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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天地正气　法古今完人
———从苏州大学校训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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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２１５００６）

摘要：“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是苏州大学的校训，它体现了百年苏大的治校育人

理念，也成为一代又一代苏大人不懈的精神追求，无论是其诗性语言的表达形式，还是意

蕴深远的内容，都浸润着浓厚的中国气息，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谐”思想、“德性文化”
的特色。“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极富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凸显了中国传统语言文

约事丰、义深词洁的“诗性”特点。“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精美气魄的语言外质之下内

涵的意蕴却是浓厚深远的，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核心的儒、道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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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是苏州大学的百年校训，自上个世纪２０年代其前身东吴大学首任华人

校长杨永清先生起第一次使用，一直延续至今，它体现了百年苏大的治校育人理念，也成为一代又一代

苏大人不懈的精神追求。作为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第一批现代意义的高校，苏州大学校训无论在形式

上还是内容上都浸润着浓厚的中国气息，深深打烙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谐”
思想、“德性文化”的特色，并在其生生不息的传承过程中被赋予时代的新意，体现出了传统文化在现代

社会中历久弥新的鲜活生命力。“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原文出自１９２３年元月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墨

宝，溯其渊源可至《孟子·公孙丑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后经宋朝文天祥《正气歌》的引用进一步拓

展了其内涵：“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

曰浩然，沛乎塞苍冥……”培养天地间坚毅不屈的气节，师法古今完美道德的圣贤，苏州大学校训蕴涵着

“仰以察古，俯以观今”的气度，又渗透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传统文化底蕴，
如同《正气歌》一样引人进入一种至高至上的境界。

一、语言表达精美气魄，凸显传统诗性语言韵味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重概括浓缩，体现在语言表达上便是简洁凝练的诗的形式。苏州大学的校训

仅短短１０字，却字字珠玑，琅琅上口，极富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凸显了中国传统语言文约事丰、义深

词洁的“诗性”特点。在具有吟诵性的诗化语言中，受众接受到的不仅是一个“概念”，更是一种“意境”。
韵律工整，节奏明快，气势非凡的语句带给人审美感受的同时，也留下了更多理解的余韵。从接受美学

的角度来看，美好的事物本身就具有亲和力，更容易为人的情感所接受，通过审美感受能提升人的审美

品位进而净化人的心灵。作为凝结着大学精神内核的校训，通过其语言符号的载体传达出的是内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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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内涵，师生第一感触到的是语言的形式，苏州大学校训的语言是精美的，气势是宏大的，给人一种诗

性的韵味，自然很容易为广大师生的审美情感所接受。“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一“养”一“法”顶天立

地气度不凡，生动地体现了大学教育的动态过程，诗化的意境赢得了广大师生的第一感审美认同，在这

种体验的共鸣中，师生逐步将外在的符号语言自觉地在个体身上人格化，将校训的要求内化为自主的精

神追求，进而外化于行，真正完成了形式、内容与行动的和谐统一。

二、内涵意蕴浓厚深远，彰显传统儒道文化精髓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苏州大学的校训某种程度上正体现了这种

文质的相宜，其精美气魄的语言外质之下内涵的意蕴却是浓厚深远的，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核心

的儒、道文化的魅力。
（一）体现传统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和谐思想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思维中，注重天人关系，强调“天人合一”、“天时地利人和”，“天人合一”的思想概

念最早是由庄子阐述，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

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在自然界中，天地人三者是相应的。天地人三者虽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
相互联系的。这不仅是一种“同与应”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内在的生成关系和实现原则。天地之道是生

成原则，人之道是实现原则，二者缺一不可。
苏州大学校训中的“天地”与“古今”正是这种文化思维的具体反映。天地即广义的自然，人包括人

的文化创造及其成果。天人关系实质是一种价值关系，也可以说天人之辩是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逻辑

起点。“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给人一种“仰以察古，俯以观今”的气势，使人对天地（自然）、古今（历

史）产生一种敬畏之情。也正是这种敬畏之心，使得自视为万物灵长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持平衡。自古

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认为人与天地万物同为一气所生，互相依存，具有同

源性和平等性。人、自然、社会三者是传统和谐思想中缺一不可的三个元素，这三者共同建构的生态圈、
精神圈的和谐才是真正的和谐。

“养天地正气”虽然是修养人内在的一种正气，但此气却是一股和谐中正、天人合一之气。所谓“天人

合一”，就是要真正跟自然规律吻合，不违背自然。天地万物本是自然之子，心存正气，关爱共同生存的自

然万物，天地正气的内涵在此得到了人格化。儒家认为的“天人合一”是一种自然的，不自觉的合一，天是

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人自然符合天，达到一种自觉履行原则的境界，也就是孔子所谓的“七十从心所欲

而不逾矩”。孟子所善养的“浩然之气”也是指一种正大、刚直、符合天地自然法则的气节，是以内在的正义

之感、道德之善作支撑而表现出来的一种高尚而伟大的精神力量。老子《道德经》中有“人法地，地法天，天
法道，道法自然”，在道家看来，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庄子说：“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天
人本是合一的，只要将人性重新复归于自然，即能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

这种天地正气所蕴涵的人的自身品德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正是中国传统和谐思

想的精髓。人不仅是社会制度下的“臣民”，同时还是自然环境中的“天民”，只要我们真正地善养好这种

“天地正气”，就不会一味地贪婪、攫取，不会不精心爱护我们生活环境和自然生态。作为自然界的一份子，
我们需要心存正气，关爱生态自然，由内而外地“养正气”，真正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和谐共生不

仅是一种人生态度，而且是一种价值关怀，不仅关怀自身，而且关怀身边的自然万物，如果人人都做到“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自然和谐、社会和睦的美好气象一定可以长存于天地之间。

（二）蕴涵中国传统“德性文化”特色

现代新儒家冯友兰先生曾提出“西方是智性文化，中国是德性文化”的观点，这里的德性文化，是指

中国传统文化重德，以德摄智的一种文化特色。在中国文化中，人是“万物之灵”，而人之所以能为万物

之灵，就是因为有道德，德性被作为人兽区分的根本，也是人格尊严的体现。孔子倡言“君子谋道不谋

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并以知、仁、勇为“三达德”，建构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规范体系。综观中国

百年以来的大学教育不仅注重对知识的追求，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完善人格，注重对个体内在品性修养的

提升。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一个最重要的载体就是语言［１］。苏州大学“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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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翻译“Ｕｎｔｏ　ａ　Ｆｕｌｌ　Ｇｒｏｗｎ　Ｍａｎ”即“为社会造就完美的人格”）的校训中的“完人”正是指完美的，尤其

是才能道德上完美的人［２］。崇尚追求尽善尽美的个人道德情操，培养顶天立地之人格，因为有高尚之道

德，方有高尚之人格，有高 尚 之 人 格，方 有 高 尚 之 人 生，正 体 现 了 学 校 治 校 育 人 过 程 中 对 道 德 的 追 求。
“亚圣”孟子毕生致力养浩然正气，而他本身也是儒家君子高尚的人格楷模，传统文化中对人道德的要求

传承至今，积淀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进而深入地影响整个社会的精神文化。
自２０世纪初，尤其是二战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价值日益突显，在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

的对抗中，科学教育取代了人文教育在教育中的主导地位。然而科技繁荣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也带来了

一系列的问题，如能源危机、环境恶化与生态失衡等，特别是人类精神文化的危机，传统价值观念的缺

失、道德观念的沦丧。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大学作为人类文化知识的源泉，作为知识的集大成者，对于

人文精神的复兴更是责无旁贷。教育的永恒话题是发展人的本性，让人的卓越品质得到最充分的发挥。
“教育对学生影响最大的、最长远的不是某一门学科、某一种知识，而是学校的文化，一种经过几年校园

生活逐渐形成的学习态度、思想品质和行为习惯。”［３］２８良好的校园文化能使人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之

中心灵受到熏陶和浸染，进而提升人的德性，并且这种濡化作用往往是持久的、根深蒂固的，可能成为人

终身保持的品格。这正如加拿大学者斯蒂芳·利考克所说：“对大学生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他周围的

生活环境。”［４］９４集大学文化之精魂的校训，无疑是一个合适的文化濡化载体，苏州大学校训中富含深厚

的人文要素，渗透着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念，不仅为受教育者树立了高尚的人格典范，昭示了受教育者应

该具备的人格品质和一个道德个体应该拥有的人生追求，并期待了他们将来能够承担的社会责任。国

外一位学者曾说过：“大学不是一个温度计，对社会每一流行风尚都做出反应。但大学必须经常给予社

会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也许并不是社会所想要的，但却是社会所需要的。”苏大校训所营造出的这种心灵

人格上的完美境界，使师生在一种气度氛围中逐渐养成一种习惯，进而形成一股内在的精神力量，而这

股强大的生命感召力是不可小觑的。

三、结语：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性意蕴

校训乃一所大学的文化名片，是学校教育理念、办学风格的高度概括，也是全校师生员工共同的价

值追求，通过濡化一代代学人而成为一种大学精神，在大学的办学实践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５］。苏州大

学的百年校训承载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当代这个飞速发展的信息社会，仍然显示出了恒久鲜活的

魅力，也许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具生命力的意蕴所在，也是一种“现代性”的体现。“养天地正气，法古

今完人”在心灵修养逐渐缺失的现代社会，培养、教育、效仿天地圣贤，力争做一个完善的、高尚的、富有

爱心、懂得感恩的人，正是现代人所呼唤的，这种对自身、对自然、对社会的关怀，也是达到和谐境界的一

个根本基础，对于当代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引领价值取向的深远意义。尽管俗

语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然而三人行，必有我师，典范楷模的精神力量虽无形却是巨大的，太史公曾

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无论是为人还是为学都需要志存高远，只有取法乎

上，才能得乎其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苏州大学的百年校训镌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雍容和隽

永，实现了理想人生的现代传承。养正气、法完人是一个持之以恒、生生不息的过程，在这一薪火传承的

过程中，传统的文化思想也被赋予了时代的新意，一代代苏大人在感受深厚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魅力的

同时，在价值取向、人生追求上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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