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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贺兰 悠悠我心

（代序）

大学是什么？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梅贻琦先生曾说：“所谓大学

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按照梅先生的看法，真正的

大学不在于学校修的大楼有多漂亮豪华，而在于有一批在学术上造诣甚

高、在品行上德高望重的大师。梅先生的这个著名论断即使对现在大学

的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今天，一流的大学至少要具备硬件设施、师资力量和大学精神三大

要素。齐全的硬件设施是实施教学活动的物质基础，强大的师资力量是

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前提，优良的大学精神能塑造出良好的校风学风，

从而为大学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支撑。因此，硬件设施、师资力量和

大学精神代表了构成大学体系三个层面的内容：“有形体”、介于有形

体与无形体之间的“中间体”、“无形体”。有形体的东西最容易得到，

例如我们可以仿造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的高楼，甚至可以比国外盖得更

漂亮、更气派；介于有形体与无形体之间的东西亦有可能获得，例如我

们可以高薪聘请学术带头人，或者学习、模仿别人的先进管理方法等；

最难学到的是无形的东西，因为我们很难将一所大学的精神理念机械地

移植过来，犹如很难去机械地模仿一个人的精神风貌和文化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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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大学的精神和理念是通过若干代师生传承积淀而成的，是靠

大学肌体自身所产生的东西。大学精神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决

定了一所大学师生的工作、学习的状态和精神风貌，甚至深深影响着

一所大学的建筑风格等外化的东西。中国有句俗语叫“一方水土养一

方人”，讲的是自然环境和文化因素对于群体性格塑造方面的决定作

用。现实的例证同样显示：有怎样的大学，就有怎样的人才。大学之

间的根本区别在于经过时间洗礼积淀而成的大学精神，世界上许多大

学虽然比肩而立，但所培养的学生却有不同的气质，如哈佛大学与麻

省理工学院、中国的北大与清华。从这些例证我们足以看出大学精神

这只“看不见的手”在一所大学成长和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

北方民族大学是一所年轻的大学，因为她才走过了 27年的风雨历

程。27年的时间对于许多老牌大学而言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北方民

族大学却具有不寻常的意义，因为接近“而立之年”的她逐渐褪去稚嫩

而走向稳健和成熟。27年的岁月风霜赋予她怎样的文化性格？她的内

在的无形的东西是什么？她的精神是什么？这是每一个北民大人都应该

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北方民族大学兴起于贺兰山下、黄河之滨，肩负着培养各民族莘莘

学子的光荣使命。雄浑的贺兰山给予她一份历史的厚重，滔滔的黄河水

赐予她勇往直前的无穷动力。这些特定的地缘环境和历史使命赋予了北

方民族大学特有的文化性格和大学精神，校训“团结进取、砥砺成才”

就是对这种精神的概括，具体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内涵：不畏困难、吃苦

耐劳的拼搏精神，不屈不挠、奋勇前行的进取精神，海纳百川、团结容

人的包容精神，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的创新精神。今天，我们将师德师

风建设中的部分征文选编出版，就是对北方民族大学上述大学精神的一

种展示。选编的文章中既有即将退休的老教师多年教书育人的经验之

谈，也有青年教师初为人师的体会感受，同时还选编了部分莘莘学子对

学校、老师的率真诉说，虽然文体各异、长短不一，但字里行间都渗透

着一种精神，彰显着一种力量，展现着一种风貌，预示着一种方向。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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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没有激情的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师生们所讲的小事

琐事中处处体现出一种作风，使我们在隐约之中感受到这所年轻大学

的“大学之魂”。诚如哈佛大学校长德雷克·博客在 《回归大学之道》

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一所大学的价值观能从各个部门的每件小事

中体现出来，而且，这些小事往往比学校高层宣传的政策更能传达学

校的价值观。”

目前，北方民族大学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虽然学校取得了

不少成就，但在今后的发展中还面临着许多来自外部或内部的困难和挑

战，在师资、科研、管理等方面尚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挑战和困难并不

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缺乏面对挑战与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只要我们秉承

北方民族大学的大学精神，不怕困难、知难而进，北方民族大学的明天

一定就像贺兰山中郁郁葱葱的松林万古长青、生机盎然。

是为序。

北方民族大学党委书记 张京泽

北方民族大 学校长 任维桢

二O一一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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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81年，在那个春意盎然的中央民族学院校园，大礼堂前兰花盛

开的日子，我接到了国家民委盖有红色大印的通知书，批准我因学习成

绩优异而提前一年毕业。当时我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届高考的大学

生，又是中央民族大学唯一一个提前毕业的本科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语

言所、北京语言大学等有意向要我，尤其是中国水产公司总经理要我去

当秘书，我最后还是无怨无悔地选择了民族高等教育，留在了自己的母

校中文系当了一名语言学教师，当年担任 81级学生的班主任并担当起

语言学概论课的教学，后来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于 1986年

毕业。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仅从北大要一名硕士或博士，要求是

党员和校研究生会领导，学校推荐了我，我去中南海与王金海部长谈了

话，但还是决定不去了。后来北大又把我改派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我自

己去西单组织部大院看了一下，回来还是决定留在了北大东语系，在国

学大师季羡林担任 40年系主任的教学单位又成为了一名教师。1994年

三十载执鞭无悔 三十载执笔助师

———从心灵坚守教学与科研支撑教学所想到的

赵 杰

教
师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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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北大中文系博士毕业，本可以去机关从事中层行政工作或到海淀区

区委做管理工作，但我又一次放弃了从政的机会，安心地留在北大继续

从事普通的教学工作。从此心灵上再没有犹豫过、动摇过，坚守这三尺

讲台、三尺教鞭、三丈教室、三寸粉笔，一教就是 30年。

30年斗转星移、风花雪月，我从风华正茂的年轻教师变成了两鬓

斑白的中年教授，真是“黑发秋霜织日月，粉笔无言写春秋”。这 30年

间我从北京紫竹院、国家图书馆旁的中央民族大学任教开始，又到颐和

园旁的北京大学任教，到圆明园旁的清华大学兼教。2001年支援西部，

任教新疆天山脚下的石河子大学，2005年接着支宁，在宁夏贺兰山下

的北方民族大学教书。其间，又到皋兰山下、黄河岸边的兰州大学兼教

一年，在北民大执教的两年时间里，兼教职于宁夏大学。无论是精英教

育的北大、清华，还是西部教育的兰大、石大、宁大，抑或是自己母校

和业校的民族教育的中央民大、北民大，我都在用陶行知“捧着一颗心

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神激励自己；用雨果以叶护花使之结果而

甘处于边缘的扶持精神，潜心育人；用鲁迅“教育是植根于爱的”大爱

精神，去播撒新知，为中国高等学府的精英教育、西部教育、民族教育

甘作人梯，默默奉献；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滋润大学生、研究生、

博士生孜孜进取的渴望心田；用汗水和心血铺就学生水到渠成的金光大

道，也使我对老师这个神圣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业有了不解之缘。

20世纪 80年代，我教中央民族学院学生语言学，经常带他们到京

郊四季青公社作社会语言学调查，到百望山上参加植树造林劳动，参加

国庆 35周年阅兵、游行列队接受邓小平同志在天安门上的检阅，使学

生们得到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的双重收获；90年代初，我在北大教

授北京话研究的同时，带领学生到香山健锐营、南四旗调查京腔儿满式

汉语，为北大 90周年的实践教学展览献礼；21世纪初年，我在北大教

授 比较语言学的同时，带领博士生到京冀交界的喇叭沟门乡、京郊密

云檀营调查满汉融合语言与民族团结之现状，使博士生们学到了书本知

识和实践采风的过硬本领；在新、宁、甘 10年从教的日子里，更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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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难忘的是那些与西部学子们共克时艰、共度寒窗的流金岁月。在石

河子大学白天从事管理工作，晚上讲授 3节韩语，学生们下课后陪我走

到几里远的住宿楼下已是半夜 12点。在北方民族大学下午开完校长会

直接上完课后 10点还没吃晚饭，学生们帮我找饮食之处的感激表情令

我难忘。每当寒暑假后，探家学生回来给我带来各地丰盛的土特产，我

又一一给他们送上我的新书，“物质”换“精神”后再来一顿师生交流

学术的便宴，既有利于教学相长又加强了师生情谊。每当这时，我的感

觉是最充实和最愉悦的。与这些可爱的年轻人在一起，似乎自己也变得

年轻了，至少心理上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尽管飞扬的粉笔染白了我的黑

发，日月如梭带走了我的青春，但却没有带走我不视老的教师朝气！我

不为没有享受上高官厚禄而惋惜，也不为没有豪邸名车而遗憾，因为我

有了与一代代占有未来、占有青春的莘莘学子心心相印，有了他们那真

诚向我求教、求知若渴的朝阳般稚嫩的面孔，我顿然觉得知识的生命在

升华、在延续、在永存！我不仅感到为师为教无怨无悔，而且觉得比大

名大利大腕更有从心底悠出的幸福感！

因此，我在 30年的育人实践中，时常想到用孔子“躬自厚而薄责

于人”的思想来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现代大学生采取了不同于家

长，不同于中学，不同于上下级的方法来引领，用鼓励、激励、勉励来

调动他们求学的积极性，用爱心、热心、诚心、宽心来拨动他们纯净无

瑕的心灵，用率先垂范、诲人不倦的道德精神帮助他们科学立志，刻苦

成才，让学生感到自己是他们的良师益友，而不是例行公事的教书匠或

高扬师道尊严，把学生当下级训斥的师老爷。在 30年的教学实践中，

我感到教书育人一定要“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让学生对老师的人格

魅力和学术水平心悦诚服。比如，我教过的课大都是课堂上满腔热情地

演讲，下课时等待学生提问，而且有问必答。我教过的课，大都让学生

学到、学会真正过硬的技术本领。比如国际音标、满语等一律是课上有

讲解、有辅导、有纠正，考试是有听说、有闭卷，阅卷后让学生对照自

己的卷子，翻看查阅，能找出 0.5的评分之误我都把分数提上。用爱心

教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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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责任，用公平与透明让学生学到真本事，学到真善美。高扬“蜡炬”

燃己照人精神，使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教给学生，教会学生，让人类

文明知识之链在自己这一环节上达到不折不扣地薪火相传。

二

爱因斯坦曾说：“智慧并不产生于学历，而是来自对知识的终身不

懈的追求。”要想育好人，还要教好书，那就要在科研上孜孜探求，笔

耕不辍，靠“学而不厌”来充实“诲人不倦”。

30年来，我为了在三尺讲台上讲得言之有物，理有创新，按现在

的话是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我从未停止科研创新的步伐，

做到讲台上执鞭与讲台下执笔的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执笔不停或叫笔

耕不辍，实际上是把语言学、民族学的科研创新立足到广阔天地，大有

作为的田野上。我深深懂得，德育崇尚信仰，智育贵在创新，科研支撑

教学，田野活水滋润讲课流畅的道理。而要达到“源浚者流长，根深者

叶茂”，就要学习古来圣贤“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刻苦精神，踏草

根、穿田野，追求专业知识的学以致用，追求原汁原味的乡梓情怀。只

有对教育如醉如痴的热爱，才会有对所教真知的不屈不挠的前线探索。

为了让课堂上的演讲生动鲜活，别有新意，我 30年来一直在从事田野

调查和科研著述，把语言学与民族学的实地调查田野扩大到国内外的广

阔天地。从日本北海道的阿伊努语，经大和日本语的东京和关西方言，

到韩国济州岛、庆尚道和京畿道方言的比较，从汉城标准语、朝鲜平壤

话、北部山区咸镜道和六镇方言、中朝边境的女真语底层，到中国东北

黑龙江边的满语，乌苏里江边的赫哲语，大兴安岭的鄂伦春语，嫩江平

原的鄂温克语，东三省的汉语方言，北京郊区的京腔儿满式汉语，山西

五台山的汉语晋方言，陕北延安、榆林的汉方言，内蒙阿拉善盟的蒙古

语，宁夏的回族话，甘肃河西走廊话和祁连山的裕固语，新疆“三山加

两盆”中的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东北迁来的锡伯语，冀

006



教
师
篇

北察哈尔迁来的蒙古语，到中亚调查东干语以及哈萨克语和吉尔吉斯语

……每到一地调查语言或方言，也及时地把该语言的民族学、人类学特

征记录下来，结合该族群的民族学、人类学特性来研究该民族的语言或

方言。进而出版了《现代满语与汉语》《从日本语到维吾尔语》和《丝绸

之路语言研究》等大跨度调查鲜活语言的十来本专著，并且利用出差、

开会、访学国内外的机会走到哪儿、学到哪儿、记到哪儿，一本涉及到

国内外近百种语言的《语言学通论》今年将付梓。正因为自己注意吸收

世界上正在使用的多种语言的“新鲜空气”，也不断经历着调查语言时

看到的山川奇景、风土奇人、民族奇俗，把这些奇闻轶事结合语言的新

奇变化带到中央民大、北大、石大、北民大等六校的讲台上，给听课的

学生既带去了业内众所周知的语言学知识，又带去了一般人鲜为人知的

语言奇葩和民族奇事。宏观上开讲座能纵览全球，综谈民族理论；微观

上讲音标能细如泓泉，条流溪分，所以讲课效果总是出乎意料地受到欢

迎，因此，1995年我的语言美学课获得了北京大学选课第一名，2007

年分别获得宁夏总工会 9·10教育奖章和宁夏高校九大教学名师之荣誉，

2010年获得了宁夏教育厅聘选全国名师给全区研究生讲课后效果总评

比第一名的好成绩。

三

30年的执鞭教学之生动，靠的是 30年的执笔科研之创新，而科研

创新又大多来源于山川田野、大千世界，来源于“读万卷书”后“行万

里路”中的芸芸众生，来源于生生不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的新鲜事

物，把这些正在变化中的物间人际之关系及时描写下来，再结合已有的

历史和书面知识进行梳理、比较，语言、民族学科中的理论创新、知识

创新就会展现出来，这时再及时加以规律性地提取，就成了创意迭出的

著作，又成了不断教授学生新知识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这也是我 30年以执笔著述助推执鞭教学，形成田野采新、科研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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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演讲良性互动的主要经验。这样三点成一线，才能用不断变化的生

活实践焕发学生积极投入生活的激情，用古今系统连贯的知识体系填充

学生的求知欲望，用一串串难忘的草根脚印，带给学生一幕幕如沐春风

的传奇，闪出一点点思想撞击的火花，讲出一段段精彩诱人的亮点，从

而激发学生热爱学习探索，热爱现实生活，热爱伟大祖国，热爱中华民

族的热情，鼓舞他们多出成绩，早日成才，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

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担当起时代赋

予的历史重任。每当听到我的学生成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导、新疆大学

的教授，成了国家和省区机关的司局长、大学校长、省报主编等消息

时，我纵使春蚕吐尽，蜡炬成灰，青丝变白发，事业平平，但我仍然感

到 30年从教人生的无比充实，因为我得“天下英才而育之”，工于“传

道授业解惑”，我用自己的青春枫叶之“落红”换来了桃李满天下，春

风满庭芳。

三十载春葩映日，秋叶泫露，冬月澄泓，夏云峍屼。三十载执鞭生

涯没有尘封我的记忆：中央民大的红墙绿荫、北京大学的未名湖塔、石

河子大学的绿荫翠翳、兰州大学的黄河水、宁夏大学的沙枣树、北方民

大的贺兰山，处处留下了我与所教学生的特定环境之记忆；三十载执教

时光没有停止我科研的脚步，日韩留学时求索新知的喜悦，东北林海雪

原调查后第一本《现代满话研究》出版的激动，北京大学校园里撰写北

京话研究《中国语文》上的发表，援疆中调查中国哈萨克斯坦边境阿拉

山口时蒙古族老人讲给我语言之后撰写的《新疆蒙古族语言研究》，支

宁时走遍宁夏每个县，《回族解读》《回族众读》《回族释读》三本书的出

版及给中央领导讲座后的鼓舞，给宁夏区内外政府、国企、大学讲座，

讲课后博得经久不息掌声中的激动泪花，无不证明着我三十年心无旁

骛，坚守教师岗位，坚持执鞭执笔，甘当人梯，甘当草根的正确选择。

三十载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三十载树蕙滋兰，潜心学术；三十载低碳

之旅，精神之鹘。我没有在仕途上位居高位，没有在金途上发上大财，

没有在术途上成为大师，但我却在以执笔助执鞭的教学征途上积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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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鲜有人迹之地调研，讲鲜为人知之内容授课”的“两鲜”经验，在

6个大学加韩国梨花女大、忠南大学一年半讲学的 30年教学“摆渡”

中，教授了一万多名大学生、研究生和博士生，实现了我“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教万名生的誓言。

今后 30年，如果还允许我选择，我仍然选择教书育人，以此作为

精神之鹘的归宿，作为心灵守望的田园，继续凝聚清廉和执著的教师情

结，继续像胡锦涛总书记对优秀教师所要求的那样：“淡泊名利，

志存高远……甘为人梯，乐于奉献”，继续开辟走得宽广，耐得寂寞，

讲得神奇的教师之路。经得起时代诱惑的风刻水蚀，留得下镂金岁月之

砥砺履痕，为新世纪新时代的新学生开启一片知识体系，开辟一片风光

田园，开出一片奋斗蓝天！

（赵杰，男，1953年生，北方民族大学副校长、北方语言研究院院

长，二级教授，北京大学资深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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