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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创新引航：从大学校长

演讲看创新人才培养 ①

魏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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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校长的演讲体现着高等学府的教育理念、办学精神和人文情怀，把握着时代发展的脉搏。民国大学校
长的演讲从大学精神、教育目的和实现途径等方面谈到了高等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问题，并提供了建设性观点。迈入

２１世纪，创新创业教育成为教育部改革高校的突破点和切入点，通过张尧学校长发表的系列演讲，我们可以看到当代大
学校长对民国时期学术传统的承续，以及对创新人才培养强大的引导和精神感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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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的演讲体现着高等学府的教育理念、办学精神和人文情怀，把握着时代发展的脉搏，对学

生的发展与创造力生成起着举足轻重的引导和精神感召作用。优秀的校长演讲，不仅在学生中激起强

大的反响，而且通过各种媒体传播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关系到大学形象和社会声誉，继而潜移默化地影

响到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与进步。本文所关注的是大学校长的演讲与创新人才培养之间有何内在联

系、民国校长的教育思想是否仍有承续、当代大学校长在创新人才的培养上有何与时俱进的思考，相关

问题尚被学界忽略，也是笔者着重探讨的。

１　民国大学校长演讲对创新人才的感召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爆发打开了封闭的国门，落后的中国必须向西方先进文化学习，成为一代学人敏

锐意识到的问题。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等都有过赴欧美考察向西方学

习的经历，他们的教育思想的核心价值就渗透在其系列演讲中。他们立足于民族长远的根本利益，从大

学精神、教育目的和实现途径等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谈到了高等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问题，为维系民族

的文化命脉提供了建设性的观点。透过这些演讲，可以看到民国校长对造就学问家、大师，或者说培养

拔尖创新人才所做的思考和努力方向。

首先，以学问家、大师为引领，以人格塑造为中心。早年，蔡元培先生弃官办学，目的就是要“培养

革新之人才”，而革新人才的培养关键在于人格塑造。在１９１７年的北大就职演说中，蔡元培校长谈到：
“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在做好学问的基础上，“发扬学生自

动之精神，而引起其服务社会之习惯。”［１］蔡元培一方面强调钻研学问的刻苦精神，另一方面注重培养

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强调学问与服务社会相结合。当时北大组织的国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等

社团组织就发挥了这样的功能，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在１９１８年北大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再一次谈
到人格的重要性：“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２］这里的“学问家”指才能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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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人格高尚、引领学界的人物。蔡元培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对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

改革，在短短两三年时间内聘请到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梁漱溟、徐悲鸿、李四光、鲁迅等学者来

北大任教，北大因此有了中国大学史上空前辉煌的名师阵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成就了北大的创

新精神，同时感召了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许多高校。１９３２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开学典礼中讲到：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２］在梅贻琦看来，大学优劣取决于大师的多少，而不

是大楼的数量和高低。“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

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２］梅

贻琦先生认为，大学聘请大师、教授，在专业上的知识引导还只是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身上表现

出的科学精神、治学态度和家国情怀对学生所起的表率和感召作用。

处在民族危亡的时代，蔡元培、梅贻琦以校长身份领导北大、清华，自觉承担起为民族保存学术文化

命脉的重任，将“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使命感糅合在以“学术自由”为宗旨的教育事业中，在当时内忧

外患、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转折作用。

其次，以社会使命感为动力，以学术自由为宗旨。在蔡元培倡导的“学术自由”的基础上，蒋梦麟校

长在１９２０年北京大学的开学演说中进一步阐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将这组关系比作“双马车”，“定
要两匹马步骤和谐，这车才能走得快利。”蒋梦麟认为，张扬个性主义与社会责任感应该是统一的：一方

面，大学里如果没有张扬个性主义的学术自由，就没有思想的碰撞，更谈不上创造性火花的产生；另一方

面，这种以学术自由为宗旨的个性主义并非自私自利，而是“以谋社会的发达”［２］的个性主义；与之不谋

而合的是，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张伯苓在南开校训中提出“日新月异，允公允能”，即培养学生“爱国爱群

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３］。“允公”是一种社会道德的培养；“允能”则是一种个人能力的磨练。

有了“公”，即具备了为国为民的使命感，个人能力在社会变革提供的时机中就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３所大学的校长与教育部磋商后决定将三校联合组成国
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命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同年１１月１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始正式上课，这个日子以
后就成为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庆日。作为一所与抗战共始终的大学，西南联大存在了９年，从１９３７年到
１９４６年，战争虽然对学术产生了一定影响，却没有毁灭这所大学的根基。西南联大以蒋梦麟、梅贻琦、
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集中了北大、清华、南开３所大学的名流学者，并在三校原有的精神传统
基础上，经过调整、整合和创新形成了“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精神。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西南联大没有

将教育简单地转化为以政治为统帅的战时教育，而是寻求符合民族与社会长远利益的结合点，创造出了

以“学术自由”为灵魂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模式，维系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在西南联大从组建到

解散的９年中，培养了近２５００余名毕业生，数量不多却人才辈出：建国后，西南联大师生中先后入选中
国科学院院士１５４人（学生８０人）、中国工程院院士１２人（全是学生），有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
奖；邓稼先、周培源、朱光亚、王希季等８人获“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获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还有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核心成员邹承鲁，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家的任继愈、何炳棣、王浩

等等。如此众多的学界泰斗和顶尖级创新人才诞生并成长于在血雨腥风中飘摇的西南联大，不能不说

是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作为一所大学的实体消失了，但它的学术传统却时时被人提起：从教授治校

到教授之间相互听讲；从各种学术流派和观点的百家争鸣到重视通识教育；从视学术自由为生命到为自

由而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有着极其珍贵的价值，至今仍影响着中国高等教育

的大学精神和办学理念。

２　当代大学校长演讲对创新人才的引导
２１世纪，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以科技和创新人才为基础的综合国力

的较量成为国际竞争的基础。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

位置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战略要求，也是高等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必然选择和发展

趋势［４］。虽然今天距离蔡元培、梅贻琦的时代，历史的天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革故鼎新，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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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作为追求真知与关怀现实的纽带的大学精神并没有改变；民国校长满怀理想和抱负，自强不息，思考

民族未来的开放思想也未成为绝响；他们为了实现民族复兴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创新人才的“中国梦”

至今仍是新世纪大学校长演讲的主旋律：“当前的中国正在进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阶段。大学

日益成为引领社会发展的思想库，科技文化创新创意的内源头，创新型领袖人才培养的高地。”［５］（张杰

校长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我盼望中大毕业生能虚怀若谷，以远大眼光、包容态度，带

领我们的时代。我盼望中大毕业生能恪守道德，做好本分，不要为了个人利益，埋没良知。我盼望中大

毕业生能认识时代，引领潮流，不流俗、不盲从，做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６］（沈祖尧校长在香港中文大

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大家要把视野放长远一点，要看到学科在今后１０年、２０年或者更远时间里的
发展趋势，再结合自身的基础条件和优势，看在哪些方面能够做得出有影响的东西来，要把自己的优势，

与国家发展建设的需求紧密结合，与民族复兴的远大理想紧密结合。”［７］（张尧学校长在中南大学科研

与人才研讨会上的讲话）……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赘述，仅以中南大学为个案，来进一步探讨大学

校长演讲对创新人才培养的引导和精神感召作用。

在中南大学的四届二次教代会、工代会上，张尧学校长做了题为“聚焦目标 深化改革 不断提升教

育质量和创新能力”的报告，报告中谈到：“中国经济到现在一直是资源经济，要实现经济转型，必须依

靠创新驱动，用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品拉动经济发展。大学作为创新的重要主体之一，其创新能力和水

平不能满足国家新常态发展的需要，导致出现暂时的经济下行压力。如果大学能产出更多创新产品，拉

动经济上行，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就能上一个新台阶。”在创新驱动战略下，中南大学被教育部、人社

部、国资委授予“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面向实践、面向社会、面向生活开展了多层次、全方

位的创新人才培养活动，表现出强大的科研竞争力，并在培育和提升学生创意、创新、创业实践能力方面

作出了显著成绩：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立项５０００余项；４２６人次获国际奖项，２５４５人次获国家级奖项；中
南大学进入ＥＳＩ世界前１％的学科总数达到１０个。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刘延东、张高丽
副总理等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来到中南大学进行视察，对中南大学的改革创新、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等各方面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中南大学正逐步实现“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

人是创造之人”（陶行知）的理想境界。

创新成果的大量涌现离不开制度环境和学术生态环境，从张尧学校长发表的系列演讲里，可以看到

中南大学回应时代要求所做的与时俱进的思考和探索，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张扬个性，

改善办学条件和学术生态环境。创造潜能的开发需要张扬个性，需要相对宽松、自由的教育环境，张尧

学校长反复提到：“在大学里，我们怎么学习呢？就是要张扬个性，在学好知识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自

己的兴趣，做自己喜欢的事。所以，我送大家八个字：张扬个性、提高能力。”常言道，“有高山者必有深

谷，有奇才者必有怪癖”，那些创造禀赋超常的人往往敢于突破原有的格局和观念，表现出比常人更多

的缺点。对待这些有着特立独行个性的学生更需要有一个宽容的教育环境，营造自由、民主、开放的学

风。对此，张尧学校长在开学典礼上幽默地谈到：“我们应该在道德和法律的框架内创造性地行动。你

们可以上房揭瓦，但不可以违规违法；可以喝点小酒、谈谈恋爱，但不可以道德败坏；可以偶尔上上网玩

玩游戏，但不可以影响舍友休息；可以学得轻松一点、全面一点，但千万不要补考、不要挂科、不要作弊，

更不许不尊重老师！”在张尧学校长看来，书本不是唯一的，分数也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要在学习过程

中找到兴趣点，做到能力、知识和兴趣的融会贯通，培养打破常规的思考力。

在张尧学校长的领导下，中南大学的办学条件和学术生态环境不断改善。至２０１５年底，完成基建
投资约６亿元，竣工房屋建筑面积约１３．８万平方米，生均住房面积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投入３．７６亿元
完成１０９３项修缮项目，改善校园生活环境；投入约２亿元用于改善学生生活条件，其中投入１亿元在
教学楼和学生宿舍安装空调９０７３台，７９栋学生宿舍实现开水供应；投入９．１６亿元采购仪器设备，其中
１０万元以上的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１２９８台；通过校企合作等方式筹集３亿多元建设“数字中南”；
全面实施教授（副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制度。教授给本科生上课比例连续３年保持在９５％以上，其中专
业课１００％、公共课９０．７％；投入９４８９万元，启动实施“创新驱动计划”；投入教学改革经费３亿多元，
推进“开放式精品示范课堂计划”；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投入２．１亿元搭建公共基础、学科大类、专业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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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和校企共建等四类实验教学平台，实验室向本科生开放时间整体超过１６小时／天；教职工收入总体实
现了翻番……办学的设施硬件明显提升了，学术生态环境也逐步向良性发展，学生在这样的环境里学

习、成长，自然能够“学得轻松一点、全面一点”，更有利于创造。

二是以价值塑造为中心，强调科学与人文相结合。大学生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型的阶

段，不仅面临社会转型的冲击，而且需要面对各种竞争和就业压力，重视价值观的塑造显得尤其重要。

鉴于此，张尧学校长在演讲中谈到：“金钱物欲的东西影响到了大学，而大学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还是

我们的管理层都受到一定的侵蚀”，“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它就不是创新能力足不足的问题，因为大

家太重结果，太重功利性的东西，没有建立一个好好做学问的价值观。这就使得高校的人才培养和科学

研究，甚至在为社会服务等方面出现问题。”这里的“好好做学问的价值观”其实是一种摒弃拜金主义与

功利主义，为经世济民而努力学习，提升创新能力的价值观。

在价值观塑造与创造力生成的关系上，张尧学校长认为关键在于公能兼济，将个人利益与国家民族

的利益融为一体。在２０１５年毕业生典礼上，张尧学校长发表了“做祖国最需要的人”的演讲：“只有当
你个人的价值取向和国家需求一致的时候，人生才会大放异彩！”个人的才华只有服务于社会、国家才

能实现自我价值。为了强调价值观的重要性，张尧学校长甚至将价值观塑造摆在创新的前面，“创新重

要，但走在创新之前的，应该是人类良知的传承和学生价值观的塑造。”事实上，科技创新成果研制出来

并非纯技术操作，而是科学与人文的结合：一方面，从创新理念到创新研究成果的转化是个复杂艰难的

过程，有的还要形成多学科融合、多技术集成、多团队合作的协同创新模式，在这过程中，不仅需要专业

技能，而且涉及到团队合作精神、刻苦钻研的意志力、以及厚德载物的奉献精神；另一方面，创新灵感的

产生往往从面向社会、面向生活的实践中来，离不开求真务实的社会责任感和价值担当。譬如中南大学

芒果团队２０１４年开发的“手绘心语”软件就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结合的典范：“手绘心语”是一款
能实现盲人、普通人、聋哑人之间无障碍沟通的软件，发明的灵感来自团队成员参加了在特殊教育学校

当自愿者的活动。团队志愿者原以为聋哑人和盲人可以交流，在活动中却发现这两类残疾人根本无法

交流，不能进行缺陷和优势互补，于是萌生了为聋哑人和盲人开发一个能够便捷交流的软件的想法。

“手绘心语”软件开发成功后，因为创意独特，实用性强，获得专家组的一致青睐，并以全票支持的优势

成为第七届“英特尔杯”全国大学生软件创新大赛特等奖的得主。可见，科技创新离不开人文情怀，如

果没有崇高的价值观做底蕴，创新不过是“无缘之水，无本之木”。

综上，我们今天关注创新人才培养，不应忽视校长演讲所带来的影响，以及由此而生成的制度环境

和学术生态环境。在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盛行的今天，必须有一种高瞻远瞩的声音发出来，引导有利于

创新人才培养的制度环境和学术生态环境，才能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原动力。如何聚焦“世界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战略目标？如何积极构建现代大学教育的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和管理体

系？如何调整优化学科结构，以一流的创新人才、一流的学科建设带动一流的大学建设？当下的中国大

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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