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秋） 105

在国内的大学中，清华大学校友的凝

聚力强是大家普遍公认的，这是清华大学

自我意识较强的外在体现，也是清华校友

对“清华人”自我认同的体现。其形成源

于特定时期特定的历史。

这种凝聚力，首先来自学校尤其是早

期周诒春校长的大力提倡。

1914年，周诒春发表演讲，呼吁“清

华学生当群策群力同气同声，以达救国之

目的”，他说：“事之成败得失在群与散

及合与离。清华同学均爱国男儿，以救国

为前提，则欲达此目的也，在团体力之凝

结而已。苟能一心一意，不折不挠，不顾

艰难困苦，互相提携，一直做去，将来各

以其所学为社会用，为国家用，数十年之

后，内乱自消，外患自灭，中华民国四字

灿然炫耀于光天化日之下矣。”

周诒春特别强调实干，他指出“今日

中国所急需者，非高谈阔论之理想家，乃

身体力行之实验家也”。学生要在各种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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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杨廷宝发起“美术社”，有冀朝

鼎、高士其、梁思成、沈宗濂、唐亮等

唱歌团，内有黄自、陈植、方重、梁思成、

应尚能等

体中着眼于大体，不谋小团体利益。通过

联络、团结，胜不骄、败不馁，才能自立

于生存竞争之世界。显然，周诒春的立足

点还在于增强整个民族的凝聚力，在残酷

的竞争中求得一席之地。

周诒春长校期间，共有基督教青年

会、唱歌团、孔教会、达德励志学会、清

华学会、清华科学社、国情考察会、法文

学会、文学会、铜乐队等20多个专门性团

体陆续成立。出版物方面，除了全校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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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外，各级还有自己各种出版物。这些出

版物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清华园里丰富的工

作、学习生活。学生通过主办、参与各

种活动，培养了良好的集体意识与合作

精神。

1923年毕业生张忠绂指出：“西方学

校提倡运动的真正价值原在训练学生严格

遵守规则，在两方面同意的规则下，作公

平竞争。本团的团员必须有和衷共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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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team work），不能因个人想出风

头，而影响全体的得失。”清华学生很好

地践行了这一点，“清华学生善于自觉，

富于同情的观感，具有牺牲的志愿，常时

得着作事的乐趣，尤肯顾全团体名誉”。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来自清华学

校同学共同数年的学习与生活。

清华学校招收中等科学生年龄在12至
15岁之间，年纪幼小，根性未定，清华订

立了许多关于教务、总务、斋务、游学、

考试、学生课外活动等方面的规章制度，

1919年《清华一览》所载各项规则多达90
个，乃至于洗澡、写信、花钱等学校都有

规定。经过几年严格管理下的熏陶，清华

学生在思想、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养成了相

似习惯甚至模式。加之五四运动以前，学

校禁止学生“与闻政治”，全校没有自治

会、学生会等全校性学生团体，只有每级

级会以及一些学生自由组织的社团。学生

日常活动，主要在本级同学之间展开。在

长达八年的生活学习中，建立起非常深厚

的感情。

在数年深厚的感情、相似的思维模式

和生活习惯及工作态度等因素作用下，逐

渐催生了清华师生、校友中的强大凝聚

力。“清华人”不仅是一种身份，更是

一份情感。著名哲学家张起钧在

比较清华北大不同时指出：“清

华的学生入学校，那是人生的开

始，同学们既是玩伴又是将来

的战友。”可谓一语中的。1922
年，著名学者罗隆基评论：“清

华学生之团结，乃为八九年同学

感情上自然之结合，其趋势必成

为中国留学生中极坚固之团体，

或且成为中国青年中极坚固之团

体，或且成为将来中国社会里极有力量之

团体。此种团体，将来之极止如何，此际

无人能预断，惟此种团结，在人情上实为

自然之结合，在事理上实为应有之结合。

凡为清华份子，应忠诚勤恳以观其成；而

非清华份子，实亦无容其妒嫉也。”“清

华团体实已由幼稚时期，而进至发育时

期，留美清华生之各地支会先后崛起，确

系清华团体发育之兆征。”

1918年初，周诒春离开清华。五四运

动后，由于校内外形势变化，清华的严格

管理有所变化。但此前周诒春的大力提倡

和学校独特的管理催生的团结的基因已经

形成并被一代代传承下来，成为清华文化

中有特色的、清华广大校友引以为豪的重

要组成部分。

再次，清华同学会成为学校和校友的

联系纽带。

1913年，清华同学会在母校成立，

1914年更名为“清华学校留美同学会”。

1915年在美国成立总会执行部，1933年移

至国内，更名为“清华同学会总会”。清

华同学会成为校友联系学校、相互联络感

情的平台。同学会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

将校友联系起来，不但将在校的情义延续

到走出学校以后的生活、工作等多个方

达德学会合影，二排右 4 为校长周诒春，右 1 为副校

长赵国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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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在无形中加强了“清华人”的身份

认同。

清华文化中的团结、凝聚力强，对学

校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留美同学通过

自己对清华以及美国就读学校比较，经常

就清华校务提出建议和意见。尤其是1920
年代以后，清华校友在改组董事会等方面

对母校校务更为关心，通过各种渠道对清

华校务产生积极影响。清华同学会定期编

印同学录，还购置同学会会所，在学习、工

作、生活等各个方面互通讯息、相互扶持。

应该看到，这种团结如果过度，不加

以引导和克制的话，难免产生不良影响。

例如，在1920年代，教师聘任倾向

于本校出身的人，1927年在职的67位教师

中，清华出身、非清华出身、外籍教师

分别为34人（51%）、26人（39%）、7人
（10%），当时社会上存在对清华小团体

主义的批评。罗家伦、梅贻琦等校长注意

到这个问题，在他们改造下，清华教师中

清华出身与非清华出身教师比例接近，分

别占49%和45%，趋于平衡。而正是这样

的教师队伍，造就了1930年代前期清华的

快速发展。

就学术发展而言，教师来源的多元化

更有利于高水平学术共同体的建立。出身

北大、长期在清华任教的朱自清曾称赞清

华的民主气氛：“我们虽生在一个民主的

国家里，可是真正建立在民主精神上的

组织，似乎还只是极少数。在这极少数当

中，清华大约可以算得上一个。在清华服

务的同仁，感觉着一种自由的氛围气；每

人都有权利有机会对学校的事情说话。这

是并不易得的。”“梅月涵先生便是难得

的这样一位同情的校长。他和清华关系之

深，是大家知道的；他爱护清华之切，也

是大家知道的。但难得的是他知道怎样爱

护清华；他使清华在这七八年里发展成一

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在这个比较健全

的民主组织里，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乐意

工作。他使同仁觉着学校是我们大家的，

谁都有一份儿。”“这个民主的机构，由

大家的力量建成，还得大家同心协力来支

持；梅先生和校务会议诸先生虽然领导

有方，但单靠校长和少数人还是不

成——只要同仁都能像梅先生一样

爱护清华，并且知道怎样去爱护，

一切顺其自然，不去揠苗助长，清

华的民主制度，前途一定是光明灿

烂的。”

的确，教师能感受到自由气

氛，并自觉是学校的一分子，将自

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学校，清华焉

有办不好的道理？反过来说，当年

梅贻琦校长的领导，升华成一种更

高境界的团结，那就是“爱护清

华，并且知道怎样去爱护，一切顺

其自然，不去揠苗助长”。

罗隆基：《清华留美同学会卫斯康辛支会第二次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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