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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训 文 化 的 传 承 与 发 展

李　　强

摘　要：校训文化是从价值目标层面对办学理念的凝练，具有深刻的精神内涵和文化意蕴。它折射出一个民

族的文化心理和道德习俗，对民族文化的系统 运 行 具 有 重 要 作 用。准 确 领 悟 其 本 真 精 神 及 与 其 他 层 次 价 值 理 念

的互动作用，不仅能够再现民族灵魂，更是对 中 华 民 族 性 格、民 族 精 神 深 刻 思 考 的 反 映。正 确 认 识 校 训 文 化 的 贡

献、历史地位、特征及其民族文化品格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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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训作为一种文化表现形态，既是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又蕴含了某一时期的许多

时代特征。有学者指出：“中国大学校训的价值取

向和育人理念，反映出中华传统文化对大学的深

刻影响，以及大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
［１］也有的 学 者 强 调，对 大 学 校 训 应“深 入 到 价 值

观取向层次解读”［２］。这些观点对推动校训文化

的研究颇具启发意义。

一、校训文化的渊源

早在先秦时期，《周易》《学记》《大学》以及《论
语》《孟子》等典籍中所倡导的精神理念，大多成为

近代大学校训的思想支柱。典籍中四言八字的语

言表达方式，深深地影响了校训的形式结构。
在我国历史中，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 在 中 华

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对孔子的教育思想

进行深入研究，无疑是对历史认识的深化。我们

认为，孔子的教育思想是校训文化的主要渊源之

一。校训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无

法割裂的原初性关联。因此，研究这一问题的关

键，在于证明二者之间渊源关系的必然性，并在此

基础上找准二者之间的主要契合点和生长点。
第一，从时间维度看，二者具有同质性。校训

文化所论及的内容正是一切价值观共有的核心问

题，即“为什么人”的问题，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

值观。而中国传统文化最明显和最具根源性的精

神内涵就是价值观，它们都是在这一共通的思维基

点上展开的，因此，二者的精神内涵具有同质性。
第二，从内容维度看，二者具有互通性。中国

传统文化以“教化人”作为目标，甚至成为主导性

的价值认同；校训文化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用中

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守护教育的灵魂。反映在价值

观念上，体现出一种合乎理性的仁爱精神，使人心

得到“纯化”，从而达到善的目标。因此，二者是内

在的精神 联 系，而 不 仅 仅 是 表 层 的 形 式“嫁 接”。
它们的互通性与和谐性在于探求精神世界之真，
共同目标都是满足人的生活和审美需要，是为了

实现自我的一种价值体认。
第三，从视域维度看，二者具有内源性。相对

于中国传统文化领域，校训文化更多地缘起于对

民族身份和民族精神的认同感，是在原有文化根

基上的勃发和崛起。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
在于造就与一定社会形态相适应、相匹配的人格。
校训文化清晰的定义和明确的阐述，明晰地表达

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意蕴。可以说，中国传统

文化是校训文化的重要渊源，蕴含了华夏文明的

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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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训文化的传承

校训文化恰好是抓住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关

键、最根本、最核心 的 精 要———价 值 观，并 且 凝 聚

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因此，共通的价值

判断不仅使校训文化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导向作

用，而且得以传承和发扬。
（一）民族认同感的内在要求

民族认同感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

同属 于 一 个 共 同 体 的 自 己 人 的 这 种 心 理”［３］
（Ｐ１７３）。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也是中华民族这

一族体的归属意识。价值观唤醒了中华民族的主

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性

共识与认可，其本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

与归属感的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之根，也是维系中华民族的底线认同。
第一，校训文化是建立在国家和民族 文 化 土

壤基础之上的，符合我国教育现实需要的原创性

理论和思想。语言是民族的，而校训文化的语言

映射出自己民族的精神。校训文化汲取了民族文

化的养料，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元素，从而被视为

经典。正如梁漱溟所言：“古典中国，在某种意义

上，只是一个文化，而不是一个国家。”［４］（Ｐ６８）
第二，民族文化往往承载着传统文化 的 核 心

文化价值，每个人对传统文化的记忆都是通过集

共性、个性于一体的符号来形成的，这种集体记忆

往往通过与文字相关的形式进行传承。通过校训

文化，有关的文化记忆也就深深嵌入人们的头脑

中，成为其思维模式的一部分，甚至内化为共同的

文化心理，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认知。因

此，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

内蕴 的 文 化 能 量、民 族 精 神，对 于 民 族 文 化 的 光

大、民族精神的弘扬会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
第三，校训文化是根植于中华民族土 壤 的 文

化符号，反映着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价值和道德

情操。其宣扬的价值深入人心，形成根深蒂固的

文化心理。校训文化的传承，正是人的内在精神

状态和品质的超越过程。校训文化的本质含义在

于人性内核的释放。校训文化精神价值之呈现，
其本质就是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的思想进行

精神性传递。校训文化深深地刻着中华民族主流

文化的价值烙印。这个“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

内在原则、价值体系的核心。

（二）历史责任感的内在要求

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历史性的深层转换过程

之中，校训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也必然

富有新的时代内涵。校训文化承担的社会功能不

容忽视，校训是符号文化，它承担着历史责任，具

有思想教育功能，在整个社会文化的传播过程中，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一，校训文化启迪人们认识这个民 族 的 历

史与文化。作为民族历史记忆的载体，在传承民

族文脉、展现传统文化的同时，突出一所学校的特

色和个性。其思想与情感价值在于增强人们的历

史责任感和文化认同感。它不再仅仅是个体道德

层面正心修身的指导思想，其积极作用在于社会

历史的担当意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

进行历史教育，并不是要耽搁在历史的苦难上唉

声叹气，而是要从历史中塑造民族精神、民族魂，
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激励人民继续前

进的信心和勇气。”［５］
第二，校训文化唤醒了人们对中华民 族 深 邃

的情感与记忆，它恰似一条无形的精神纽带，成为

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的一个重要载体，在清晰的

自我认知基础上达到更高的文化自觉，进而达到

校训文化内涵的融通。“魂兮归来，重返中国！只

有重返中国文化的源流，在文化上站起来，中华民

族才能真正复兴。”［６］（Ｐ９）中国传统文化对历史的

叙述，以及所蕴含的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成为我

们反思 现 实 与 更 好 前 进 的 资 源。作 为 历 史 的 积

淀，它总是激励我们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从哪里

来？我们为何会这样？我们将走向哪里？今天我

们到底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继承哪些精髓呢？

第三，校训文化可以滋养青 年 的 心 灵。大 学

校训所承载的是一个学校的精髓和灵魂，是学校

办学理念和治学精神的具体体现。中华民族的优

秀传统文化，也是我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滋养土壤，因此，弘扬校训文化就可以倡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青年人的价值取向决定着

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大学用校训文化来滋

养青年学生的心灵，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一种有效方式。
（三）社会责任感的内在要求

高校不是封闭的象牙塔，而是社会的 一 个 小

缩影。《大学》开篇有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
亲民，在止于 至 善。”（《礼 记·大 学》）因 此，从 这 个 意

义上讲，校训文化正是民族的道德操守和整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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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精神气质。它不仅代表了中国古代哲人对人

生规律的深刻认识，而且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

超时空性。
第一，蕴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些 人 类 共

同的道德意识、积极的价值观、美好的精神境界、
高尚的思想修养，将通过校园渗透到整个社会中，
进而促 进 社 会 文 化 的 发 展。作 为 社 会 人 的 大 学

生，应勇于承担社会所赋予的责任，而责任承担恰

恰是校训文化的必然诉求，这是高校精神文化建

设的根本问题。若将其置之不顾，则将影响整个

社会秩序的建构。
第二，校训文化凝聚了人们对整个自 然 世 界

的理解与诠释，是对生命之间关系最本质的表达，
但它绝不单纯是传承自我传统文化的工具，它的

审美价值就在于真实地揭示出生活和文化的内在

机理，透视人类灵魂的深处，把人类精神的丰富内

容有机地融化在校训文化中，形成了文化性格与

民族精神内在的历史性反思，在精神层面契合着

校训文化的生活情趣。它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
更是一种被社会认可的价值判断。校训文化不仅

关系到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树立，而且关系

到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

的巩固，关系到社会风气的营造以及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成为当代人 们 尤 其

是青年大学生认真汲取的精神营养，这对以往大

学教育过于强调知识传授以及职业技能培养的缺

点无疑是一种有力的纠正。大学是必有精神的，
一个没有精神的大学培养不出有精神的学生；而

一个没有精神的民族无论经济怎样发达，最终都

会陷入危机与失败。正如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

命》中所指出的那样：“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
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

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

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７］（Ｐ４１）

三、校训文化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衰，决定着校训文 化 的 发

展。人是校训文化的主体，人的发展构成了校训

文化形成的内在机制。因此，探寻和思索校训文

化中蕴含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不仅是重要的

现实问题，而且对于解决教育实践活动中人的问

题具有重大意义。

“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正确对待

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是我们必须把握好的一个

重大课题。”［８］为 此，校 训 文 化 的 发 展，应 该 坚 持

以下原则。
（一）学习借鉴各国校训文化

文化精神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本质，虽 然 各 民

族文化之间存在差异，在文化精神上也不完全相

同，但存在着文化精神相通的可能性，只有在文化

精神上相通的两种文化之间，才有融合并超越传

统的可能。文化精神上的相通是校训文化的联结

点或纽带。从各国的很多校训文化中，都可以找

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通的内在精神关联。如，人

道观念和实践理性等，这些不仅能够使我们直接

了解各国校训文化丰富的思想资源，而且能够从

其哲学思维方式的深处洞见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元素相契合的内在关联（文脉、渊源、基因、精髓）。
（二）科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 想、人 文

精神、教化理念、道德观念等。我们要根据时代要

求加以继承和发扬。习近平总书记说：“不忘历史

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

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继承和发展的根本，
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９］那些能激发

人们向上，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启迪的精

华，我们就要继承下来，这样，才能使现代观念因

吸收传统观念的精华而变得绚丽多彩，现代精神

因汲取传统精神中的营养而充满活力。
（三）汲取思想启示和精神力量

坚定民族文化品格是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本和

精神寄托。因此，为了正确理解校训文化的渊源

及其自身蕴含的核心价值，高校不仅要责无旁贷

地承担起正本清源的历史使命，更要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启示和精神

力量。校训文化引用较多的儒家经典：《礼记》中

所蕴含的一些思想内容对于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仍具有

重要的借鉴意义；《大学》《中庸》所提出的“大学之

道”和“中庸之道”对于我们当今每一个社会成员

的自我修养和自我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
（四）防止西方意识形态渗透

我们不仅要避免出现全球“同质化”的文化价

值体系，更要避免西方别有用心的价值观渗透，因
此，我 们 绝 不 能 成 为 西 方 某 种 意 识 形 态 的 附 庸。
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文化上的无魂状态，导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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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某些 知 识‘精 英’（成 为）膜 拜 西 方 的 文 化 迷

狂。这是今日中 国 最 凶 险 的 祸 根 所 在。”［８］在 此

历史的镜像中，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校训文

化的思维向度反映着人们对未来的渴望，这已被

视为一种程序化的行为准则，是教育实践活动中

寻求一种更美好的社会发展境界的理论工具。校

训文化不仅可以告诉人们如何行动，也告诉人们

期望达到的目标。
（五）注重人的本质思考与培养

教育目的的功利化，使其失去了人性 关 怀 的

本性，现代教育已渐渐蜕变为一种机械式的训练，
其实用主义目的十分明显：通过特定的智能训练，
使受教育者学到一种技能，走向社会后能找到一

份工作，从而使教育变成谋职的附庸或技能培训

的工具。教育沦为人力的教育而非人的教育，学

校成为了“制造”各种“工具人”的工厂。人的主体

性、人性的价值被空虚、颓废的风气淹没在后工业

化时代。因 而 我 们 绝 不 能 让 现 代 性 中 那 些 异 化

的、膨胀的、缺乏可持续性的种种不利因素渗入到

人们的深层心理结构和民族文化根性之中。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精华，蕴含着华夏文

明五千年绵延不断的精神积淀，它一旦为我们所

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它既不是“老古

董”，也不是供人观赏的“文物”，而是具有历史穿

透力、富有生命张力的现实存在。只有通过人们

的积极践行，做到“知行合一”，才能使之不断发扬

光大。这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经久不衰、魅

力永固的内在原因和秘密所在。校训文化在于文

化上的寻根，在于对传统精神资源的唤醒。因此，
校训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无疑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校训文化如长江之水，它从

远古走来，又向未来奔去。骨子里挥之不去的依

旧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风骨，令人魂牵梦萦的仍然

是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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