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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致辞，各名牌大学校长都说了啥

走走，，一一起起去去听听校校长长训训话话

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

行大学之道 成君子之风

*你们都是以高分考进来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所熟知的知
识和认知都是对的

*不唯书、不唯上、不从众
*独立并不难，从众更易，既

善独立又能合作，才是最难的

做清华人，首先要养成独立的
人格。独立人格，是做人的核心品
性，它来自于独立的思考、大胆的
质疑和批判性思维。同学们，你们
都是以高分考进来的，但这并不意
味着你们所熟知的知识和认知都
是对的。从现在起，你们要学会质
疑，要善于质疑，要勇于挑战。“破
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敢于质疑
和挑战，就迈出了“不唯书、不唯
上、不从众”的第一步。

做清华人，就是要有积极主动
的态度。坦率地讲，你们以往的高
分，大多来自应试教育环境中对于
特定问题所寻找的标准答案，而大
学需要的是自己主动去寻找问题。
只有充满激情地去探索、去思考，
积极主动地投入和行动，你的大学
生活乃至人生才会更加精彩。在清
华，按部就班、三点一线的生活是
远远不够的，必须积极、热情、专
注，主动地去做一些有挑战性的事
情，自己去发现一些活跃的思想、
领域和团体。

做清华人，还要学会包容和欣
赏。对于你们而言，有了高分，更要
懂得尊重别人，理解别人的情感，
学会与人沟通。独立并不难，从众
更易，既善独立又能合作，才是最
难的。你们要在集体中深刻理解团
队的重要性，学会与同学们相互了
解和理解，包容彼此的不同，学会
欣赏多样性。

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

守正笃实 久久为功

*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扣
好

*要有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
劲头，不要目光短浅，为急功近利
所驱动

*从“扫一屋”做起，方能“扫
天下”

当你四顾茫然时，请不要急
躁，路永远都在自己的脚下。对于
很多年轻的北大人来说，缺少的往

往不是雄心壮志，而是“守正笃实，
久久为功”的精神。在今天这堂开
学第一课上，我想送给各位新同学
的，也正是这八个字。

守正，就要有主心骨。做人不
能没有主心骨。没有挺拔的脊梁，
再光鲜亮丽的外表也只是浮华，一
个人没有精气神，没有积极向上的
价值观，这个人是立不起来的。

1919年7月，北大教授胡适在
“少年中国学会”演讲时，提到三种
人生观是“少年中国”的“仇敌”：

“第一种是醉生梦死的无意识生
活，第二种是退缩的人生观，第三
种是野心的投机主义。”

虽然时代已经改变，但这三种
错误的人生观并没有完全失去市
场，仍然值得我们警惕。希望同学
们把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扣好，
传承和发扬北大精神，积攒和激发
正能量，铸就守正、刚毅的主心骨，
再来观察社会万象、制订人生规
划，那时对一切疑惑和彷徨就会洞
若观火、清澈明了，也自然能作出
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笃实，就是要脚踏实地，埋头
苦干。不同的人生阶段，有不同的
主题。现在同学们来到北大，未来
几年的主题毫无疑问应当是“求
学”，研究学问最要紧的是踏实、勤
奋，是老老实实、一丝不苟的态度
和苦学、苦干、苦熬的工夫。

久久为功，就是要有“咬定青
山不放松”的定力，有持之以恒的
毅力。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不可
能总是一帆风顺的，难免遇到荆棘
坎坷。不能见风就是雨，不能当墙
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如果这
样，就做不了大学问、大事业。各位
要想获得成功，就要付出比别人更
多的艰辛和努力，希望各位同学要
有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不
要目光短浅，为急功近利所驱动。

当然，胸怀大志的同时，也要
着眼于小事情，从“扫一屋”做起，
方能“扫天下”。

南京大学校长陈骏：

崇德修身 奉献求真

*以名利为目的的将蝇营狗
苟、迷乱一生

*要成就大学问、大事业，就
必须保持平静的心态，练就专注的
本领

程开甲院士是我国著名物理
学家、“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是
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的创建者和
领路人。他的科学生涯给了我们很
多启示，他的成功之道就在于一
生追求奉献。其中有几点我
想在这里和同学们分
享。

一是要
登 高 望

九月，开学季。经历高考鏖战的万千学子走进心仪的大学校园，除了军训这道必不可少的“例牌菜”外，大学校长的迎迎新
演讲成了近年来各大学校开学典礼上最值得期待的“头牌菜”。

大学迎新，校长讲话，不仅是一场年度典礼，更是展现校长个人魅力、宣示高校办学理念的舞台。小编整理了五家知名名高
校校长的迎新致辞，为您奉上最新的大学校园“头牌菜”。

本报记者 高倩倩 综合整理

远，立志成才。学生时代是立志成
才的黄金时期。青年时期牢固树立
远大理想，人生道路就会越走越宽
广，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都
能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坚持远大
理想，就是要把个人成长成才融入
祖国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之中，以实
际行动创造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
代的业绩。

二是要脚踏实地，虚心求知。
求知识，求真理是大学生的基本任
务。大学的青春时光，人生只有一
次。这个时期有老师指点、同学切
磋、书籍引路，可以心无旁骛地求
知问学，必须倍加珍惜。为学之要
贵在勤奋、贵在钻研、贵在有恒。

三是要崇德修身，以德润才。
立德树人是大学的根本使命。道德
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
性意义，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
修身。对当代青年而言，更要坚持
以德领才、以德润才。

不同的人生追求决定着不同
的人生态度。以享乐为人生目的，
将庸庸碌碌、空虚一生；以名利为
人生目的，将蝇营狗苟、迷乱一生；
以奉献为人生目的，将通往成功，
快乐一生。很多事物看似平淡无
奇，却不可或缺。那些在基层一线、
平凡岗位无私奉献，做出不凡业绩
的人，才是可亲、可敬又可学的。在
现实生活中，甘于奉献的人才是快
乐的、幸福的。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

大学是一个悟道的过程

*大学生活，就是一个悟道的
过程

*教学的内容设定只为了“就
业”这个唯一目标，这样的教育是
在自弃，不是育人

由于现代职业极度分化、多元
化，随之也导致高等教育的过度专
业化。各类明确的职业指向使各种
专业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让教
育的意义变得越来越窄。教学的内
容设定只是为了“就业”这个唯一
的目标。这样的教育其实是在自
弃，不是育人。按照怀特海德的说
法，如果你仅仅只想学一些专业技
能的知识，那么你是非常卑微的。
因为纯粹的专业知识的学习，并不
能够保证你真正能够学好专业，有
时反而会扼杀你的文化生活和专
业精神的基础。虽然专业知识是必
须学习的，但是来到大学作为学生
来讲，更重要的实际上是一个悟道
的过程。

学习一定要悟道，悟道是获取

智慧的过程。悟道这个过程我想是
不太可能通过网络或者软件来完
成的。网络上的论坛无法完整地复
制现实当中的讨论这样一种微妙
的互动关系和各种现实对话中的
丰富性。悟道的过程实际上是贯穿
于学生和学生、学生和老师之间微
妙的互动关系当中的，这种微妙的
互动关系才是大学教育的精髓所
在。在现代技术的挑战下，大学应
将教育、教学更多地转向传道意
义上的智慧教育，即授人以渔，以
传授思维方法为主的教育。这种
转变与其说是变革，还不如说是
高等教育的某种回归，回到古代、
古典关于教育的定义，回到更加注
重智慧传授的教育，回到中国人说
的传道。

浙江大学校长林建华：

要学会“即事而穷其理”

*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内
在理性

*多阅读人类千百年沉淀
下来的经典名篇，少看那些粗
制滥造的花边传闻

在浙大最重要的是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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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有这
样，在毕业之后，才能不贪图享
受，内心质朴强大，成为服务国

家、服务人民、转移国运、引领未来
的人。

同学们，今天的学习是为未来
做准备，未来充满了神秘，也充满
了挑战与诱惑。几天前我看了一部
电影——— 斯派克 - 琼斯编导的

“她”，讲的是作家西奥多偶尔使用
了由操作系统虚拟出来的萨曼莎，

“她”睿智、幽默、敏感，使作家深深
迷恋，不能自拔。这提出了一个严
肃而深刻的命题，在信息和智能高
度发达的未来，人们如何保持和认
识自我！尽管这是一部未来洛杉矶
的科幻电影，却让人感到距离我们
如此之近。高度发达的智能信息服
务，可以让你在虚拟世界中纵横驰
骋，也可以使你沉迷于虚幻和虚
荣，忘却现实世界的艰辛和应担当
的家国责任；可以让你在转瞬之
间，行万里路，知天下事，也可以使
你充斥焦躁与不安，失去理性的独
立与判断。

我建议大家，多阅读人类千
百年沉淀下来的经典名篇，少看
那些粗制滥造的花边传闻；多用
批判眼光审视现成的结论，而不
是盲从和迷信所谓的权威；多花
时间参加集体活动，锻炼沟通交
流能力，而不要沉湎在虚拟世界
的幻觉之中；更多地去学习和培
养自己“科学的方法，公正的态
度，果断的决心”，而不是把生命
浪费在眼前的急功近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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