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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　履行大学使命 ①

陈　新
（常熟理工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江苏 常熟２１５５００）

摘　要：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的讲话中，赋予了高等教育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历史使命。继承和发扬中
国传统文化，在与世界文化的会通和融合中推陈出新，并加以传播，建立民族自信，引领时代方向，这是大学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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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年４月，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的
讲话中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核心，教育是基础。不断提

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

中。”这段论述，不仅指出了教育的地位，同时也明确了高

等教育的新的历史使命，即文化传承与创新，是对传统意

义上的大学三大职能的补充和发展。作为大学，应该自觉

地履行时代赋予的使命，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推陈

出新，同时借鉴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中的先进成分，融会

贯通，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先

进文化，并在这个过程中，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提高我

国在国际竞争中的“软实力”。

一　文化传承的意义和作用
《周易》有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观察

人类文明的进展，就能用人文精神来教化天下。从这个意

义上讲，文化本身即具有教育的功能。中国之所以被称为

“礼仪之邦”，与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高度发展，古代文明

的高度发达是密不可分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

族智慧的结晶，也是我们民族灵魂的寄托，她根植于我们

的骨髓、流淌于我们的血液，千百年来生生不息，成为凝聚

和团结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正是由于这种力量的存在，

才使得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虽历经磨难，却始终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创造了他人难以企及的灿烂文

明。反观世界上那些曾经存在并辉煌过的文明，譬如，古

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都没有直接流传至今，唯有中华文

明流传至今未曾中断。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对中国

传统文化给予高度赞扬，他说：“世界上有古无今的文化很

多，有今无古的文化也很多，而有古有今的文化则很少，像

中国这样波澜壮阔的文化传统简直是独一无二的历史现

象。”这一奇迹绝非偶然，而是无数先哲不遗余力的结果，

其中，教化之功功不可没！

二　国人自信的缺失和对西方的盲目崇拜
历史上的辉煌使我们盲目自大，而封建统治者为维护

自己的统治所采取的闭关锁国及愚民政策也使我们在近

代错失了与世界先进文明的交流和碰撞。自１８４０年鸦片
战争始，中国在历次外强侵略中显得是那样的羸弱，在枪

炮下签订了无数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沦落到了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国家丧失尊严，民不聊生。从那

时候起，我们才惊讶的发现，这个世界上并非惟我独尊、唯

我独大！也是从那时候起，中华民族不仅在世界上失去了

尊严，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自信！直到现在，这种情况

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那种看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

的圆的“眼疾”，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医治。新中国成立

后，特别是改革开放３０年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空
前的发展，国际交往也变得日益频繁，面对如潮水一般涌

入的西方科技及科技产品，我们也曾一度迷失自我，即便

现在仍然有很多的人没有完全清醒，甚至对传统文化产生

怀疑或不屑一顾。一个突出的表现是，面对西方国家在诸

多领域存在的问题，譬如有些西方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动

辄向弱小的国家动武，以及在治安方面不时出现的流血枪

击，我们有些人会自觉或不自觉的“引经据典”为其辩护；

而对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问

题，则动辄“上纲上线”，横加指责，言必称“人家如何如何，

５５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５－１９
作者简介：陈　新（１９７７－），女，江苏常熟人，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教育管理工作研究。



我们如何如何”等等。诚然，我们应该进行比较，但比较的

目的应该是寻找差距，并通过自身的发展弥补不足，而不

是妄自菲薄，盲目崇洋。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缺乏自

信的表现。一个人缺乏自信是令人担忧的，倘若一个民族

缺乏自信那是非常可怕的！

三　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树立民族自信
在五千年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勤劳智慧而勇敢的中华

民族，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对理想信念的不懈追求，凭

借自己对世间万物的洞察和认识，创造了灿烂而波澜壮阔

的中华文化，同时也涌现出了无数即便是在今天仍然让我

们难以望其项背的先哲贤达。他们或著书立说，启迪思

想；或开办学堂，教化万民。正是他们和广大人民群众一

起，开中华文明之先河，铸中华文化之魂魄。即便是今天

的人们看来，很多理念仍然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譬如，

“君子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和为贵”，“仁、义、礼、智、

信”等等，已是进入到我们民族血液中的文化基因。

在自然科学领域，我国古代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人类

发展与进步的贡献也是十分巨大的。自然科学统计资料

表明，中国历代重大科技成就在世界重大科技中所占的比

例为：公元前６世纪前为５７．４％，公元前６世纪到公元前１
世纪为５０％，公元前１世纪到公元４００年为６２％，公元４０１
年到１０００年为７１％，公元１００１年到１５００年为５８％。明朝
以前的世界重要发明和伟大的科技成就有３００多项，其中
有１７５项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从公元前３世纪到１５世
纪，中国的科技发明让欧洲望尘莫及，有许多项目比欧洲

早几百年甚至上千年［１］。

上述伟大成就，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是中华民族的

骄傲。我们应该认真加以研究，并将其精华告诉我们的后

人，并通过一代又一代的薪火相传，发扬光大，激发他们的

爱国热情及民族自豪感，树立民族自信，挺直自己的脊梁。

四　大学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使命
民族间的竞争，经济、军事只是手段，而文明（文化）的

竞争才是根本。文化不仅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

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重要的“软实力”［２］。

作为世界上没有中断过的伟大民族文化，中国的历史就是

一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史。这种传承与创新，正是通过古

代的教育体系（如太学和书院）实现的。西方的文明也是

通过雅典学院，到中世纪的教会，再到近代的大学得以发

扬光大的［３］。

当前，我们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一个富

强、民主的国家而努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发奋。

作为大学，应该认真领会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

上的讲话精神，承担起文化传承与创新这一时代赋予我们

的历史使命。这应该成为大学的自觉选择，因为，“大学的

使命与国家的使命交织在了一起”［４］。而要完成这一历史

使命，则要遵循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的指引，即要“掌握

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扬弃旧义，创立新知，并传播到社

会，延续至后代”。

继承是创新的基础。任何一座高楼大厦都是建立在

一定基础之上的，因此，大学应认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吸

收其精华，去其糟粕，将符合自然、符合人文、符合时代发

展的精义继承下来，同时应注意吸收世界文化的先进成

分，在会通和融合中推陈出新。回顾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史，我们不难发现，文化的开放性是文化得以进步发展繁

荣的根本。例如，佛教文化的传入就深刻影响了我们民族

的思想、行为和价值判断；历史也已证明，２０世纪二三十年
代我国大学的快速发展，其根源就在于中外文化的交汇与

融合。

引领是传播的目的。１９４６年西班牙著名思想家奥尔
托加·加塞特在《大学的使命》中指出：“文化是时代赖以

生存的思想体系。”我们正处在一个继往开来的新时代，迈

向未来的脚步，需要先进文化的引领，需要伟大思想的指

导。教书育人是大学第一要务。教书育人不仅是知识的

传授，同时也是文化的传播。大学应通过其教学活动和其

他形式的课内外实践，将先进的文化传播下去，并成为青

年学子自觉的思想意识。这是关乎中国的未来的大事情。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让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人民看到了曙

光，并通过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创造了毛泽东思想，引领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缔造了一个崭新的国家。符合时代

发展的先进文化的传播，也会引领中国实现民族的复兴，

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另外，就大学自身而言，大学也应有自己的文化。大

学文化是大学的灵魂，是大学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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