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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大学党委书记 齐 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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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作为知识的集中地，是保存、传承、传播和创造先进文化的重要场所。

在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大学肩负

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使命和重大责任。大学理应成为继承传播民族优秀文化的

重要场所和交流借鉴世界进步文化的窗口，成为创造和传播新知识、新思想、

新理论的摇篮和殿堂，不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这是大学的历

史责任。

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优秀人才。从一定意义上说，大学本身就是通过文

化来培养人才、传承文明的，换言之，大学即文化。这是因为，文化的基本功能

就在于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亦即培育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

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从起源说，文化就是“人化”；从

功能说，文化是“化人”，即教化人、塑造人、熏陶人。现代大学的出现，就是为了

继承文化、传播文化、创造文化，通过文化的继承、传播和创造，促进受教育者

的社会化、个性化、文明化，从而塑造健全的、完善的人。

大学文化是一所大学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和血脉，也是一所大学的

重要标志和特征。大学不仅用先进的文化培养优秀人才，而且在此过程中将其

所蕴涵的丰富文化底蕴和文化精华、高尚的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创新精神等

源源不断地传递到社会,成为先进文化的重要元素。大学作为文化中心，是各种

文化沟通和融合的桥梁。通过批判地吸纳大众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彰显主流

文化、交流借鉴世界先进文化等，对社会文化起到积极的引领和辐射作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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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社会文化向更高层次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力量。

鉴于此，大学必须主动承担起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崇高使命。为全面加强

大学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大学文化的育人功能，引领积极向上的社会风尚，努

力成为推动地方文化建设与发展的生力军和主阵地，在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中有作为立新功，宁夏大学编辑出版了“宁夏大学文化建设”丛书，力

求通过打造大学文化建设的精品图书，充分展示大学文化建设的成果，创设积

极向上的文化氛围，发挥文化的深层次育人功能。

该丛书由《金波湖畔———宁夏大学学生诗文集》《媒体宁大———2011：记者

眼中的宁夏大学》《我们在努力着———宁夏大学学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组成。

《金波湖畔———宁夏大学学生诗文集》是宁夏大学学生在校期间创作的优秀诗

文汇编，是一曲反映大学生多彩生活的青春歌谣，是大学生内心情感的真实流

露，是学生思想火花的美丽绽放，体现了大学生向善、向美、向真的人文情怀，也

是校园文化建设的缩影。《媒体宁大———2011：记者眼中的宁夏大学》是 2011年

以来刊载于区内外各主要媒体有关宁夏大学的新闻报道选编，透过这些文字，

从记者的眼中能够清晰地看到学校建设发展的基本脉络，见证宁夏大学办学

定位和办学思路战略性调整所取得的跨越式发展成果，不仅向广大师生和社

会各界提供了一个充分了解学校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载体，而且具有极其重

要的史料价值。《我们在努力着———宁夏大学学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则是宁

夏大学加强学科建设，努力营造学科建设文化氛围的综合反映，凝结着学校教

学、科研和管理骨干对学科建设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收录的文章内容全

面、观点新颖，理论思考有深度，实践总结有高度，对策建议有针对性，对于不断

加强高校学科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大学之大，不仅仅在于有大楼、有大师，还在于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于用

先进的文化引导人、教育人、塑造人，通过以文化人培养出更多社会主义事业

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通过传承、传播和创造先进文化引领社会前进方

向。为此，宁夏大学将做出不懈努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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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楼别来春半，

何处依约箫寒。

逗雨花黄瘦，

酒醒换了人间。

月似当时，

梦阑秋山人远。

我所说的红楼是宁夏大学 B区西南角的一座三层小楼。这座小楼建于 1960

年，是宁夏大学修建最早并唯一保留至今的标志性建筑。

红楼早先叫“拐角楼”，是宁夏大学的青年教师宿舍，后又改作研究生楼。这

里曾居住过杨明德、王十仪、盖锡朋等全国有名的专家学者，居住过吴家麟、李增

林、张奎等宁夏大学元老，也居住过刘世俊、郭雪六这样的学界伉俪。这些耳熟能

详的名字和红楼一起见证了宁夏大学半个世纪的风雨变迁。

穿过紫藤萝花园，走过绿树掩映的草坪，沿着一条清幽静谧的小路走到尽

忆红楼

田 燕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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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红楼便在眼前了：青瓦红砖，白色窗棂，两根精致的黑色灯柱伫立于楼门两

侧，颇有俄式风情。楼门右边生长着两株建校初期第一代红楼主人亲手种下的

沙枣树，葳蕤的树冠掩映着大半边红楼。在这里你能看到日出云霁林霏开，也能

看到杜鹃声里斜阳暮，而每每走进红楼，心就蓦然沉静。走廊的墙壁上张贴着启

功、欧阳中石、丁生俊等人的书法名作《天人合一》《厚德载物》《春风拂翰院

国士展文华》，间有“春”“夏”“秋”“冬”等江南水墨画，古朴典雅，吸引人们探寻

的目光。红楼的教室很小，有的只能容纳三四张课桌，是名副其实的斗室了，可

每个专业教室都靠墙立着两三个藏有专业书籍的大木柜，便于学生随时查阅。

夹杂着新鲜草木和沙枣花香的风，不时从敞开的木窗飘进红楼。在这样的地方

潜心攻读，你会摒弃浮躁与功利，也会懂得，红楼外的繁华喧嚣都只是背影。或

许当年那些孤灯相伴的老先生们深深影响了后代学子，或许是红楼本身几十年

的历史积淀，一届届的红楼人往往融于她的某种力量，心灵归结于宁静，人性历

练得朴实，甘居斗室，孜孜研学。

事实上我想说的是，红楼生活并非是不食烟火的世外桃源，相反读书与生活

在这里珠联璧合。红楼东西向是教室，南北向是宿舍，这两部分是相通的，这样研

究生的读书上课与日常起居都是一体的了。曾有一段时间，我也入住红楼，从此

便结识了很多红楼人。一天，大家都在活动室看《晚间新闻》，一位中年男子进来

搬了一把椅子，到隔壁水房，踩上椅子，拧下坏了的灯泡，换上新的———骤然而至

的灯光下，他的背影清晰明朗。旁边有人告诉我，那是我们的王处长。此后便常在

校园见到那位儒雅干练的长者。当然见到最多的是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研究生

了。他们有的来自冰天雪地的东北，有的来自杏花春雨的江南，也有的来自晋、

蜀、湖、广。他们大多是工作若干年后才来读研，很多已成家。从湖南来的胡铁球

初来宁大时去陈家面馆吃面，第一次去要了大碗，却吃了不到一半；第二次要了中

碗，还是没吃完；以后就要小碗，结果这里的小碗也要比他家乡的大碗大得多。福

建的杨晓东先前没穿过羊毛衫羊毛裤之类的，第一次在宁大过冬时，将新买的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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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衫贴身穿，结果浑身痒，不舒服，这类事听来让人忍俊不禁。红楼的 209是活动

室，每天下午，他们在各自宿舍做好饭后便聚在这里吃饭聊天看新闻。他们的晚

饭一般都吃得很简单，煮一包挂面下几块番茄打个荷包蛋是一顿；一碗稀饭两个

馒头几口咸菜也是一顿；胡铁球常常蒸一小盆米饭，上面叠着几只从文萃路市场

买来的干炸小鲫鱼，同样吃得津津有味。他们有时会讲一些各地的逸闻趣事、笑

话典故，有时也会因一些当年我还不甚能听懂的学术问题争得不可开交。每个周

五宁山会到校外的音像店租来两张碟，一部经典大片，一部文艺片，给大家放映。

轮到转播“两会”、国务院召开记者招待会或世界杯、NBA联赛、欧锦赛什么的，

209就变得水泄不通、通宵达旦了。而平时大家看完《焦点访谈》便陆续离开，或回

宿舍，或去几步之遥的教室。红楼一天的生活真正开始了。

住在红楼里的人读书讨论做文章直到凌晨，然后下午三四点起床是很正常的

事。胡铁球、汤克勤、李长庚、蔡晓钰几个人的宿舍就常常通宵明亮。那时楼上年

龄最大的可能是河南的范富安，大家都叫他“老范”，我叫他“范老师”。范老师博

学多才且能言善辩，知人论世，出语惊人，针砭时弊，一针见血，而对身边的师弟

师妹和我却谦和宽容，关爱备至。他也是红楼里藏书最多的人，其寝室内除了尺

方立足之地，满眼是书。红楼里的顾自安、顾自敬是一对双胞胎兄弟，他们毕业于

宁大外语系，又先后考上宁大研究生学经济学。他俩分别住在红楼斜对门的两间

宿舍，其中顾自敬毕业较早，我印象不深，而与顾自安则颇为熟识。他业余兼职导

游，到过全国很多地方，社会交际广泛，尤喜收藏，他的宿舍简直就像艺术品展览

馆：云南陶罐，苏州刺绣，海南石雕，西藏银饰……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他毕

业时他们的大哥也考上宁大研究生，三兄弟先后在宁大读研，多年被传为佳话。

住在红楼东头学哲学的高建龙来自内蒙，他弹得一手好吉他。夏天晚上，他抱着

吉他倚在红楼前那块石头上，我们三五人坐在长椅上，边弹边唱，述说往事，畅谈

人生。那时宁大的草坪尚未安装喷泉式自动灌水设备，给草坪浇水完全由人工移

动橡胶管完成，于是流水叮咚，琴音袅袅，加上四处弥漫的槐花或沙枣花香，颇有

我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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