际，我重点就如何践行“人文

日新”的精神，与大家谈谈心。80年前，1926级毕业

的校友们留赠给母校一块镌刻着“人文日新”的牌

匾，至今仍高悬在大礼堂的南墙上，与舞台上方校徽

中的校训遥相呼应。这块匾额不仅表明了前辈校友们

对于清华精神的理解和认识，也体现出他们对于母校

日新月异不断进步的期许。随着学校的发展，“人文

日新”逐步成为了清华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践行“人文日新”，就要大力弘扬人文精神

“人文”二字出自 《周易》：“文明以止，人文

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可以看出，“人

文”概指人类一切文化创造。人文日新，就是指文化

的创造、传承与涵养要日新月异、不断进步；对每一

个人来说，就是使人文精神不断发扬、不断提升。
早在1948年，我校的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曾做

过一篇题为“半个人的时代”的讲演，谈的是过度专

业化导致人的片面发展。今天，这个命题依然发人深

省。推动时代变革、建设和谐社会，需要我们坚持以

人为本、注重人文关怀。成为素质全面、视野宽阔的

一代新人，更需要同学们做到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并

重并进，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和品位。目前，中

学教育的文理分科以及紧张的高考复习，都对同学们

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进入大学

后，希望理工科学生加强人文与社会知识的学习，文

科学生也要对自然科学和工程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大

家都要注重自己全面素质的提高。
在全球化的时代，弘扬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内

涵，是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理解和尊重。正如国学

大师钱穆先生任教于西南联大时所提出的，要对本民

族的历史和文化抱持一种“温情与敬意”，从民族历史

的进步中获得教益，从民族文化的发展中汲取营养。只

有具备了坚实的文化自信，才能更好地展现出文化包

容的气度，才能成为心胸宽广、气魄宏大的栋梁之才。

践行“人文日新”，就要自觉提升道德情操

《易经》有曰：“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由此可

见，古人所强调的“日新”，首先是提升人的道德情操。
朱 容基学长在一次校庆来信中，曾谈到当年他们

入学时，清华电机系主任章名涛教授讲过的一席话。
章名涛教授说：你们来到清华，既要学会怎样为学，

更要学会怎样为人。青年人首先要学“为人”，然后

才是学“为学”。同学们要不断加强自身的思想修养，

一方面陶冶高尚情操，弘扬传统美德，谦虚谨慎、正

直善良、诚实守信、求真务实，善于与人沟通、合

作；另一方面树立起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担当起清华

人应有的历史责任。
清华过去的百年，正是中华民族由饱受凌辱到走

向振兴的百年。一百年前清华初创时，中国刚刚爆发

了辛亥革命，追求社会进步，拯救民族危亡，争取国

编者按 新生入学是大学教育的起始阶段。每年秋季开学，大学校长们总会抓

住开学典礼这一重要契机，向新生畅谈对大学生的期望，强调大学生应肩负的责

任与担当等。这些讲话大都深入浅出、思想性强，在帮助新生尽快适应大学生活、
明确学习目标和人生理想上，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无疑是十分精彩的“开学第

一课”。本期特集中刊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3所著名高校校长在

2011级本科生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以飨读者。

弘扬清华精神 践行人文日新

顾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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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独立与人民民主，是那个时代的主题。著名科学

家、教育家钱伟长先生当年以中文和历史两科满分的

成绩，考入清华历史系。“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为了“科学救国”，钱伟长要求转学物理。他说：

“国家需要就是我的专业。”今天进入新世纪之后，推

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国家富强与民族振

兴，成为新一代青年的责任。希望同学们以前辈清华

人为榜样，笃志励学、完善自我，把个人成长成才融

入祖国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中。我想，这也正是“观乎

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时代内涵。

弘扬“人文日新”精神，就要不断提高创新能力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经典名言，出

自《礼记·大学》。它告诉我们，要以一种永不满足的

精神，坚持革故鼎新。
小到个人事业的成功，大到国家社会的进步，无

不需要求新、创新的勇气、意识和能力。求新，更是

清华学术传统的重要特征。当今时代，知识创新已经

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自觉培养创新意识

和能力，是时代给大家提出的要求与挑战。同学们走

进清华，要尽快完成从中学到大学的转变，不仅要刻

苦好学，而且要积极创造，切实做到勤于学习、善于

思考、勇于探索、敏于创新。面对建设创新型国家的

需要，希望同学们在创新思维的培养、创新能力的提

升、创新文化的建设等方面，做出新的努力。
致力创新，就要独立思考。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

师之一陈寅恪先生，早在80多年前就提出“独立之精

神、自由之思想”，这种学术品格十分重要。同学们

要坚持好学深思，保持好奇心、发挥想象力，培养批

判性思维，成为拔尖创新人才。
同学们，百年积淀形成的清华精神，内涵丰富，

意蕴深远。“人文日新”集中表达了一种改革创新、
奋勇争先的进取精神。希望同学们把弘扬“人文日

新”的精神，与践行校训、校风和学风结合起来，志

存高远，奋发成才，与全体清华人一起，在清华新百

年中谱写新的篇章。德
育

（本文发表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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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9月，燕园初识。在祝贺同学们高考取得优

异成绩的同时，我也向你们致以最美好的祝愿！祝愿

你们在未来的大学生活中取得更大的进步，开启人生

更加绚烂美好的新旅程！

同学们，看过校园的湖光塔影，略过浩如烟海的

典籍，站在学术名师的身旁，再去细细体味北京大学

百余年的历史传统和精神特质……大学生活，从此开

始了。此时此刻，我想你们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

备！来到北京大学，这是你们长期努力的结果，可以

说是你们人生中收获的一个“成功”！我不希望有同

学在大学中迷失自己，我更不希望看到曾是骄子的你

们，因为自己的不努力而掉队！大家身处一个美好的

时代，享有北大优秀的教学资源，希望同学们珍惜

好、利用好。

成为不懈追求新知的探索者

追求新知、发明新理，以知识和文明引领社会的

进步与发展，永远是北京大学孜孜不懈的理想追求，

也永远是一代代北大人恪守的光荣传统。我们的老校

长严复先生曾说，大学要“保存一切高尚之学术，以

崇国家之文化”；李大钊先生曾高呼，“只有学术上

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

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对于本科生而言，

我希望大家能从高中阶段的“学会”转变到大学阶段

的“会学”，倍加珍惜学校为你们提供的优质资源，

充分体悟北大的学术精神，养成善于观察、勇于探

从这里开始 不一样的精彩

周其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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