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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风华影》清华立校，定下&ldquo;自强不息，厚德载物&rdquo;校训，这两句来自《周易》乾
、坤二卦的象辞，成为一代又一代清华人的座右铭。
规范着一代又一代清华人为人治学的行为，塑造出一代又一代的国家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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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早年因与康有为共倡变法维新，合称&ldquo;康梁&rdquo;。
他16岁（1889年）中举，17岁开始接触西学，拜康有为为师，以其卓越的才华，成为&ldquo;万木草
堂&rdquo;弟子中杰出的一个。
1894年，他旅游京师，耳闻目睹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种种状况，&ldquo;惋愤时局，时有所吐
露&rdquo;。
翌年，他晋京参加会试，又值中日议和，中国以甲午之败而向日本割地赔款，激起爱国知识分子的义
愤，他同康有为一起发动在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子向光绪皇帝上万言书（史称&ldquo;公车上
书&rdquo;），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等主张。
同年，他会同汪康年、黄遵宪等人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担任主笔，积极为变法维新作舆论准备，
所著《变法通议》等文思想明快，议论畅达，开一代之文风。
1897年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次年以六品衔办译书局。
戊戌政变失败后，他亡命日本，办《清议报》，主张&ldquo;斥后保皇&rdquo;。
其后又办《新民丛报》，推崇改良主义，曾与孙中山的《民报》展开论战，政治上逐步走向保守。
辛亥革命后，1913年初他白海外归国，出任共和党党魁，不久又组织进步党，并任北洋政府的司法总
长。
1915年对袁世凯谋复辟帝制婉词劝阻，进而策动蔡锷组织&ldquo;护国军&rdquo;反袁。
袁去世后，他又曾参与讨伐张勋复辟的活动。
张勋失败后，他曾出任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
1917年底，他发表声明退出政界，辞职回天津，深居简出。
　　1918年赴欧洲游学。
&ldquo;五四&rdquo;时期，追求资产阶级新文化，赞同民主与科学。
1920年，支持张东荪与马克思主义者论战。
　　梁启超最早接触清华，是在1914年11月来校作讲演。
他的讲题为《君子》。
引《周易》中乾、坤二卦的象辞：&ldquo;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rdquo;，&ldquo;地势坤君子以厚德
载物&rdquo;，以勉励少年学子们树立&ldquo;完整人格&rdquo;。
他说：&ldquo;乾象言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
&hellip;&hellip;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
&hellip;&hellip;&rdquo;他这次演说对清华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以后，学校即把&ldquo;自强不息，厚德载物&rdquo;八字定为校训（亦称校箴）。
同年秋，第一次1R界大战爆发，梁启超于11月30日来清华&ldquo;假馆著书&rdquo;，住212字厅西客厅
（现藤影荷声之馆），取名&ldquo;还读轩&rdquo;，大约间断住了10个月。
1917年1月10日，梁启超应邀再来清华讲演，他这次讲了三方面问题：为人、作事、修学之道。
他说：为人之道，心不要为五官四肢之奴隶，&ldquo;禽兽无心作主，专受五官四肢之支配，故为禽兽
；人而不能反省，不能克己，则为自己五官四肢之奴隶矣。
身奴于人，尚可拯救，惟自心作五官四肢之奴隶，则不可救药矣&rdquo;。
从1920年12月2日起，梁启超开始在清华系统讲学，讲题为&ldquo;国学小史&rdquo;。
连续讲50余次，他只&ldquo;取讲《墨子》之一部分，略删定之，得六万言，名日《墨子学案》印行成
书&rdquo;。
　　1922年2月，他被聘为清华学校的讲师，_安排了系统教程，如&ldquo;五千年史势鸟瞰&rdquo;（
后辑成为《中国历史研究法》之第二部），&ldquo;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感情&rdquo;（共十四篇）
，&ldquo;中国学术史&rdquo;（后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
并1t对校政开始有所指议。
1922年3月，他应清华学生之请为《彻底翻腾的清华革命》（《清华周刊特刊》）写了一篇序言，对校
事提出五条建议：1．改组董事会：2．组织实务的校友会；3．经费完全独立，由董事会管理，不必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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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外交机关之手；4．缩减留美经费，腾出财力，办成一完美之大学：5．希望积极地预筹资金，为18
年（按即1939年）后赔款终了时维持学校生命之预备。
1923年2月21日，他又应《清华周刊》记者之请，更详尽地谈了他对清华学校发展的各方面的展望和建
议。
　　1925年秋，曹云祥敦请梁启超任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通称&ldquo;导师&rdquo;）。
9月8日，梁启超到院就职，住清华北院。
梁启超在研究院所负责之普通讲演课程有&ldquo;中国文化史&rdquo;、&ldquo;读书法及读书示
例&rdquo;、&ldquo;儒家哲学&rdquo;、&ldquo;历史研究法&rdquo;等；指导学科有&ldquo;中国文学
史&rdquo;、&ldquo;中国哲学史&rdquo;、&ldquo;宋元明学术史&rdquo;、&ldquo;清代学术史&rdquo;
、&ldquo;中国史&rdquo;、&ldquo;史学研究法&rdquo;、&ldquo;儒家哲学&rdquo;、&ldquo;东西交通
史&rdquo;、&ldquo;中国文学&rdquo;等多门。
　　1925年9月，梁启超在《清华周刊》第350期上发表《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一文，再次系
统地评说校是，着重谈到清华之设立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与中国学术独立之关系。
他说：&ldquo;一国之学问独立，须全国各部分人共同努力，并不希望清华以独占。
但为事势便利计，吾希望清华最少以下列三种学问之独立自任：1．自然科学&mdash;&mdash;尤注重
者生物学与矿物学；2．工学；3．史学与考古学。
&rdquo;在这篇论文里，他还系统论述了治学法、避免洋八股等问题。
　　1925年9月23日，梁启超开始讲&ldquo;治史方法&rdquo;，之后又讲&ldquo;要籍解题及其读
法&rdquo;，入冬又讲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次年春因病而未完成。
后又讲&ldquo;儒家哲学&rdquo;，编为《儒家哲学》一书。
就在这年，他发肾病，在协和医院动手术，割去一肾。
一1926年春，开始讲&ldquo;读书示例&rdquo;，同时抱病继续写《中国文化史》。
　　1927年上半年，梁启超在燕京大学讲&ldquo;古书真伪及其年代&rdquo;。
同年5月，他已病得无力撰稿，乃令学生速记并将所讲编为讲义，集为《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卷
。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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