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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清华大学的前身

——清华学堂诞生。1912 年

改名为清华学校，1925年清华

学校成立大学部，同时增设了

一个研究院，成

为 校 内 与 大 学

部、旧制留美预

备部并列的三个

相对独立的教学

单位之一。由于

经费问题，研究

院第一年先设国

学一科，拟再陆

续 添 设 自 然 科

学、社会科学等

科目。但揆诸实

际，研究院以国

学 一 科 贯 其 始

终，因此，习惯上

又称研究院为国

学研究院。国学研究院在短暂

的四年中，开创出一股研究国

学的新风气，成为中国近代教

育史上的一个奇迹。研究院开

创的优良传统，在清华园延续，

成为清华英才辈出的一个重要

原因。

清华国学研究院之所以成

绩斐然，得益于清华非常重视

聘用优秀师资。研究院筹备处

正式成立，吴宓任筹备处主任，

时任校长曹云祥与吴宓等，积

极物色国内著名的学者来校任

教。研究院对师资选择标准很

高，具备三种资格：（一）通知中

国学术文化之全体；（二）具正

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

（三）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

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正

是据此标准，王国维、梁启超、

陈寅恪、赵元任被清华国学院

聘任为教授，这四人以自己精

深的学问、开阔的视野，为清

华、也为全国开拓了会通中西、

古今贯通的学术与教育传统，

成为清华著名的国学四大师。

■■代代 红红

王国维先生的王国维先生的《《古史新证古史新证》》讲义讲义王国维王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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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

又字伯隅，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

人，近代著名的学术大师。通晓日、

英与德文，对康德、尼采哲学素有研

究，在历史、考古、文学、戏曲、音韵、

古文字和西北地理等多种学科中，

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划时代的贡

献，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郭沫若高度评价“王国维的业绩是

新史学的开山，他的甲骨文字研究、

殷周金文的研究、汉晋竹简和封泥

的研究，都是划时代的工作。”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

号任公、饮冰室主人等，广东新会

人，中国近代“百科全书式”的巨

人。他以一支常带感情的如椽大

笔，写下一千多余万字的煌煌巨著，

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许多

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当时，学

术界公认“太炎为南方学术界的泰

山，任公为北方学术界的北斗”。

陈寅恪（1890～1969），是一位

历史学家，学贯中西。他在国外断

续留学20年，潜心读书和研究，他的

所有作品都以文言写成，而且学问

高深，一般知识背景的读者难以啃

动。

赵元任（1892～1982），早年从

事国语运动，后致力于语言学研究，

在音位学理论、中国音韵学、汉语方

言以及汉语语法方面有重要的贡

献。被誉为“中国语言学之父”，中

国近代音乐先驱者之一。

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

任四大国学导师都是我国近代最杰

出的学者。清华国学研究院正是由

于拥有他们，创办两年后，其声望就

超过了早于它创立的同类学校，并

且，清华国学院由此开始，建立了中

国学术独立的传统。

（清华大学档案馆 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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