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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观点，一所大学的存在表现为三个基本层
次：第一个层次是物理的，或者说物质层面的大学，它以
校园景观、图书馆、教学楼、实验室、花草树木等客观实在
呈现在我们眼前；第二个层次是学术层面的大学，包括
学府里“做学问”的“人”与他们从事的“业”；第三个层次
是文化层面的大学，体现为大学的理念、风格、传统、价值
观等等，是耳濡目染、代代相传的大学，需要用心感受才
能体会。

对于一所大学，此三种层次缺一不可，各有其不可
替代的作用，但文化层面的大学却能长久彰显一个学校
独特的魅力。我一向认为，大学之道不仅在于传承文明、
熔铸新知，更在于塑造灵魂、开启梦想。那么它靠什么来
塑造灵魂、开启梦想呢？靠的就是大学优秀的文化传统
或者说大学精神。大学精神是经过长期积淀和凝练而形
成的共同的追求、理想和信念，是大学的独特灵魂和内
在气质，它赋予大学以生命力、活力并积淀了大学最富
有典型意义的精神特征。这不仅是学校的一笔宝贵财
富，更是大学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在一定程度上说，学
子们进入大学除了学习知识、提升能力外，更主要的是
接受大学文化的熏陶，这种熏陶往往是春风化雨，润物
无声的。

每一所大学都有属于自己的气质和文化。没有大学
精神的学校，永远成不了一流的大学。山东大学根植齐
鲁大地，拥有丰饶的文化资源和道德资源，以及独特的
地理环境。一方面，齐鲁文化集中华民族文化之大成，齐
风鲁韵的浸润，使山大文化富于道德情怀；一方面，山东
大学南望泰山，东临黄海，山魂海韵的涤荡，使山大文化
拥有了博大胸怀。

山东大学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在学校门口
的校规石上，“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这两句话，
也许大家早已熟视无睹，但是每当我看到这十二个大
字，内心依然感到震撼。我们都知道它出自 113 年前的

《山东大学堂章程》，而且也对那段完整的表述耳熟能详，
但今天我仍然愿意再为大家重复一遍：“公家设立学堂，
是为天下储人才，非为诸生谋进取；诸生来堂肄业，是为
国家图富强，非为一己利身家。”这就是一个多世纪前山
大先贤的价值追求，他们把学校的命运同国家的兴衰、
民族的存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价值融入了社
会进程。与今天的功利和世俗相比，我们的先贤境界如
此高远，实在是崇高而可贵。胸怀天下、勇担重任，这就是
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与责任。

敢为天下先，不断追求卓越；以天下为己任，为国家
图富强；宽厚、稳重、朴实、内敛，这就是山大优秀文化传
统的鲜明特质，是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

山大的文化传统是一代代山大人铸造、积累和传承
下来的，做山大文化的传承者和传播者，是所有山大人
共同的责任。在我看来，物质层面的大学，是外在的、基础
的，主要由行政系统来主导管理；学术层面的大学，是本
质的、发展的，主要由教授来主导，就是我们所说的教授
治学；而文化层面的大学，是内生的、灵魂的，其塑造者和
传承者包括在校的老师、学生和已经离校的校友，而校
友更是传承和传播大学文化传统的生力军。因为社会对
一所大学的评价，通常不会囿于没有生命力的办学指
标，而更多地会从对其所培养的毕业生的感性认知出
发，所以，你的一举一动就代表了社会对山大的印象，你
就是山大的名片，你就是山大的形象代言人。

亲爱的同学们，在大学时代你已经参与了传承和建
设山大文化，今后，不管你是步入社会，或者继续深造，将
母校的优秀文化播扬出去，以此为任，自我砥砺，并以实
际行动不断丰富其精神内涵，你依然责无旁贷。

(山东大学校长张荣在 2014 年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有删节)

山东大学校长张荣：

做山大文化的

传承者和传播者

一年一度的大学毕业季刚结
束，得益于网络的发达，原本专属
毕业生的校长毕业致辞，已经超越
了对学子的祝福与期许，逐渐成为
展现一位校长乃至一所大学个性
的独特舞台。

中国现代大学之路已走过百
年，不同时代的大学校长们，给毕
业生的赠言既印刻着鲜明的时代
特征，也有一些共同之处：鼓励大
学生珍惜大学精神，莫抛弃学问，
多做利国利民之事……

校长的毕业致辞不乏经典之
作。近的有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

“根叔”的连珠妙语，远的则有蔡元
培、胡适、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
等大教育家别具一格的“训词”，很
多现在读来仍觉言之恳切。比如，
1934 年的大学毕业季，青年导师胡
适在大公报上发表的《赠与今年的
大学毕业生》提出了“毕业就失
业”的问题。当时中国大学生尚不
足总人口千分之一，胡适便很有
预见性地判断：“中国社会已不是

一张大学文凭就能骗得饭吃的
了。”

当然，也有一些校长的话，让
人读来生出许多抚今追昔之感。比
如，清华老校长梅贻琦那句关于大
学的经典论述：所谓大学者，非谓
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北大校史馆里有这样八个大
字：“温故知新，继往开来”。这是校
长们的期许，也是我们编辑此专题
的初衷。在这个毕业季，听听“校长
如是说”，远行之际，勿忘初心。

校长如是说【【编编前前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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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

每个北大人的人生不可复制
同学们，变革是当今时代的主

题。包括我们所身处的燕园，每天也
都在发生着许多细微但深刻的变化。
我们的北大，正变得更加国际化、更
具包容性，也更充满了创新的活力。
这一切的变化，是所有的北大人，包
括在座各位同学共同努力的结果。

那么，在这个快速变革的时代，
北大人应如何作为？我们除了与时俱
进，紧紧跟上时代的潮流，更需要坚
守什么？哪些东西需要不断变化，而
哪些东西又亘古不变？利用这个机
会，我想和同学们一起探讨。

今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北大，与我们共度校庆和“五四”青年
节。在师生座谈会上，总书记给大学
生算了一笔“人生账”：“现在在高校
学习的大学生都是20岁左右，到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很多人还不
到30岁；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
化时，很多人还不到60岁。也就是说，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你们和
千千万万青年将全过程参与。”

同学们，总书记指明的这笔“人
生账”，不就是摆在你们面前的历史

“际遇”和“机缘”么？总书记还以“人
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为喻，
勉励青年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
勤学、修德、明辨、笃实，身体力行，努
力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创造
自己的精彩人生。

“五四”运动的先驱、北大校友罗
家伦先生在《写给青年》一书的序言
中说：“我们不能背着时代后退，我们
也不能随着时代前滚，我们要把握住
时代的巨轮，有意识地推动它，进向
我们光辉的理想。”在“五四”时代，他
们那一批“90后”通过对旧思想、旧文
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在改造国民
性的基础上，重塑人的灵魂，实现了
中华民族的觉醒，也开启了中国现代
化的征程。以“爱国、进步、民主、科
学”为核心的“五四”精神，成为指引
一代又一代青年奋发图强的精神灯
塔，也为当代中国构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因子和
思想资源。

面对纷纭复杂、瞬息万变的世
界，如何实现“小我”与“大我”的协同
进步？是被社会的惯性所牵引，还是
追随自己内心的召唤？是选择安逸的

生活，还是选择奉献和付出的人生？
在面临严峻的现实时，是选择放弃，
还是义无反顾地前行？是做愤世嫉俗
者，还是积极的建设者？在此，我对大
家有三点希望：

一是希望大家坚守“砥砺德行，立
己立人”的道德追求。宋代理学家杨时
曾说“一德立而百善从之”，无论什么
时代，砥砺德行对于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都具有基础性的重要作用。只
有个人的德行修养立得住，才能推己
及人，影响和教化别人。“君子之志于
道也，不成章不达。”在我们身边，就有
许许多多坚守本心、德行高尚的前辈，
他们的坚守让我们在时代波澜中看到
了北大人默默担当的身影，感受到了
北大人浓郁沉淀的家国情怀。

二是希望大家坚守“守正笃实，
久久为功”的平和心态。今天在这里，
我想跟大家分享哲学系汤一介先生
治学的例子。作为老一辈哲学家，编
纂一部能够挖掘传统文化的真精神、
呈现中国儒学源流的《儒藏》，是汤先
生长期以来的愿望。2002年，经过反
复论证，汤先生将编纂《儒藏》的设想
提交学校和教育部并得以正式立项。
这一年，76岁高龄的汤先生受命成为

《儒藏》工程首席专家。《儒藏》工程是
一项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大基础性国家文化工程，也是一项
迄今为止人文社科领域规模最大的
国际合作工程。《儒藏》“精华编”收入
中外儒家典籍650余种，约计2 . 6亿字；
而“大全编”则收入儒家经典著作
3000余种，约10亿字；此外还将编纂著
录两万余部“儒家经典文献总目”。面
对这项浩如烟海又繁琐庞杂的巨大
工程，已是耄耋之年的汤一介先生义
无反顾。他说：“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
复兴的过程中，必须有中华文化的复
兴来配合。今天，我们编纂《儒藏》可
以说正在实现着400多年来中国学者
或者说是中国人民的梦想。我最大的
心愿就是把《儒藏》编好，将儒家文化
瑰宝系统全面地收藏，成为全世界最
权威的范本，之后一百年内不会有人
超过。”汤先生秉持着这样的赤忱之
心，在本该颐养天年的年纪，仍然不
遗余力地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
这种守正笃实、久久为功的精神，值
得大家用心学习。

三是希望大家坚守“宠辱不惊，
自信自励”的人生哲学。随着人生阶
段的转变，你们将迎来一个更加复
杂、更加多元的世界。面对信息时代
各种思潮的相互激荡，面对纷繁芜杂
的社会现实，同学们可能一时会有些
疑惑、彷徨和失落。这是正常的。但我
希望，你们在偶尔“吐槽”之余，勇做
积极的建设者，化难为易，化压力为
动力，化自卑自满为自信自励，宠辱
不惊，处之泰然。不久前，阿里巴巴集
团董事会主席马云先生在北大演讲
时说：“今天很多年轻人抱怨这不对、
那不对的东西，可能正是我们可以发
展的机会。与其抱怨，不如把它变成
现实。”改变别人也许很难，但改变自
己只需要坚持。我校国际关系学院潘
维教授也讲过一段很有启迪性的话：

“我们昨天的理想，决定了中国今日
社会的现实。如果你们今天对现实不
满，那么你们的理想就是祖国的未
来。我希望这未来不是更堕落，而是
更美好。”美好的未来就掌握在各位
自己手中，希望大家不畏难、多历练，
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努力
完善自我，抵达“踏遍青山人未老，风
景这边独好”的人生新境界。

同学们，时代在变，北大人“爱
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不会改
变，“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
不会改变，“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
胸怀不会改变，“以天下为己任”的抱
负不会改变，“常为新”的奋斗精神和
创新意识不会改变！这些带有“北大
印记”的精神特质，应当就是我们在
大变革时代永远不变的坚守。

同学们，我一直认为，北大是不
可复制的，每一个北大人的人生也是
不可复制的。希望大家永远不要被喧
嚣、浮躁所迷惑，请勇敢地做你自己，
一个更好的自己，做一个堂堂正正、
独一无二的北大人。

最后，我想把自己思考和酝酿已
久的一句话送给在座的各位同学，

“一个人的一生，要有追求，要有方
向。如果你能在年轻的时候确立自己
的目标，你就会节省很多时间，走更
少的弯路，你离自己梦想的距离就会
更近，实现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在2014年
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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