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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5_B7_E5_81_B6_E5_c73_116489.htm 北京大学的校门当然

是西校门，高不过七八米，但微微向前倾斜的牌匾给每一个

人的瞻望提供了一个极为恰当的角度，这是一个让人不得不

仰视的地方，而它的高度永难企及。任何一种用世俗的方法

来哄抬自己身价的做法，放在北京大学身上都会让人觉得老

土而不得要领。几乎是无可挑剔的北京大学早已不再是一个

单纯读书的好地方，事实上，它更像是一个巨大无比的精神

偶像。 北京大学可能是中国唯一一所足以令每个学子尚未迈

入校门就已经“毕业”的大学四年校园生活所收获的那份愤

世嫉俗的高贵气质和作为一个北大人精神从容的骄傲，在四

年前，领到这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就已经在他们心

中扎下了根，所不同的是，四年前，这一切体现在别在胸前

的校徽上，而四年后，则流露在北大人的眼神里。 解读北大

的途径显然不能从实验室、图书馆以及学术论著中去寻找虽

然在这些方面北大已无可争议地稳居中国高校的最前列，在

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能像北大那样与中国社会历史

的发展和时代精神的变迁保持着如此密不可分的关联虽然北

大厚厚的南墙直到80年代中期才被推倒。当中国坐拥皇家园

林的清华大学还是一所留美学生的预演讲坛的时候，北大已

成为中国新思想文化的策源地，伟大的启蒙抱负、激烈的救

世情怀作为北大的精神传统与其所标榜的思想自由学术独立

一起，100年来延绵不绝，直到今天，“五四”仍然是这所大

学最引以为自豪的精神资源。尽管5月4日是一个有争议的校



庆日，但绝大多数北大人还是认同了这个既是北大历史，也

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日子。如果1898年可以看成是北大作为

一所学校的生日，那么5月4日这一天诞生的却是一种精神，

而北大显然更看重后者。 北大人的“五四”情结是如此之深

，以致于绝大多数在这个校园里接受熏陶的人从一开始就把

自己的精神状态放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或者说他们大都觉

得做一个北大人远不是刻苦学习、勤奋钻研那么简单，只有

具有（至少是努力拥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来与北京大

学这个被赋予了很多历史光荣感的称号相配。一位80年代中

期的北大毕业生后来反思了一下他当年的心态：“ 那时，默

默无闻地泡图书馆、规规矩矩地拿高分，最后顺顺当当毕业

，简直就是一件十分可耻的事情，每个人都有一种舍我其谁

的使命感，即使没有多大能耐、找不着方向感，也得端着、

抗着。要不怎么对得起北大这个称号。”能进北大，当然非

等闲之辈，出了北大，也未必人人都能修成正果。但“端着

”、“抗着”的北大人却总爱对一些鸡零狗碎、小打小闹的

调虫小技不屑一顾，不少北大学生最爱用这种口气来表达其

对清华大学的不屑：“清华？不过是培育工程师的工具人才

罢了。”不甘于做“工具”而满心憋着“干大事”的北大学

子很爱陶醉于别人和自己营造的精神气质，热爱宏观、张扬

个性、藐视权威或世俗的东西，迷恋于摧枯拉朽、大砍大杀

的批判，淋漓酣畅，激情飞扬，“无狂不北大”。生活在北

大就像生活在一个神话之中，即便是发一篇小随笔、听一次

学术报告，甚至是到未名湖边散个步，都无不充满了一种神

圣和崇高之感。 当然也有神圣、崇高不起来的时候，一位北

大的在读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今天的北大已经弱化了大



多她曾经恪守的品德，比如特立独行，比如兼容并包，以启

蒙为己任的北大在这个dotcom时代一下子晕头转向了，而对

经济与技术的冲击，她先是放弃了自己的精神内核：“对于

精神领域的坚守，然后又猛然发现自己的庞大身躯已经无法

拥抱另一种形态了。”应该说，这种感叹在很大程度上夸大

了北大的“危机”，不过即便这种“危机”确实存在，北大

人也有他们的应对之策。在汗牛充栋的“北大往事”的回忆

文章中，比如早些时候张中行的“红楼记忆”，近两年来孔

庆东“47楼207室的浪漫宣言”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北大精神气

质的另外一面，那就是蔡元培校长“兼容并包”的治校理念

所孵化出来的魏晋风度在20世纪的延伸和发扬广大：超然、

飘逸、散淡，甚至慵懒，而当这种气质与北大古韵十足的校

园如此恰当、和谐地统一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北大原来

是一个懒散做梦的地方。前些年北大爆炒金庸很是引人注目

。而今天，金大侠去了浙大，但北大人觉得自己得到的却是

侠的情神。与魏晋名士有关的还有酒。计算机系的许知远就

从北大南门外混乱肮脏的小巷的廉价酒馆里悟到了人生的真

谛。他写道：“未名酒家，也许是我在四年大学其间谈论人

生意义的主要场所，在微醉之后，我们似乎才有足够的勇气

撕去我们‘伪颓废’的面纱。我们互相发现，原来对于世界

对于未来，我们都抱有如此的热忱。” 当然，北大的这种名

士风气是学不来的，要是把它们放到其它高校学生身上，那

可就惨了：自己散漫、缺乏上进心，至少也是没性格，简直

不值一提，可在北大却是一种融诗意与哲学于一身的美感，

很贵族，有品位，所以也很酷。正如网大网站上的一篇帖上

写的那样：“传统中国人的精髓，除了已经溶入我们血液中



的那些与生来的东西，很多已渐渐死在图书馆和博物馆里了

。只用在像北大这样少数的一些地方还活着，这是弥足珍贵

的财富。”虽然有些自恋但却很真实。来源

：www.examda.com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