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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

无论各具何长，要皆能发扬倡大

1917年10月，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面对
毕业生说：“今日正诸生立志之时，无论各具何长，
要皆能发扬倡大，以备国家干城之选……临别忠
言，语短情长，听之择之，是在诸生矣。”

这篇简短的演说，被台下一位年轻人认真抄
录下来，名之为“校长训词”，此人正是周恩来。

钱穆：三句俗语赠学生

1957 年 7 月，在香港举行的新亚书院第六届
毕业典礼上，书院创办者、第一任院长钱穆的致词
引用了三句俗语：一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勉
励学生“一天在职位上，就当牢守一天的岗位，尽
量把事情干好”；二是“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
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告诫学生要尽责任，勿
推诿；三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
因为“人人都把自己门前的雪扫清了，就会打开一
条四通八达的大路，对人人都有利益。”

蒋南翔：谦虚谨慎，注意合作

蒋南翔自 1952 年担任清华校长后就倡导“各
按步伐，共同前进”的政策，要求清华人认识到“我
们的事业是集体主义的事业，任何工作都要靠同
志间的团结与密切合作”。因此，每次留毕业赠言，

“谦虚谨慎，注意合作”是他必写的内容。

钱伟长：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2005年7月，上海大学毕业典礼，93岁高龄的
钱伟长穿着大红的校长服，颤巍巍地出现了，这
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学生毕业典礼。钱校长给所有
毕业生赠言：“希望你们走上社会以后，做到‘先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能多想一想我
们的祖国现在‘忧’的是什么、中国的老百姓现在

‘忧’的是什么；希望你们能运用调查研究的方
法，用你们的所学去了解中国之‘忧’，回报祖国，
服务人民。”

名家之言

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

做真实的自己

我想，你们之所以会忧心忡忡，是因为你们
不想仅仅取得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还想让人生
过得有意义，可你们不知道怎么把这两个目标
结合起来。你们不确定，是不是在一家大名鼎鼎
的名牌企业中拥有一份起薪丰厚、前途光明的
工作，就能得到精神上的满足？

关注你的生活，思考怎样才能把它过好、怎
样才能把事情做对，这些也许是博雅教育给你
最宝贵的东西。通识教育让你自觉地生活，让你
在你所做的一切中寻找、定义价值，它也让你成
为一个自我的分析家和批评家，让你从最高水
平上掌握你生活的展示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
博雅教育让你自由，它赋予你行动、发现价值和
作出选择的能力。不要静止不动，要随时准备接
受改变。牢记那些我们告诉你们的远大理想，就
算你觉得它们永远不可能实现，也要记住：它们
可以指引你们，让你们到达那个对自己和世界
都有意义的彼岸。你们的未来在自己手中。

（演讲时间：2008 年 5 月）

耶鲁大学校长

理查德·查·莱文：重塑政治

也许我对你们未来将会实现的人生价值和取
得的事业成就过于乐观了。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假
如你同意我的观点，那么请允许我提出一个问题，
一个深植于耶鲁之精神与传统中以至于你们中的
许多人都已经把它看做与生俱来的问题，那就是：
你将如何奉献？你将如何把你在学院中为集体奉
献、在纽黑文为这座城市奉献的精神，带到你的生
活之中，去改善你身边每一个人的生活？

为什么会这样？请先让我提出我的两点看法，
然后让我们看看这与你们未来的政治生涯以及公
民身份有什么联系。第一，当今的政治决策过程中
往往充斥着为了迎合普通选民肤浅的诉求而刻意
简单化的意识形态。第二，美国的政客为了确保再
次当选，对手握重金的利益集团过于看重，而对他
们的行为到底会给普罗大众带来怎样的利害却漠
不关心。

耶鲁大学2010届的毕业生们，你们作为同
辈中受过良好教育的未来领袖，肩负着超越意
识形态和党派局限的历史责任。你们必须用你
们过人的智慧和思辨的精神去提升政治决策的
水平。你们必须以公民的身份响应时代的号召。
只有通过你们的努力，我们才能保证我们的未
来一代能够在“反思与抉择”的基础之上为整个
人类文明的福祉服务。你们必然能够完成你们
的使命。你们必然能够完成。

（演讲时间：2010年5月）

他山之石

诸位来宾、同仁、同学：本届毕业
同学行将离母校。离开学校以前诸位
是受教育，国家每年要费一二十万金
一个人培植你们，离开学校以后，你
们就得要为社会服务了。中国大学生
较之他国为少，所以你们责任格外重
大。如美国每一百人有十六个是大学
毕业生，俄国五人，英国二人，我们则
不过二千分之一。依教育部统计，自
民（国）元年至卅二年，专科以上毕业
生只十二万人，加上民元年以前及卅
三四年(除去死亡)，最多不会超过十
六万人，所以尚不过全人口三千分之
一。郑康成谓“才德过千人为俊”，则
诸君皆今日之俊杰也。

诸君之责任可分为两方面而言
之：一方面，诸君学有专长，毕业后各
尽其所能以贡献于国家，抗战时候如
此，抗战以后亦如此。在民廿九年八
九月间英国敦刻尔克撤退大军以后，
德国大量轰炸，那时英国守军有训练
者只一军之众，飞机不过千架。那时
英皇家空军能将德国轰炸机击退，丘
吉尔所谓“历史上从来没有以这样少
的人做出这样多功绩的”。而英皇家
空军能制胜之重要因素即为雷达之
发明。发明人乃一物理工程师R.W.瓦
特。抗战全赖坦克、飞机与汽车，随处
需要橡皮，美国、苏联全部橡皮得自
南洋。苏联自1939年至1941年两年之
间，美国十八个月，费生物、化学家及
工程师之力解决人造橡皮，抗战即能
自给。苏联物理学家卡皮查发现低价
制氧气法，不但解决飞机上所需的
氧，而且煤矿中可以借此不劳掘挖，
可以将煤变成气(煤之地下气化)以制
造氨(制肥料与炸药)、甲醇(制橡皮)及
熔铁炉中之气(还原剂)。不但著名科

学家有所贡献，即一般初出茅庐的理
工人才亦大量需要。如英国抗战以前
只有三千物理学家，包括中学教师(物
理)在内，每年各大学毕业只二百人，
而战事如无线电、潜水艇侦察、内燃
机等等均需物理人才，故战时大学物
理每年毕业生增至一千二百人，至今
其中三分之二在军队中工作，三分之
一在工厂中工作。以中国幅员之广、
人口之众、百姓之穷，战时、建国到处
需人。在遵义，我们举目社会上应改
进之事正多。譬如此间枇杷只是一张
皮包了一粒骨，每个学园艺果木的人
应当自己负责起来把它改良。此外如
人民衣着的褴褛，农夫依天吃饭，不
讲卫生，以蚤虱之多，识字之少。所谓
范文正公当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

此是诸位分内之事，责无旁贷的。
在现代世界你们得认清三点：

(一)知先后。抗战如此，建国如此，我
们不能不分最要与次要的。小而言
之，一个学校、一家公司甚至一个人
的做事、读书统要有先后，然后能计
划。《大学》里头一章就说“物有本
末 ，事有始终，知所 先 后 ，则 近 道
矣”。(二)明公私。在抗战时候道德堕
落，这是古今中外一律的事。但若能
赏罚严明，公私有别，则道德不致十
分堕落。中国那么穷，我们就希望大
家绞尽脑汁来做发明、办工厂、开农
场去发大财，惟有这样国才能富，民
才能强。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做官，能
发财，但不希望你们做了官再去发
财，为做官而发财是没有不贪污的。
惟有公私分明而后贪污才能绝迹。
(三 )辨是非。浙大过去的校训是“求
是”。我们应该只知是非，不管利害。
此话说来容易，要实行起来可不是
那么容易的。君子、小人之别只在此
一念之别。近世科学之能发扬到如
目今现状，就是因为先哲布鲁诺、伽
利略等不避艰险与中世纪宗教恶势
力奋斗成功的。我们学术界事事落
人之后而史学尚足有表现，亦是古
代的太史能不避斧钺秉笔直书。春
秋时候崔子杀掉齐庄公，齐太史就
书“崔杼弑其君”。崔子杀太史，其弟
继起而被杀者二人，但齐国太史均
起而直书，使崔子没有办法。这种只
顾是非、不顾利害的精神是每个浙
大毕业生应具有的。

( 1935年底，竺可桢被任命为浙
江大学校长。1945年，竺可桢在第18

届浙大毕业典礼上发表赠言，本文
有删节)

竺可桢：大学生之责任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
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很多的毕业
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
业。

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
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
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
的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
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
担子了。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年头，
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
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自己的经
验，赠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 虽
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做个防身的
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
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
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做学术研究；
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
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
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亲居了。

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
有堕落的危险。堕落的方式很多，总
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
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
往学非所用，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
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
以胡乱混饭吃，混官做。在这种环境
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人，
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
渐冷淡下去。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理想
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和冷酷
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
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
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
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
么一回事了。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
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
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
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
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抛兵而走，或者
做了恶势的俘虏。你在那牢狱里，回
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
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
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
追求，甘心做现在社会的顺民了。

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

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
保持我们对人生的追求。

有什么好法子呢？依我个人的
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
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
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
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往今来
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
要解答问题——— 要解答实用上的困
难和理论上的疑难。我们出学校之
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
一二个值得解答的问题在脑子里盘
旋，就很难保持求学问的热心。脑子
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知识生活
寿终正寝之时！试想伽利略和牛顿
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
是有问题而己。有了问题而后他们
自会造出仪器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
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
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
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你寻
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未必
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的而
和你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情况之
下，工作往往成了苦工，就感觉不到
兴趣了，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

生活的理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
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
与活动。

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也应
该有他非职业的玩意儿，可以叫做
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
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成就
怎样，往往靠他怎样利用他的闲暇
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
成了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
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
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
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
的终身。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
有一个不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
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
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的性情，我们
要想生活不苦痛不堕落，只有多方
发展。

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
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当这个不幸
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
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
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
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
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
不见一线的光明——— 在这个年头不
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
够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
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
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
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
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要深信：今日
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
唐捐就是白白地丢了。我们也应该
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
白白地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
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的方向，你
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
结果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失望的时候，
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
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
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本文原载1932年7月3日《独立
评论》第 7 号，胡适时任北京大学文
学院院长，本文有删节)

胡适致大学毕业生：功不唐捐

胡适

竺可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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