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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亚洲各国的顶级学府纳于纸上，从历史人文的角度描述了各所大学的历史、文化传统、校
园概况、取得的学术地位以及曾培育出的享誉国内外的名流。
在亚洲，这些大学代表了本国的教育水平、人才水平、科技水平，不仅在国内学子的考学首选，也是
国外学子一心向往的象牙塔。
在书中，每一所学校都是一幅活着的画卷，从中不仅可以感到浓烈、厚重的人文气息，还可以看到许
多眸光流转的智者、心地宽厚的仁者、所向披靡的勇者，通过他们的一言一行可以听到来自心灵的对
知识和真理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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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明帅
　　北师大历史系本科毕业。

　　1989-1992在北大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

　　2001年与汪中求先生、朱新月先生创办了北京博士德知识传播机构，共同策划出版了《细节决定
成败》、《精细化管理》、《笑着离开惠普》、《可以平凡不能平庸》等畅销书，共同推动中国企业
走向精细化管理，推动中国社会进入精细化时代。

　　著有《公司精神》、《权力背后的权力》等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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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清华精神　　清华大学是国内最纯粹的大学，&ldquo;读书不为稻粱谋，但开风气不为师&rdquo;
。
在功利思想大面积消解精神品质与责任感的年代，清华大学依然保有不妥协、不一味随波逐流的可贵
品格。
　　1931年12月2日，梅贻琦先生在就职演讲中提出&ldquo;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
之谓也&rdquo;的著名论断。
时任校长的梅贻琦千方百计招揽人才，使清华大学园内人才济济、群英荟萃，有力地推动了清华大学
学术和教育的进步。
梅贻琦，这不仅仅是一个名字，而是代表了民国教育家的风度。
他的一生和清华大学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个名字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清华大学的学术精神和教育理念
。
因此，他被称为清华大学&ldquo;永远的校长&rdquo;。
　　大学精神是难以言说的，但又是具体可触的。
它能将具有不同思想、文化、专业背景的知识分子凝聚在一个目标下，在大学遭遇艰难曲折时升华为
一种顽强的亲和力和奋斗力。
在这样的大学受过教育的人，会长久地怀念它。
中国大陆和台湾虽在政治上两相对峙，但在海外所有的同学会都是两岸清华大学共居一个组织。
在同学会中尽管政治、思想、观念有所不同，但仍然可以和睦相处。
什么原因？
就是有一个共同的&ldquo;精神&rdquo;把他们联在一起，这就是&ldquo;清华精神&rdquo;。
所谓&ldquo;清华精神&rdquo;至少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是耻不如人。
清华大学是个&ldquo;赔款学校&rdquo;，是美国用中国庚子赔款余额建立的。
美国政府为什么要花钱在中国建学校，因为他们想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培养一批&ldquo;追随美国的精
神领袖&rdquo;。
但是美国政府有一个失算的地方，他们偏偏把学校建在了被英、法联军洗劫过的清华园和近春园。
中国的学生整天面对着被焚毁的断壁残垣，怎么能不想起民族的耻辱？
在学校时，每天每刻，帝国主义带给国人的耻辱都在脑海中重播。
当时在学的吴宓曾有&ldquo;热肠频洒伤时泪，妙手难施救国方&rdquo;之叹。
&ldquo;五四&rdquo;时北京大学已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而清华大学可称道的是闻一多贴出的岳飞《
满江红》，主题还是雪耻。
&ldquo;明耻&rdquo;是清华精神的重要表征。
知耻而后勇，清华人的耻辱感是民族耻辱感与个人耻辱感的综合，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的纯个人罪感。
在清华大学，知耻，显得更加博大，也更加充实。
　　第二是讲究科学。
清华国学院一建立，主任吴宓就宣称本院与其他大学不同处在于重视&ldquo;科学方法&rdquo;，王国
维、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及吴宓、李济的研究成果证明此言不虚。
梅贻琦到任后，办校重自由，更重&ldquo;科学家的眼光和态度&rdquo;，强调理性和纪律，主张一切
以事实为出发点。
蒋南翔在大跃进和&ldquo;文革&rdquo;中多次坚持科学精神，做事情实事求是。
梅贻琦表现出来非凡的勇气，对整个清华大学的干部、教师队伍有深刻影响，推进了清华科学传统的
传承。
　　第三是重视实干。
在20世纪30年代，朱自清先生就说过：&ldquo;清华的精神是实干。
&rdquo;直到现在，在清华校园的中心还竖立着一块&ldquo;行胜于言&rdquo;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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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加上韩愈的话&ldquo;行成于思&rdquo;，便可以很好地概括清华&ldquo;实干&rdquo;的特点。
西方近代大学精神与此相反，强调大学精神在&ldquo;思&rdquo;，不在&ldquo;行&rdquo;，但进入20世
纪，西方的大学也在变，变得更加重视&ldquo;实用&rdquo;。
从根本上说，&ldquo;实干&rdquo;同&ldquo;后现代&rdquo;时期相契合，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大学教
育从&ldquo;思&rdquo;向&ldquo;行&rdquo;转变的趋势。
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大学改工科后，工科的研究需要集体操作，所以，与文科类大学相比，清华大学更
重实干。
　　梁启超在1914年以一场题为&ldquo;君子&rdquo;的演讲，在清华人心中激起了层层波澜。
那句选自《周易》的&ldquo;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rdquo;的勉励之词
，被清华人浓缩为&ldquo;自强不息，厚德载物&rdquo;8个大字，成为一代代清华人取之不竭的精神源
泉。
是的，走进清华园，你会深深地感受到这所学校的与众不同，气质的、精神的、文化的。
同清华人接触，你也会感到一种专属于清华人的&ldquo;精气神&rdquo;。
早在20世纪30年代，朱自清曾这样说：&ldquo;清华的精神是实干。
&rdquo;在离开母校67年之后，季羡林这样表述母校的精神&mdash;&ldquo;清新俊逸&rdquo;，他说
：&ldquo;什么叫&lsquo;清华精神&rsquo;呢？
我的理解就是：永葆青春，永远充满了生命活力，永远走向上的道路。
&rdquo;　　实际上，&ldquo;自强不息，厚德载物&rdquo;已构成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的重
要表征。
立足现实，时代为传统注入新的活力。
放眼未来，&ldquo;自强不息，厚德载物&rdquo;的古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必然以它生生不息的活力
鼓舞着清华人开创新的历史，再造新的辉煌。
&ldquo;一所大学之所以屹立不倒、之所以人才辈出，不仅是因为它有杰出的教师、优秀的学生以及举
世瞩目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具有优良和坚强的精神传统，能够赋予每一个学生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
会责任感。
&rdquo;清华校史展览中，有这样一段话，让参观者驻足、思索。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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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即使目前很富裕，但缺乏文化的积淀和长远的思考，其结果必定是日益走向没落
。
科教兴国战略就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基本发展战略之一。
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繁荣富强，都必须依赖于这个国家、民族的人民的文化知识水平。
&ldquo;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rdquo;而知识的传承，文化的积淀，人才的培养，教育的发展，最主要的还是要依靠学校。
特别是高等教育院校成为一个民族的教育发展的中坚力量。
　　只有赢得知识的民族才能赢得未来，而顶级学府则是汲取知识的不竭源泉。
走进顶级大学，就走进了知识的殿堂。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取之不尽的生产资源。
谁引领先进知识，谁就能走在时代前列。
　　由北京博士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推出发的《东方顶级大学传奇》一书正是循着这样的思路，为我
们详细介绍了东方的20所顶级学府，其内容有学校的历史回眸、当今风采、办学特色、环球影响、杰
出校友等等，用生动平实的语言将东方一流大学的风采娓娓道来，让读者在轻松阅读中感悟一流大学
的精神，体味知识海洋的多姿多彩。
您会看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暨南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
中文大学、国立台湾大学、东京大学、大阪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国立首尔
大学、印度理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这些大学也许你有所
耳闻，但不一定能如数家珍。
本书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并给我们的高等教育办学思维带来深刻的启示。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作为文化继承与发展的重要
推动力量，高等学府在一个国家的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东方顶级大学传奇》一书中讲道，以色列因坚持教育兴国的发展战略，自1948年建国至今，已跻
身于为数不多的全球最发达的20个国家之列。
又如，书中讲道，东京是日本的首都，而东京大学是东京的&ldquo;首都&rdquo;。
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东京最重要的地方不是中央政府部门集中的&ldquo;霞关官厅街&rdquo;，不
是国会议事堂，不是首相官邸，也不是&ldquo;皇居&rdquo;，而是东京大学。
可以说，东京大学是东京的灵魂。
这里不但出政治家，出首相，也出诺贝尔奖获得者。
没有东京大学，就没有日本的近代和现代，就没有今天的日本。
人们说东京大学是&ldquo;官僚的温床&rdquo;、&ldquo;总理首相人才的发生地&rdquo;、&ldquo;东京
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掌握着日本政治经济命脉&rdquo;。
事实也正是这样，仅法学部的4万毕业生中就有2700余人在政府工作过。
1921年到1945年间，日本首相、总理大臣中从就有1/3出自东京大学，&ldquo;二战&rdquo;后至今除了
少数几位政府首脑外，其余人选均由东大人包揽。
　　在信息社会，文化的传播能力已经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决定性因素。
一个国家文化的影响力，不仅取决于独特魅力的文化内容，也取决于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
力。
在某种意义来说，一个国家或民资的学校教育就是一种文化传播最好的传媒。
而一个国家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顶级大学，就是最好的传媒。
在《东方顶级大学传奇》一书中讲道，众所周知,印度在信息技术产业领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这与其国内高等院校注重技术研发、大力培养软件人才的举措是不可分离的的。
印度理工学院（简称IIT），作为印度IT领域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知名顶尖学府，对推动印度信息技
术产业飞速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并在国际社会领域里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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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理工学院作为印度最顶尖的工程教育与研究机构在学术界具有世界声誉，因此被称为印度&ldquo;
科学皇冠上的瑰宝&rdquo;。
印度理工学院培养的IT人才遍及世界各地，美国硅谷更是这些IT人才的聚集地。
　　创新是文化的灵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提高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关键。
文化领域的创新，首要条件是形成一个使尽可能多的人们竞相迸发创新智慧、使各方面创新人才大量
涌现的制度环境、文化环境和教育环境。
在《东方顶级大学传奇》一书中讲道，印度理工学院是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独立之后才成立的，其
历史并不久远。
自印度独立那一刻起，百废待新的新政府首任总理尼赫鲁就认识到，要把一个刚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
贫穷落后国家建设成为世界强国，就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和理工教育。
为此，印度政府全力打造了这所世界一流的印度理工学院。
印度理工学院成立后，其不仅以国际一流的理工学院为目标，而且直接通过与国际一流的教育和科研
机构合作，将IIT从一开始就置于国际一流的平台上，这种高起点、快发展的战略为学院向世界一流大
学的稳步迈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优越的条件。
IIT的毕业生在美国倍受青睐，因为他们是美国各大公司竞相争夺的稀有人才，被视为美国从印度最珍
贵的进口财富。
印度曾经有一则笑话，说一旦进入IIT，你就是一只脚踩在印度土地，另外一只脚踏进印度航空的人。
　　我们可以从书中看到，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办学各具特色。
在《东方顶级大学传奇》一书中讲道，IIT近乎&ldquo;斯巴达式&rdquo;的教育模式，即培养理论与实
务兼备的学生，备受社会各界青睐。
同属于日本的两所顶级大学，京都大学与东京大学虽为日本东西两地不分伯仲的国立大学，但他们的
传统与办学目标却不尽相同。
东京大学以培养治国人才为主，被称为&ldquo;官僚的温床&rdquo;，而京都大学则以培养科学家见长
，被人们称为日本&ldquo;科学家的摇篮&rdquo;。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同属于亚洲的顶级大学，有的大学频频出诺贝尔奖，而有的大学至今无一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在《东方顶级大学传奇》一书中讲道，在以色列,大学是教育和科研的最重要基石,如果只教学而无科
研,就不能称为大学,而只是学校或学院。
教育兴国是以色列的基本国策,教育预算仅次于国防预算,约占总预算的12%,开展科研的综合大学有6所,
其中希伯来大学是最重要的科研中心,肩负3大宗旨:为以色列培养科研、教育和专业领导人才;为犹太民
族保护和发扬犹太文化遗产;为人类扩展前沿知识。
其科研成果占全国的30%,有6位诺贝尔奖得主。
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也有数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而我们对此也应该做出反思。
这也是&ldquo;钱学森之问&rdquo;要回答的问题，即&ldquo;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
&rdquo;这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如果带着这个问题与思考去看《东方顶级大学传奇》这本书，在对20所不同的东方顶级大学的了解中
，更能体会到这种感受，也许我们的认识会更上一层，受到的启示也会加深。
　　带您畅游东方顶级文化殿堂　　　　&mdash;&mdash;《东方顶级大学传奇》带给你东方顶级魅力
学校的新鲜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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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方顶级大学传奇》简洁、全面地描述了亚洲各所高等学府，重点突出，对比性强，满足了读
者了解亚洲大学的需求。
本书还介绍了这些高等学府中曾涌现的、在日后取得很大成就的精英学子，可读性强，通过阅读他们
精彩的人生经历，读者可以得到很多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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