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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上个世纪末京师大学堂建立至今，北京大学已走过了她的第一个百年。
过去的一百年也是中国曲折坎坷，进而自立奋进的百年。
在这一过程中北京大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从我受北京大学的影响到加入北京大学成为为其使命奋斗之一员的实践中，我认为它的为民族昌盛而
奋斗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为发展学术而孜孜以求的精神是值得发扬的。
　　北京大学作为我国的最高学府是让人羡慕的。
同时，北京大学所富有的朝气，那种为国运而忧虑和献身的精神也是为世人敬仰的。
80年之前，当我还是一名中学生时，五四运动爆发了。
北京大学师生那种昌国运的新思想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真正鼓舞了我们青年一代。
于是，远在南国的我也被卷进这革新的浪潮。
当时，作为学生运动积极分子的我很想到北京大学参加这场运动，可惜未能成行。
但是，北京大学师生倡导并为之实践的为民族昌盛而奋斗的精神却一直鼓舞着我。
因为我认为那是真正的民族精神，是将科学同社会进步结合起来的务实精神。
　　1971年，我有幸进入北京大学，先在国际政治系，后转入社会学系。
在从事科学研究、指导研究生，以及与同行进行学术交流的过程中，我时时感到北京大学那追求科学
、提倡学术民主的精神。
北京大学是重学术的，但他们决不是为自己的偏好进行自我陶醉地研究，而是把学术同社会的发展和
进步联系起来。
据我所知，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大学的学术空气相当活跃，越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重点问题，越能
引起广大师生的深入探索和激烈争论，同学之间争论不休，同事之间各抒己见。
大家一方面力图深入认识中国所面临的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变迁，另一方面则试图提出更好地推进我
国改革和社会进步的建议。
这里反映的仍然是北京大学师生的拳拳报国之心。
　　关注和贴近研究现实问题决不是北京大学师生的即兴之作。
在每一项研究开始之前，知识和理论的准备是必要的。
因此那些对于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是以科学为基础的。
即使是很具现实性的题目，人们也不只是以提出对策或建议为目的，验证已有的科学理论和发展新的
理论常常成为北京大学师生的更深层次的追求。
在此中不乏对已有理论的批评、修正和补充，这正是社会学本土化的过程。
北京大学的师生在这方面是相当自觉的，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回想60年前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提出“社会学的中国化”的任务，看到今天北京大学在这方面所取得的
成绩，令我感慨不已。
　　科学是离不开实际的。
北京大学学术的发展也是其科学精神与变迁中昀社会相结合的结果。
在我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面临社会变迁更加迅速和复杂的情况，北京大学将会以自己不变之传统去
研究不断变迁的社会和问题，同时也一定会结出学术发展和推进社会进步的丰硕果实。
这是北京大学的神圣责任，也是它的未来。
　　作者简介雷洁琼，1905年生，广东台山人。
1931年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社会学系，获硕士学位。
回国后历任燕京大学、东吴大学、北京政法学院教授。
1971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现为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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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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的魅力》是编者献给母校生日的贺礼，本书为第二辑，在这个集子里，尽可能地收录了有影
响的北大人的忆人、忆事、议北大精神之文，如《 北大与我的学术生命》、《校园“故”事》、《思
考者的精神乐园》、《担当、勇气与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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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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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北大与我的学术生命 张岱年　　北京大学是当代中国的最高学府，这是人们所共同承认的。
北大所以成为中国最高学府，不是偶然的，是因为北大对于当代中国的学术发展有较多的贡献，更是
因为北大具有一个优秀的学术传统。
而北大的优秀传统，主要是蔡元培先生任校长时建立起来的。
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实行“兼容并包”的学术方针，虽然是兼容各种思想，而主要是鼓励新的思
潮。
20年代兴起了“新文化运动”，这和蔡元培先生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当时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都在北大任教，他们新的思潮，使中国的文化学术走入一个新的时
代。
　　在40年代，我在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到1952年，高等院校进行调整，清华的文理法学院都合并
到北大，清华的哲学系和当时的全国各哲学系都合并到北大，组成北大的新哲学系。
在解放以前，北大哲学系与清华哲学系是全国哲学系的两个重镇，而学风有所不同。
北大哲学系比较重视考据，注重康德、黑格尔以及佛学的研究；清华哲学系注重英美分析哲学，强调
逻辑分析方法，倾向于著书立说。
1952年清华哲学系合并到北大，过去的分歧消失了，大家都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西哲学史。
从1952年我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到现在45年了。
我在北大的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参加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工作，二是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
作，三是参加文化问题的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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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北大应该永远年轻，永远富有朝气，也必然还要丰五四精神的轨迹向前发展。
我祝愿北大能永远保持这种青春朝气和有进取的创业精神，在21世纪中，把中国的文化建设得更为辉
煌。
　　——林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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