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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祯教育思想对当代一流大学建设的启迪

杨 卫 '

浙江大学 , 杭州

摘 要 〕 竺可核先生担任浙江大学校长 年间 ,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办学理念 、教育思想 ,成

功实施了具有突破性的办学实践 ,为我国高等教育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在竺可祯先生诞辰

周年之际 ,本文分别从教育理念 、治学风格 、大学治理 、大学架构和办学目标等方面重温他的这些思

想 ,以此纪念先生的卓越贡献和高尚人格 ,并为今天的大学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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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祯先生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 ,更是一

位杰出的教育家 。他在浙江大学担任校长的 年

是其献身科技教育事业光辉一生的一个重要时期 。

他在浙江大学办学期间 ,创造性提出的一系列办学

理念 、教育思想及办学实践为我国高等教育提供了

宝贵的思想财富 。在竺可祯先生诞辰 周年之

际 ,重温他的这些思想 ,对于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的办学实践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

教育理念 — 报国 、强校 、通才 、为民

竺可祯先生于中华民族面临日寇全面人侵的紧急

关头 ,接受浙江大学校长的任命 。为了保存文脉 ,竺可

祯校长毅然带领浙江大学师生 ,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

举校西迁贵州遵义 、循潭 ,历时近 年 ,行程 余

里 ,谱写了一曲 “文军长征 ”的壮丽凯歌 。在这一实践

中 ,竺可祯形成了报国 、强校 、通才 、为民的教育理念 。

大学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这是竺可祯教

育思想的首要问题 。 年秋 ,竺可祯刚刚就任校

长 ,就在浙江大学新生人学典礼上 ,提出了两个问

题 ,即 “诸位在校 ,有两个问题应该 自己问问 第一 ,

到浙大来做什么 第二 ,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

人 ”竺可祯校长心 目中的大学教育 目标 ,决不仅仅

是 “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 、医生之类 ” ,而在乎培养

“公忠坚毅 ,能担当大任 ,主持风气 ,转移国运的领导

人才 ”。他要求学生 “每个人学成以后将来能在社会

服务 ,做各界的领袖分子 ,使我们国家能建设起来成

为世界第一等强国 。”

竺可祯校长认为 ,大学教育必须注重基础 ,加强

思维和能力训练 ,实施通才教育 。竺可祯校长十分

注重加强基础课教学 ,要求一流的教师担任教学工

作 鼓励学生跨院系选修课程 ,沟通文理 鼓励院系

建立主辅修制度 ,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 率先推行导

师制 ,要求教师除担任专业授课外 ,还负责指导学生

的品格修养 ,通过师生间的经常接触 ,使学生有较多

机会从近处体验导师为人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 ,潜

移默化地享受到更多更深的教育 。

社会服务是大学的基本功能 。它不仅是社会发

展对大学提出的必然要求 ,也是大学 自身发展的重

要途径 。竺可祯校长认为 ,大学要承担服务社会 、改

良社会之目的 。他将大学比喻为 “海上之灯塔 ” ,可

以指明人们前进的方向 又将大学比喻为 “社会之光

芒 ” ,应该成为人类文明的象征 。

在报国 、强校 、通才 、为民的教育理念下 ,竺可祯

校长身体力行 ,竭尽心力 ,把浙江大学从只有 个学

院 多名学生的普通国立大学 ,发展成为具有

个学院 、 多名学生 ,建制完备 、人才辈出 、蜚声

中外的高等学府 。

治学风格 — 彰扬求是学风

作为哈佛大学地学系毕业的博士 ,作为早期 “海

归 ”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竺可祯校长学识渊博 、阅

历中外 ,善于将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西方近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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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精神结合起来 ,倡导 “求是 ”精神 。竺可祯校长于

年 月西迁广西宜山办学时举行的校务会议

上正式确定以 “求是 ”为浙江大学校训 。竺可祯校长

认为 , “求是 ”这两个字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又

是西方近代科学的真谛 ,若想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

础上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 ,必须把握住这个共同点 。

他在对新生所作的 “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 ”的演讲中

指出 , “所谓求是 ,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

实验 。求是的路径 ,中庸说得最好 ,就是 博̀学之 ,审

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 ” , 。竺可祯校长将 “求

是 ”精神阐释为 “明辨是非 ,追求真理 ” ,强调 “求是 ”

精神就是奋斗精神 、牺牲精神 、科学精神 。到今天 ,

我们耳边仍响起竺可祯先生对当年布鲁诺为科学真

理而献身的赞誉 ,仍能在灵峰山庄藕舫厅见到反映

求是学风的 “不计利害 、只问是非 ”的牌匾 。

大学治理— 依靠教授

竺可祯校长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 。竺可祯校

长认为 , “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 ,最重要的不外

乎教授的人选 、图书仪器设备和校舍建筑 。三者之

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 。”他指出 , “假使大学里

有许多教授 ,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 ,以教育后进为

无上责 ,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 ,不断地培植出来博

学敦行的学者 。”竺可祯校长认为教授是知识 、人格 、

校风得以传承的校魂 ,始终把聘请一流教授作为首

要事务 。竺可祯校长以他的学术威望 、人格魅力 ,乃

至私人友谊 ,罗致了国内著名学者和学术界领袖来

浙大担任院长 、系主任 ,聘请了许多有成就的学者担

任教授 。他不但注重学术造诣深厚的著名学者 ,同样

看重初露头角 、具有良好潜质的青年学者 ,认为 “要发

展一个大学 ,最主要的是能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 ”。

竺可祯校长坚持民主办学 ,积极依靠一批德才

兼备 、热心教育 ,在师生中有威信又有办事能力的教

授来管理学校 。当时 ,学校学术机构 、行政机构的主

要成员 ,如教务长 、总务长 、训导长 、各学院院长 、各

系系主任等人选 ,以 “资格极好 ,于学问 、道德 、才能

为学生所钦仰而能教课者为限 ” ,都选派有名望的教

授担任 。所以当时的浙大就已经形成了一批学术行

政 “双肩挑 ”的干部 。他坚持把大学办为学术机构 ,

即使在文军长征艰苦卓绝的情况下 ,接近于准军事

化的体制下亦如此 。虽然对学术事务和行政事务 ,

在处理程序和决策机制上是不同的 ,但决策人都是

声名卓著的教授 ,践行了从 “教授治学 ”到 “教授办

校 ”的经验 。

大学架构— 综合型 、研究型 、创新型

竺先生任校长 年 ,建立了以文 、理 、工 、农 、师

范 、法 、医 个学院为标志的综合型学科架构 。经过

上世纪 年代初院系调整的分道与 年 校合

并的回归 ,今天的浙江大学已重现人文 、社科 、理 、

工 、农生环 、信息 、医 个学部为骨架的综合型大学

结构 。

如果说人才培养是大学中永恒的主题 ,科研就

是大学中最活跃的驱动力 。在竺可祯执校的时代 ,

浙江大学获得了 “东方剑桥 ”的美誉 。应该说 李约

瑟做出 “东方剑桥 ”的赞扬 ,一部分是基于对浙大精

神的称颂 ,更主要是出于对当时浙大教授们所表现

的研究水平的观察 。上世纪 年代以来 ,浙江大学

率先在全国高校进行了综合改革试点工作 ,在管理

体制 、人事制度 、教育教学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改革

创新举措 ,积极探索研究型大学办学新路子 。今天 ,

科研已成为浙大最强劲的发动机 。学校成立 了以

科研院 、社科院为支撑的研究体系 ,年发表 论

文近 篇 ,科研年到款经费已超过 亿 ,达到

全部办学经费的 ,成 了名符 其实 的研究 型

大学 。

在竺可祯校长确立的浙大校歌 句歌词中 ,有

句与创新有关 。 年 月 ,钱三强校长在全校

师生员工大会上提出 “除了求是精神外 ,还应加上

创̀新 '两字 。要养成创新的习惯 ,适应不断发展的

需要 。” 年 ,路甫祥校长进一步强调 “求是系治

学之本 ,创新乃科技之源 ” ,并主持校务会议 ,决定

以 “求是创新 ”为新时期浙江大学校训 ,赋予其 “实

事求是 ,严谨踏实 ,奋发进取 ,开拓创新 ”的时代

内涵 。

办学目标 — 创建一流大学

竺校长心中的执著追求是创建一流大学 。在他

的时代 ,浙大就得到了东方剑桥的赞誉 。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 多年的建设与发展 ,我国

一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走上了国际舞台 。耶鲁大学
校长雷文于 年 月 日 ,专门以 “亚洲大学的

兴起 ”为题 ,在英国皇家学会做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

第七届年度讲座 ,就亚洲有关国家建立 “世界级 ”大

学的原因 、必须克服的实际困难以及可实现性等问

题发表了看法 。应该说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

目标 ,一个动力 ,也是一个过程 。

近年来 ,浙江大学按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办

学目标 ,确立了 “造就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创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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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和未来领导者 ”的人才培养 目标 ,明确了 “以人为

本 、整合培养 、求是创新 、追求卓越 ”的教育理念和

“转变观念 、深化改革 、稳定规模 、提高质量 ”的总体

思路 。但无论何时 ,竺可祯校长的教育思想将永远

给我们以启迪 。在迈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新征途

上 ,竺可祯校长倡导并力行的 “求是 ”精神 ,丰富深刻

的办学理念 ,一定能够在浙江大学不断发扬光大 ,谱

写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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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尺度效应研究领域佳讯频传

能源 、材料 、信息是当前科学技术发展的关键领

域 ,材料又是其他各个领域发展不可缺少的物质基

础和支撑 。材料科学与技术发展得好 ,可以成为推

动其他领域发展的强力助推器 ,反之就会成为制约

其他领域高水平发展的瓶颈 。当前材料科学发展的

前沿之一是对材料尺度效应的研究 。这里的尺寸效

应既包括宏观上的使用尺寸 ,也包括微观组织结构

上的尺寸 。宏观尺寸作为外部约束条件 ,对材料的

力学行为和性能 、微观组织演变产生影响 而微观尺

寸则指由于材料内部组织结构尺寸的减小与分布对

材料性能产生影响 。另外 ,当宏观尺寸与微观尺寸

相当的时候 ,也会产生特殊的尺寸效应 。

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多年的持续资助下 ,从

年 月到 年 月 ,我国学者在这个领域佳

讯频传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卢磊 、卢柯课题

组 ,西安交通大学孙军课题组在他们各自的研究方

向上取得了突出的研究结果 ,他们分别在 《科学 》、

《自然 》、《纳米快报 》上发表文章 ,报导了自己的工作

进展 。发现了纳米共格孪晶铜的极值强度和高加工

硬化效应 科学 》 , 一 提出了利用纳米

尺度共格界面强化材料强度的新途径 科学 》 ,

一 发现当材料的尺寸小于临界特征值后 ,

孪晶变形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尺度依赖性和更大的特

征尺度 自然 》 , 一 ,目前已经有两篇评

论性文章 ,在 《自然材料 第 卷 , 。年 月 上

由德国卡尔斯鲁厄技术研究所教授奥利弗 ·克拉夫

特撰写的 “孪晶行为和尺寸 ” ,以及在 《亚洲材料 》上

的亮点报道 “尺寸很重要 ” 指出位错形核是纳米孪

晶铜软化和获得最大强度的主导因素 《自然 》 ,

一 提出利用金属单晶纳米线进行高效机械

能存储的新原理并据此设计出纳米弹簧 纳米快

报 》, 年 月 日在线发表 。

这些高质量研究成果的连续出现 ,标志着我国

在该领域的基础研究水平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需

要特别强调的是 ,这些高水平研究工作都密切关注

本领域最前沿的科学问题 ,做出了确实的创新成果 。

另外一个重要的启示是 高水准的研究工作也需要

高水平的国际合作 。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车成卫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