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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和清华都有着很强
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但表现

形式大不一样。清华不但自
我感觉好，而且很关注别人
的评价。北大对自己有充分
的自信，不在乎别人说什么，
反正北大就是这样。清华注
意内外有别，“家丑不可外
扬”，尽管内部也有不同意

见，但对外的声音常常是一
致的。如果哪个清华人在外
面说了清华的坏话，就会触
犯众怒，招致 “群起而攻
之”。而北大则内外无别，常
常“内战外打”，北大人在外
面说北大的坏话是常有的

事，人们似乎也无所谓。在一
些评奖、评优、举荐人才的活
动中，因为来自北大的评委
揭自己的短，而使北大落败
的事情时有发生，这在清华
是难以想象的。如果上级部
门到北大、清华考察人才，在

北大考察的结果往往是 “虽
然……但是……”，而在清华
考察的结果往往是 “不但
……而且……”。

北大包容性较强，颇有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
行而不相悖”的风度，各种

不同意见都允许发表，形形
色色的人包括怪诞不羁的人
都允许存在，很难统一认识、
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而在
清华，校方意图具有较大的
权威性，对某个问题能形成
强大的主旋律，在困难时能

够万众一心，集体行动，甚至
逆流而进。但对于不同意见
和持不同意见的人，有时则
缺乏必要的宽容。

北大和清华都地处北京
市海淀区，经常要同市、区、乡

镇、街道打交道，没有地方当
局的支持寸步难行。如何处理

好同地方当局的关系，是个大
问题。如果学校自命清高，凡
事走上层路线，那麻烦就多
了。海淀区的一位领导对我
讲，清华从区里得到的实惠要
比北大多，而区里对清华的印
象要比北大好，为什么？北大

太清高，对地方当局总喜欢提
意见、提要求、讲道理，缺乏尊
重，不会说“感谢”二字，似乎
别人为北大做事都是应当的。
道理很重要，但光讲道理是办
不成事的。他希望北大以后在
同地方当局打交道时换个思

路：第一，学会尊重，善交朋
友；第二，互利共赢，共同发
展；第三，才是讲道理，以理服
人，照理行事。清华在同社会
打交道时，要比北大精明、务
实得多。

近年来，一批清华毕业

的人步入中国政坛的高层，
非常令人注目，而北大毕业
的高官则很少，于是有人便
发出“北大荒”的感慨。为什
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首先，这同中国社会发展
的进程有关。在新中国建立初

期，那是“革命家治国”的阶
段，大批搞革命、打天下的功
臣走上领导岗位。那时候人们
更关注干部的革命经历，而不
大注重教育背景。进入 20世
纪80年代以后，我国转入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推进工

业化进程的时期，这个时期可
以说是“硬专家治国”阶段，
许多有工程技术背景的工程
师进入政坛，这时候清华具有
明显的优势。进入 21世纪之
后，中国开始向现代化社会过

渡，逐步进入“软专家治国”
阶段，具有法学、商学、经济

学、政治学以及现代科技背景
的人正在步入政坛。在新时
期，北大、清华各有千秋，北大
的后发优势也开始显现。其
实，不论具有清华学历或是具
有北大学历的领导人，大多数
并不是从学校直接进入政坛

的，而是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涌
现出来的。“时势造英雄”，是
社会发展对领导者素质的要
求决定了领导层的构成。

其次，北大、清华不同的
办学传统也对学生的从政历
程起了很大影响。北大是在

废科举、兴学堂的背景下诞
生的，是封建科举制度的直
接对立物。然而在创建初期，
仍然沿袭科举陋习，以读书
做官为目的。蔡元培先生主
持校政后，下决心实行官学
分离，切断与官场的直接联

系，摈弃“读书做官”的传统，
清除科举制度的积弊，这是北
大的一个划时代进步。然而，
在北大步入现代大学的轨道
后，如果仍然沿袭“北大不
培养做官的” 这一办学理
念，那就不合时宜了。任何

一个国家的重点综合性大
学，如美国的哈佛大学、耶
鲁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
剑桥大学，不但要培养杰出
的学者、科学家，也要培养
优秀的经理、企业家，还要
培养杰出的政治家、行政

家。耶鲁大学创建之初就提
出，学校的使命就是“为国
家和世界培养领袖”。果然
在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中，产
生了 8位美国和其他国家
的元首，530名美国国会议

员。后来，耶鲁大学又提出
它的基本使命是 “保护、传

授、推进、丰富知识和文
化”。哈佛大学在三百多年
的历史中，不仅造就了 37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且从
校友中产生了 7位美国总
统和外国元首，同时还培养
了无数的优秀企业家，从而

形成了人才济济、硕果累累、
财源滚滚的盛大景象。

特别应当提到的是，清
华从 20世纪 50年代起，蒋
南翔校长就创造了一种干部
“双肩挑”制度，从学生和青
年教师中挑选一批政治素质

好、业务能力强又有管理才
能的人担任“双肩挑”干部，
并有相应的政策作保证，从
而造就了一批复合型人才。
这些人走向社会后，很快显
示了自己的综合优势。当今
活跃在中国政坛高层的清华

毕业生，大多在学校受过
“双肩挑”的训练。

世界上的著名大学风格
各异，但有着共同的大学精
神。哈佛大学的校训是“让
真理与你为友”；芝加哥大
学的校训是“让知识充实你

的人生”；剑桥大学的校训
是“求知学习的理想圣地”；
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愿学
术自由之风劲吹”；加州理
工学院的校训是“真理使人
自由”；悉尼大学的校训是
“繁星纵变，智慧永恒”。从

这些著名大学的校训中，我
们看到了一种共同的大学理
念，这就是崇尚真理、追求知
识、珍视人才、热爱自由、启
迪智慧、引导人生。

北大和清华不仅有“异”，

而且有“同”，在本质上有着
许多相通之处。这两所大学

都鲜明地体现着中国知识分
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
爱国情操和高度的社会责任
感，都充满着追求真理、崇尚
知识、珍视人才、关爱学生的
大学精神。北大的“兼容并
包”与清华的“厚德载物”，

北大的“敢为人先”与清华
的“自强不息”何其相似！追
求卓越、争创一流、志向远
大、锐意创新、功底扎实、注
重后劲等等，这些都是北大
和清华共同的办学思想。

北大和清华既是势均力

敌的竞争对手，又是很好的合
作伙伴，彼此都把对方作为最
重要的参照系。在长期的历史
中，北大与清华在客观上形成
了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兄弟
关系。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
如果北大遭到厄运，清华也大

抵在劫难逃。今天，不仅社会
上的人们已经习惯于将北大
和清华相提并论，而且政府在
出台有关大学的政策措施时，
也总是对北大和清华一视同
仁，尽可能“一碗水端平”。比
如实施“211工程”时，教育

部对两校的拨款均为 3.5亿
元；实施“985计划”一期项
目时，国家对两校的投入也均
为18亿元。

北大和清华一墙之隔，
校园犬牙交错，彼此声息相
通，人员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清华的成就是对北大的
鞭策，北大的成就也是对清
华的激励。清华发生的事情
对北大来讲既是“外交”，也
是“内政”，反之亦是如此。
北大的师生常以清华的经验

批评北大领导“治校无方”，
清华的师生也常以北大的突

破责怪清华领导抓事不力。
在一些重大政策举措出台之
前，两校都会主动了解对方
的动向，弄清对方的虚实。以
至于北大和清华在入冬时哪
一天开始供暖，开春后哪一
天停止供暖，都会自动取齐。

北大和清华不同的个性
特点，很难用优劣高低加以
评判。清华就是清华，北大就
是北大，清华不是北大，北大
也不是清华。这并不意味着
彼此 “井水不犯河水”，相
反，双方要更加相互尊重、相

互借鉴、取长补短、比翼齐
飞。在中央酝酿出台“985计
划”时，北大和清华的领导
经过多次协商，联名向中央
提出了两校携手共创世界一
流大学的建议，并在合作办
学、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

聘教师、互相选课、互认学
分、联合培养学生等方面达
成了一些共识和协议。衷心
期待北大和清华在共创世界
一流大学的征程中结出更多
更好的合作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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