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发展与中华文化 

□许嘉璐 

中国在本世纪头20年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必将登上一个大台阶。

无论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还是政治文明都需要大量高学历、高水

平的人才。另一方面，随着广大人民群众收人的提高，人们对接受高

等教育的需求也将空前的高涨。社会与人民的需要，为我国高等教育

的发展提供了极其广阔的领域，同时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是机遇

与挑战并存的重要方面。 

现在学术界、教育界都在思考我国高等教育如何进行改革、如何

发展的问题。这是一个高潮行将到来之前的智力筹划和必要的思想理

论准备。 

在诸如体制、机制、教学质量保证体系、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等

等方面之外，我想提出一个与这些问题都有关，而又并不完全是高等

教育本体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在提高学术与教学水平、管理水平、更 

新教育观念、加大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同时，营造浓郁的人文气氛， 

使高等学校成为培育和传播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地，使培养出的人才不

但掌握最前沿的科学技术知识、能力，而且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具

备和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相衔接的精神底蕴。 

    我的这一问题是基于以下几点前提而提出的。（1）在当前经济

全球化、科技现代化的大势中，由于强势经济的诱惑和现代信息传输

手段的迅捷，也出现了似乎文化也要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而如果

各个民族的文化同一了，世界不但要变得单调，而且人类将找不到前



进的方向，世界将变得混乱、污浊。（2）综观人类历史，任何民族

如果没有先进的生产力，就不可能强大；但是如果缺乏与时代相适应

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中没有为全民族所认同的民族精神，就不是真

正的强大，即使强大了也不可能持久。（3）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文

化传统。这一传统起源于从采集狩猎向农业生产过渡之际，完成于农

业社会开始发达之时。在这传统当中既有人类组成社会、发展社会的

共性，也有中华民族的个性；既有几千年促进中华民族发展的经验，

也有事过境迁，后来阻碍发展的教训。在经过去粗取精、结合时代特

色并吸收了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份之后，中华文化将进人一个新阶

段、新时代, 成为凝聚民族、鼓舞人民的巨大力量。（4）作为社会

个体，特别是国家建设的骨干，当然应该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而

任何社会所谓的“德”，都是民族文化灵魂的具体化，是在民族文化

基础上结合其时其地的情况，对社会个体和群体提出的关于处理人际

关系、个体与群众关系的人格要求。和国家与民族的情形一样，社会

个体如果没有民族文化的根底，也就没有了灵魂。所谓的“智”， 当

然应该包括个体的和群体的创造性。而在创造性的形成过程中，实际

上得益于人文领域的成份要比来自自然科学的成份大得多。现在的大

学生就是不久后国家建设的主力，我们应该从现在起就为他们更为 

健康的成长营造必要的文化环境。 

任何文化，特别是历史悠久、博大丰厚的文化都可以分为三个层

次。表层文化，是一般人都能感受到的，体现在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中

的文化。这个层次的文化变动最快，也最易接受异质的同层次文化。



中层文化，包括宗教、艺术、风俗、制度（含法律）等以体现民族伦

理观、世界观等哲学观念为己任的文化形式。底层文化，是一般人不

易感受到，而又须臾不可离的哲学文化，这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底层文化演变最慢，也最不易被异质文化所取代。 

文化还有雅、俗之分。雅、俗是随着社会的精细分工、财产的不

平等、社会成员文化修养的差异而出现的，是为满足社会不同成员的

需求和维系社会的稳定而形成的。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雅、俗只是

文化精细与否的不同，都受到底层文化的制约和辐射，并没有本质的

区别；二者之间互为动力，彼此启发，相伴前进。相反，在一个衰落

的社会中，二者则逐渐远离，最后甚至彼此，隔绝，而这意味着社会

的异化，其结果将是社会的动荡、解体。现代中国，没有了阶级压迫

和剥削，但社会分工和文化差异依然存在，因而雅、俗及其沟通、互

动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注意。 

我之所以强调高等教育对培育和传播先进文化的作用，有这样几点理

由：（1）从中华民族文化延绵发展的规律看，承担文化培育和传播

任务的主要有两个系统：一个是政府和官员系统，一个是学校和教师

系统。这两个系统又在每个层次上横向沟通。现代社会并没有脱离这

个规律，没有减轻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在这方面的任务。（2）在

现代社会，高等教育实际是教育系统的龙头，它所培养的人将直接进 

入社会，站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第一线，民族文化，素质的

高低与高等教育及其所培养的人文化素质的高低有着直接的关系。（3）

从目前我国的情况看，无论是公务员还是教师，提高民族文化素养的



问题都迫在眉睫。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不外两条：为未来培养更高素

质的人才；继续提高现有人员的水平。不管是哪条途径，都离不开高

等学校的系统的教育和文化熏陶。 

那么，如何形成高等学校的人文气氛呢？我认为这就要按照文化发展

的总规律，首先，在高校中提倡文化的自觉。所谓文化的自觉，就是

对文化的理性认识，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洞察民族文

化的源流和规律，了解民族文化的优点和不足，是对文化未来走向的

深谋远虑。高校是知识集中、文化集中、高级人才集中之地，理应成

为国家和社会对文化进行思考的阵地，文化理论诞生之地。民族的文

化的自觉，首要的是知识阶层的自觉，只有知识阶层自觉了，并把这

种理性认识传播到全社会，民族才有希望。其次，学校的领导层要把

校园文化建设纳人学校发展规划和议事日程，把这项工作放到和学科

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同等重要的位置，有人管，有机构管，有经费泊

勺固定来源。第三，结合时代特点和本地本单位的情况，构建校园文

化的表层和中层体系，既满足学生和教师对文化的需求，又有意识地

渗透中华文化的底层精神，在浓厚的先进文化氛围中陶冶师生的性灵。

第四，雅文化与俗文化并举，为社会作出雅、俗沟通的表率。俗文化

贴近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感情；雅文化则以其精细和深刻震撼人的 

内心。不接触俗文化实际也就在一定意义上拉开了和人民的距离；不

了解雅文化则难以提高人的品味在文化史上，许多俗文化可以用雅文

化的形式、方法表现，雅文化也可以移入俗文化领域，而二者的共同

基础，则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与灵魂。这些历史的经验在，我们高校的



文化建设中都可以借鉴。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已经开始了。我相信，到

2020年，我们不但在经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方面达到既定目标，而

且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将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绩，而在这中间， 高

等教育中的人文精神的培育将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到那时，我们所

培养的人才，素质将更高，创新能力将为现在的人们所钦佩和羡 

慕。 

让我们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美好明天努力工作，做好一切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