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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文化是一所大学的厚度，而思想是一所大学的高度。有思想自由，

才有学术自由，才有创新自由，新文化和先进文化才会涌现。大学是

靠思想去引领社会，是靠思想去推动文化走向社会。 

   ■徐显明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自诞生以来一直被赋予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以及社会服务三种功能。守护、传承、创新文化，也是大学必须承担



的功能。对于大学而言，文化传承创新与科技创新具有同等作用，也

应具有同等地位。 

  当今世界，有四种主流文化：其一是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科技

文化，对应着我们的物质文明；其二是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文化，对

应着我们的精神文明；其三是公权与私权相和谐的法治文化，对应着

我们的政治文明；其四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文化，对应着我们的生

态文明。这四种文化都可以说是从旧文化中扬弃而来的，它们经由大

学播扬而进入社会，并传至于后世。 

  传承是创新的前提。只有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才能扬弃旧

义，创立新知。扬弃是文化创新的特有方式。中国传统文化，既有文

本文化，也有精神文化。掌握文本文化只是掌握了我们民族文化的基

本材料，扬弃其精神文化中的糟粕部分，进而赋予其新意，新文化才

会产生。 

  大学是新文化的加工厂和推进器。文化是一所大学的厚度，而思

想是一所大学的高度。有思想自由，才有学术自由，才有创新自由，

新文化和先进文化才会涌现。大学是靠思想去引领社会，是靠思想去

推动文化走向社会。没有思想的大学，其对先进文化便没有意义。 

  价值是文化的核心。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未曾中断的根本原因，

是其价值的连续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等文化基

因，早已进入到我们民族血液中。在当代社会，我们又选择了“公平

与正义”。科学与真理、民主与法治、自由与平等，这些共同的价值，

既是中华民族团结凝聚的纽带，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指导。大学



对于社会价值塑造具有双重意义：一是教育学生如何消除价值冲突，

即如何选择主流价值；二是为社会塑造新价值，“环境正义”、“代际

正义”、“财富正义”等这些新价值都是最早由大学倡导而形成的。 

  道德既是文化的基础，也是教育的生命。一个民族道德水准的高

低，通过教育来体现。大学之所以受人尊重，原因之一就是大学之中

有大德、有大道、有大爱、有大师、有大精神。当社会需要新道德的

时候，会不约而同地到大学里寻找，大学同时也就成为社会道德的“仓

库”。 

  而且，文化的形态是众人的稳定且秩序的生活方式。大学之所以

被视为文化的代表，是因为大学具有创新生活方式和引领生活方式的

功能。大学与世俗的区别之一，在于总是把高雅与高尚作为群体生活

方式的特征。大学拒绝平庸，大学更拒绝粗俗，以精神生活为生活方

式的基调是大学重要的特征。 

  （摘自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在山东大学国际大学校长论坛上的演

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