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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赵建林君打来电话，告知他选编了两本书，分别是有关北大和清华的文
章或重要文献，并且做了一些编后点评，想请我为这两本书写个序。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便是自己不够资格来写这样的序。
因为要为有关这样两所中国最高学府的文献选编写序，理应邀请德高望重且曾在这两所学校长期任教
的老先生赐墨才显得厚重和审慎。
既然没有推辞掉，便只好说些肤浅的话来为这样有价值的选编整理工作喝彩。
当然也要乘着这机会抒发些个人的感慨。
　　我对赵建林君的了解源自一次暑期实践考察。
从2000年秋季开始，我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为双学位课程学生先后讲授“市场营销管理”和“人
力资源管理”，引起不少学生的兴趣和实践热情。
我还指导学生在课后组织与课程相关的案例讨论，准备在条件成熟时组织学生实习考察。
2001年夏天，其中的一位学生殷浩在北大校团委的支持下，组织了大学生暑期实践东北企业考察团，
考察的重点是人力资源管理。
于是我被邀请作为带队指导老师一同前往东北考察访问。
　　在整个考察过程中，我与赵建林交谈的机会很多，交谈过程中我感觉他有些少年老成，虽然脸上
的稚气尚未褪尽，但其思维和语言似乎要比他同龄人成熟很多。
此外，从他的谈吐中亦可看出其国学功底也远超出一般文科本科生，并且还给自己起了诸如“行枚居
士”、“芷园散客”、“清园散客”这样的雅号。
当时他透露出自己将追随葛兆光先生治学，我很为他高兴，并且就我知识所及给予他一点参考意见。
我们的交谈没有特定的主题，但凡兴之所至，无不涉猎。
在他面前，我也没有所谓“师道尊严”之虑，就像是年龄相仿的好朋友，因此我们的谈舌可以说是尽
兴而不设防。
从火车硬座到颠簸的大巴后排，再到海轮上闷热的五等舱散席，旅途中有了这样的谈话，时间便消逝
得很快。
　　这两本书中选编了不少珍贵而富有长远价值和意义的文献，其中有些我还是第一次读到。
如果没有建林君的勤奋努力，我们大家恐怕准以较为集中地读到这样有分量的文字，也就少一些受到
思想感染和隋神激荡的机会。
建林的文字较为凝练，选编和点评的侧重点自然也有他自己的独立思考，这为我们增添了更多的思考
参照点。
　　当然，这项工作也并非全无可以改进之处，我对这两本书中的“大事记”就不太认同，无论是事
件的选取，年份的取舍还是表述的角度和语言，都还有可供商榷之处。
比如“1948年北大解放”，“1974一年蒋南翔被解放”，“1984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立，后来
朱镕基总理出任院长”，“1987年全国名牌大学排名中，北京大学排名第一”，“2003年清华大学是
为新时代中国最高学府”这样的表述和词句恐怕就难以被许多严肃的学者或读者所接受。
　　身处大学之中，尤其是任教于这样两所世界闻名的大学之中，我们当然会感到自豪和责任重大。
今天国内的大学虽然在设施条件和信息传播方面比过去进步了许多，但在人文精神、学术自由、治学
敬业、诲人不倦以及行政管理、教学科研辅助与后勤服务的态度方面仍然差强人意。
　　“象牙塔”中的人们似乎越来越向权势和名利靠拢，看起来有些人得到的越来越多，实际上他们
已经离真正的学人越来越远，因此他们实际上所失去的也越来越多。
学术尊严在官僚等级和种种实惠面前常常是节节败退，就连院士也需要攀附上“副部级”待遇才算是
修成正果。
这也是近年来人们更加追思和怀恋20世纪20至40年代北大、清华令人向往之人文学术环境的原因之一
。
　　窃以为所谓“大学之魂”在于特定大学或所有大学所普遍追求的独立价值观，不为时世权势所转
移，不为金钱、虚荣所诱惑，不为压力而折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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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学人皆应以追求真理学问和社会共同福祉为己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不独为稻粱或名利所谋乃君子之度，不以个人私利为重而持天下之公论者，当为天下所重。
　　吾辈虽晚，亦不应甘落先贤之后，自当集天下有志有识有才者之力，重振大学人文精神之风，树
学人自由傲视之风骨。
21世纪的大学不应是没有大学独立自由之灵魂和风骨的教条传播之所，而应是探究真理，论辩学问，
开社会风气之先的思想之源。
　　重温这两本书中的重要文献和新近文章，会使我们得到精神上的引领和启迪，更会使我们鼓起勇
气，增强信心，要让大学成为全社会所依赖和敬重的精神家园，能够补充营养和动力的加油站，在这
里他们可以寻求到一片追求学问与真理的净土，可以自由地思想和质疑的空间。
如果没有这样的大学，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以失去？
　　2004年2月29日于北大燕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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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华被层层理想化，清华被掏空了内容，清华被当作参照物，清华被割断于自己的历史之外，真
实的清华是什么样子？
 　　一个曾就读于北大、清华两校的普通学子，心里刻着两所大学的精神烙印，经过七年的碰撞与契
合，铸造出一种朴实而超迈的性格，他奖以他的视角向我们解读清华。
 　　重温这本书中的重要文献和新近文章，会使我们得到精神上的引领和启迪，更会使我们鼓起勇气
，增强信心，要让大学成为全社会所依赖和敬重的精神家园：在这里他们可以寻求一片追求学问与真
理的净土，可以自由思想和质疑的空间，能够补充营养和动力的加油站。
如果没有这样的大学，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以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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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建林，199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2001年获哲学学士学位，同年入清华大学攻读中国思想史
硕士研究生，兼习法律。
著有诗集《芷园诗存》、散文集《芷园心史》、读书札记《芷园沉思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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