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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新起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兴校之魂

曲师大校史馆经过精心筹
备、规划、建设，以崭新的形象
浓缩了曲阜师范大学60年来的
办学成就——— 圣地学府·甲子
华章。

走进校史馆，曲师大的校
徽映入眼帘。校徽是采取了外
圆内方的结构模式，圆内以木
铎为主要的构图要素，铎之中
为二人对坐论学，二人成仁，直
观的诠释了学校对教育本质的
理解：知识传播自二人始，教育
自二人始，仁爱之心也是自二
人始。

校史馆内的第一篇章“斯
文在兹”，介绍了60年来无数志
士学人汇聚圣人故乡，创办了
世人瞩目的曲阜师范大学，并
在 这 里 6 0 年 如 一 日 的 精 耕 细
作。第二篇章“洙泗弦歌”，展示
了学校发展的历史脉络。在名
为“崇学尚教”的第三篇章，介
绍了自建校以来呢，学校为国
家 的 教 育 事 业 和 经 济 社 会 发
展，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强有力
的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

此外，“邃密群科”、“经世
致用”等几个篇章，不仅介绍了
学校60年来在科研项目中取得
的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也涵
盖了改革开放以来曲阜师范大
学立足国家发展战略，积极融
入山东黄蓝经济区、鲁西经济
隆起带建设，对接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需求，继承实学传统，构
筑产学研三位一体服务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体系。

本报记者 汪泷 黄广华

圣地学府

甲子华章

本报济宁10月18日讯 (记
者 黄广华 汪泷 通讯员
宋广新 ) 六十载育桃李斯文
在兹，一甲子著华章与时偕行。
17日，曲阜师范大学举行建校
60周年庆祝大会。来自俄罗斯
秋明国立大学等11所国外友好
学校代表，山东大学等近40所
国内兄弟高校代表，以及中科
院院士王恩多，首届国家教学
名师朱德发教授等360名校友
代表与学校师生一起见证这一
时刻。

“60年前，在租来的校舍中
开课的“山东师范专科学校”，
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所办学条
件优良、学科门类齐全、培养体
系完善、教学科研实力突出、师
资力量雄厚的山东省重点大
学。目前，学校已为社会输送了
48万余名合格毕业生。”曲阜师
范大学党委书记荆兆勋说，60

年，一个甲子。这是学校发展史
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更
是学校事业发展的又一个崭新
起点。

曲师大扎根曲阜60年，依
托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致力
于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普及和传
承创新，在儒学和传统文化研
究领域，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和
优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标志
性成果，跻身全国经学研究重
镇。诞生了《中国儒学史》《孔子
家语通解》《论语诠解》等一系
列填补学界空白、引起社会极
大关注的重大成果。正在进行

中的“历代孔府档案文献集成
与研究全文数据库建设”，是山
东省属高校仅有的国家社科重
大招标课题，学校连续五年蝉
联山东省社科成果一等奖，连
续两年跻身教育部门人文社科
立项全国十强。今年9月19日，
我国首个教育大数据研究院在
曲阜师范大学揭牌成立，随后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华东分社
又正式落户该校。

曲阜师范大学校长戚万学
表示，庆祝曲阜师范大学60周
年华诞，既是对光辉历史的检
阅，也是新的跨越的开始。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学校将始终
把培育英才作为兴校之本，把
繁荣学术作为强校之基，把弘

扬优秀文化作为兴校之魂，朝
着孔子家乡百年名校的宏伟愿
景奋力迈进。

在庆祝大会还宣读了曲阜
师范大学名誉校长、诺贝尔奖
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
教授专程发来的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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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65年毕业于曲阜
师范学院 (曲阜师范大学前
身)化学系的王恩多。”校友代
表中科院院士王恩多刚走上
讲台，便满怀深情的说，毕业
至今半个世纪，我从年轻姑娘
变成了老太太。在曲阜师范学
院的那四年，令她“永远牢记，
终身不忘”。

当年的王恩多因为是个
落榜生，曲阜师范学院发给她
的一封珍贵的录取通知书，给
了她走进大学学习的机会。时
至今日，她还记得当时的教授
的教导，“希望我的学生们德
才兼备，各个成才。”这一教

导，让王恩多终身受益。
王恩多回忆说，在中国科

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读
研究生时，从来没有感觉到基
础知识不如名牌高校的毕业
生。这让她感慨，曲阜师范学
院任课老师的润花著果，精心
培养、严格要求才使得她由白
丁成为具有为人民服务和继
续深造的能力。

71岁高龄的王恩多仍奋
战在科研的第一线，承担着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2个重点
项目和1个面上项目、一项科
技部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和上
海市重点基础研究项目。

17日，曲师大卓越校友、
原中共中央委员、黑龙江省
委书记宋法棠回到母校参加
校庆活动，并与中文系60级
师生欢聚一堂，共叙同窗之
谊，共话师生之情。

刚走进文史楼会议室，
宋法棠立即认出了当年的老
师和同学，叫出了每个人的
名字。他动情地说，很高兴
又回到母校。回想当年，我
们在曲园一起学习、一起
生活，度过了难忘的时光。
当他漫步校园时，来到学
校的西联教室，这里曾是
他学习的地方。回顾50多年

前在这间教室里读书的场
景，他还与同窗好友一起坐
下来合影留念。

在校史馆，馆内陈列的
许多历史照片和史料，勾起
了宋法棠对上世纪60年代大
学校园生活的美好回忆。在
电子书前，可以按照年份找
到毕业合影，宋法棠一页页
的仔细看着那个年代的照
片，仔细分辨那时候的同学、
好友。

宋法棠为母校取得的成
绩感到由衷的欣慰，对60年
母校形成的办学特色和办学
理念赞赏有加。

相关链接

中科院院士王恩多：

母校的栽培 我终身受益

原中共中央委员、黑龙江省委书记宋法棠：

师生欢聚一堂 共话师生之情

曲师大学子诵读《论语》名言名句。本报记者 黄广华 摄

曲师大学子在校史馆留影。
本报记者 黄广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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