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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饮一路风雨

一一山西大学110周年校庆校史系列丛书总序

一步、一步，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山西大学走过了 110年的历程。

110年，我信有逆水行走的一波三拆，更有一泻千里的勇在直言L 一代

又一代山大人豪放一路风雨，与百前争流、与千船竟发，唱喃择就远舵的时

代凯歌。

110年，有多少声音倍然自荡、有多少足迹仍然清晰、有多少克证传

然有力、有多少故事仍然传诵、有多少经验传然借鉴、有多少靖悴奶然萦

绕……在 10Ø牢中追寻，在总结中揭示，一段在光辉的历史跨越时空，历久弥

薪，仍然给山大人教育、崖造、感动和激腾。岁另悠悠，凝聚着每一个山大人

浓浓情结的历史有创新思想、有丰功伟绩、有光荣传统、有经验总结，是办好

tlJ西大学取之不尽的精神宝库和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110年，我们铭记走过的历史。我古]不能忘记的有许多许多，我 1fJ引

以自豪的有更多更多 o ~为有百年校庆的回阵与追寻、有建校百年的总结

与揭示，我们主要以百年校庆以来的十年为背景，编辑 lli 报《历史的声音:

郭贵春校长在山西大学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02-2012 沙、《历史的

足迹:山西大学发展史( 2002-2012 )>>儿历史的见逗:新高媒体中的山西

大学( 1902-2012 灿、《历史的启迪: tlJ W大学党政系统工作经验( 2002-

2012)>> 、《历史的情怀:由西大学建设与发展亲历记》儿历史的根摞:山西

大学后勤政革三十年》等 110年校庆校史系列丛书，承载历史的记忆，传承

鲜明的文化，绵延拉特的情感，展现奋斗的辉煌，体现山夫人不锵探索、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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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行、追求卓越的意志与豪迈。

历史是一百明镜，书写着我们的咋天和今天，预示着我幻的明天，它告

诉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使我妇心有所饭，情有所措。历史中有规律、

有精神、有智慧、有力量，正如恩格斯月号言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由西大

学 110年的历史，是一都在我不倦的求索史、奋发图强的建设史、波澜壮憬

的改革史、雄伟壮面的创新史。我 1f1在 110年特别是近十年的历史进程中

的探索和努力、成功和经验，都可以为我们建设具有地方示莲作羁的研究型

大学提供历史借鉴、有益启示。跨越 110载，中哥大学在新世纪站到新的起

跑线上。 w 向未来航程，我们缔造的主、学业绩能否耳上层楼?挝造的办学

经验能否继续升华?铸造的办学传统能否永藻生机?山大人将在茄史传承

中、将在开拓铠薪中作出科学、有力、坚定的自答。

山西大学校歌中所唱"豪饮一路风雨，花起明日朝阳这是山大历史

演进的写照，是山大人执著前行的折射。我们要通过国望历史，全亩地了解

过去，深刻地认识和把握现在，从中汲取智慧在力量。明确历史意味着明确

方位，明确方住意味着明确方向，明确方向意味着走向希望。马克患曾经说

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敬地创造，并不是在

他 1f1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市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

的条件下创造二'只要我信继续豪饮一路风雨，进一步弘扬"中百会适、求真

至善、登崇镜丧、自强报 00" 的优良传统，走有特色的剖薪之路、走高水平的

发展之路，山吉大学就会更加突显在区域高等教育中的古领性、示莲挂，续

写更加精彩的历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是为序。

山…夺-
2012年1 月 1 日



风景这边强好

一一《历史的足迹》自序

英望著名学者哈罗德·培金(Harold Perkin)教授从历史的角度考察

大学的发展过程后，给我吁:提出过如下忠告谁都在谈大学但是.，一个

人如果不理解过去不同时代和地点存在的不同的大学概念，他就不能真正

理解现代大学"。了解、理解一所大学的过去，离不开对大学历史的记录 c

ÙJ 西大学吉年光辉历程的历史记录依然散发着浓浓的墨香，又一本《历史

的足迹》在学校迎来建枝110周年之际走进人们的视线。该书以 2002年百

年校庆盛典为起点，承接百年校史，记录了山西大学新百年以来辉煌的发

展史。

从新的起点出发，山西大学秉持中西会通、求真至善、登崇俊丧、自强

报国的位良传统，历经"十五"、"十一五"两个历史时期的跨越发展，稳步迈

入了"十二五"发展的新时期。十年来，学校在不断变革的高等教育浪潮中

吉我调整、吉我完善、自我刽新，进入高水平办学与高效益办学格调发展的

薪费段，跃上内涵建设、特色建设、文化建设、效益建设的新平台。一年一度

的工作计都会议，与时侯进的会议主题，集思广益的科学谋远，汇成了山西

大学建设的薪患路，形成了山吉大学发展的薪翠念。二级管理制度的推仔、

刨新人才津贴制度的实施、学科创新平台和 E 队的建设、一级研究机构的设

立……建立了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新体制新机制，增强了山西大学揭步前行

的新活力。

从新的起点出发，山西大学尊重规律，善事lí.机遇，步入省部共建高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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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育有到，踏上建设具有地方示范作用的研究重大学的薪征程 O 山西大学卓

有成效的工作，唱嚼了大力加强规莲性建设、全菌提高办学盾量的主旋律，

开创了事业发展的新亮点，彰显了学校进步的新特点，有特色高水平建设的

步伐更加扎实，在区域高等教育中的示芫性和引领性更加突显 c

校史，传承着一班学校的发展足迹与精神文化，是为了知史鉴往，记录

难辛奋斗书写的壮丽画卷，更是为了开创未来，继续携手再港新的绚烂华

章 O 我但在对校史资料进行全面、深入挖握和整理、编写的过程中，总有一

种神圣的责任感和无吃的自豪感。我们满怀对母校的忠诚与赤子之心，枝

集、查费、任询、核对，尽管繁琐与繁重，一次一次十分认真、细致，力求展现

学校历史沿革和现状的真实全缆，力求为学校今后发展定位、战略巍地、管

理改革、学释建设等一系封重要向题提供可靠的历史使据，力求为校情教育

提供现实、生动、亲切、富有说瑕力的教材。

出曹大学是山大人共同的母校，山西大学的历史是中大人共同能造

的，凝聚着每一个山大人深深前母校靖结 O 站在 110周年校庆的新起点，我

们璀忘新吉年出来携手走过的历史，我但共同憧憬母校的美好明天 O 正如

一位学者所说"人对过去的关怀，实际上反射出他1fJ对今天、对未来的一种

展望。商且人之所以为人，就是罢为他有一种记忆。这种记也是人性，是人

之贯以为人的一种重要属性。没有记忆就没有文明 O 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

也是没有前途的。"

编者

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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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第

百年校庆的精影囡肆
(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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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中国高等教育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机遇。围绕"落实科教兴国

战略，大力开发人才资源"的主题，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明

确提出:要坚持教育适度超前发展，为居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要加快高等教

育的发展，重点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租学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

上，江泽民同志作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

告，强词了教育的重要拄: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租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

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要坚持教育创

新，深化教育改革，全西推进素庚教育，造就数以忆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万

计的专门人才如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

2002年，也是由西大学发展史上新1813年承接的关键之年。经过百余年的

发展，山西大学拥有了雄辜的办学实力: }I眼科通过了出西省重点建设大学的验

收:光学租科技哲学学科成为国家重点学科:量子无学与光量子器件实验室被

评为国家重点实验室:承担国家"973 "、 "863 "、国家科技攻关、国家星火计划、国

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及省部级各类项目 1100余项，其中300多项

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主奖励:形成了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拥有各类学生总数达

到23000人。

百年传承，薪火相继。有着百年文化底蕴的山西大学弘扬爱国主义的主

旋律，高扬与日才俱进的风飘，重塑山大文化之魂，在知识经济发展的薪时代，又

迈向了老校复兴的伟大缸程。正如《出西大学吾年文脉浮雕》题i己所写"承百

年，启新元。中西会遍，求真至善，登崇俊良，自强报昌。学府文脉绵廷，沧桑易

ff她然。逢盛世，续鸿献。兼容并蓄，胡德日薪，巨擎春款，与时借行。名校激

流竟进，兴国再立新功"

第一节 喜迎百年校庆，丑扬办学传统

一、百年办学传统的总结

办学传统作为大学文化的基本内核之一，是大学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形成



历史鸪足迹 i
山西大学发震史( 2002-2012) I 

的教育思想、制度、模式、方法和内容的统称。大学传统铸就了一所大学特有的

精神与品格，在长期的办学历程中，这种辑神与品格又会成为师生员工共同遵

循的最高吕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成为大学继承传统、开拓创新

的动力之源。优良的办学传统，永远是办好教育的重要资源和无形资产，永远

是一所学校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由西大学创办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是我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创办

最早的新式大学之一。植棍子华夏古老文明的沃土，诞生在中华民族觉醒的20

世纪初年，悠久而厚重的页史文化给 tlt西大学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给养。

吉年来，山西大学始终自觉地捏当起探索民族高等教育发展的重任，将世界先

进大学的经验与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有提融合，影成了自己的优良办学传统，

植得认真总结与提炼。山西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郭贵春召集张志敏、党志峰、了

耀武、罗向东、郎永杰等人，在充分研究校史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讨论，凝练

出了集中体现学校猫特办学风格的 16字办学传统:中西会通，求真至善，登崇俊

良，自强报国。

中西会逗就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山西大学初创伊始，中学专斋

与西学专斋共存于山西大学堂，教学内容中西融合，中好教师交叉授课，新建校

舍尽显中西融合之风格，中西文化共融的教育模式由此独创。作为中国第一所

大学译书院一一山西大学堂译书院，翻译出版了数十种外图书籍，直接引进和传

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学术思想。 ßj经百年沧桑，山西大学这种与生

俱来的开放性办学风格，穿越时空，更加鲜明。百年校庆日才的山西大学，已与海

外30多所院校建立校际交流关系，成为山西最早有资格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学校

和拥有外贸进出口权的高校，拥有国务院获准的专门服务华裔子弟的华文教育

基地，而豆聘请了包捂杨振宁、丁绍光等在内的260名海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为

学校的客座教授、兼职教授或名誉教授。

求真至善就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中学专斋初5号、时，所设课程分

经、史、政、艺四科，西学专斋开设的课程一般是近代科学，奠定了以后文理多科

的综合性大学的滥筋。新中国成立后，也曹大学发展起工学院、辉范学皖、财经

学皖、医学科、理学院五个学院，成为全国学科门类齐全，办学规模较大的综合

性大学之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多学科的交叉渗透，形成了融部的文

化氛围、启齿的学术气氛，吸引着国内外名流群贤毕至，丰富了山西大学的文化

内涵。百年校庆时的山西大学，已成为拥有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哲学、管

理、法学、教育、医学、艺术等十大学科的现代化综合大学，为提高师生的人文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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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和科学文化素贯创造了条件。

登崇俊在就是知识传授与道德养成的融合。IlJ西大学堂创办之初就选用

韩愈的名言"登崇俊良"作为校训，其"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办学宗旨可见一

斑。百年来，山西大学始终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材，在国家需要"为

己任，柿沐风雨雨苗壮，历经沧桑市弥坚，己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 10万多名德才

兼备的各类人才。中医石油地居学的奠基人孙键初，地质学家、中国科学皖学

部委员王S伦，中国生物统计和作物育种学科主要创始人王绽，中国四大名医

之一的施今墨等都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古韵今风梧辉映，文脉相承育新人。山

西大学成为教育部首批确定的大学生文化素景教育基地，其新模式在全国的推

)，正是这种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自强报国就是学校发展与民族i摇起的融合。在20世纪关乎国运兴衰的关

键时刻，IlJ西大学都挺身而出，站在时代的前列。 1905年的争矿斗争，揭开了

中国近代史上青年学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第一页。辛亥革命的浪潮中，山大

人不仅与孙中山、黄兴等人组织起义，还创造了血染大同的"塞上奇迹"。五匹

运动，山西青年学生积极响应声援北京，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留下了精彰的一

笔。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烽火中，由大人经历了 12年颠捕流离的迂校历程，

衍然与时代的陈搏一起跳动。克难坡的艰难跋涉，虎啸沟的抗日烽火，旧北

平的不崽抗争，迎解放的英勇豪壮，新出大的艰苦创业记录于民族幅起的年

轮中。

二、吾年校庆活葫的开展

2002年，山西大学走过了整整 100年的她烂岁月，迎来了她的百年华诞，整

个校园为之沸腾。党委书记、校长郭贵春在致全校踌生的新年贺词中满怀激情

地说..即将到来的2002年，是全体山大人热切期待、永远难忘的一年。百年传

承，薪火相继。这是我们这一代山大人的荣耀和自豪，更是我们这一代山大人

的责任和使命。大家要充分认识百年校庆的意义，深刻理解百年校庆的内涵，

把这一份百年一遇的荣誉与学校的发展、个人的进步紧密联系起来，把弘扬爱

校传统与振兴母校的行动结合起来。"

1月 1 日上午，学校在文科大楼前举行了"世纪钟"启用仪式。校领导郭贵

春、张志敏、王生在、倪生唐等，学校百年校庆指挥部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及500

余名师生参扭了此次活动。"世纪钟押建造在学校文科大楼东部，由钟塔和钟

身为主体组成。塔楼造型选用山西大学堂主建筑格局为原型加以变住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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