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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学校的最高行政长官，大学校长是学校的灵魂，即大学校长对一所大学的成功创建、平稳运
行、革故鼎新、进步发展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
大学校长在大学管理体制改革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影响他所起作用的又是他持有的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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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竺可桢    本校以时局之影响，奉令西迁，自赣来桂。
今日得在宜山正式开课，旧学生皆已到齐，新生人数骤增。
在此外侮严重、国步艰危之际，本校犹得如常进行，实为幸事。
而迁校中备承广西省政府及宜山县政军当局协助，尤可感谢。
当此抗战形势日紧，前方牺牲惨重的今日，国家犹费巨款而维持若干大学，一般社会已有责备非难之
声。
此虽由一般人不明高等教育作育培本之重，然我们反躬自省，正应借此种批评，以增进其责任的自觉
，共作加倍的自策。
必如何而后能培植真正之学问技术，将来贡献国家，无负国家作育之至意，与社会期望之深厚，正是
每一个大学生所应深省力行者。
而在今日艰苦流离之中，将欲增进自觉自奋，尤觉应回溯古来先哲志士之嘉言懿行、丰功伟绩，以资
吾人之矜式。
因地恩人，我觉得王阳明先生正是今日国难中大学生最好的典范。
    阳明先生生于余姚（生明宪宗成化八年，卒世宗嘉靖七年，即西元1472—1528年），在浙江本省讲
学之外，其一生事业在江西、广西两省为最大，又谪居贵州两年，也去广西不远。
浙江大学原址在浙江，学生不少浙人，先生是我们乡贤；本校迁江西半载，今又来广西，这二省又正
是与阳明先生关系最多之地。
先生十七岁即来江西，贵州龙场谪居以后，三十九岁做一任庐陵（今吉安）知府；吉安青原山，尚有
他讲学的遗迹。
自四十六岁至五十岁凡四年余，继续在江西服官，剿匪平乱。
他巡抚南赣及汀漳（在福建）等处，先后平漳寇和江西境之横水桶冈大帽涮头诸匪寇，其间江西中部
发生宁王宸濠之变，又全赖先生奏平乱之功。
在用兵布政之中，又兴学校，举讲会，四方从学最盛。
因此论者称“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
至今吉安一带，民间独有流行所谓“阳明饭”者，其流风之久而广可见。
自江西来桂之水路，可经由赣州入粤而行，其间必道出大庚；赣州是先生常到之地，而大庚（古南安
）正是他病逝所在。
其次说到广西，嘉靖初年，先生以功蒙特召及退籍讲学几年以后，因朝臣妒功害能，以广西艰难的官
缺与平乱之责任加到他的身上。
先生受命不辞，高年跋涉，经江西广东而到广西的梧州（那时奉命以都察使兼巡抚两广），又进驻南
宁，亲自深入督战，不两月而平思恩（今武鸣县属之北部旧治，在郁江支流象江之源；非今柳江流域
之思恩）与田州（今桂西百色、恩隆、恩阳三县地，府治在百色东，当时乱民与其东思恩相结）瑶民
流贼之乱。
值桂西之八寨（今上林县北），断藤峡（今桂平县北），诸蛮贼亦叛，又用官兵与投降贼目卢苏王受
之众以平定之。
因其恩威并施，所至奏功。
观其兴学于南宁，抚辑柳庆诸瑶（庆即庆远，宜山旧即庆远府治），则知宜山土民也曾沐先生德泽。
所以今日广西省的境域，多是先生遗惠所在之邦。
今浙大以时局影响三迁而人广西，正是蹑着先生的遗踪而来；这并不是偶然的事，我们正不应随便放
过，而宜景慕前贤，接受他那艰危中立身报国的伟大精神。
    通常学者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理学是一种不可理解的东西，又或以为理学家是迂阔不切实际的。
岂知学术本无畛界，以理学知名的学者，往往有他的应世的学识和彪炳的事功；他所讲的学问，又很
多为无论科学专家或事业家所都应体验实行的。
真正的理学不但不迂阔，并且有许多话是切合人生实用的。
专家专其所学，果能再来诵习体会古人立身处世之微言大义．最是有益于为学与做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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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阳明先生才高学博，无论在学问、道德、事业，与其负责报国的精神，都有崇高的造就；在此国家
蒙难学府播迁之中，他那一段艰苦卓绝穷而益奋的精神，更是我们最好的典范。
我们在迁校以后，起居生活当然不能如平时的舒适．又因家人离散与经济的困难，心理上不免生一种
不安的现象。
然这次民族战争是一个艰苦的长征，来日也许更要艰苦，我们不能不作更耐苦的准备。
孟子所谓“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
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阳明先生平桂乱与谪贵州，正是赖非常的艰苦来成全他，结果果然动心忍性，增长他的学问，造成他
的伟大。
现在又届孟子这话之严重的试验了，有志气的人就可从此艰苦中锻炼出更伟大的前途，没出息的人就
不免因此没落。
诸君都受高等教育，是国家优秀的分子，也是国民中幸运的人；当然都要抱定以艰苦的环境“增益其
所不能”为目标，而准备来担当国家许多“大任”。
这就不能苟且因循，而应以阳明先生的精神为精神了。
       现在想从阳明先生一生事迹和学说的精义，采其尤可为青年体验取法者，分为四层来说。
先说他对于“致知”的见解，以次说他内省的工夫，艰苦卓绝和效忠国家的精神。
这些都是为希望诸君深刻体验，随时随地切实力行，幸勿仅仅当一场话说才是。
    （一）先从做学问方面来说，我们要注意他那致知力学的精神。
阳明先生学说的精粹是“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三要点。
在哲学上他是宋儒传统的说法之修正者，所以有人称他集心学之大成，这层姑置不说。
所谓知行合一，他的意思是“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
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
若行而不能明觉精察，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
所以必须说个知。
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
所以必须说个行。
原来只是一个工夫。
”故“未有知而不行；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所以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把知行打成一片，不容学者稍存苟且偷惰之心。
其鞭辟近里，极有功于后学。
先生五十岁在江西以后，始明白揭出“致良知”之教，正是前说之扩大。
其所谓“致”，要义是“致吾心良知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
”这意义绝不玄虚。
而很切实际。
从近代科学的立场讲，这样的知，在一方面正是真知灼见的“知”，另一方面又是可以验诸行事的“
知”。
我们做学问，理论上重在求真工夫，实用上则求在能行；正合先生之教。
又有一事：后世程朱和陆王之辨，闹得纷纭不堪。
实则阳明为真理之故，于朱子学说固曾多发异议，但仍然尊重朱子，而又非偏狭的曲从象山之教。
他答学者之问，尚有一段很有意义的话说：“君子之学，岂有心乎同异，惟其是而已。
吾于象山之学，其同者非是苟同，其异者自不掩其为异；吾于晦庵之论，有异者非是求异，其同者自
不害其为同也。
”所谓无心同异，惟求其是，正是阳明的博大不立门户的精神，后之以攻朱为张陆王之学者，决非先
生之所取。
本校推原历史的渊承（本校前身是前清的求是书院），深维治学的精义，特定“求是”二字为校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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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先生这样的话，正是求是二字的最好注释，我们治学做人之最好指示。
因为我们治学行己固要有宗旨，决不要立门户。
目前一般知识分子往往只顾利害，不顾是非，这完全与阳明先生的“致知”和本校校训“求是”的精
神相背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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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一：大学校长何以应当努力成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家和教育家钟起煌    一、政治家，这是坚持社会主
义办学方向提出的要求    早在1996年3月，江泽民同志在接见我国著名的四所交通大学负责人的谈话中
，针对“高等教育在整个教育事业中处于龙头地位。
高等教育的发展程度和发展质量不仅影响整个教育事业，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未来”这
样一种事实认定和科学判断，高瞻远瞩地指出：“办好高等学校，高校的领导是关键，高校的党委书
记、校长应该努力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家，教育家。
”时至新旧世纪已完成交替，全国的高等学校正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高等教育的
改革发展的今天，我们重温江泽民同志的这番讲话，既为总书记对我们高校领导人寄予的殷切希望而
受到鞭策、受到鼓舞，同时也使我们不得不冷静地思考这样的问题：高校领导，为何应当努力成为社
会主义的政治家？
    现代高校具有“人才培养、科技发展、社会服务”三大职能。
这似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但其主体性职能是人才培养，这是高校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谁也不能凭自己的主观意志改变它。
放弃了培养人才的任务，高校就不再是本质意义上的高校了。
既然高校是培养人才的社会组织，那么它就不能回避培养什么样的人才问题，而这自然就涉及到了高
校的办学方向。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我国的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和接班人”。
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高等学校必须坚持的办学方向。
我们能不能坚持这个办学方向办好高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校领导干部的素质。
由于办学方向体现了办学者培养什么人的政治倾向、政治立场，因此我们所说的办学方向实际上就是
办学的政治方向。
对此，邓小平同志就指出过：“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
”他还进一步指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
”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论断深刻地说明了政治方向是学校工作的灵魂，是我们社会主义办学的方向。
高校也概莫能外。
因此，我们衡量一所高校办学质量的高低、人才培养效果的好坏，首先也是看它是否坚持了正确的办
学政治方向，是否培养了具有强烈爱国热情和高度政治责任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我们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办好高校，关键取决于我们高校领导干部
的思想政治素质。
    1．对高校领导干部提出政治家的要求，这是建设一支政治上高度成熟的高校领导干部队伍的需要。
这种政治上的高度成熟，要求高校领导必须有坚定的政治理想和信念，在办学过程中能坚持社会主义
方向，自觉宣传和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必须有系统丰富的政治理论，自觉以邓
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整个办学；必须有较强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在事关大
局的根本的原则问题上，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善于和敏于从政治上认识、
分析、判断问题；有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治政能力，能够驾驭复杂局面，解决复杂矛盾，处理复杂问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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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国大学正在由精英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向大众化的教育机构过渡。
然而大学越来越远离其本来之面目，日益向行政机关靠拢，昔日学术殿堂的功能正逐渐失去，不少大
学忙于盖楼建房而疏于学科建设，教学和科研过于急功近利，追求数量和规模而忽视质量和水平的现
象并不鲜见，不少大学校长办学理念滞后。
还原大学，乃我国高等教育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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