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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文化建设刍议

韩 明 涛
（山东大学 党委宣传部，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摘　要］大学文化是大学生存发展的动力之源，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的引
导、推动力量，建设大学文化，是当前高等学校肩负的历史使命。只有在大学文化建设的现实需

要基础上，才能从大学文化的特点和内涵出发，阐释大学文化建设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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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文化是大学生存和发展的动力之源，是先
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创新和发展的

先锋。鉴于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及其所肩负的历

史使命，必须加强大学文化研究，进一步把握其内

涵，积极实践，努力建设融入社会而又超前发展的属

于新时期的大学文化。

一、大学文化建设的现实思考

大学文化是校内群体所共同遵循的生活样式，

是围绕大学教育教学活动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价值观

念、制度体系、行为方式、语言习惯、校园景观等等的

集合体，并表现在教育、教学和其他活动之中。大学

文化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显层文化，即人们所直

接感受到的，体现在校容校貌、服饰、用品、校园景观

等外在形象的物态的文化形式；二是中层文化，包括

规章制度、审美取向、风气习惯等能直接干预人们行

为选择的文化形态；三是潜层文化，是人们不易感受

到而又须臾不可离的居于潜在理念层面的文化精

神，是大学文化的核心和灵魂。［１］一所大学的文化

传统，是它的个性和品格的体现，是它屹立于大学之

林的深层支撑点，也是大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同时，现代大学并非遗世独立，从其发展历史看，大

学文化是由科学文化、教育文化和所处社会的传统

文化等多种文化综合而成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文化品性的折射和表征，并反过来对社会先进文化

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引领和推动作用。

大学文化是一所大学的灵魂，大学的发展需要

文化的内在驱动。［２］人类文明的演进，主要取决于

文化对人类创造力量的整合，对实践活动的引导，对

策略选择的制约。同理，大学文化对于大学发展同

样具有整合、引导和制约功能。在西方大学发展史

上，无论是法国的巴黎大学、意大利的勃隆那大学，

还是牛津、剑桥、哈佛等著名学府，特色独具的大学

文化，一直是决定学校发展的深层次因素。在高等

教育相对落后的中国，建设一流大学，所依靠的不仅

仅是优良的政治环境，充足的资金扶持，还需要文化

作为内因，需要源自自身的强大的文化驱动力。特

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对日益强大的经济利

益的挤压，大学正在屈从于市场和商业的逻辑，为世

俗舆论和社会风气所左右，大学所应有的文化底蕴

和精神品质正在受到消解。面对此种现实，中国大

学的改革与发展将更加需要文化的支撑。

与此同时，大学本身是高层次文化建设的主要

承担者，对社会主流文化具有引领作用。作为一种

社会现象，主流文化具有强继承性和超稳定性，其迁

移流转速度往往落后于政治经济制度的交替，落后

于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调整和改变。但是

对于亚文化而言，可能正好相反。亚文化往往是主

流文化中最敏感、最活跃的部分，具有极强的前沿性

和前瞻性。大学文化是亚文化的一种，大学文化的

主要创造者和主要载体是具有高智商、高素质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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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分子，大学文化的培育基础是较少功利追求和利

益冲突的校园，是先进知识的集散地、辐射源，因此

大学文化完全可以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的引领者，并

成为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先进文化

的基石和先导。

二、大学文化建设的精神参照

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世界以及中国大学文化

的发展现状，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相互依存的

逻辑关系，决定了大学的功能，指引着大学的发展方

向，也为大学文化建设提供了精神参照与逻辑起点。

大学是时代的产物，大学文化是时代文化的一

个组成部分。大学的最早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先

秦、西方的希腊与罗马，但真正现代大学的源头，则

是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欧洲中世纪是宗教的世纪，

大学的教学和研究类似于僧侣的清修，教师、学生的

学术交流与僧侣的游方参学极为相仿，这个时期的

大学文化充溢着属于这个时代的出世情结和基于对

上帝信仰的世界精神。到了十九世纪，大学文化与

时代精神的契合表现得尤其明显。１８６２年，美国的
《莫利尔法》出台，该法案规定联邦政府通过土地奖

励的办法，为各州提供资金，开办“赠地学院”，以发

展农艺和机械工艺技术教育，从而为近代美国大学

的发展定下了服务社会的基调。联邦政府的干预使

美国大学摆脱了纯古典的模式，赠地学院的成功推

动了高等教育的应用观点的传播，形成了一种环境，

也造就了一种崭新的大学文化、大学精神。在美国，

大学成为“知识工业”重地，成为社会发展的“服务

站”，学术与市场结合，大学与社会相融，社会发展

对知识的倚重以及大学角色的转换催生了一种崭新

的大学文化。［３］

按照邓小平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

本路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目

标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此，党的十六大把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今后一

个时期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纲领，把大力实施科教

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放到突出的战略位置，

把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与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量

齐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历程中，将发挥着

特别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原因，中

国当代大学文化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新中国成立

后到改革开放前夕，大学文化建设走过一些弯路。

直到１９８０年代末，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
线的确立，迎来了大学文化的春天。然而整个１９８０
年代，中国大学文化一直处在从解冻、解放到自由发

展以至各种思潮良莠莫辨纷然杂陈的发展之中。进

入１９９０年代，随着消费主义兴起，大学文化更多地
以日常生活为参照，多方位、多角度地参与现实，更

多地承担起社会责任，但是这种积极的一面却难以

掩盖思想的缺席，大学文化建设无论从理论上还是

实践上，仍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领域。［４］如果总结改

革开放以来的大学文化建设，应当是积极的因素多

于消极的因素，文化觉醒的意义大于文化建设的意

义，探索实践的成果多于理论构建的成果。当然，２０
年来的大学文化实践也为新世纪大学文化的建设提

供了更为广阔更加充分的空间和素材，使中国的大

学完全可以站在时代的高度，总结既往，前瞻未来，

建设自己的崭新的大学文化。

大学文化建设，还需要以世界大学文化的发展

为参照。西方大学文化的发展脉络比较清晰，人文

主义、实用主义、科学主义和以社会为本位的大学精

神曾分别主宰西方国家的大学教育，其中人文主义

和科学主义理念分别是前后两个发展阶段的文化主

线。１９世纪直至２０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带
来了生产力的重大突破，使得科学主义理念一枝独

秀。然而科学主义一统天下带来的结果是人文精神

的缺失，目前人类发展面临着一系列困境，可以说正

是拜科学主义所赐。现在西方国家的许多有识之士

为此所做的反思已臻完善，一种更加适应未来社会，

以新的理念、精神为核心的大学文化已经初现端倪。

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回归中世纪人文主义以及求助于

东方儒学智慧的呼声不绝于耳，便是此种反思在学

界以及在大学中的回响。

三、大学文化的时代内涵

大学文化建设需要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需

要社会主流文化的良性促动，需要世界大学文化的

精神参照，需要立足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充分吸收

东西方大学文化精神的精华，从而成为既符合中国

国情、又体现人类终极关怀的大学文化。对新时期

大学文化的理解，应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具有科学与人文、出世与入世并行不悖的

文化精神

建设大学文化需要正确解决科学与人文、出世

与入世的关系。从世界发展潮流看，２１世纪科学技
术仍然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基本力量，未来的大学教

育观念还应当以科学主义为基础，教育方法仍旧以

科学训练为主导，必须不遗余力地提倡和推崇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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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传统文化中

忽视科学、注重经验、迷信权威、留恋传统的心态尚

存，科学技术比较落后，崇尚科学在很多领域未成风

气，建设大学文化，更需把科学精神列为最重要的理

念予以贯彻。当然崇尚科学并非科学至上，更不是

否定大学文化中的人文关怀，建设大学文化，必须从

根本理念上做到科学与人文并重，科学与人文共荣，

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建立起面向未来的大学

文化。［５］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大学出世与入世的争论

源远流长。大学的遗世独立，固然有助于形成更高

远的学者视角，但是现实中大学并未能真正“躲进

小楼成一统”。特别是在当今时代，社会发展瞬息

万变、知识进步日新月异，出世的姿态将无法完成大

学承担的越来越复杂的历史使命。大学要为人类文

明的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只能把自己定位为整个

社会的一个子系统，接受社会的信息传递和发展要

求，保持与社会的互动合作、资源共享。当然，入世

不等于就俗，大学自身的特殊性，也要求大学与社会

保持适当的距离，只有站在高于世俗的高度，不为世

俗所左右，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发挥大学对社

会的前导和指引作用。

（二）追求自由、倡导民主、富于批判的文化精神

大学追求自由的文化精神，主要体现在学术上。

大学首先是一种学术机构，以学术为根本，通过探究

学术为人类服务。［５］自由是学术发展的规律，是追

求真知的先决条件，所谓学术自由，就是不囿于一己

之利，不受集团经济、政治利益所驱动，没有这种自

由，大学不可能进行独立的思考，不可能对社会进行

全面而深刻的审视，大学的活力也难以焕发。当然，

这种自由应当是一种有组织的、负责的自由，自由也

同时意味着责任，大学的自由必须与对整个社会的

责任相对应，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负责。

倡导民主的精神，所强调的是人的自主和平等，

是对个性的尊重和发展。［５］民主精神在学术上的表

现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管理上的表现是大学以

及内部成员有权决定自己的发展方向、研究目标，倡

导民主是提倡发展自身的能力和个性，并通过大学

的民主引导来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与民主相联系

的，是大学所独有的批判精神。批判精神的最本质

来源是求异创新、前瞻超越，是学习、研究中的不唯

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民主气度，是大学在社会系统

中保持自身品格和地位的法宝。当然，大学的批判

精神要以高深学问为基础，要以对社会的责任感为

出发点，要以公正、客观和科学当作恪守的法度，要

以前瞻性、超前性作为当然的品格。［６］

（三）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文化精神

大学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开放性是大学的一

个重要品质，大学文化位居大学的精神层面，必然具

有开放的品格。大学文化的开放性，体现在大学文

化的与时俱进，体现在能够不断地从社会进步中汲

取有利于大学发展的营养以不断丰富大学文化的精

神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新思想、新观念不断

涌现，特别是一些对大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论断，

完全可以充实或发展大学文化的显层、中层文化乃

至潜层文化。比如邓小平的教育思想、江泽民“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指针，同时

也为新时期大学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大学文化只

有保持与时俱进的品格，才能向着未来前进，才能为

建设人类的美好精神家园、为肩负起大学所承担的

历史责任做出更大贡献。

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

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特别是随着知识

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创新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

基础和核心。创新知识，需要拥有创新人才，即具有

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人才，而无论知识创新还是人

才培育，都要靠教育来完成。大学是研究、传播高深

学问的重镇，是高素质人才的摇篮，创新精神必然成

为大学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当然，对于大学文化

而言，创新应当是全方位的，它应当包括潜层文化中

的创新的观念和创新的勇气，中层文化中的创新的

机制及创新的评估体系，显层文化中的对创新理念

的全面落实和贯彻。只有不断创新，大学才能真正

具有活力；只有不断创新，大学文化才能承担起引领

先进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才能担当起推动社会发

展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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