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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大学文化

顾明远

摘 要：大学的本质是求真育人，大学文化应以学术为中心，树立追求真理、敬业爱生

的精神；建立高雅文化，抵制低俗文化。当前大学高雅文化式微，要重塑大学文化，促进学

术繁荣，培养具有道德情操、真才实学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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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曾经掀起过一阵大学文化热，但是这

几年似乎又有点冷下来了。但是，大学文化永远

是大学人（校长、教职员工、学生）应该坚守的。

大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人文荟萃的场所。

大学如果不坚守独有的大学文化，那就会有其他

文化入侵，如官僚文化、商业文化、娱乐文化等

庸俗文化的入侵。文化无处不在，有人群的地方

就有文化，不过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领域

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大学应该坚守大学自己的

文化。

一、大学的本质是求真育人

2009 年我在清华大学举办的大学文化论坛

上讲到，大学的本质是求真育人[1]。求真就是研

究学术，追求真理；育人就是培养真才实学的人

才。大学从她产生那天起，就是一群学者自由研

究学问的地方，同时在研究学问的过程中培养人

才。当初以培养文科神职人员、法律人员、医生

等为主。经过几百年的变迁，大学的职能有了很

大变化，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与生产

的结合，迫使大学走出象牙之塔，为社会服务成

为大学的重要职能之一。一方面大工业生产需要

大学为其创新知识、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另一方

面大学需要从企业获得资金，从而更新设备、聘

任高水平的教师，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大学的

本质没有变化。为社会服务也需要建立在知识创

新和人才培养的基础上。没有创新的知识，如何

为社会的发展服务？没有人才的培养，谁去为经

济发展创造财富？因此，大学的本质仍然是求真

育人。大学不同于其他研究机构，研究机构的任

务是单纯地研究学问，虽然参加研究的青年会随

着经验的积累而成长，但人才的培养不是研究机

构的主要任务。大学是既要开展学术研究又要培

育人才，二者是结合的，只有开展学术研究，创

造新的知识、新的学术，才能培养高质量的人才。

大学如果泛指高等教育而言，那么，近百年

来已从精英教育阶段发展到大众教育阶段，即由

少数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大批人有接受

高等教育的机会。也就是我们常常引用的马丁·

特罗（Martin Trow）的定律：高等教育毛入率超

过 15%为大众高等教育阶段，超过了 50%为普及

高等教育阶段。那么高等教育进入大众教育阶段

以后，大学的本质有没有变化呢？我认为，高等

教育在层次结构上有了变化，但大学的本质没有

变。大众教育阶段的高等学校有了层次的差别，

有一批研究型大学，大批的以本科教学为主的大

学、学院，还有一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高等专科

学校。如果按照中国的称呼都把它们称为大学的

话，其职能的构成会有所调整，但求真育人的本

质没有变。即使培养应用技术人才的高等职业院

校，他们不以研究学术为主要任务，但仍然要追

求真理，追求知识的创新、技术的创新。特别是

当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没有创新，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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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培养时代需要的人才？

二、大学文化应是高雅文化

大学文化就是要围绕着大学的本质来建设。

大学文化应该是具有浓厚学术氛围的、生机勃勃

的、具有青春活力的文化，集高大、深厚、浓郁、

清新于一体，是一种高雅文化。文化有高雅文化、

低俗文化之分。大学是学术的殿堂、知识分子荟

萃的地方，是社会的最高学府，大学应该具有高

雅的文化，培育高雅的人才，引领社会的风尚。

大学文化体现在学风上，学校学风好坏，关

系到学校的质量。学风问题，就是学校办学的理

念问题、师生的思想方法问题、工作态度问题。

大学学风建设要以学术为中心，应该具有追求真

理、独立思考、批判创新、敬业爱生、严谨笃学、

团队合作的精神。教师为了追求真理，把学术视

为自己的生命；为了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爱生

如子，诲人不倦。学生为了追求真理，志存高远、

孜孜以求，爱师更爱真理，这样才能青出于蓝胜

于蓝。学校管理要以学术为中心，充分尊重教授

治学的权利，为教学科研服务，为师生服务。学

校管理者与教师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师生之

间形成一个和谐进取的共同体。

但是当前大学文化却不尽如人意。功利主义

盛行，官僚化、商业化、娱乐化泛滥成灾。学校

行政化气氛越来越浓。学校去行政化的呼声已经

喊了多年，但似乎没有什么改变。办事手续之烦

琐、效率之低下，难以言状。例如一个报表，学

校可以让你填几十回。其实每个老师的基本信息，

学校早已有之，特别是现在信息技术应用已很普

遍，老师的信息都在电脑之中。但申报一个项目

要填一大堆表，年终考核要填一大堆表，课题总

结要填一大堆表，填表的时间浪费了许多教师本

该搞科研的时间和精力。学校领导整天陷于文山

会海之中，脱离课堂、脱离群众，他们不了解老

师在干什么，也不了解学生是不是真正在努力用

功。请问，现在有几位领导能在教师中有几位知

心朋友？能静下心来和老师聊聊天？

商业文化已经渗透到学校每个角落，什么都

要收费。一些大学举办高级研修班，收取高额学

费；各种培训班泛滥成灾，都是为了经济利益。

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个古训

在大学中好像已不复存在。

娱乐文化在学校中泛滥。学生中有一批“低

头族”、游戏族，不是埋头读书，而是埋头玩手机。

甚至有的学生说，因为在小学中学时代备考太紧

张，丧失了幸福的童年，到了大学要好好轻松玩

一下，补上幸福的童年。某些学校甚至出现一种

低俗文化，什么“男神女神”在大学中广为传播。

甚至一些高校官方宣传也开始起用帅哥美女照片

吸引青年考生眼球，什么“女神在 X大等你”、“上

XX变白富美”等[2]，真是斯文扫地，作为一名大

学教师都觉得脸红。

学生的学风也存在问题，有的研究生写论文，

言必哈贝马斯，文必海德格尔，拉着虎皮当大旗，

美其名曰理论性强。其实他并不懂什么叫理论，

什么叫学问。做学问首先要把事实理清楚，然后

加以分析、探究，得出结论和判断，有自己的见

解和创新。做学问有几种态度，第一种是深入浅

出，深奥的理论，都能让学生读得懂；第二种是

深入深出，学问很深，写出来的论文也很深奥；

第三种是浅入浅出，学问不多，但实事求是，有

什么想法就说什么；第四种是浅入深出，学问不

多，却装成大学问家，写出来的论文东拉西扯，

让人看不懂。第一种是最有学问的人才能做到；

最糟糕的是第四种，不懂装懂。现在有的学生的

论文就是这样。实在让人担忧。

三、重塑大学文化

由于当前大学文化的缺失，我们要大声疾呼，

重塑大学文化，创造追求真理的学术氛围，营建

良好的育人环境。

学校文化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学校

文化首先要认同社会的主流文化。当前我国社会

的主流文化是改革开放、继承创新，弘扬中华优

秀文化传统，吸引人类一些优秀文明成果，创造

社会主义新文化。党的十八大提出，立德树人是

教育的根本任务。大学的本质是求真育人，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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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德育为先、厚德载物，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作为大学文化建设的核心，贯穿到教

育的全过程。为国家，树立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的理想信念，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对社会，建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精神，

奉公守法，做合格的公民；对个人，养成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的品质，增强服务国家服务人

民的责任感，学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扎实

的本领。

这是大学文化的共性，每个大学还应有大学

文化的个性。大学的文化建设是根据大学办学的

性质目标、历史文化积淀、师生共同信念、对学

校发展的共同愿景长期积淀起来的。因此，要在

普遍的大学求真育人的共同精神下，塑造自己学

校的文化。例如研究型大学与应用型大学的文化

就应该有所不同，综合性大学与专业性大学的文

化会有差别。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

载物”，反映了清华大学立德树人、严谨笃学的精

神；北京大学自蔡元培掌校以后，提出“兼容并

蓄、学术自由”的主张，其文化精神一直延续至

今；北京师范大学以师范教育为特色，所以提出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也是北师大文化

的主要精神。一些应用型大学，大多有联系实际、

求实创新的文化。

当前的问题是，全国高等学校同质化十分严

重。专科想升本科、本科（学院）想升大学、大

学都想办成清华北大那样的研究型大学，所以大

学文化也没有个性。没有个性，就没有大学的特

色，也不会有师生的凝聚力，也培养不出有特色

的创新人才。现在大家都在谈地方院校转型，有

的学校领导感到困惑迷惘。其实就是让一些院校

重新定位，根据学校发展的历史、学科的优势、

队伍的建设、社会的需要，重新确定学校的性质、

培养目标、专业设置、培养方案，包括学校文化

的建设。转型不是抛弃原来的一套，重新搞一套，

而是使学校适应时代的进步、社会经济发展的要

求，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高等学校要取消等级观念，学校只有层次之

分，不应有等级之别。应用型高校、专科学校也

能办成世界一流。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是一所本科

院校，是常青藤联盟之一，同样全美有名；美国

纽约银行街学院是一所小小的培养幼儿园教师的

学院，但在幼儿教育界世界有名；新中国建立初期

我国上海的立信会计学校为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了

大批会计人才，闻名全国，堪称一流。可见不在于

学校的层次，而在于能否办出特色，办出质量。

大学文化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建立起来的，是

几代人的努力积淀的结果。今天我们提倡重塑大

学文化，不是抛弃传统，另建一套，而是要去腐

求精，摒弃低俗文化，提倡高雅文化。大学要挖

掘历史优秀传统，根据时代的新要求、教育的新

理念，在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新的大学文化。大学

文化建设也不是学校领导几个人的事，需要全校

师生的积极参与，共同策划，细心培育。学习永

远是大学文化建设的动力和源泉。在我国建设学

习型和谐社会的今天，大学应该成为学习的典范。

通过学习求学校的发展，通过学习求师生的发展，

使终身学习成为学校的主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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