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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书详细记叙了东华大学原校长邵世煌５０多年来在高等教育实践中

不断求实探索、勇攀高峰的人生经历，重点展示了作者担任转折年代校长

期间探究教育登攀路的实践过程与体会：面临困难走新路，力上水平增实

力，抓住机遇奠新基，彰显了作者一生激进向上、求实创新的精神品质。

本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行业性大学在我国经济转型和教育体制改革

中办学特色多元化发展的探索之路，可供高校教育管理人员、教师、学生

及纺织等企业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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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邵世煌，１９３８年生。１９５５年毕业于苏州高级中学，１９６０年毕业于南

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１９６０年任教于华东纺织工学院（现东华大学）

至今，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１９８６年赴美国马里兰大学、纽约服装学

院作访问学者。１９９０年任博士生导师，１９９３年任东华大学副校长，１９９４

年至２００１年任校长。长期从事控制科学与工程、智能系统、计算机应用

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培养博士生、硕士生近１００名；主持国家和部市级科

研项目４０多项，获国家和部市级等科技奖１０余项，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１项。１９９０年获全国高等学校科技先进工作者、１９９３年获全国教育

系统劳动模范称号。出版科技著作３本，在国内外重要杂志和学术会议

上发表论文３００余篇（含与研究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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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功绩　　

———《上海高等教育文库》总序　　

教育犹如奔腾的长河，前浪不止见后浪，奔腾向

前；教育犹如无际的大海，宽阔无垠而深邃，厚积薄发；

教育又如连绵的山脉，高峰之外是峻岭，层层攀升……

上海的高等教育承先人之传，又在近百年间发展、提

升。如今，一个崭新的、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已呈现在我

们的眼前。

老一辈人都知道，以前上海能进入高等学府深造

的人，堪称凤毛麟角。而到了２００５年上海已拥有６３

所普通高等院校，５２万青年才俊借此深造成才；以前

我国自行培养的研究生寥若晨星，如今上海在校研究

生已超过８万人；以前上海企事业单位中高中毕业生

是少之又少，如今在各行各业，学士、硕士、博士毕业生

挑起了上海飞速发展的重担……

３０年不过弹指一挥间，其间有难以计数的家庭因

为教育而改变了命运；有难以计数的学生得以在知识

的宫殿里增知成才；又有难以计数的青年学人引领着

时代的创新潮流……上海的高等教育撑起了一方发展

的万年基石，莘莘学子以骄人的业绩开辟了一个又一

个崭新天地。因为高等教育，上海变得更强了。在这

辉煌的３０年中，各界志士仁人、万千辛勤园丁思考、探

索、创新、追求、奉献，付出了许多许多。

为了总结３０年来上海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所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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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丰功伟业，为了讴歌广大教育工作者辛勤耕耘、开拓进取和无私奉献的

精神，上海高等教育学会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集结业内有识之士

编辑了《上海高等教育文库》。本文库分成两大部分：一是《上海高等教育

文库·改革发展篇》，二是《上海高等教育文库·领导篇》。

在《上海高等教育文库·改革发展篇》中，我们记录了上海高等教育

在办学体制改革、管理体制改革、经费投入体制改革、招生和就业制度改

革、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以及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等方面勇于探索，善于

创新，坚持发展的历程。这里虽然谈不上枪林弹雨、隆隆炮声，却也有惊

心动魄、战旗猎猎。正是不断的改革与创新，把“不可能”变成了现实，上

海高等教育才攀上了新的高峰；正是不断地改革和创新，上海的济济人才

才得以显山露水开始新的人生。

《上海高等教育文库·领导篇》，则展示了一大批高校原书记、校长的

风采。这批改革开放的时代弄潮儿，曾站在高校改革、开放的风口浪尖

上，不畏困难，勇于改革，坚持创新，在艰难中改天换地；他们从小学到大

学不断成长，从一名普通青年教师到大学领路人的历程也耐人寻味；他们

都曾备尝常人难以理解的磨难，他们也尽情享受过成功的喜悦。他们以

自己深邃的思想、渊博的学识、高尚的情操和作为一个团队领军人物的气

度、风范，写就了一段美丽的人生！

虽然一部《上海高等教育文库》难以书尽改革开放３０年来上海高等

教育改革的全部，纵然穷尽浓墨重彩也难以涵盖３０年来上海高等教育改

革之精华，我们依然愿意做出这挂一漏万的努力，用图书的形式保留住上

海高等教育的传家之宝，为的是让当事人记下这段历史，让后来者铭记这

段历史。

愿《上海高等教育文库》年年添新作，愿上海高等教育之树常青！怀

着敬慕和激动之心，写此以为总序。

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会长

张伟江

２００８年８月８日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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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是教育的转折年代，我国高等教

育开展了“大改革、大发展、大提高”活动。在这一时期

形成了中国又一代的大学校长队伍，他们多是从事教

学科研后担任校长的，有着不同的个性，或淳朴或深

厚，或幽默或智慧；他们的共性是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事

业心，勇于进取，求真务实。他们在教育转折年代，面

临着科技革命、知识经济、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面临

着提高教学质量、学术水平的迫切要求；面临着高科技

竞争、教育多元化以及大规模扩招的挑战。他们肩负

着责任和使命，任重而道远。那些全国重点大学校长

还要努力使学校成为一流大学，进行重点学科建设，培

养创新型人才，被要求既要是教育家，又要是政治家，

还要有很强的公关能力，为学校争取必需的经费支持。

这些校长置身于缤纷的世界、海量的信息，视野如此宽

广，志向如此高远，同时面临着不断出现的新矛盾、新

问题。他们的困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他们的思量

比任何时候都深。

我和这一代校长走着同样的道路。大学毕业与母

校一位我敬重的老师告别时，他告诫我工作后技术上

要独立思考，政治上不要独立思考，这句话陪伴了我大

半生。到学校教书后，我小心翼翼地度过那个特殊年

代。改革开放后努力工作，潜心学问。八年时间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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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助教经讲师、副教授当上教授，后来成了博士生导师。也许因为我曾是

学校最“年轻”的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也许是因为我担任自动化与

计算机系主任期间取得一些新发展，我意外地成了副校长，一年后又当上

了校长。就在那个年代里，我是上海八所全国重点大学校长中的一位，而

且是其中另两所校长的控制学科同行。这些更加强了我的事业心，我立

志要勇于进取，为我们学校上水平、探究教育登攀路而努力。

我担任校长时，正值我国经济转型后的“纺织业大调整”。我是中国

纺织大学校长，自然也要接受这一非常困难的洗礼。我们在“２１１工程”

建设预审时，确立了进一步走有特色的“多科性大学”之路，开始了“上水

平、增实力”的思考，实施了“以学科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开展了“人才培

养系统工程”、“以科研为突破口”、“关键在师资队伍建设”等工作；还开展

学校“产学研的拓展”，建设学校“教育保障的大环境”活动。

在“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中，我把“共建”的成效形容为“柳暗花

明又一村”，把“调整”的成果形容为“新里程碑”。我们同时又“开拓科教

管理体制改革路”。虽“一路顺风但不遂”，却“恰逢机遇获成功”，在我囯

科研与教育两个相关系统体制改革中，提供了两个研究案例。

在高教大改革、大发展、大提高的过程中，我们针对学校发展瓶颈，面

向未来，抓住机遇，为我校２１世纪新发展奠定基础，分别进行了“开松江

大学城先河”和“学校更名”的工作。在大发展前夕进行这两项工作，不免

有些困难，也知道在我校长任期内不会马上有成果，但我心安理得，一切

为了２１世纪新一代。

邵世煌

２０１１年６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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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年的教与学

一、学生时代

１．学前记事

１９３８年正值日本侵略中国，我在妈妈逃难途

中出生。妈妈在逃难中打扮成乡下人，她是３０年

代初日本明治大学毕业的，怕被日本人抓去做翻

译。后来带我去上海的外婆家，他们刚从苏州迁

到上海，也是想躲避日军，住在法租界的环龙路

（现南昌路６１５弄）。到上海不久，原住苏州的房

子即遭日军飞机轰炸。我们在上海住的是典型的

弄堂房子，弄堂里有几排楼房，每两排楼房间有条

小弄堂。我从小是一个活泼好动的孩子，常在小

弄堂玩小皮球，球踢到弄堂外隔壁的小巷，我要妈

妈带我去找，后来我索性自己一个人到小巷找球。

小时候胆大不安稳，常跑到弄堂外的地方玩，害得

妈妈和姨妈到处找我回家。有时邻居看见我在外

面玩就把我带回来。后来家里不得不做了一块小

牌子挂在我胸前，写上我的姓名与住址，免得我跑

远了回不来。幼时我很调皮，家里也敢放我出去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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