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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大90周年校庆时，我写过一篇短文——《北大的老与大》，表示我对母校的钦敬仰慕之忱。
“老”是指北大校吏源头长远，可以上溯到西汉武帝立五经博士时期，这是我国最早为国家培养人才
、储备人才的机构。
古代的“太学”可视为北京大学的前身。
　　北大是从古代中国太学演化来的，早期北大的教学内容，课程设置，都与古代中国太学有直接联
系。
北大无论怎么变，它为国家培育人才的职能未变。
只是古代与近代有不同的国家制度、有不同的人才标准罢了。
北大的“老”是历史悠久，却不是老惫衰朽。
北大的“大”，在五四时代，它体现在容纳新思潮，改造旧学风，新旧并存，百舸争流，给新思潮以
滋长发育的土壤。
新中国北大的“大”更应体现在熔铸人类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成果，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
体系，为共产主义的未来铺路架桥。
这里昕说的人类文化有价值的成果，既包括中国外国东方西方古代的成果，也包括近现代中国外国东
西方文化有价值的成果。
　　20世纪前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一些国家没落了，一些国家兴起了。
近百年来世界变化之大为亘古所未见。
母校北大在近百年巨变中发挥了它可能的、应尽的作用。
北大的“老”表现在政治上的爱国主义传统，学术上治学严谨的传统。
继承了乾嘉学术，又超过了乾嘉诸儒。
　　在用人方面，还有尊重知识，善于不拘一格，聚积人才。
就几十年来，我在北大所见所闻，北大长辈教师中很少有出自北大本校的，如汤用彤、朱光潜、贺麟
、洪谦、郑昕、张颐几位先生，都不是北大毕业。
没有高学历，而有真才实学的专家，与有高学历的同样受到重视，如梁漱溟、熊十力诸先生。
未到外国留学而在外语系当教授，并成为外国文字语言知名专家的，如卞之琳等是国内有数的研究莎
士比亚的专家，自学成材，未上过大学的钱学熙成为教授英语的骨干。
　　北大师生长期生活在视野开阔、群星灿烂的学术环境中，培养成的人才，确有它不同于其他大学
的地方。
新中国成立后，师生人数成倍增长，北大毕业生遍天下。
北大毕业生在各个不同岗位上，或多或少都有所奉献，但未听说北大同学结小团体，立小山头的行径
。
北大同学对人对事敢提意见，能挑毛病。
于是有人说，北大培养的学生跟高手低。
我想，眼高手低是个缺点，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分不出高低，眼手俱低，以己之昏昏使人昭昭，是
不可能的。
古人说“观过知仁”，从缺点中发现其缺点不无可取之处。
这也许是出于对北大的偏爱吧。
　　光阴荏苒，离90周年校庆又迎来百年校庆，北大的老与大，性质未变。
爱国主义传统未变，北大师生心系天下安危，胸怀万民忧乐。
北大师生身处在学术前沿，敢于创新，为追求真理，在地狱入口处，不徘徊，不犹豫，屹立在各自学
科前沿，开拓前进，推陈出新。
　　20世纪的刚开始，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新建的北京大学遭到八国联军驻军践踏，侵略军撤退后，
仪器图书一片狼藉。
北大是蒙受着耻辱跨入20世纪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北大，特别是近20年来的北大，在大好形势下，义不容辞地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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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全国建立最早的综合大学，适应时代需要，将发挥其积累深厚的多学科综合优势，开拓新领域，
培育新人才。
必将在人文学科方面充分发挥其人才优势，综罗百代，熔铸中西，致广大，尽精微，承先启后，继往
开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尽心竭力，务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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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真是一块圣地，近百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数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知识、闪光的才智、 庄严
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台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精神
魅力，科学与民主已成为这圣地的不朽的灵魂。
　　北大是从古代中国太学演化来的，早期北大的教学内容，课程设置，都与古代中国太学有直接联
系。
北大无论怎么变，它为国家培育人才的职能未变。
只是古代与近代有不同的国家制度、有不同的人才标准罢了。
北大的“老”是历史悠久，却不是老惫衰朽。
北大的“大”，在五四时代，它体现在容纳新思潮，改造旧学风，新旧并存，百舸争流，给新思潮以
滋长发育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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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为民，1954年生，福建人，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北
京大学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党委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主任。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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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赞百年北大（代序）第一辑永恒的魅力百年北大与“文化自觉”我看北大最幸福的时代“一二·九”
掠影近半个世纪的回顾传统与重建萦怀往事感念多难忘的熏陶百年之际话北大北大与我的学习研究感
受北大精神文化之光“兼容并包”及其他北大学风与我的治学百家争鸣与学科建设忆朱光潜先生初进
北大从沙滩到未名湖往事琐忆琐忆北大图书馆第二辑我爱未名湖剪不断的思念北大的人，北大的书熏
陶湖光塔影惜未名略说“实至名归”北大上课记学风与良师感谢母校北大魂温馨的母亲湖⋯⋯第三辑
跋：问渠哪得清如许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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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百年北大与“文化自觉” 费孝通　　我于1930年进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读书，又于1980年北大筹建
社会学系时，正式担任北大教授，其间跨越了50年，却一直与北大保持着很深的关系，这是因为在燕
京、清华、西南联大的学习和工作经历都无法与北大分开。
　　1930年我是从苏州东吴大学医预科转学进入燕京大学来学社会学的。
30年代的青年遇到了中国普遍贫困的时期，又赶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华民族陷入了水深火
热之中，那是中国最困难的时期。
因此当时我认为中国紧迫的社会问题是广大群众的饥饿问题，我选择学习社会学并把了解认识中国社
会作为自己的使命，实现“志在富民”的愿望成为我一生追求的目标。
　　自1936年进行江村调查至今六十多年来，我始终围绕这个愿望在进行调查研究，了解中国农民的
生活状况，理解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的人文世界，以期参与脱贫问题的解决，使中国人民逐步进入现
代化的时代，能以平等地位加入世界各国的行列。
直到1997年，我感觉到实现和平和平等的世界的早期愿望已走上逐步成为事实的路子。
这条路子实际上是历代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天下大同”早就是中国文化千年求索的目标。
　　在这个心情里迎来了北京大学100周年，我感到莫大的欣慰。
回想解放初期参加开国大典时有机会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听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情景
，50年后的今天，这句话已成为全世界公认的事实了。
那时我们国家实际上还很弱小，而今天经12亿人民几十年积累的辛勤劳动，已经不再是东亚病夫了。
　　形势大好也明确了我们中国人在世界进入新世纪事业中的责任和使命。
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一直标志着中国文明进步的里程碑。
五四运动预示了独立、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精神的开始，为我们那时的一代青年人指明了前进的
方向。
我这几天正在看刚出版的我的同代人北大教授苏秉琦先生的遗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深有感触。
这本书代表了北大对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实事求是的研究的传统，是人文科学研究的成果，是中国人对
自己文化的自觉，它用古代遗传的实物来实证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发展的过程，在当前中国人面临空前
大转型的时刻，在学术方面集中了北大几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意义深长，引起了我的深思。
　　在中国面向世界，要世界充分认识我们中国人的真实面貌，我们首先要自己认识自己，才谈得到
让人家来认识我们和我们去认识人家，科学地相互认识是人们和平共处的起点。
北大在50年代院系调整过程中接纳了早年清华国学研究所创始的优良传统，推动了中国人文学科的发
展。
人文学科就是以认识文化传统及其演变为目的，也就是我常说的“文化自觉”。
在文化传统上说，世界没有一个民族有我们中华文化那样久长和丰富。
我们中国人有责任用现代科学方法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继往开来地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
文化，为全人类的明天做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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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精神的魅力1998(1)》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一直标志着中国文明进步的里程碑。
五四运动预示了独立、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精神的开始，为我们那时的一代青年人指明了前进的
方向。
　　——费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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