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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度的大学文化自信创特色奔一流

(代序)

文化自信，是一种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 文化自信，反映

的是主体在基于传承、比较、反思、创新等基础上对于自身传统、习俗、规

范、取向等文化属性的高度认同，体现了主体对自身在愿景确立、路径选

择、价值实践等方面的精神制高点和文化软实力，是影响甚至决定主体

命运兴衰、事业成败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 传承创新文化是大学的重要

职能之一，在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双一流"建设的时代大潮中，

我们有必要更清晰地确证每一所大学的文化身份，找寻、传承和壮大自

己的文化基因，并以此坚定未来的文化走向，进而真正构筑起强大的文

化自信 。 这应当成为每一个大学人共同关注和探讨的话题。

一 、 增强大学文化自信 ，前提在于确证好大学的文化身份

确证文化身份，就是要从文化视角追寻"我是谁"。 随着时代的发展

和大学职能的延展，大学对于自身身份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 从传道投

业解惑与教学相长的知识共同体，到致力于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的学术

共同体，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共同体，再到开启明智、引领风尚的

文化共同体，大学的身份正变得愈加多元而精彩 。 而其中，文化共同体

反映了大学最深层、最基础的特质 。

就宏观而言，确立中国大学的文化身份，是中国高等教育融入世界、

比肩西方的时代要求。 纵观历史，中国大学是在晚清国门被打开、西学东

渐的境遇中艰难创立和逐步发展起来的，其运行模式、制度规范、课程设

计等都或多或少受到西方的影响 。 在办学规模、办学效益趋于常态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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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中国大学理应回归自身的中学之"休"，在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

代大学的文化身份的前提下，探寻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民情以及教育发

展规律、人才培养规律的高等教育崛起之路，办出中国大学的特色、风格

和气派，从而为世界高等教育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

就我校而言，从新中国兵器人才的摇篮，到国防科技工业的创新基

地，从构建"陆、海、空、天、电磁"立体兵工体系，圭1J努力成为"两化"深度融

合的排头兵、信息化武器装备系统的引路人和区域发展的辐射源，学校始

终以"强军兴国"为使命，以特色鲜明的学科体系、广获赞誉的人才培养、备

受瞩目的科研成果奠定了自身在中国高等教育格局中的不可替代地位。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南理工的发展始终与时代同步伐、与国家同命运、与

人民同甘苦，这既展现了南理工人勇立时代潮头、担当大学使命的文化自

觉，也彰显了南理工人矢志报国、担当奉献的文化品质 。

二、增强大学文化自信 ，核心在于传承好大学的文化基因

传7}'-文化基因，就是要从历史积淀中厘清"我从哪里来"。 大学的文

化身份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它厚植于大学创立之初被赋予的使命

以及蕴含其中的文化基因 。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肇始于晚清，经过百余年

的不断探索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蓬勃发展，在办学规模、培养质量、

社会影响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 尽管创立时间、办学层次、

隶属关系等各不相同，但每一所高校都有其自身的发展历程及独特的大

学历史文化。 高校的创立、发展与改革历程反映了我国思想界、知识界、

教育界自近代以来百折不挠地兴学救国、献身科学的奋斗史，同时也反

映了各高校的办学理念、办学经验、办学规律的形成过程，凝聚着一代代

建设者、改革者的奋斗精神、治技智慧，是启迪后来者继往开来、奋勇向

前的宝贵财富，是大学的理念、传统、价值取向等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 。 因此，大学在新形势下增强文化自信，应当牢记自身"走过的路""走

过的过去"传承和弘扬好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在此基础上实现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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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与建构，成为创特色、奔一流的极为重要的精神养分。

那么，南理工的文化自信来源于哪里呢?我认为，它来源于对自身

办学使命的忠诚和践行，来源于对自身所走过的 60 多年办学历程的回

顾、总结与反思 。 毛泽东同志在为哈军工成立颁发的《训词 》 中指出，"为

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国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

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 今天我们迫切需

要的，就是要培育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

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 。"这其中便蕴含着始终影响南理工事业发展的

强大文化基因，即"强军兴国""培育工程精英和社会中坚''''推动科技进

步"这应当成为南理工精神的基本构成要素 。 今天，面对新的时代大

潮，新一代的南理工人不能忘却学校曾经的创业史、奋斗史以及在其中

积淀形成的文化基因，在经常审忠"我从哪里来"的过程中强化自身的文

化身份，从而真正做到不改初心、坚定前行。

三 、 增强大学文化自信 ，关键在于把握好大学的文化走向

把握文化走向，就是要基于历史与现实、逻辑与实践来努力探求"我

往哪里去" 。 珍视过去，目的是为了昭示未来。 增强大学文化自信，本质

上是为了大学在创出特色、办出一流的奋斗过程中不忘记自己的过去，在

回顾、总结和反思中把握好大学未来的文化走向，以充足的精神之钙涵养

当代大学人的精气神，从而坚定从容地推进改革攻坚，走向更美好的明

天。 经过几代南理工人 60 多年的不懈奋斗，学校取得了引以为荣的发展

成就，这既得益于国家政策、科技发展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更有赖于不同

时期南理工人的苦干、实干和巧干 。 可以说，学校已经为中国的国防现代

化、教育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事业贡献过可圈可点的智慧与成果，其间形

成的学科培育、人才输送、科技攻坚、文化承创等经验与成就奠定了学校

当前在中国高教领域的地位，也成为了迈向未来的优势所在和潜力之源 。

对于南理工而言，把握好自身的文化走向，应当体现在精准研判形



势和谋划长远发展上 。 推进"双一流"建设需要借鉴国内外高校的办学

理念和改革举措，但不能因此就束缚了自身独立探索特色之路的胆略与

步伐。 一所具有文化爆发力的大学面对林林总总的"大学排行榜"和声

势浩大的规模扩张等现实图景，最难能可贵的是依据自身的使命与愿景

在战略上进行冷静的思考和独立的判断，避免在向兄弟高校借鉴的过程

中陷入"亦步亦趋"的窘境，保持一种淡定自若又不盲目乐观的发展境

界，从而为创特色、奔一流占得高地、赢得时间 。 具体而言，就是要将"成

为国家‘双一流'建设中不可替代的支撑力量"作为学校各项战略决策的

基点，以高质量、有特色的发展成就继续巩固学校在国家高等教育发展

中的第一方阵地位。

近年来，从大学文化中汲取养分和增强信心已经越来越成为干部师

生的共识 。 2013 年，学校第十一次党代会将实施"文化引领行动"作为

推动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为此，学校党委毫不放松地抓文化建设，将

发掘文化积淀、弘扬文化精神、凝练文化内核、增强文化自信作为实现

"文化引领"的重点 。 经过多位师生的精心雕琢以及多个部门的通力协

作，列入"南京理工大学文化系列丛书(第二辑)"的六部作品即将付梓 。

鉴于文化自信对大学高品质发展的极端重要性，遂成上述感言，并作为

丛书之代序 o

校党委书记例
二0一六年十二月五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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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是由原一系 、 二系 、 五系组建发展而成 ， 与

学校同历史 ， 是学校规模最大 、 整体实力最为雄厚的学院之一。自办学以

来 ， 学院在一甲子余间的发展壮大景象 ，使每一位机械人感到 由衷的欣慰与

自 豪。 为认真总结学院历史变革发展历程，提升学院精神文明 、 文化内涵建

设水平 ， 激励全院师生凝心聚力 、 继往开来 ， 促进一流学院 、 一流学科的发

展 ， 学院决定编撰出版《 院志 》。

在这本《 院志 》的撰写过程中 ， 学院领导班子高度重视 ， 成立了 "学院院

志编等委员会" 本着"实事求是 ， 尊重历史 "的原则 ， 将《院志》分为学院发展

概况 、机构设置 、现任领导和组织 、 学院历史沿革 、 学科专业发展演变 、 教学

科研成果等 18 个部分 ， 多角度 、 深层次地记载了机械工程学院办学以来的

发展史实 ， 以朴实 、 真诚的笔触浓缩了机械工程学院发展历程中的辉煌

业绩 。

经过一年多的艰辛努力 ， 这部反映机械工程学院办学历程 、 办学特色 、

办学理念的《 院志 》即将付梓 。 在编篡过程中 ， 学院机关工作人员 、在职和离

退休老教师 ， 字斟句酌 ， 力求全面 、真实概括学院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由 于

时间 、 资料 、编写水平等所限 ， 纠t 漏 、谬误难免 ，敬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使这

本《 院志 》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 。

辉煌历程 ， 催人奋进 ; 跨越发展 ， 任重道远 。 《院志》的发行 ， 将进一尹坚

定学院发展信心 、彰显学院文化魅力 、 点燃学院奋进激情 ， 鼓舞着全院师生

坚定不移地以更加振存的精神 、 更加昂扬的斗志 、 更加务实的作风 、 更加扎

实的工作 ， 不断开创学院建设工作新局面 ， 为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学院而不懈

奋斗 。

编委会

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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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发展概况

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是由原一系、二系、五系组建发展而成，与

学校同历史，是学校规模最大 、整体实力最雄厚的学院之一。 学院拥有一支

结构合理、学术思想活跃的教师队伍，有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千人计划"专家和一批入选教育部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防科技工业 " 5 11 人才工程"、江苏省 "333 工

程"、江苏省杰出"青年基金"、"青蓝工程"、"六大人才高峰"培养对象的优秀

中青年专家 。 "武器系统与工程"专业课程教学团队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团

队， 3 人获江苏省教学名师奖 。

机械工程学院下设 11 个系:火炮工程系、自动武器工程系、弹药工

程系、火箭导弹发射工程系、机械设计及自动化系、制造工程及自动化

系、机械电子工程系、车辆工程系、工业工程系、仪器科学与技术系和航

空宇航系 ; 4 个实验教学中心:机械工程实验教学中心、武器系统与工

程实验教学中心、仪器科学 与技术实验教学中心、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

实验教学 中心; 8 个研究所、 3 个国家级工程中心 。 学院现有教职工

2 71 人， 全 日制在校学生 3 40 1 人，其中本科生 2 1 44 名，硕士研究生

97 1 名 ，博士生 2 86 名 。

学院拥有 4 个一级学科 : 兵器科学与技术、机械工程、仪器科学与技

术、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其中有 3 个国家重点学科， 6 个省部级重点(优

势)学科， 3 个国防特色学科 J 个工信部新兴交叉学科 。 教学科研实力

强，研究领域宽，多年来形成了 20 多个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和学术梯队 。

.. 十二五"以来，承担了 " 863 计划 .，、 " 9 7 3 计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国防基础科研、江苏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兵器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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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历史沿革

1953年1月

组边武昌市级炮兵技术学技

1956年2月

武昌高级炮兵技术学校更名为武昌高级

军械技术学校

1962年2月

一系二科29名工作人员四 . 五年级20名学员各种怆

械物资移交后勤工程学院。 七系107名工作人民 、 300名

学员和s6i J ;k炮等'líiJ资.移交后Ji)J学院。 "才 .炮兵工程

学院迁来南京

1971年8月

太原机械学院90余名专业人民调入学院

一、二系和1基础课部

1977年

III月守 恢复基础U辑部， 成立兵器:M后系 1 1)斗.机械制滥

工艺和l金工金制两个教研室从基础课部分出 成立机械制

jE工艺系 ( 五系 )

1953竿9月

组建军事工ßl学院( 哈尔浪 ) 炮兵工程系

1960年6月

军事工程学院炮兵工程系迁往武昌.并与武昌市级'平城技术

学校合井月 1 101 正式成立炮兵工程学院叼并设兵器 、 弹药 、

火药炸药 、 仪苦苦 、 雷洁 、 火箭武器 、 军械IjiJJ 务等七个系

1966年4月

炮兵工程学院改名为华东工程学院， F设基础课郁、一系

(炮兵兵器系 ) 、二系(火箭武苦苦系 )、 三系 ( 火州药系) 、

四系{炮兵仪:m系 ) 丘系 ( 留学生系 ) 等四部一笔五系

1976年5月

撤销基础课都

1978年8月

西北工业大学航炮专业22人.词来学院， ~IJ入一系炮 4 业



学院大事记

1. 1953 年

1) 1 953 年 2 月 21 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规定，军

事工程学院下属六个部 :政治部、干部部、科学教育部、技术部、队列部和物

质保障部;五个系:空军工程系(一系) 、炮兵工程系(二系)、海军工程系(三

系)、装甲兵工程系(四系)、工程兵工程系(五系) ;一个预科总队。

2) 19 53 年 9 月 1 日，隆重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成立暨第

一期学员开学典礼，并举行了阅兵式 . 中央军委代表、国防部副部长、副总参

谋长张宗逊代表中央军委给学院授八一军旗 ，并在大会上宣读毛主席给学

院颁发的《讪|词儿 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刘伯承、贺龙、罗荣桓等军委首

长题词祝贺，总参、总政、总干、总后、军事训练部、军校管理部、志愿军、各大

军医、各军兵种、各有关兄弟院校也发来贺 电、贺信，并派代表参加开学典

礼。 院长兼政治委员陈展同志庄严宣布 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

院 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军事工程学院正式成立了 " 。

2. 1960 年

1) 1 960 年 4 月 1 6 日，军委总参谋部发文，转达军委办公会议第二次会

议精神，决定以武昌高级军械技术学校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炮兵工程系

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 。 学院建制属军委炮兵领导 .

训练、党政、行政等工作均由军委炮兵直接管理;后勤供应以及属于共同性、

地区性的党政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则由所在军区负责。

2) 1960 年 3 月至 4 月 ，在炮兵领导带领下 ，先后勘察了成都地区、保定

和西安地区，选择炮兵工程学院院址，最后确定陕西省秦岭五台山下的 l夭安

县花园村、南斗村以及北斗村的-部分地区，作为学院院址 。 4 月 11 日下



后记

《院志》的出版得到财政部 20 1 4 年度全国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

项目"南京理工大学兵工教育文化传播与体验平台建设"以及南京理工大学

"文化引领行动 ( 20 1 4 - 20 1 8 )"立项资助 。 在《 院志 》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学

校党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学院领导班子非常重视，积极选派人员开展工

作;工作人员仔细查阅档案 、审阅资料，一丝不苟 。 为使《 院志 》能真实反映

发展画面，编篡委员会先后拜访、邀约了曾在学院工作过的离退休老领导和

老教授，追随他们对学院发展历史的回忆，详细记录;配合档案资料的查询，

反复核对 。 其中，朱明武、孙海波、周瑞奇、黄文良、张世琪、沈守范等一批老

同志 ，年高体弱，或冒着高温酷暑，或顶着严寒冷风，数次往返沟通，不辞辛

劳 。 资料浩繁 ，年代久远，在编撰过程中，所有的参编人员均表现出了高度

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

1 953 年至今，学院办学巳六十余载。 这本《 院志 >> ，记载着南京理工大

学机械工程学院自办学以来的发展变迁，秉承着历代机械人弘扬"团结、献

身、求是、创新"的校风，为人才培养付出的辛勤j汗水和元私奉献。 六十年睁

睐岁月，六十载春华秋实，机械人柿风沐雨、砾师前行 。 回顾发展历程，机械

人用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精益求精、刻苦钻研的拼搏精神;心系

学生、服务学生的高尚精神;无私奉献、服务社会的献身精神，在推动学院创

新发展的进取之路上留下了闪光的足迹，描绘了一部浓墨重彩的历史画卷 。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满载希冀，再次出发 。 时代的巨轮滚滚前行，在新

的征途中，机械人将一如既往开拓创新、勇往直前 。 学院六十余年的历史，

写在《院志 》上是浓缩的文字，留在人们记忆中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 此次出

版的《院志》以不长的篇幅集聚了学院六十多年的发展变化、辉煌业绩，但由

于编者水平有限，难免会出现一些生tt漏，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

编委会

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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