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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先生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
大师之谓也。”前不久，清华大学拍摄的纪录片《大学》全国上映，影片以4
位清华人选择的故事为青年们提供了一扇深度思考与学习的窗口。为什么要
上大学？究竟什么是“大学精神”。大学之道对人一生将产生怎样的深远影
响？新学期伊始，邀请部分全国政协委员讲述大学之道，寄语新生。

委员畅谈“我的大学”

“边工边读”的求学经历带
来的思考

因历史原因，对于上世纪50年代
出生的我而言，在正规大学校园里求
学，是我一辈子都难圆的梦。

1973 年，正在江苏南通乡下高中
的我，被直接招到中央机关工作，那年
我17岁，高中尚未毕业。“文革”后，我
一边工作一边利用业余时间上高中补
习班，后经考试就读了在职大专、本科
和研究生。

求学路上有一小插曲让我至今难
忘。中央电视大学刚恢复招生时，我以
较好成绩考上了电大的英语专业在职
就读。但因种种原因，学习被中断，成
为我内心的遗憾。在青年时代，我是多
么渴望能有到正规大学读书学习的机
会啊。正因如此，每到大学新生入学
季，我都十分羡慕那些有幸享受国家
高考政策而考进正规大学的大学生
们。我常想，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
一刻，该是多么的激动和幸福啊。

每当想起当年边工作边读书的那
段学习时光，我总想翻翻当年的学习
笔记、毕业论文及班级同学照片。最令
我欣慰的是，在大专毕业时，全年级约
一千五六百名学员，我还荣幸地被评
为十多名优秀学员之一。回想那段学习
时光，我要由衷地感谢当年单位批准我
学习，感谢当年的同事常帮我代班支持
我学习。我还要感谢学友，有时因工作
实在去不了，就得借助学员的课堂笔记
补习。我更要感谢我妻子的支持，是她
包揽了带孩子、洗衣做饭等家务，让我
能在晚间和星期日安心上课。

所以，我很羡慕你们——今天的
大学生们，能在青春时光集中精力无
忧无虑地进入正规大学校园里读书学
习，去度过、去奋斗四年乃至更长一些
的大学生活，你们是与新时代同向同
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
重任。

我对新时代大学新生的九
个希望

不忘初心来时路，不等扬鞭自奋
蹄。大学新生首先要思考：我是如何走
进大学的？我为什么要上大学？大学生
的初心使命是什么？又如何才能不虚
度光阴……

“机遇只会光顾那些有准备的人”
这句话是很值得记取和践行的。你们
面对新课堂、新生活，应有足够精神准
备，需尽快调整好状态，用心系统思
考，迅速对大学生涯作出合适、合理、
合时、合己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的务实有效的安排。

“不等扬鞭自奋蹄”，这是诗人臧
克家的诗句，我与新生共勉。我想告诉
迈入大学的你，初心使命如何牢记、又
怎样实现，归结一句话，就是习近平总
书记要求的，开创未来，“实现伟大梦
想就要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必须准
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在青年大学生黄金时期，要保持初生
牛犊不怕虎、越是艰难越向前的刚健
勇毅，勇立历史潮头，争做时代先锋，
既惜时如金、志存高远，广学科学文化
知识，掌握立场观点方法，又突出主
干、择其精要，及时更新知识，掌握专
业技能，不断提高与时代发展和事业
要求相适应的素质能力。要把读有字
之书和读无字之书结合好，增加知识
储备和优化知识结构，在历练中增长
本领、锤炼品格。

激发青春岁月奋进的潜能。青年
大学生处在人生的“拔节孕穗期”，要
彰显新时代大学生“立鸿鹄志、做奋斗
者”的新形象，一步一步厚植爱国主义
情怀，激发奋进潜力，切不可使青春岁
月像无舵之舟漂泊不定，把爱国情、强
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学习、生活、奋
斗之中。大学新生要经历一段“紧绷”
生活，这将成为一生最宝贵经历和财
富。因为，大学里的“紧绷”生活已不再

是高中阶段父母老师严管紧盯下的
“紧绷”，而是自律下超越自我自觉自
严的“紧绷”。原本的“禁令”或“不许”
已成为长大成人懂事明理对规矩的认
同和服从意识的自觉养成，甚至变得
更苛刻的严格要求的“慎独”，正是这
种苦读夜学的春秋与用功的晨昏，必
将成为日后更成功的基石。

在心灵深处“埋下真善美的种
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立志是一切
开始的前提，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
要立志做大官。”志向引领航向。大学
新生只有明确人生坐标，立大志、行
大道，才能更好实现人生价值、升华
人生境界。作为新时代大学新生，有
了好理想、好信念、好信仰、好志向，
就应从最基本方面下决心做好，就是
要在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具体
说来，就要弘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提
及的两种精神：第一种精神就是“执
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
越”的工匠精神：第二种精神是科学
家精神：科学报国、服务人民的爱国
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
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
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
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
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这两种
精神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应成为学习干事做实验、深学潜心、精
钻研和成长前进的力量。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新时代已
为青年大学生搭建起学习奋斗、施展
才华、绽放风采的广阔舞台，身处时代
大潮，该如何不负青春、不负时代、不
负韶华？我想说，从开学典礼到大学毕
业，看似好几年，其实光阴似箭，稍不
留神，美好时光就不知不觉溜走了。

“青春虚度无所成，白首衔悲亦何及。”
在大学每一天“都要珍惜韶华、不负青
春，努力学习掌握科学知识，提高内在
素质，锤炼过硬本领”，切实“增强学习
紧迫感，如饥似渴、孜孜不倦学习”，自
始至终保持“一股子热劲儿”，切不可
选择“躺平”而辜负了青春。在迈入大
学校园第一天起，就思考当代青年使
命责任，摒弃浮躁、潜心学业，在科研
实验和社会实践中增才干、练本领，对
专业基础与未来事业发展和人生理想
做一个初步规划，使将来能以真才实
学在职业生涯更好地服务人民、报效
国家。

锤炼品德修为，注重立德修身。大
学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确
立的重要时期，要自觉把核心价值观
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在各
种场合都能去感知、去领悟，做到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学会明大德、守公德、
严私德，懂得养大德者方可成大业。学
会尊重法律、道德，尊重他人生活、生
命及尊重自己，注重社会秩序和公共
规则下的自持、自我约束和自我献身，
重视全面、整体发展和从自身内省中
提升个人修为。

大学生活照例会有酸甜苦辣咸，
学习奋斗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往往是
挑灯夜战、荆棘丛生、充满坎坷。大学
生只有主动去体验百味人生，培育健
全人格，才能超越自我，丰富精神世
界。学会在艰苦奋斗中摸爬滚打，在社
会实践中体察世间冷暖、民生民情，体
悟“人生真谛、生命价值、事业方向”，
创造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精彩。

更加注重自主学习研修。青年大
学生的学识基础厚实不厚实，将影响
一生。入学后，“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
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
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
始、事业靠本领成就的观念，让勤奋
学习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
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知识是每
个人成才的基石，在学习阶段一定要
把基石打深、打牢。和中学不同的是，
大学阶段的学习，要更加注重培养自
身的科学精神、创新思维、问题意识、
钻研能力，自觉“增强知识更新的紧
迫感，如饥似渴学习，既扎实打牢基
础知识又及时更新知识，既刻苦钻研

理论又积极掌握技能，不断提高与时代
发展和事业要求相适应的素质和能
力”。

能感知幸福并拥有幸福的能力。幸
福，源自亲密关系的质量和内心最纯粹
的选择。哈佛大学一项研究提示我们：相
较于不甚紧密的人而言,和家庭、师友及
周围人群联结更紧密的人会更幸福、更
健康、更长寿。这中间，社会联结只是一
个前提条件，关键取决于人们亲密关系
的质量，告诫人们处于冲突之中对人的
健康十分有害，而生活在良好、温暖关系
中会给人提供一种保护作用。

所以，大学生要远离自闭、远离抑
郁、远离轻生、远离极端，让学习生活
充满爱。爱学校、爱老师、爱家长、爱同
学，爱一切美好的东西，营造学习生活
良好氛围，立下奋斗志。待到学成时，
有更大更实资本去选择为国为民为社
会服务的钟爱职业，迎接国家和人民
对你的资格挑选。到那时，全家人为你
感到自豪、骄傲和幸福，而你将在人民
事业的赞许声中获得更好更持久的快
乐与幸福。

锻炼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学生时代是人一生最美好的时
光，长身体、长知识、长才干，每天都有新
收获，每天都有新期待。”他希望在校生
珍惜学习时光，多学知识，多学道理，多
学本领，热爱劳动，身心健康，茁壮成长。

大学校园有各种社团组织，我建议
新生们根据自身实际，有选择性地参加
一些社会活动和社会实践，决不封闭读
书、不读死书、不死读书，主动激活学习
知识的能量。“多经历一点摔打、挫折、考
验，有利于走好一生的路。要历练宠辱不
惊的心理素质，坚定百折不挠的进取意
志，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变挫折为
动力，用从挫折中吸取的教训启迪人生，
使人生获得升华和超越。”要善于把知识
学习同心系党、国家、民族命运、人民福
祉紧密联系起来，学出使命担当和扎实
功底，接受党和人民挑选。

正确处理好学习与交友关系。“要像
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的节操，做一个
一尘不染的人。”我觉得这句话对年轻大
学生是精神良药。要拒绝诱惑、远离陷
阱。面对诱惑，要识得破、忍得住；遇到陷
阱，要看得见、绕得开。

大学生正处于青春发育时期，男女
之间产生爱慕之情是人之常情和自然生
理现象。对爱恋既不能厌恶躲避，又不
能脱缰放肆、无所顾忌而荒废学业。要
记住：学业之路，当求知若渴，要把主
要精力集中到学业上。建议从熟悉、认
识、认知、了解新同学、新环境开始，注
意班级或院系新同学构成情况。随着
时间的推移，从中筛选出更为志趣相
投、意合情投、志同道合、人生三观比
较相近的可深交、可信赖、可托付的、
接近心中目标的“那个人”。在此过程
中还要正确处理好学习与恋爱、爱情
与友情、喜欢与爱慕、关爱与情爱、情
意与情物、早谈与晚交、伙伴与伴侣、分
别与分手等8个关系。

亲爱的孩子们，100多年前，李大钊
号召青年，“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唯一之
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未
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他希望新时
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
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
民的殷切期望。时代在变，年轻面孔在
变，但党和国家事业一代一代继承者、开
拓者、创新者和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的
精神永远不会变。希望青年大学生们既
要用课堂上学习的成果来提升思想高
度，又要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在
学习实践中触摸新时代发展脉搏，真正
将对人民的感情与现实的关怀转化为加
强自身学习锻炼的不竭动力，朝着党确
立的伟大目标奋力前行，在祖国大地上
探寻青春的价值和人生的答案，做好新
时代的答卷人。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
境委员会原驻会副主任）

珍惜年华，做好新时代的答卷人
——寄语新时代的大学新生

凌振国 新学期，青年大学生们怀着对大学的
美好期待开始了新征程。对于新生而言，心
中的大学应是什么样的？大学的功能是什
么？如何在未来几年中度过最美好时光？首
先需要对大学的使命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大学的功能是什么？

心理学家斯金纳说过一句话：“当所
学的东西都忘掉之后，剩下的就是教育。”
这句话由于爱因斯坦的引用和发挥而变
得广为人知。把它来形容大学的功能倒是
挺贴切的。大学教育就是把所学的东西都
忘掉之后，剩在你身上的那个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有人说是
独立思考的能力，有人说是质疑和批评
的精神。竺可桢校长的回答最令我心仪，
他说，“要能即事而穷其理，最要紧的是
一个清醒的头脑。”“清醒的头脑，是事业
成功的基础。”“在社会上做一番事业，无
论工农商学，都须有清醒的头脑。专精一
门技术的人，头脑未必清楚。反之，头脑
清楚，做学问办事情统行”。

头脑清醒的人，能够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以科学的方法来看待和分析问题，
使复杂变简单；第二，以公正的态度来计
划；第三，以果断的决心来执行。竺校长归
纳此三点为“科学的方法，公正的态度，果
断的决心”。在他看来，本来这三者全部都
应该在小学时代就养成和学习的。他的这
一看法当然是有些失之简单了，别说是小
学，即便是大学，又有几所能够担保育成学
生“清楚的头脑”？其实，在竺可桢之前，伟
大的马克斯·韦伯早就表达过类似的思想。
在《学术与政治》的著名演讲中，韦伯反复重
申，学术和政治事业的本质就在于责任者的

“自我清明”——头脑清楚而不糊涂。
大学要育成“清楚的头脑”，这件事

情换一个更加现代的比喻，就是要让学
生构建一个卓越的操作系统，而不是安
装一批工具软件。这个被命名为“清楚的
头脑”的操作系统，功能高强、运行顺畅；
包容性好、Bug 很少。要造就“清楚的头
脑”，大学教育的方法自然与基础教育阶
段有所不同，它必须是探究的、对一切定
论都要不带成见的、具有批评的习性的。

大学教育的最大的特质就是质疑，非
质疑不能走上自我清明，非质疑不能育出

“清楚的头脑”。而基于科学的质疑，必然是
建立在真诚和责任基础上的，在真理发现
之前，它义无反顾地朝着那个方向前进，在
真理发现之后，真诚地服从于它。如果以从
这个角度来理解“立德树人”，则两者指的
就是一回事，大学要立的是学生“追求真理
的精神”之德，要树的是“头脑清醒”之人。
这也是大学与其他教育的根本区别。

“清楚的头脑”如何育成？

读大学的根本目的是让自己的头脑
变得清楚明白，选大学自然也就要服从
于这个目的。

其实，与任何实现具体功能的教育
相比，育成“清楚的头脑”是最难的。那
么，大学如何才能做好这件事情呢？

首先，要有一批“头脑清楚”的好老
师。“德识才学”四美兼具，“传道、授业、
解惑”，三能齐备。为师之德，要求全面，
但首在仁爱、继之诚勤、然后有恒，也即
孔子所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陋巷箪
瓢，不改其乐。好老师，当然应该学养深
厚、知识丰富，应该能说会道，深入浅出，
但更重要的是有清楚明白的头脑，不迷
信、不盲从、不媚俗、不苟且，只忠诚于教
育的责任、公共的利益、真理的标准。竺
校长曾经说，大学的品质全由教授的质
量而转移，这确实是至理名言！

要有一批“金课”。大学的课堂教育，
不应该偏重传授无数具体的成熟知识，
而是要帮助学生建立知识秩序，故课程
体系的品质是至关重要的。根本知识、基
本知识、专业知识，这三个层面相互结
合，互相呼应，形成体系。所谓根本知识，
就是对其他所有知识起着统治性、支配
性、决定性的知识，这是大学教育的重中
之重，是一切大学教育的基础和核心。这
里所说的金课，就是这个意义上的课程。
其中主要应该是人文教育、社会教育、科
学教育的通识课。某种意义看，通识课的
水平是衡量一个大学教育水平的根本标
志。一般来说，基础学科水平比较高的综
合性大学，这样的金课就要多一些。

要有合格的学术生态和校园文化氛
围。教育的事业，更像是传统农业和园
艺，所以“农业八字宪法”，似乎也适用
的。所谓的农业八字宪法就是“土、肥、水、
种，密、保、管、工”。土指改良土壤；肥指合
理施肥；水指发展水利、合理灌溉；种指改
良种子；密指合理密植；保指作物保护；管
指田间管理；工指工具改革。拿到大学这
个场合来说，前四个字“土、肥、水、种”指
的是实体性要素，其中学生好比种子，课
程、图书资源、实验条件、文化生活等等，
好比水、肥、土。后四个字是生产技术与工
艺，“密”，合理密植，也就是合理的生师
比，合理的校园活动空间；保，作物保护，
也就是学生的监护；管，田间管理，也就是
校园管理；工，工具改革，就是教育技术手
段的更新与进步。学术生态优良、学校精
神文化积极向上、校园治理能力强，这样
的环境与氛围有助于陶冶、涵养、蕴育学
生的良好气质和基本素养。

要有独特、清晰、富有生命力的文脉
传承。大学是演化积累出来的，大学的声
誉来自它的历史贡献。每一个办学故事、
每一个知名教授、每一段逸闻雅趣、每一
个贡献、每一个段特殊的经历，都是构成
大学丰富色彩的元素，其中体现的核心
价值观便是时空跨度最大、成为最大公
约数的那个无形的基本精神。这样的文
脉，这样的人脉，是一所大学最大的无形
资产，也是维持总体高品质的根本保障。

所以，大学，本质上就是名师、金课、
生态和文脉。若以这个思路来评判，很多
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的水平是不合格的，
特别是家长，他们更在意学校外在的一面，比
如在哪个地区，在哪座城市，在城市的什么位
置，离家近不近，方便不方便随时探望；更关
注孩子就学后生活上是否便利、舒适；更感兴
趣这所学校有什么时髦和热门的专业，本科
就业出路好不好。他们对学校的历史、文化、
精神、底蕴、基础，不是毫无所知，就是毫无兴
趣，做决定时目光短浅、自作聪明，结果往往
是舍本求末、耽误了孩子本来应有的人生。所
以，希望大学生们弄清大学的本质，在宝贵的
大学时光中，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城
市学院校长）

大学要育“清楚的头脑”
罗卫东

我的母校苏州大学对我有一份特别的
含义：我是在母校长大成人的。16岁的时候
我从江苏句容县城考进苏州大学数学系，
四年求学期间，我在母校一批慈祥老师和
朴实同学的教育和帮助下，在母校沧桑厚
重的红楼、绿荫环抱的球场、石凳石桌的食
堂、嬉笑打闹的宿舍、美轮美奂的银杏道、
唯美浪漫的樱花林和沁人心脾的桂花香的
环境中走向成熟。可以说，我毕业至今的35
年人生中的每一步都有母校的烙印。

我记得第一学期就因为在课堂上不
守纪律而被班主任约谈。贪玩的代价则
是我在第一学期期末就迎来了人生求学
经历中唯一一次的考试不及格，而且不
及格的课程是数学专业一门核心的基础
课——高等代数。对于大多数读过大学
的人而言，如果被问到在大学期间印象
最为深刻的一个知识点时也许要好好想
想，对我而言则是脱口而出：高等代数课
程里与矩阵性质有关的凯莱-哈密顿定
理！因为当年补考卷中的一个分值很高
的题目就是证明这一定理，而且关键是
我做出来了，岂能不刻骨铭心！然而，我
在当时绝对不可能想到的是，在我此后
数十年的学习、教学和研究过程中，竟然
多次与矩阵和这一定理神奇相遇！我的
硕士生阶段是在南京师范大学跟随导师
黄开斌教授学习矩阵计算；我的博士生
阶段是在东南大学跟随导师宋文忠教授
学习控制理论，其中的线性系统理论多
次用到凯莱-哈密顿定理；我如今从事
的是网络科学研究，我在讲学时经常会
举谷歌的案例：两位创始人当初在斯坦
福大学读研时正是通过把万维网表示成
矩阵，进而设计出了搜索引擎算法。这次
的不及格经历居然指引了我今后的学术

人生！对于如今的青年学子而言，考试失
败、拿不到奖学金、论文被拒等等都要以
更为坦然的心态去对待，短暂的挫折也
许会成为一生宝贵的财富。

大学期间我遇到的一批苏大数学系
的老师都非常好地体现了严谨求实的师
风。其中，对我今后的学术影响最大的应
该是谢惠民老师。谢老师是1983年来到苏
州大学工作的，我当时记得系里还专门召
开大会欢迎谢老师加盟，因为谢老师是改
革开放后我国授予的第一批18位博士之
一，读博期间师从著名数学家关肇直先生
从事控制论研究。当时，博士这个头衔对
我们而言是极为神圣的存在。因此，大学
最后一个学期得知谢老师要开设《运筹
学》选修课时，我便毫不犹豫地选了这门
课。谢老师深入浅出地讲解了线性规划的
单纯形法等内容，但是由于考试前我忙于
去南京参加围棋比赛，因此自我感觉考的
并不算好。考试后恰好看到谢老师在教师
休息室里面坐着，于是斗胆进去与谢老师
聊了一会，并且还聊到了下围棋要运筹帷
幄。谢老师和我自己当时都没有意识到这
一看似随意的聊天对我的影响，它潜移默
化地激发了我对运筹学的兴趣和对学术
的一丝憧憬。我在本科毕业奔赴工作岗
位后便尝试主动买一些运筹学方面的英
文著作自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谢老师算
是我的学术生涯的启蒙老师。

大学期间影响我今后人生的另一个
重要方面是探索自己的兴趣爱好。尽管我
是数学专业，但我发现自己对于英语有一
种特殊的偏好，甚至在当时比数学更喜
欢。印象深刻的是我订阅了当时刚创刊的

《英语世界》杂志，每一期杂志拿到的时候
我都爱不释手，甚至于在上数学课时也常

常偷偷阅读。当时最大的收获就是使我树
立了英语学习的自信心，意识到语言是基
本功，每次英语考试我都基本不用突出复
习也相信自己一定能够通过。

学习之外我的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
体育，特别是打排球、踢足球和下围棋。
记得我们经常在正对着钟楼的广场上踢
球，当时的钟楼是外语楼，常常有外语系
的女生在阳台上看着广场，因此踢球时
就感觉特别带劲。大二下学期的时候我
开始跟着班上同学学围棋，很快就迷恋
上了，大四的时候获得了学校的学生围棋
冠军，并曾代表学校前往常州和南京参加
高校学生围棋比赛。苏州是一座有着围棋
传统的城市，当年为了提高棋艺经常抽空
跑去市区的棋院等地方找人下棋讨教。当
然，有着2500余年历史的苏州对我的影响
远不止此。漫步于石板小巷之中、徜徉于
小桥流水之间、吃一碗十字街上熟悉的馄
饨面条、逛一逛观前街上的老字号和书
店、听一听公交车上的吴侬软语、在宝带
桥上赏月、去寒山寺听钟声等等，所有这
一切都在柔化和抚慰当年血气方刚的
我，让我在宁静中寻找梦想。

去年的金秋十月，在母校 120 周年
校庆之时我回到母校，在红楼里面为数
学学院的师生作了一场题为“网络科学
二十年”的学术报告，会场居然恰好就是
当年我们年级使用的教室改造而成。触
景生情，百感交集。我的苏州、我的苏大、
我的红楼、我的280教室，它们属于我也
成就了我，属于也成就了每一个曾在这
里求学的学子，希望未来更多的优秀学
子从这里走向社会。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大学副
校长）

人生每一步都留有母校的烙印
汪小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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