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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大校长徐显明谈“大学与人类文明”

“没有道德的教育是一种罪恶”
本报济南11月27日讯

27日，第10期齐鲁大讲坛

在济南开讲。山东大学校长徐

显明作为主讲嘉宾，讲述了大

学与人类文明的有关话题。徐

显明认为，现代教育的功能是

达成人与人平等的社会手段，

应该以实现每个受教育者的机

会均等作为价值取向。

“每个人都有资格关心

教育，每个人都有权利谈论

教育。”开场白中，徐显明从

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解释了教

育的重要意义。在这场题为

《大学与人类文明》的讲座

中，徐显明从大学的起源和发

展历程、现代高等教育的特征、

什么是现代大学、大学的功能

等角度出发，向听众阐述了他

所理解的大学之道。

徐显明认为，现代教育

的本质是引领人的灵魂、激

发人的善性，“没有道德的教

育是一种罪恶，教育当中不

允许有任何腐败”。通过对教

育功能的理解，他认为现代

教育区别于古典教育的重要
体现是，古典教育的受教育

权是一种特权，而现代教育

中受教育机会和权利是每个
人都享有的，教育是达成人

与人之间平等的社会手段。

徐显明说，现代教育的价

值取向应该是受教育机会的公

正性，“应该以实现每个受教育

者的机会均等作为追求”。

现场听众中既有大学
生，也有长期关注教育的热

心市民。省实验中学高二学
生小许说，徐校长的讲座让

她在憧憬之余对大学教育又

增添了一分信心。

讲座最后，徐显明回答

了听众关于高考改革、大学
生就业等方面的问题。

齐鲁大讲坛由省委宣传

部、省社科联和齐鲁晚报联

合主办。

一个半小时的主题演讲

结束后，一张张写满现场听众

问题的纸条递到徐显明手中，

徐显明一一做出了回答。

山大特色

就是世界水平

有听众问，山东大学的办

学目标是“山大特色，世界一

流”，为什么不提“山东特色”？

徐显明举了个例子：“有

一次在北京，校友会上来了三

位山大校友，我说，你们三个

人足可以决定中国人的生活。

一位是中石油的老总，一位是

国电的老总，还有一位是中粮

的老总，我们的生活，谁能离

了这三样东西？”

“所以我们培养出来的人

得有特色，是领袖型的人才，

这是我们山大的软特色。”

“此外，山大还要有硬特

色，那就是一定要有被世界认

可的学科。”徐显明说，山大的

学科走向世界的时候，是代表

着中国走向世界。在参与竞争

的时候，不是和中国的大学进

行竞争，而是和世界上最好的

大学进行竞争。
“像山大程林教授所做的

热科学研究，比美国宇航局的

标准都高出一些，这就是世界

水平。”徐显明说，“山大特色

就是世界水平。山东有很多特

色，这些特色只能成为我们山

大的资源。”

青年人

一定不要随波逐流

在回答怎样能够通过教

育培养青年人的崇高信仰这

一问题时，徐显明说，“人的信

仰实际上是你最终做的一种

价值选择。年轻人一定不要随

波逐流，当大家都去做某件事

情的时候，如果你也在其中，

那么最终你就会和大家一样，

所以树立人生崇高目标的人，

从开始可能就与众不同。”

“崇高的信仰是个很大的问

题，我想它是一步一步走出来

的。你可以设定一个大的目标，

每一个大的目标一定要分阶段

实施。”徐显明说，“就好比跑马

拉松一样，你的目标是每一棵

树，这棵树跑过去的时候你要看

下一棵树，无数棵树加起来就是

你实现最终目标的时候。”

山大目标

为啥是山大特色

而不是山东特色

大学之大还要有把大德、大

学问和大爱集于一身的大师。大

家可能都知道梅贻琦先生有一句

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

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什么是大

学？大师就是大学，大学的水平是

由大师来代表的。

那么大学里边还有什么？我

认为大学里边还应该有“大树”。

这个“大树”，我讲的不是我们看

到的植物，这个树代表着这个学
校的传统。

好的大学一定要有优良的传

统，这个传统本身，就构成了这个

大学的生命力的一部分。所以大

学里边有“大树”，表明这个大学
有优良的校风和优良的传统。

现在的大学真的不需要大楼

吗？我认为大学里边一定要有“大

楼”。这个“大楼”我讲的也不是建

筑物。“大楼”应当是这个大学的

办学条件，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应

该转化为这个大学里教授们的物

质生活条件。

没有“大楼”是养不住大师

的。没有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没有

好的设备，你是请不来大师的，所

以大学里边需要有“大楼”。

大学还要有“大树”

大学之大首在大德，《大学》

里边有解释，“大学之道在明明

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大学的德和社会的德、政府
的德有巨大的区别。大学是道德

高地，要承担民族的责任。以山东

大学为例，它设立的时候有一份令

人骄傲的章程，其中解释大学的道

德，叫“公家设立学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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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看，

大学从设立的时候，就是把天下的

责任和国家的责任承担下来。

大学之大，还表现为大学里边

一定是有大学问的，社会上没有的

学问，要到大学里边去找。

大学之大还表现为大学里边

有大爱。大学是一个爱真理、爱学
术的地方，对真理和学术爱到什

么程度？当老师和真理发生冲突

的时候，我宁可不爱老师我也要
爱我的真理。

若只有一把椅子，校长得让给教授坐

那么大学当中这个“学”怎么

理解？第一个，大学之学表现为我

们是学府。

在大学里边，我们是以学术

为标准的，谁的学术水平高，谁就

是这个大学的权威，谁的创新能

力强，谁就在这个大学里边受到

尊重。因为大学里有很多学科，所

以大学里边的权威不止一个。

在大学里边，最高权威不是

校长，应该是学术的代表，这就是

学府。

那么学府里边有什么人呢？“学
者”和“学生”。学者之间组合起来，进

行共同的研究，就构成“学科”。所以

一个大学有名还是没名，要看你

有没有代表性的学科。

把上边的“大”字和“学”字结

合起来，这些要素都具备了，这就

是我所理解的大学。

大学里边最高的权威不是校长

大学要有大德、大学问、大爱、大师、“大树”和“大楼”

徐显明妙论大学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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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这

个词很古老，

大学这个“大”

字和这个“学”

字分别代表着

什么？

大学是学

府，谁的水平

高 谁 就 是 权

威。

大学之大，首在大德

理解了大学是什么，我们还

要问大学应该怎么办？

要把培养人作为大学的根本

使命。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是大学
永恒的主题。我们的大学规模的

发展，迟早有饱和的一天，但是质

量的提升没有止境。

学科建设是大学的龙头工

作，没有一流学科就建不成世界

一流大学。

师资队伍建设始终是大学的

主体工程。抓大学抓什么，就是抓

师资队伍建设。有什么样的教授

就有什么样的大学，有一流的教

授你就是一流的大学，有三流的

教授你肯定就是三流的大学。

大学的管理，它的目的是为
学术提供服务。在山东大学我有

一个“一把椅子”的理论：校长、处

长办公室里边如果只有一把椅
子，谁来坐呢？当教师进来的时

候，有权利坐这把椅子的是教师，

校长和处长要站起来，把椅子让

给教师。

校长不是管教授的，大学里

边要去行政化，在大学里边拥有

至高无上地位的是教师而不是

校长，这就是“一把椅子”的实

质。

(本文根据演讲录音整理，标

题为编者所加，稿件未经徐显明

本人审阅)

徐显明在做演

讲。

本版采写：

文/本报记者 杨凡

片/本报记者 徐延春

听众在认真听讲。

12月4日，华东师范

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现

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

副所长许纪霖将做客齐

鲁大讲坛，畅谈《如何从

富国到文明：现代中国的

强国梦》，具体时间地点，

敬请留意齐鲁晚报报道。

下期预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