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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家底提忠告还不忘“接地气”

校校长长说说的的
你都听懂了么

秋高气爽的九月，在父母的千般叮咛万般期待下，
大学“新鲜人”迈进大学校门，开启新的人生历程。校长
开学致辞无疑成了他们这段人生历程的“第一课”。

无论是忆往昔追溯历史还是谈前程展望未来，无
论是“晒家底”搬出教授师资还是“提忠告”亮出谆谆教
诲，大学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致辞已然不是例行公事
的“官样文章”，而成了传播教育理念的思想广场，成为
一笔值得全社会聆听的共同财富。又到开学季，校长们
依旧很忙。刚聆听了今年新鲜出炉“校长讲话”，校长们
说的，你都听懂了吗？

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是其
所在院校育人观念的集中体现，
一些知名大学的办学理念，则反
映着一个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态
度，时代在变化，观念在变迁，大
学校长们的开学致辞也不断在翻
新。

在我国的传统教育理念中，
倡导“学而优则仕”，在这种“官本
位”的教育理念影响下，人才的培
养和选拔忽视人的自由选择和个
性发展，更偏重于旧的伦理道德。
北大校长严复为此特别提出，教
育必须从德、智、体三方面提升学
生素质，全面育人。“五四”运动前
后，蔡元培在此基础上，提出“德、
智、体、美、群”五育并举的主张，
将“德育”放在首位。清华大学“终
身校长”梅贻琦则认为学校应该
培养“人”，而不是“机器”，强调做
学问与做人要统一。在多年后的
今天，这些观念和话语仍不过时。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学生在
开学典礼上听到的“校长致辞”多
是“战斗号角”。1962年的清华大
学迎新会上，校长蒋南翔强调“我
们学校是社会主义大学，要培养
红色工程师、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要求又红又专”。在当时的时代背
景下，校长们和社会对大学生的
期望是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艰
苦奋斗忘我劳动的工人阶级的战
士，这样的“战斗号角”也获得了
学生的认可和赞同。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
初，激昂的号角逐渐被平淡无奇
的“官样文章”取代。这一时期，试
图给大学校长更多办学自主权的
校长负责制改革试点暂停。大学
校长们打起了官腔，开学典礼也
和机关会议别无二致。有人这样
总结这一时期的校长致辞：开学
典礼上是“欢迎加几点要求”，毕
业礼则是“欢送加几点希望”。校
长们的发言居高临下，面目模糊。
台上领导念稿子毫无兴致，台下
的学生也提不起认真听的兴趣。

最近十年，市场竞争风潮刮
进大学校园。大学校长的开学致
辞也有了新内容———“晒家底”。
北大校长许智宏在2005级开学典
礼上历数北大优秀学者，从老校
长严复、蔡元培，哲学大师冯友
兰、张岱年，到杨振宁和李政道。
清华校长陈希则在2006年迎新时
强调该校著名教授、两院院士、诺
贝尔奖、图灵奖获得者数量。如
今，晒专家、晒教授等内容依然会
出现在一些大学校长的开学致辞
中。

近两年来，校长演讲的重点
开始逐渐回归到学生本身。2012

年，清华校长陈吉宁寄语新生“学
会做人；学会独立；珍惜青春”，
2013年，北大校长王恩哥要求学
生“做更好的自己”。

教育的目的不应该是功利性
的，而在于帮助受教育者了解自
己，发掘自己，从而成为更好的自
己。这种理念，复旦大学校长杨玉
良已连续三年在开学典礼上反复
强调。

演变史

从“战斗号角”

到“官样文章”

本报记者 高倩倩 综合整理

●“晒家底”很流行

近几年，随着市场竞争风潮
刮进大学校园，校长们的开学致
辞中“晒家底”的内容多了起来。
纵览今年各大“家底深厚”的高
校校长们的“开学第一课”，依然
可见“晒”的影子。

“今天的北大，学科齐全，大
师云集，文理医工交融并蓄，学
术资源得天独厚。”北京大学校
长王恩哥在今年的开学致辞中
提到，近年来，学校专门开设了

“才斋讲堂”，邀请各学科的名师
大家举办讲座。除了回顾辉煌历
史，还展示了“新鲜”的师资力
量，王恩哥校长为“晒家底”做足
了功课。

南京大学校长陈骏在题为
“崇德修身 奉献求真”的开学
致辞中提道：据不完全统计，新
中国成立以来，先后有270多位
南大学子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
士和工程院院士；在1999年国家
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人

员中，有6位是南大校友；在国家
科技奖励制度改革以后国务院
授予的24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
得者中，有5位曾在南大学习或
工作过。最新统计表明，改革开
放以后南京大学的毕业生中，当
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人数和获得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的人数均
名列全国高校第一。在人文社会
科学领域，更是群星璀璨、大师
云集。这些数字和名号无疑会让
学子们心生澎湃，心向往之。

追溯历史，是百年名校的保
留节目。清华大学必谈梁启超的
那场《君子》演讲，校训“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正来源于此。西南
交通大学的前身为1896年建立
的“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校
长在一次开学典礼上说：“我们
从海边开始远行，虽然一路南
迁，但心向大海；尽管饱尝磨难，
但不忘初心。因为118年来，我们
交大人信仰如锚，灵魂如海。”

●“接地气”挺重要

校长是一所学校的权威，但
权威不一定高高在上，他们正在
俯下身来。现在的孩子大都是独
生子女，从小生活在‘宇宙中
心’，在相对民主的家庭环境中
成长，有自己的发言权、决定权。
校长想走进学生心里，就不得不
站在与他们平视的位置。如何让
开学致辞“吸住”他们的耳朵，使
他们真的听得进记得住也是一
门学问。近年来，校长们的讲话
越来越“接地气”，“演讲稿”也都
下足了功夫。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侯
光明的讲话紧扣热点：近段时
间，我们总是能够看到某某明星
因为不法行为被行政拘留或刑
事 拘 留 ，其 中 也 有 我 们 的 校
友……我希望同学们吸取教训，
要警钟长鸣，要学会自律，要担
当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中国药科大学校长用电视
剧《士兵突击》来说明人需要一

种“认真、踏实和执着”的精神，
东南大学校长提到了电影《致我
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西南交通
大学校长讲完“大道理”后自嘲：

“95后的你们可能猛然发现，怎
么又是形而上、‘高大上’啊，我
们喜欢的是‘时间煮雨’，我们感
慨的是‘后会无期’。”

最“卖萌”的当属辽宁大学
校长黄泰岩的致辞：“我们如此
隆重而热烈地欢迎你们，因为你
们是辽大的小苹果，怎么爱你们
都不嫌多。”自称“黄大叔”的他，
致辞中“点赞”等流行词语信手
拈来。

有专家分析称，“接地气”是
一种社会进步。他同时指出，校
长讲话可以“生活化”，但不能

“低幼化”。“我们的确要尽量去
找共同话语，但也不是哄小孩
子。大学校长还是要通过广博的
知识、独到的观点、深邃的思想
去影响学生”。

●“提忠告”是主流

回忆历史、展望未来，还不
忘“卖萌接地气”的校长们使出
全身解数，目的只有一个：让学
生们学会怎么度过自己的大学
生活。这是个实际问题，也是校
长讲话的重要内容。

北京大学校长在让学生“守
正笃实，久久为功”的同时，也要

“管好自己的自行车”，停放整
齐。华南师范大学校长刘鸣在今
年开学典礼上说，学生要胸怀梦
想，志存高远；要勇于实践，丰富
阅历；要强健体魄，身心和谐。要
开拓进取，勇于创新，创造更加
美好幸福的明天。

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说：
“清华的同学，能否多关注一些
与今天的自己无关、看来无用的
东西，并由此建立起你的理想和
情怀。因为只有眼界开阔、视野
宽广的人，才能把目光投向与自
己无关的人、无关的事、甚至无
关的国度。”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建议
学生“在复旦悟道”，并呼吁大学
不能沦为“职业培训所”。浙江大
学校长林建华要求学生学会“即

事而穷其理”，成为一个有主张、
有作为、头脑清醒、不盲从、求真
求是的人。南京大学校长陈骏勉
励新生，一要登高望远，立志成
才，二要脚踏实地，虚心求知，三
要崇德修身，以德润才。天津大
学校长李家俊请学生“时刻铭记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胸怀与责
任”。

中大校长许宁生则表示，
“学校倡导‘人心向学’，强调同
学们要‘人心向学习’……把增
长知识、追求学术、学好本领、为
国服务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

“愿你们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
贡献自己的力量！”“愿你们胸怀
伟大理想，艰苦奋斗，学业有成，
早日成为一名对祖国建设事业、
对人类文明进步事业大有作为
的中大人！”

暨南大学校长胡军对新生的
希望相对更具体些，他提出了“四
个Learn”：要Learn to be(学会做
人)、 Learn to learn(学会学
习)、 Learn to do(学会做事)、
Learn to together(学会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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