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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所在   即趋附之
——纪念施滉清华毕业一百周年

编者按：

2024 年 9 月 23 日，“真理所在，即趋附

之──施滉清华毕业一百周年纪念展”开幕

式在清华大学校史馆举行。本次展览由清华

大学校史馆、档案馆，中共洱源县委、洱源

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通过 20 余块展板、60

多幅珍贵图片、10 多件珍贵的档案实物，展

示了施滉从滇西白族少年逐步成长为忠诚的

爱国主义者、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短暂而伟

大的一生。

1949 年，部分在京的 1924 届校友于毕

业 25 周年之际，在图书馆内为级友施滉修建

纪念壁碑。施滉烈士铜浮雕头像建于 1986 年

4 月，位于清华大学第三教室楼西外墙。

施滉在校期间一向关心集体，热心为同

学服务，多次被选入清华学生会，在干事会、

学生法庭、《清华周刊》编辑部等机构中担

任职务。施滉先后担任过《清华周刊》的集

稿人、编辑、专栏负责人和主编。他积极撰

写文章，编组稿件。1920年11月，施滉任《清

华周刊》集稿员，1923 年 1 月，任《清华周

刊》的“国情报告”栏主任。

在本次展览之中，有一篇施滉于 1924 年

清华学校毕业前夕发表的文章《对于清华各

方面之建言》，充分展现了在清华求学时的

施滉感恩清华培养并对清华毕业生爱之深责

之切的拳拳之心，这篇文章也充分展现了他

胸怀天下，积极关注国际局势，努力推进社

会变革的决心。本刊特刊发全文以兹纪念。

2024 年 10 月 12 日起，“真理所有			即趋附之——施滉清华毕业一百

周年纪念展”在文科图书馆一层日新厅巡展

在清华毕业时学校发给施滉的校服（礼

服），施滉后来从事革命工作时曾穿过

施滉的印章

位于清华大学第三教室楼西外墙的施滉烈士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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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滉，1900年生，

云南洱源人。字动生，

小名振宗，曾化名同

天、赵森、赵晋生、

老罗、赵大等。

1917 年进入清华

学校学习。在清华求

学期间，他积极参加

了五四运动，后与冀

朝鼎、徐永焕等一起

组织“唯真学会”, 旨在“本互助和奋斗的精神，

研究学术，改良社会，以求人类底真幸福”。1923年，

施滉等在“唯真学会”内成立“超桃”秘密核心组织，

提出“政治救国”主张。1924 年 2 月，施滉等在广

州分别拜见了孙中山、李大钊，探讨救国救民问题，

更坚定了为多数人谋幸福的理想信念。                                                                                          

1924 年，施滉在清华毕业后，赴美国斯坦福大

学攻读东方史，1928 年获硕士学位。1927 年，施

滉加入共产党，是清华留美学生中最早的共产党员

之一。在美共中央领导下，秘密设立中国局，施滉

为第一任书记。1929 年，施滉到莫斯科少年共产国

际工作，工作之余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

1930 年，施滉回国投身革命，在中央翻译科、

香港海员工会等工作，后担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

长、省委书记，他把整个身心投入到党的工作中。

施滉（1900-1934）

1920年4月，施滉在《清华周刊》发表《学生对于社会应该怎么样》

一文

1924 年，《清华周刊》编辑委员会成员合影

1933 年冬，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1934 年初，施

滉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时年 34 岁。

“真理所在，即趋附之”, 施滉上下求索探寻

救国济世之道，足迹遍及昆明、北京、旧金山、纽

约、莫斯科、香港等国内外多个城市，从朴素的爱

国少年成长为具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共产主义

战士。施滉为真理和正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

是清华最有光荣的儿子”, 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

施滉的精神永远鼓舞着洱源人民和清华师生。

（一）对同学之言

1. 建造人格

2. 培养团体精神

（二）对学校之言

1. 应付美国环境抑中国环境？

2. 收罗良好教师

3. 鞭策回国女学生

4. 添设日本历史科

5. 请注意日文俄文

6. 拟定毕业国学程度

7. 鼓励学生旅行

对于清华各方面之建言
8. 设立清华北京俱乐部

9. 提倡刻苦精神

10. 提倡真正有益的军事训练

（三）清华之使命

1. 对于国家为解决国家问题

2. 对于世界为介绍中西文化

施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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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久要与清华离别了。

我是在清华受了七年教育的

一个学生，七年前的施滉与今日

的施滉，完全是两个人。七年前

的施滉的道德不坚固，智识无根

本，体质又孱弱。现在的施滉的

德智体三育皆比从前进步，我实

在百分百的感激清华。我感激清

华，我不可不在临别的时候诚恳

地讲几句话。

一

第一我有两件事敬告同学。

一件是关于个人方面；一件是关

于团体方面。关于个人方面我希

望同学在在校的时期内，把人格

建造好。人格是德智体三育的总

体，包括天生的种种性质，以及

后生的一切成就。所谓建造人格，

是把良好人格的重要根基建立的

很稳固。消极方面，竭力减少天

生的种种不良性质的势力；积极

方面，尽量发展天生的种种良好

性质的势力，并尽量增加后生的

成就。何以一定要在在校的时期

内建造好呢？因为一个人一身的

将来，大半在二十五岁以前决定。

二十五岁以前好，将来大半好；

二十五岁以前不好，将来也大半

不好。人到二十五岁已经成熟，

已经成熟的人，是不易改变的。（当

然有例外，但例外很少，普通人

是如此。）在清华是时候，正是

将成熟而未成熟的时候，所以应

该格外注意人格的培养。

关于团体方面，我希望大家

培养一种团体精神。团体精神简

单说是为公的守法的精神，组织

团体的动机是谋公共的福利，维

持团体的工具是法律。所以服务

于公共团体的人，切不可有自私

自利的念头，切不可有违法的举

动。公私不可得兼的时候，当舍

私为公，切不可舍公为私；公私

可以得兼的时候，亦应先公而后

私。原来职员是公共的仆役，被

举就某职的意思，是为人做某事。

就职的人，应该看我有无能力做

某事，能则就，不能则不就。既

就职之后，应该忠于职务。百利

于我有害于公的事，不做；百害

于我有利于公的事，一定做，这

才算忠于职务。所以严格讲起，

为公服务是一件很苦的事。了解

此义，而不以其苦为苦的职员是

好职员；不了解此义，而以被举

就某职为私人幸事的职员是坏职

员。清华的团体事业很发达，小

的如友谊学术团体，大的如学生

会，法庭周刊社等，都是最好训

练团体精神的地盘。盼望大家认

真培养团体精神，预备做有利于

国家的国民。

二

第二我对于学校谨陈下列的

意见：

（一）应付美国环境抑中国

环境？清华本是预备留美学校，

所以一向的方针，似乎仅是培养

预备留美的人才——能够入美国

大学，能够应付美国环境的人才。

这是把手段看做目的的错误。近

来同学渐渐的觉悟自己是中国国

民。己经稍稍注意国情，虽然仍

把留美当作入清华的目的，可是

已经知道留美不是最终的目的了。

学校方面，已确定为中国造就领

袖人才为清华教育的方针，并且

鼓励学生研究国情。这些都是吉

祥的现象，都是国家之福。我希

望学校方面按照所定的方针，脚

踏实地的去做，务必要使清华人

才能够应付中国环境，不可仅以

造就能够应付美国社会的学生为

满足。这四五十年的中国是危弱

的纷乱的污浊的，清华人才应该

能够在这种环境中生活并奋斗。

若清华人才将来到了污浊的社会

就同化，看见危弱的情形就丧志，

遇着纷乱的现象就无所措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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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毕业前夕，施滉在《清华周刊》第

十次增刊上发表《对于清华各方面之建言》



61

2024 年第 6 期

清华教育就算失败了。

（二）收罗良好教师。清华

己经培植了不少的学问家，可惜

学校不能尽量的收罗，以致清华

不以良教师名于中国。本来母亲

召见儿子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

子又何尝不愿尽其子职而来清华，

只要清华（一）放开容量（二）

改良制度（三）少请些不必要的

外国教师，清华产出的人才，自

然愿来尽其孝道。并且大学不久

就要成立，现在不从速收罗人才，

将来临渴掘井，必感困难。所以

清华当局应该睁开眼睛看人才，

有则速收，不可放走。

（三）鞭策回国女生。我很

不满意回国的女学生，因为她们

藏在家里不做事，很少到社会上

服务。清华送他们出洋的意思，

是盼望她们做有利于国家的女国

民，盼望她们做些中国社会上一

般女子不能做的事，不仅只是盼

望她们做良妻贤母，若仅只为此，

又何必花费许多金钱送她们到美

洲留学呢？我以为回国女学生的

成绩不好，一方面是因为她们自

己没精神，一方面是由于学校不

鞭策她们。关于前一层，我盼她

们自己振作。关于后一层，我希

望学校采取督策的态度，有不为

国家社会做事的，应该劝诫她，

使她到社会上服务。应该使国家

社会利用她们的所学。

（四）添设日本历史科。与

中国最有关系的国家是日本，凡

是中国学生。都应该研究日本国

情，要研究日本国情，不可不先

知道日本历史。清华学生懂欧洲

史，美洲史，而不懂与中国最接

近的日本历史，真是智识上的一

大缺点。况且我们都要到美国留

学，若国人问我们关于日本的事，

我们答不出岂不可耻？所以清华

应该添设日本历史科。要知道在

清华不读日本史，到美国更无机

会，回国后再读，已经晚了。

（五）请注意日文俄文。俄

国的势力一天比一天澎涨，俄国

与中国的关系也一天比一天紧急，

有志应付中国环境，有志为中国

领袖人才的人，这层不可不顾。

注意俄事莫要于懂俄文，所以俄

文不可不学。日本国事之不可不

注意，已如前段所讲。懂日文更

可以了解日本，所以日文亦不可

不学。并且日文容易，一年半载

就可以看书阅报。因此我请学校

注意日文俄文，盼望在将来添设

日文科，俄文科。

（六）拟定毕业国学程度。

自从清华觉悟不应轻视国学后，

天天高唱提高国学，但是事实上

与从前无大差异。教员的敷衍态

度，课堂里的腐败情形，依然如

故。这是由于学校未曾拟定出洋

前必需的国学程度，以及关于国

学课程，无决心认真办理的原故。

大一级学生若无高三级英文程度，

就不得毕业。至于国学方面，虽

无中四的程度，亦不要紧。不学

通欧洲上古史的学生，不得毕业，

不懂中国历史的学生，倒可出洋。

这真是不通的现象。我以为提高

国学程度必自拟定毕业必需国学

程度始，程度不够的，不得出洋。

（七）鼓励学生旅行。今年

学校关于学行一事，竭力提倡。

并予学生以经济上之帮助，这是

一种最好的教育制度。因为旅行

可以增加经验阅历，可以启发思

想，可以鼓舞志气。这种制度尤

其有利于清华，因为清华太与中

国社会隔离了，清华的社会与外

边的社会完全两样，清华学生不

出门，是不会懂得外边的情形。

所以我盼望学校保守这种制度。

旅行不必限于中国，外国也应该

去。我在上学期周刊上，曾发表

游历亚洲的提议。我的意思是利

用长期假日，去游历日本朝鲜南

洋印度东俄等地。我仍然希望这

种理想可以实现。

（八）设立清华北京俱乐部。

这是包华国君在周刊上发表的一

个提议。我以为这个提议很有价

值。因为第一清华团体可因之而

益固，第二北京若设立清华机关，

清华学生易与社会接近。这件事

与发展清华很有关系。学校不可

不留意。

（九）提倡刻苦的精神。清

华学生太骄养了，过的都是少爷

公子的生活，住所很安适，饮食

很讲究。世界上的各种物质文明，

清华几乎齐至。可谓极其耳目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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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之欲了。又有无数仆役服侍，

一点劳苦的工作学生都不必做。

我以为这种贵族生活，可以养成

奢侈及怠惰的习惯，可以软化志

气。若孟子的「天之将将大任于

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

骨？……」见解不错，那么，清

华生活中是造不出能任大业的人

才了。清华学生中，很多是少爷

公子。在家庭时受家庭的骄养，

入清华后，受清华的骄养；到美国，

每月八十金元，也是骄获；一向

骄养惯了，将来入了社会无人骄

养，必吃大亏。所以我想到这种

危险，又想到清华应该造就能够

应付中国环境之人才一层，不禁

为清华教育悲，为中国前途悲。

所以我一个出身寒苦，而经过骄

养生活的人，不敢不热烈的促起

清华当局的注意。我盼望当局赶

快提倡刻苦的精神，速去骄侈淫

逸的恶习惯，不能刻苦，决不能

处乱世，清华不是要造就能变乱

世的人才吗？何以不培养刻苦的

精神呢？要知道清华金钱不足惜，

国家无人堪足悲。

（十）提倡真正有益的军事

训练。军事训练的用处有两个：

第一使受训练的人，得着军事智

识。以备必要时可以捍御人民。

第二养成刻苦耐劳的精神，使受

训练的人，能做劳苦的事情。我

以为清华提倡军事训练有上中下

三策。

上策是送学生到军营里实习，

使学生到军营里过兵的生活，吃

兵吃的饭，穿兵穿的衣，做兵做

的事，受兵受的气，地点可南苑

西苑，时期可暑假寒假。我以为

这类的军事训练，胜过现在的清

华兵操百倍。我在清华所受的军

事训练，前后计算起总有三四年，

可是自己觉得所得的益处远不如

七年前在云南所受的半年的军事

训练。中策是拟定一年或二年为

清华学生军事训练时期（高一或

高二），在此时期内，实行严格

的军事训练，一切军事行动与兵

在军营里的行动一样，体育课免

上，每日上操一小时，下操后仍

着制服，饭食当比较的粗糙，不

用仆役，洒扫等事自己动手。下

策就是现任的清华兵操，叫些中

国国民不懂的口令，练习些预备

别人观览的形式，打些咬文嚼字

的笔墨战争。这三策，下策无价值，

上策事实上有困难，中策比较易

办，而又很有效力。所以我主张

采用中策。

三

我对同学对学校的话已经讲

完了。现在讲到清华的使命。

清华学校是享受国家特殊待

遇的高等教育机关，清华学生是

国内机会最好的学生。天之厚遇

清华，必有其故。纵天无意使清

华为一般人所不能为之事，清华

亦当自觉其所负的重大使命。

我以为清华的使命有两个：

（一）对于国家清华有解决

国家问题的使命

（二）对于世界清华有介绍

中西文化的使命

中国国家之不得安宁，必因

有许多复杂问题未曾解决。这些

复杂问题，必是关于多方面的，

必与政治有关，与外交有关，与

经济有关，与工商业有关，与哲

学文化有关。唯各科最有学识最

有能力的人才，才能解决这多方

面的问题。清华学生最有机会做

这类人才，所以清华有解决中国

问题的使命。

清华学生除懂得中国文字之

外，又懂得外国文字。除有机会

了解中国文化之外，又有机会了

解西方文化。所以清华学生最宜

于介绍中国文化与西方，又最宜

于介绍西方文化与中国。介绍中

西文化必是清华的第二个使命。

我指出这两个使命的用意，

是盼望执掌清华教育的人，根据

这两个使命，去进行清华的教育。

又盼望负此使命的清华学生，时

常将这两个使命存在心里，虽不

能两者顾全，亦当成就其一。然

后才对得起绝好的机会，然后才

对得起特殊的待遇。

这是我临别母校的言语。我

爱清华，所以虽无良意，亦当尽力

抒诚。我感激清华，所以平日虽不

好多言，值此临别之时，亦当陈

其愚陋。所见当否？敢质之高明。

顺此敬祝清华教育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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