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与文化息息相关。从广义上，教育属于大
文化范畴，而校园文化则是文化建设的具体内容
之一，是大学精神的具体体现。所谓校园文化，是
以校园为主要空间，以学生为主体，以课余的文体
活动、文学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与交流活动为主
要内容的群体文化。我国历来有“见物不见人”的
偏向，即重视学校的硬件条件而忽视软件条件，认
为硬件看得见、摸得着，是物资性能够起作用的东
西，误以为软件是虚无缥缈的，似乎无足轻重。有
鉴于此，我就特别强调校园文化的建设，它是文化
力在办学中的表现。从本质上说，文化的价值在于
推陈出新，如《礼记·大学》的名句所说：“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因此，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创
造，这也是我强调校园文化建设的目的之所在。

英国牛津大学前校长科林·卢卡斯曾深刻地
指出：“大学可以成为创新的发动机。”在谈到中西
教育差别时，他指出：“提出挑战性的质疑，恰恰是
聪明的中国学生所欠缺的。”大学要成为创新的发
动机，需要创新校园文化环境的滋养，需要培育独
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哈佛大学前校长陆登庭也介
绍了他们的经验，他说：“哈佛大学给予学生最宝
贵的财富，就是自由的公共发展空间。”而且，他自
问自答地说：“什么样的条件才能产生最好的研究
和教育？在哈佛，创新的空间随处可见。”他所指的

空间，就是校园文化环境，是充满创新气息的大学
精神。

我们不无遗憾地说，中国没有一所能够称为
“创新发动机”的学校。目前，我国在科学（物理、化
学和生理与医学）领域的诺奖依然是空白。不仅如
此，几乎在所有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设立的单项
大奖仍然是零记录，如菲尔兹奖（数学）、图灵奖

（计算机）、沃尔夫奖（物理、化学）、爱因斯坦奖（物
理）、推维茨奖（医学）、维特勒森奖（地质学）、泰勒
奖（环境生态学）、普利策奖(新闻）、格莱美奖（音
乐、美术），等等。这绝非疏忽或是不公，而是我国
学术界创造性缺失的表现。

●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授
予了法国著名作家莫迪亚诺，
有些出人意料，但又合乎情理。
这是诺奖评委会对严肃文学创
作的推崇，也是对坚持严肃文
学理想的人们的一个激励。在
这个意义上，日本著名作家村
上春树未能获奖，是自然的，也
是必然的。

——— 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

●有理想的文化工作者，应
该在自己的传统土地上寻找资
源，创造属于中国的形象和符号，
承载属于中国自己的情感和想
象，中国文化发展到了今天这个
时候，可以有所作为了。

——— 作家谢有顺谈对于
“哆啦A梦”日前遭中国一些媒
体质疑时说

●一年一度的除夕到来
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
全世界各地的华人，他们都以
血脉和文化的名义分散或聚拢
在一起时，你要给他不看春晚
的权利和选择。这种权利不是
他不看他可以关掉电视机，而
是他不看这个春晚，可以选择
另外的。

——— 作家阎连科问：央视
春晚还有必要再办吗

●我父亲一生所扮演的身
份，看似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学
者，但这只是表象。他其实是一
位战士，那么，他都在与谁战斗
呢？他一生最大的敌人，就是平
庸！他一直都在与其战斗，而现
在，从结果来看，他是很荣耀地胜
利了。

——— 文坛传奇人物张贤亮
逝世，其子为父撰文

●很多人都说，不管你站
在画像前方的哪个位置，感觉
主席的目光都会注视着你。其
实这并不神秘。毛主席画像是
一张平面像，眼神平视前方，如
果绘画者的基本功到位，准确
表达人物的神态，画出的画像
就会呈现上面所说的效果。

——— 1978年8月起担任绘
制天安门毛泽东像工作的邢秋
成揭开谜底
实习生 张俊其 周一 整理

创新校园文化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是使大
学成为“创新发动机”的必要条件。那么，我们怎样营
造创新校园文化呢？首先，在大学开设创造学方面的
系列课程。自20世纪30年代，创造学作为一门学科在
美国诞生，可是，创造学于20世纪80年代初才传入我
国，而且由于传统思想的阻扰，在实施创造教育方面
困难重重。我国大学毕业生创业人数仅有2%，而成功
的不到1%，与美国大学生20%-23%的创业率相比，差
距实在太大。

其次，普遍开展多学科的讨论会，促进交叉学科
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的学生社团多得像
雨后春笋，其中，有一个叫“快乐学院”的社团，是那时

武大创新校园文化的一个缩影。这个社团实际上是一
个多学科讨论会，参与的学生也是一批富有创造力的
人。他们每次聚集都带来新见解，又随时准备批驳别
人的观点。他们的宗旨是，为了不一致才走到一起，以
获得新知为最大的快乐。我是这个“快乐学院”的顾
问，他们经常一人主讲，其他人群起攻之，使主讲人下
不了台。但是，他们彼此没有隔阂。

第三，设立创新奖，激励每一个创新者。创新奖应
面向学校每一个人，包括教师和学生，因为在营造创
新校园文化方面永远没有旁观者。美国管理学家米切
尔·拉伯夫曾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管理原则，这个原则
就是奖励，因为奖励是对创新的认同、肯定和支持。

对于中国人缺失创造力的问题，国际各界早有尖
锐的评价，只是我们充耳不闻罢了。例如，委内瑞拉驻
新加坡大使阿尔弗雷多·托罗·阿迪评论说：“中国人
的思维受铁的纪律和条条框框的束缚，丧失了自己飞
翔的能力。这样一个社会，似乎更适合在明确的指令
下繁荣，精英负责思考，其他人负责追随，而不利于鼓
励个人的创造力。”他进一步分析说：“在这样的模式
下，中国永远不能产生像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

这样的人物。”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缺失评判精神呢？我认为主

要原因有三：首先是儒家中庸之道的思想影响很深，
许多人无形中接受了“和为贵”和“求同存异”的传统
思想。其次，不少人读书蜻蜓点水，不求甚解，也提不
出新的见解。再次，中国人思维的特点之一是同向思
维，也就是趋同思维，他们信奉“附和哲学”。从创造学
上说，没有异见，就不可能有创造发明。

1 “提挑战性质疑，是聪明的中国学生欠缺的”

2 不少国人属趋同思维，信奉“附和哲学”

3 为了不一致才走到一起，以获得新知为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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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学学如如何何成成为为
创创新新的的发发动动机机

我国历来有“见物不见人”的偏向，即重视学校的硬件条
件而忽视软件条件，认为硬件看得见、摸得着，是物资性能够
起作用的东西，误以为软件是虚无缥缈的，似乎无足轻重。有
鉴于此，我就特别强调校园文化的建设，它是文化力在办学
中的表现。

文/刘道玉

4 应当奖励那些有价值的失败行为

我们还应当奖励那些有价值的失败行为，道理很
明显，没有失败哪里会有成功呢？美国硅谷之所以为
世界各国所效仿，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创新谷”和“创
新场”。“场”是物理学上的一个概念，它的实质是相互
作用力的形态。创新一旦形成了场，说明它的作用无
处不在。美国硅谷文化鼓励冒险，宽容失败，支持竞
争，保护公平。可是，我国的一些教育理念对失败并不
宽容，所谓的“胜者英雄败者寇”就是这种思想的集中

反映。这种思想的社会基础非常深厚，导致许多人因
怕失败而不敢冒险。冒险是一连串的追逐想象力的游
戏，一旦想象力枯竭，哪里还有创造力呢？

一所大学能否营造创新校园文化，从根本上说决定
于大学的校长。创新是校园文化的核心，而校长是大学
的灵魂。我国现在约有2000所大学，如果百分之一的大学
能够成为“创新发动机”，那么我国就能够提前建设成为
创新型国家。（作者为武汉大学原校长、著名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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