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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价值:校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吴咏梅，梅小辉
( 武汉工程大学 体育部，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高校在发展的历程中蕴含有深厚的文化价值，尤其是核心价值观。校史研究要充分挖掘。学校

发展中积淀的大学文化精神，梳理出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优良的教育传统。这对于全校师生员工领悟大学精

神，推动校园文化建设，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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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是学校建立、发展和变迁的过程。高校校史研

究通常是从记录高校建立发展和变迁过程的文献资料、
口述历史中挖掘新史料，以寻找高校的主体精神。校史

本身是一种文化，是学校各方面发展累积起来的文化，是

高校先进文化的载体; 校史研究不是简单地对建校过程

的真实再现，而是对高校的历史底蕴、高校文化和大学精

神的呈现。校史研究从学校建立发展的时代背景出发，

站在教育与社会发展的高度看学校，让师生员工充分认

识学校发展过程，感受学校的历史底蕴，发挥校史的文化

教育功能，对于促进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培养学生的爱

校、爱国情结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校史研究要努力挖掘大学文化精神

关于校史研究，不少学者已注意到了校史研究的重

要意义，认为，校史研究的作用，能使高校教育工作者较

好地把握教育规律，能自觉地遵循教育规律，进行教育教

学改革
［1］。有的学者还认为，任何一所大学，从它诞生之

日起，就有了自身的发展史，同时也具有了大学文化的起

源。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时代的变迁，高校文化的底

蕴在逐渐地加深，因而，大学文化的容量也在不断地拓

宽
［2］，从而形成了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文化内

核。校史研究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文化价值，从历史留

存中传承文脉，展示、传播、传承和创新大学精神，推动大

学文化的发展。总体上看，关于校史研究的作用及其重

要性方面已经有大量的理论研究成果，但在校史研究的

文化价值上仍有深入的空间。
通过校史研究，挖掘出校史中蕴藏的大学文化精神。

现代大学的产生促进现代教育的发展，现代大学管理制

度和人才培养理念凸显了“独立之思想，自由之意志”这

一大学精神的核心。大学的发展不但孕育了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而且形成了自身的发展理念和大学精神。大

学精神又在大学的发展中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规范体系

起到约束大学行为的作用。事实上，凡是有几十年，乃至

上百年办学历史的高校，必然有自身独特的东西，有自己

对大学精神的理解。作为大学优良传统中的重要部分，

大学精神既凸显大学的形象和特色，又是稳定大学风格

的支撑力量，是大学历久弥新的动力。现代大学以教学、

科研和社会服务为己任和主要功能，研究大学的发展历

史有助于更好地领悟经过长期历史积淀的大学精神，更

加深刻地理解大学精神的丰富内涵，从而发挥校史“鉴往

知来、资政育人”的作用。例如，清华大学建校之初，梁启

超先生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激励清华学子，铸就了

清华一种博大精深的胸襟;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倡

导“思想自由之原则，兼容并包”的理念
［3］( P2 － 3) ，成就了北

大“学术自由”的精神; 北京师范大学在“办理学堂，首重

师范”的理念下应运而生，以“学为人师，行为世表”的校

训精神，彰显了薪火相传的师表形象。这都有助于领悟

清华、北大、北师大的大学文化精神。事实上，大学精神

是建立在一定的历史文化基础之上的，“对校史的研究不

是简单的回顾历史，而是为了认识过去、妥善地利用过

去，在历史积淀的基础上构筑未来大厦、更好地走向未

来”［4］。这说明，校史研究不但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领悟

大学精神，还有助于守护大学的优良传统品格，并在此基

础上实现与时代对接的更新和超越，从而使大学精神既

不至于在多元冲击中被丢弃或忽视，又能更好地应对现

在与未来。

二、校史研究要注重提升先进教育理念

梳理高校先进教育理念是校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

一。2011 年 9 月 4 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看望了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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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正、师昌绪和王忠诚等三位著名科学家、国家最高科技

奖获得者。温家宝总理看望在北京医院一间病房里 95

岁的叶笃正先生时，与叶老亲切地交谈。叶笃正先生说:

“总理，您是南开中学的。南开中学最早的是张伯苓校

长，还有西南联大，他的教育思想，我们现在应该好好地

总结一下，我们应该把过去的理一理。”温家宝总理表示

赞同:“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要吸收和借鉴老一辈教

育家的优秀教育思想和做法。”［5］
因此，梳理和总结学校

发展历程中形成的先进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理应是提

升高等教育办学水平的重要手段。
各大学在同一历史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尽管有

着相似的历史使命，但在办学理念上却存在一定的差异，

特别是高校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往往有着各不相同的办

学理念和思想，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产生、发展的 100 多

年历程中所积淀的先进教育理念，有些由于各方面的原

因而没有延续下来，但这些理念和思想却在校史中带有

时代的烙印，有些对今天的办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理

念和思想在校史研究中得到重新挖掘，从而对今天的大

学教育产生启发作用。例如，西南联合大学当时办学条

件十分简陋，生活极端艰苦，但却是大师云集，在教学和

科研上成就卓著，培养出了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两

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以及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

院士，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西南联

大教育之成功，在于具有先进教育理念。且看西南联合

大学纪念碑碑文: 西南联大，“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

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因此，

梳理并借鉴西南联大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大学精神，对于

今天的高校坚持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很有启迪和帮助。
综上所述，校史起着展示大学的先进办学理念、传播

校长和教育家的优秀办学思想的作用，相应的校史研究

起着挖掘优秀办学理念和思想的作用，并应责无旁贷地

承担起挖掘、展示和传播优秀办学理念和思想的任务。

这是因为在大学发展历史中，都或多或少的出现过一些

杰出的教育管理家、科学教育家，而这些教育大家们的办

学理念和思想既是校史的重要内容，也是大学的精神财

富，更是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和 开 发 的 教 育 思 想 资

源
［6］。校史研究通过对高的先进校办学理念和教育家、

科学家的先进办学思想的研究，挖掘对现代教育具有借

鉴价值的思想和理念，以促进现代教育的发展，增强大学

文化的软实力。

三、校史研究要着力凝炼大学核心价值观

任何大学都有其核心价值观，它是一所大学发展之

魂。大学发展史中所形成的优良传统，本身就是这所高

校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校史研究在研究大学历

史传统、核心精神的过程中，可以更好地认识大学历史发

展的各个阶段的价值追求，以及其总体上的核心价值观。
大学教育在历经精英教育进入大众教育的发展时期

之后，更应关注大学的核心价值观。目前，大学教育与教

学改革，发展势头总体上是良好的。但是，大楼多于大

师，设备重于人才的现象，仍很严重。大学办学模式的行

政化更像是一个政府部门，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学术组织。
大学精神受到重创，校园里唯官是重，攀附权贵的庸俗风

气还有市场，学术腐败玷污了神圣的学术精神，亵渎了知

识殿堂。从媒体上披露的情况看，有些教师不能做到为

人师表，缺少起码的职业操守，为职称粗制滥造论文，一

味向钱看，对学生则随意敷衍，缺乏敬业精神，上课照本

宣科，了无新意。更有一些人不择手段，为追名逐利而剽

窃他人学术成果。这些是制约高校教育质量的重要原

因。校史研究，应通过研究学校发展史，总结学校在各个

不同的发展历程中出现的奉献敬业精神和高尚的职业道

德的名师事迹，深入挖掘学校的核心价值观，以彰显各个

学校的核心价值观。
在校史研究中，要着重发掘大学优秀的历史传统，展

示和传播大学文化。大学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高校的

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等都包括其

中。这些文化都是要经历一段较长的历史进程，才逐步

积淀形成，成为大学自身发展史中的有机构成部分，承载

和展示了大学的核心价值观念。比如，在所有大学自身

发展历史上，都会有一批不慕虚荣、不求闻达，全身心地

投入到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去的德高望重的教师，是高校

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对学生学

风的养成起到了促进作用，始终执行着和传播着真、善、
美，其中出现的胸怀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抱负的一大批人

品佳、学问高的，且在校史上具有影响力的知名教授，他

们不仅勤奋、认真、踏实、敬业，以自己的言行作为示范。
他们的教育观念、人才培养观念在学校的发展中逐渐融

入学校的价值观念。一批淡泊名利、崇尚实干的教授，辛

勤而诚恳地在教育岗位上贡献全部精力，培养出了求真

务实的学生。例如，中科院院士、中南大学金展鹏教授在

花甲之年患重病，从此的全部生活只有两种姿势: 躺或

坐。他被禁锢在轮椅上 13 年。他却以顽强的毅力，取得

了卓越的科学研究成就和教育教学业绩，还有他的人格

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中国。他承担了 1 项国家“863”课题

和 3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作为导师，自 1981 年以

来，他先后培养出 40 余名博士和硕士，其中有近一半是

他在患重病后培养出来的。这些倾注金展鹏先生心血培

养的英才，许多相继成为国际相图界的骨干，仅在美国相

图委员会中，就有 4 名是金展鹏先生的学生。金展鹏先

生独特的导师风范，赢得了众学子的爱戴，大家称他是

“中国的霍金”。在今年教师节的晚会上，3 位从海外学成

归来的博士杜勇、赵继成和鲁晓刚，向金展鹏先生深情一

鞠，以表达对老师真挚的敬意。金展鹏先生对弟子说:

“现在我们的国家，人才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这辈子

最大的愿望，就是你们都超过我。”［7］
金展鹏先生的学生

( 下转第 1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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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思维、能力等因素导致“性价比”低于男生，成为限

制就业的一个“瓶颈”。
作为个体与社会的人，大学生应从自我认知、情绪、

行为的角度进行调节，尽量避免不合理信念左右行为，产

生合理信念，保持心理卫生健康发展。缺少职业生涯规

划和对未来的过分担心容易使择业认知和择业动机出现

偏差，难以适应角色的转变，产生依赖、急躁、自卑等择业

心理障碍。因此，为了缓解焦虑，学生本人需要降低就业

期望值，增强竞争主动性，改变错误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认

知，排除负性情感对正常思维和决策的干扰，打破传统意

义上就业“从一而终”的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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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继成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终身教授、国家“千人计

划”引进人才，他说: “金展鹏老师是我的导师，像我慈爱

的父亲，也是我非常知心的朋友。”［8］
这些深受老师影响

的学生，成长为淡泊名利、崇尚实干的科学家、教育家、政
治家。

他们既成为校史研究的对象，又是理解大学核心价

值观的实例，从而使大学的价值观念得到更好的传播、传
承与弘扬。因此，研究校史中历届校长和学校知名教授

的教育观、价值观和敬业精神，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大学核

心价值观。我国老一辈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有一句名

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谆谆教

导，让我们明确了高校育人的核心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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