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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

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推动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大学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是落实文化强国战略的主阵地。对大学文化资源

进行整合，是今后一段时间高校文化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

2002 年 9 月 1 日，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共

同组建的学术型研究机构——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成立，致力于

研究大学文化理论与实际问题，推动大学文化建设。2011 年 1 月 11

日，清华大学成立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为校内外有志于大学文

化研究的专家和学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新的重要平台。目前，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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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文化研究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国内外学者对

大学文化的研究成果丰硕，施晓光教授、王晓阳教授、赵婷婷教授

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大学文化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产生了一批有深度

的成果。

学界一般认为，文化整合是指不同文化相互吸收、融化、调和而

趋于一体化的过程。这一概念最初是由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所提

出并受到关注的，后来在地理、经济等研究领域也被广泛运用。“大

学文化资源整合”的概念出现较晚，和“大学文化整合”既有交叉，

也有不同。学术界对于大学文化整合较为关注，而大学文化资源整合

方面的成果较少。大学文化资源整合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一、大学内部文化资源整合的具体研究

大学内部的文化资源分布在各个层面、各个环节，处于一种零散

的分布状态。人们最容易观察到局部文化资源存在的形态，进而对两

种或者多种文化资源进行有机整合，使文化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在

大学内部文化资源整合的具体研究方面的成果比较分散。在体育文化

的整合研究方面，李佳认为长春和吉林两市的高校体育竞赛系统是否

可以打破原来的以地区、学校为单位的相对封闭的运行体系，利用经

济发展的机遇与背景，整合高校的体育竞赛资源，开发新的高校体育

训练、竞赛的内容与形式，提高体育竞赛整体水平。王雄伟认为西部

高校体育课程文化资源的特色化会影响和促进西部民族体育文化的发

展，西部特色的高校体育课程体系，对于继承和弘扬西部优秀民族传

统体育文化，无疑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在图书档案等文化资

源整合方面，王韬认为我国高校的院系资料室应该和图书馆实现资源

整合，促使图书资料利用价值最大化。黄丽雯等认为我国高校的档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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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和校史馆之间可以通过一些现代信息科技手段实现文化资源的整合

与利用。在语言文化资源整合方面，金蒻提出双语教育作为跨文化交

际的桥梁，既可以弘扬本民族语言和文化，同时又能吸收他国文化的

精华，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文化资源的整合——文化和文化身份的多

元。此外，在文化资源整合与思想政治教育、通识教育对文化资源整

合的利用以及其他方面的具体研究，也值得称道。但目前对于大学文

化资源整合的具体研究，涉及范围毕竟是非常有限的。大学文化包罗

万象、丰富多彩，目前所涉及的内容还远远不够广泛和深入。而且，

大学内部文化资源整合的研究还缺少宏观性、理论性的总结性科研成

果，具体研究中蕴含的规律和理论还有待于进一步揭示。

二、大学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地方经济文化关系问题的研究

一些学者也注意到高校大学文化资源与地方文化经济发展之间的

密切关系。张善平、韩世姣认为，大学校园文化和地方社会文化是相

邻地域条件和同一主导文化之下的两种亚文化。现实中出现的互动发

生的自发状态、消极文化的直接对接、文化资源的闲置浪费，客观上

提出了实现良性互动的紧迫课题。刁益虎、刁维国认为高校具有文化

资源优势，地方高校通过其教育辐射功能，可以对地方文化生态建设

发挥直接的、有针对性的作用和影响。张善平、林红认为大学校园文

化与地方社会文化始终处于双向互动之中。互动发生的自发状态、消

极文化的直接对接、文化资源的闲置浪费，客观上提出了实现良性互

动的现实课题。有的研究还就某地高校与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互动进

行了个案研究。赵东博士从自己高校所在地宿州市拥有的丰富民间艺

术资源入手，把优秀的地方文化资源传承与保护和大学文化建设结合

起来，发挥大学文化的文化引领和文化汇聚作用。朱振林认为，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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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传承创新文化的重要机构，应吸收地域文化，丰富、引领地域文化，

积极研究地域文化，挖掘、保护地域文化，传播、弘扬优秀地域文化。

总之，校园文化应吸收地域文化、融入地域文化。陈志强认为高校的

文化资源对于青岛的城市文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应该积极促成高校

与青岛市之间的文化合作。

三、当前研究需要深入之处

虽然近几年学界对大学文化的研究成果很丰富，但是对大学文化

资源整合的专题研究较少，涉及的一些研究内容界定也不太清晰，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高校内部大学文化的载体研究少，文化资源整合研究亟

待加强。大学文化内涵丰富、外延宽泛、研究角度和内容众多，学界

大多数围绕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四个维度进行

独立研究，对于这些大学文化的载体研究较少，如何将这些资源进行

科学、有效的整合综合研究，特别是结合自身的办学实际，融合地方

文化特色，形成个性鲜明的大学文化，这方面的研究更少。

第二，大学文化和地方经济文化资源整合的互动研究不够。大学

文化作为根植于特定社会历史和自然环境的一种社会亚文化，必然归

属于一定的区域，其形成和发展也必然受到区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同时，大学作为区域文化传播和弘扬的集中地，不可推卸地承担着引

领和推动区域文化发展的历史重任。因此，如何有效开发利用区域特

色文化资源，将区域文化融入大学文化建设中进行系统整合，最终形

成大学和地方文化特色，提升学校和地方文化品牌优势，推动区域经

济和社会文化发展，成为新形势下特色大学文化建设工作一项迫切

任务。



v 

第三，大学文化资源整合的路径和模式研究模糊。首先，对大学

文化资源整合的概念研究不太明晰。有的人把文化资源整合等同于文

化整合，混淆了二者的内涵，导致许多研究文化资源整合的成果被冠

以文化整合的名称，影响了研究成果发挥更大的社会影响。大学文化

资源整合这个概念需要进一步明确其内涵和外延，为将来的研究奠定

基础。其次，对于当前大学文化整合中的问题提出多，但解决方案少。

当前对大学文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具有比较清晰的认识，能够对这

些问题的表面现象进行揭示。但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比较少，而且提出

的方案可行性不太强。最后，针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多，但理论研究和

提升少。大学文化资源整合问题，在许多高校都存在，有着这样那样

的表现。对于具体问题的揭示以及以某高校为例的研究，比较多见。

但是大学文化资源整合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当个案积累到一定的程

度，需要进行理论总结才具有更普遍的应用价值，现在在理论总结方

面做得还不够深入。

本研究是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为贯彻落实新时期文化强国

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结合自身地方应用型本

科高校大学建设的实际情况，试图从大学文化研究入手，对大学文化

资源的整合进行初步探讨，供大家参考。由于本人能力和水平有限，

文中定有错漏之处，可能还有一些引文未注明出处等，敬请各位专家

谅解、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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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大学与大学文化

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一个没有文化的

国家，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同样，一个缺乏文化魅力的大学，是

一个没有前途的大学；一个缺乏精神支撑的大学，是一个没有生命力

的大学。文化是现代大学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也是大学赖以生存、发

展和承担社会责任的根本保证。大学文化作为人类文化中的一种高层

次文化，不仅服务于社会，而且可以引领社会。因此，聚焦大学文化、

研究大学文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

实意义。历史表明，大学自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与文化水乳交融、

不可分割。大学在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以及一切人类文明成

果的同时，又孕育出了自身独有的大学文化。大学文化的独特性使得

大学始终以“高贵的姿态”居于其他社会组织之巅。随着经济社会的

发展，如今的大学，随着职能的变迁和拓展，积极融入国家和社会改

革发展的洪流，虽抛去了“象牙塔”的高贵，但也进一步提升了大学

文化的品格。让我们首先从历史的视野系统解读“什么是大学”“什

么是大学文化”“建设什么样的大学文化”，再对大学文化资源整合

做进一步探讨，以便于更好地推进大学文化建设和大学文化资源的

整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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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文化与大学文化资源整合

第一节  大学概论

大学与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教育是一个广泛而复杂的概念，它既

可以表述为一个过程，也可以表述为一个理念。教育不为大学所专有，

而大学却为教育所独享。至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所冠名为大学

的机构能与教育分离，能与知识传授、文明传承、道德教化、学术

创新、技术创造等分离。在研究大学始初，我们应当对教育进行相应

的明析。

在西方，“教育”一词源于拉丁文“educate”，本义为“引出”

或“导出”，意思就是通过一定的手段，把某种本来潜在于身体和心

灵内部的东西引发出来，强调教育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活动，旨在把自

然人所固有的或潜在的素质，自内而外引发出来，成为现实的发展状

态。在我国，“教育”一词最早见于《孟子·尽心上》：“君子有三乐，

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

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何为教育？《说

文解字》曰：“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教育”

一词的汉字解释：“教”意为“老师全职授业”，强调全日制和专职

性质。“育”是指对已经存在于世的人进行同化工作，即对人灌输社

会主流价值观，使之能顺利进入主流社会，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对野蛮人，则采取“一帮一”，即一个文明人与一个野蛮人结对帮扶

的方式促使其放弃落后的思想观念和习俗，转而尊崇和接受先进的文

明理念和习俗。

以上分析不难发现，教育是从外化至内化的全过程。这个化育的

过程也并非由专门的教育机构来完成。那么大学与教育是什么样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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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大学与大学文化

系？教育的发展、专业化和大学的产生、发展有什么样的联系？如何

从教育的视角解读大学？这些都是本章要研究的问题。

一、大学释义

针对大学的释义，古今中外都有不一样的说法。如隋朝、汉代

的“国子监”都是古义上的大学，再如《大戴礼·保传》中的“束发

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在其释义中大学是学大艺、履大

节的地方。《大学》对大学的解释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其释义明确体现了中国古代对“大学”释义的理解和

精神方面的追求。

在西方，大学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中世纪。12—13 世纪，“uni-

versitas”一词并没有“大学”的含义，而是指“行业团体”的意思，

如行会、团体等。14 世纪后，“universitas”才和大学产生联系，并

不断被运用于非官方文件中。这时候的“大学”已经不仅仅是指一个

学府，已变得更富有内涵。在中世纪，通常用“stadium generale”表

示比较正规的大学，其中的“stadium”的含义是以学习为目的的团体

的中心；“generale”的含义并非表达已经了解的通常性和普遍性的意

思，而是指一种能够跨越出本区的范围到更大区域进行招生的权限。

西方很多学者对“大学”都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亨利·纽曼（Henry 

Newman）在他的著作《大学的理念》中多次强调：大学必须具有“知

识上自由的流”。蒙罗（G.R.Morrow）在《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

中认为，学术自由之存在，不是为了大学教师的利益，而是为了它服

务的社会的福祉，最终则是为了人类的福祉。怀特海提出，大学的存

在就是为结合老成与少壮以从事创造性之学习，而谋求知识与生命热

情的融合。培克把大学描绘为纯粹学术之圣杯的堡垒，把教师誉为奉

事圣职的骑士。雨果认为，建一所大学，等于毁掉十所监狱。欧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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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文化与大学文化资源整合

学校长联合会主席罗曼齐教授则从大学的重任和从自由的角度阐述对

大学的看法，他的观点是：大学不同于社会其他任何机构，大学是独

立的；大学传承文化创造文化；大学追求和捍卫真理；大学誓死保卫

它的学术自由；大学是社会的思想库和文化中心；大学有它自然的生

长规律；大学有它自己的精神。

德国的洪堡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意大利的波伦那大学等大学，

一般来说是现代意义上起源于中古时期欧洲大陆的大学。

自大学出现以来，它就在文化传承、社会进步的角度上有着不同

于其他社会组织的作用。尤其是那些经历数百年仍然自立的大学，因

对人类的辉煌贡献和其独特的风格而不断地闪烁光芒。因此，只有大

学的精神能经世而独立，历久而弥新。

对于大学的定义，可以分为狭义的大学和广义的大学两种类型。

狭义上是指具有较强科研能力、较强的专业水平、较高的教学水平以

及相应的教学规模，并能培养本科和本科学历以上学生的教育机构，

狭义上的大学需要设立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规定的学科门类，并且这

些学科必须为主要学科，主要包括高水平、多学科、综合性的全日制

大学，也或者是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全日制大学，在中国这样

的学府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广义上大学是高等

院校的总称，主要包括公立大学和民办大学，以及独立设置的学院、

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高等成人大学等不同性质、不同

类型的高等院校。

无论大学在狭义上的定义还是在广义上的定义，都具有共有的大

学特性和共性，这都是维系大学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要素。

（一）大学以人才培养为根本

世界上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发展至今已有 500 多年的历史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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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虽然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发生过诸多的变革，但其作为人才培养基

地的角色和功用始终没有变。时至今日，大学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建设

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国家人才储备和国家综

合实力竞争的重要依托。目前，大学的人才培养基本任务已经充分

彰显。

（1）培养学生坚定的国家信念和时代责任感。不可否认，任何

国家的大学教育都是为本国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服务的。就我国而

言，主要是培养青年大学生的“四信”，即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

态的信仰、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的信心、对党和政府坚强领导的信任。

（2）传习知识，帮助受教育者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知识传授

是一个广义词，个体传授、家庭传授、社群传授、自我习成都在其列，

但作为最具有系统性、前沿性、理论性的知识传习还是在学校尤其是

大学。受教育者在大学里不仅可以学习知识，还可以运用学习的知识

和实践经验创造新知识，并把新知识、新思想、新文化应用于生产、

生活，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3）宣扬良性价值观，稳固受教育者的价值追求。按照马克思

主义通俗的定义，“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周围客观事物的理解的重

要性提出总的看法和评价。大学就是要在教育过程中融入对受教育者

良性价值观的塑造，如“友善”“博学”“务实”“奋进”等。

（二）大学以科技创新为动力

科技创新是大学的活力所现和动力所在。所谓科技创新理应包含

两个层面的内容：

（1）科学技术的革新。科技是一套系统的知识和方法，可变

革或控制人类各项活动，提高人类活动的效能、效率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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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以来，大学在科技革新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据《山

西日报》( 太原）标题为“2015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超八成被高校获得”

的报道，“全国高校获得 2015 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 项、二等

奖 33 项，占授奖项目总数 42 项的 81.0%。全国高校获得 2015 年国家

技术发明奖通用项目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31 项，占通用项目授奖总

数 50 项的 64%……全国高校获得 2015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通用项

目 108 项（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6 项、创新团队奖 3 项、二等奖 98 项），

占通用项目授奖总数 141 项的 76.6%。其中，高校为第一完成单位的

获奖项目 59 项（一等奖 1 项、创新团队奖 3 项、二等奖 55 项），占

通用项目授奖总数的 41.8%”。

（2）科技素养的提升。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具有两面性，科技创

新也不例外。大学在大力强化科技创新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强化了人

们实用及功利的观念，大学人在享受科技创新带来的便捷和福利的同

时，也面临着科技道德和科技伦理的困惑，如高科技犯罪在大学层出

不穷等。这要求大学应把提升大学人的科技素养纳入科技综合创新之

列，即如何在科技创新与遵守科技伦理之间找到一种应有的平衡。

（三）大学以服务社会为宗旨

服务社会并不是大学的附属性功能，而是大学的必然属性。1862

年，美国颁布实施了《莫里尔法案》（也称《赠地法案》）以及农工

学院的兴起，为高等教育走向社会、打破古典高等教育的“经院”式

模式和功能局限创造了条件，高等教育的职能得到了极大丰富，服务

社会被提升为大学的第三大功能。克拉克·克尔在《大学之用》一书

中就深刻地指出：“大学作为行会或学院联合体的时代已经结束，成

为不同社会群体的联合机构，应对社会的多样诉求是大学的重要功

能。”“服务社会—推进社会发展—得到社会或国家力量支持—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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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发展……”这一不断循环往复的良性运行模式逐渐成为大学发展

的基本模式。

近代以来，自新式大学在中国诞生之日起，“挽狂澜于既倒，救

生灵于水火”成了大学融入国家振兴和民族解放的基本理念。五四运

动和“一二·九”运动等反帝、反封、反官僚资本主义斗争无不彰显

了大学的国家责任和社会担当。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大学始终把服务社会作为立学之宗旨，秉承社会文明、服务

社会发展，批判社会邪恶、弘扬社会正气，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

（四）大学以文明传承为己任

知识传承的过程本身就是文明传承的过程。大学作为知识的聚集

地、创新地、发展地，理所应当承担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的传承与创新。

清华大学建校 100 周年时胡锦涛总书记参加出席，在大会上提出，高

校必须全面提高学生教育质量，全面提高素质教育，注重素质教育，

必须大力推进文化建设全面提高等教育质量，推进、鼓励文化创新。

党中央赋予了大学新的责任和使命，对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精神高度

重视。

现今，大学文化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专业知识的知识工厂、思想库，

大学文化已经成为文化传承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必不可少。大学

文化更是文化传承过程中文化创新的重要基础，这些文化的形成不断

推动着社会进步，促进科技不断发展，大学文化对国家发展和社会进

步的影响越来越突出。一个大学的文化传承、创新教育直接决定着大

学的竞争力和创造力。文化传承包括很多方面，如创新、传承、交流等，

它们之间相互统一，共同促进文化发展。大学不仅仅要继承传统文化，

更要发扬传统文化所赋予的精神来推动文化的创新、时代的进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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