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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认同是指大学成员在心理与行为方面与其所在的大学具有一致性，并且成员觉得自己在其中对大
学既有理性的契约感和责任感，也有非理性的归属感和依赖感以及在这种心理基础上表现出的对大学
发展尽心尽力的结果。

大学认同是大学保持长久和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中世纪大学为了保证大学的自治和独立，为了对抗外部的竞争和压力，自然形成大学认同。
而中国大学认同的形成与民族认同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从创立、发展到成员归属感、认同感的形成，始终伴随着知识分子的民族使命
感和责任感，他们抗敌救国、振兴中华的努力融人到其大学价值观和教书育人当中。
近代大学史中我们并不缺乏大学成员对大学高度认同的典型案例，但深入到一所大学内部，具体分析
不同主体大学认同的特点、形成过程、内在机理等，尚属少见。

石慧霞编写的《抗战时期的厦门大学——民族危机中的大学认同》是微观的“大学史”研究，考察了
抗战爆发后厦门大学内迁长汀，在民族危机、国家危难、学校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大学成员众志成
城、患难与共，自动自发地为学校发展着想，并最终形成了高度认同的历史过程。
研究虽从一所大学内部人手，但尽量兼顾到宏观，在厦门大学不同主体认同形成的历史梳理中，思考
民族认同与大学认同的关系、大学认同形成的途径和特点，期望能为建构现代大学认同提供一个可供
进一步分析的案例。

首先，《抗战时期的厦门大学——民族危机中的大学认同》通过对抗战前厦门大学认同的历史回顾，
分析了厦门大学初创的历史背景、社会状况、传统文化等对大学认同的影响，重点阐释认同发生危机
的原因、危机的演变及其化解过程，为理解和研究抗战时期厦门大学的大学认同奠定基础。

其次，探讨了抗战时期厦门大学不同主体认同形成的过程、影响因素及其作用。
这是本研究的主体部分，分别由以下四章组成：
第二章：“校长：大学认同的重要建构者”。
校长的重要任务和使命就是不断培养、促进和加强全体师生员工对大学价值观、大学使命和大学精神
的认同。
萨本栋把为战后建立新中国储备人才作为厦大办学的主要目标，他举全校之力为学生成才创设条件，
办学的出发点都是围绕培养学生。
他的办学理念得到厦大不同学科的师生和各地校友的响应、配合，他们齐心协力，共同推进大学组织
目标的实现。

该章从校长的人格魅力、内迁选址的重要性、学校的制度建构、学科课程的认同等方面展现萨本栋在
大学认同建构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三章：“教师：职业生涯中获得大学认同”。
首先，教师在教书育人中获得大学认同；其次，他们通过多种方式展开科研活动和文化体验，也是形
成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再次，教师通过迁徙流转中的比较加深了对厦门大学的认同。

第四章：“学生：成长历程中形成大学认同”。
首先，对这一时期厦大学生入学前的家庭经济状况、籍贯、经历、投考厦大原因等进行抽样统计，分
析了入学前他们对厦大的认识；其次，对新生入学后学校给予的润物无声、细致人微的人文关怀进行
了评述；再次，梳理了学生在严谨活泼的学风熏陶和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中自然形成大学认同的过程。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抗战时期的厦门大学>>

第五章：“校友传承认同与‘反哺’大学”。
校友也是大学认同的主体之一，校友的大学认同与在校生在时间和性质上不同，一个是在校期间的短
期认同，一个是毕业后持续的、长期的认同。
本章通过对当时《厦大通讯》的词频统计，分析了校友认同大学的主要内容。
研究发现，学生时代形成大学认同的“因”，成为校友后，才有感恩、回馈——认同的“果”，通过
有组织的、系统的互动，长久而持续地表现出来。
此外，校友的大学认同对校友成才起到重要作用，该章以抗战胜利、台湾光复，赴台厦大毕业生的业
绩为例，详实地论证了大学认同在校友成才中的显著作用。

最后，《抗战时期的厦门大学——民族危机中的大学认同》得出如下结论：民族危机中的民族认同与
大学认同通过“大学成员一致性”得以双向“传导”和增强；学术认同是厦门大学的大学认同之核心
因素。
本研究对建构现代大学认同的启示是：“危机与契机”是大学认同的新起点；“互动与体验”是大学
认同的实现路径；“理想与现实”
是大学认同的价值反思。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中国大学在放眼世界的同时，不能忽视民族文化的深远影响。
我们只有树立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敢于担当、甘于奉献，切实遵守和尊重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内在
规定性，大学才能真正成为富有整体性、充满向心力、生动活泼的学术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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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抗战时期的厦门大学：民族危机中的大学认同》叙述了抗战时期厦门大学的发展历程，论证了
民族危机下大学认同的建构，既是厦门大学光辉校史的有力佐证，又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厦门地方史
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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