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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精神蕴涵着巨大的力量，大学精神力对于新建地方高校显得尤其重要。大学精神力

至少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大学精神的影响力、大学精神的潜移力、大学精神的凝聚力、大学

精神的先导力与大学精神的扬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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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大学精神，见仁见智，至今仍无精确统

一的定义。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有的囊括了大学的

一切文化现象，有的认为是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的从本质上诠释，有的从特质上理解；有的从历

史的角度透视，有的从时代特征入手阐释；有的采

取价值取向论，有的采用心理认同论；有的认为是

理性的，有的认为是情感的，还有的认为是模糊、

混沌、浑然的，等等
[1]
。董云川教授指出：“大学精

神真真实实是‘有而不在的’，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大

学精神就是空泛无边，虚无而不可知……大学精神

本源于文化，弥漫于校园，存在于学生、学者、学

会及学术之间。出生证上有‘文化’之烙印，血液

中流动着‘情感’，骨髓中深藏着‘智慧’，思维中

飘荡着‘至理’，脑后还有一颗‘怀疑与批判’的‘反

骨’，行为方式既有传承更有创新，举手投足无不体

现‘真情与学养’，开口闭口尽是‘追问与探究’，

既能‘脱俗’更能‘入世’，执意追求‘品位与卓越’

并籍以直面社会的发展，其主角是学生、学者而非

官僚与市侩……以上种种综合而成模糊、混沌、浑

然一体的大学精神”
[2]
。我们赞同董云川教授对大

学精神的描述，因为纵观中外大学的发展史，可以

清楚地看到大学具有历史性、时代性、民族性、国

际性等特点。她具有创新精神、批判精神、科学精

神、人文精神、自由精神、社会关怀精神、学术精神、

道德精神、认同精神等本质特征。所以，把握大学精

神也应该是针对上述特征、特点来论证，去描述。 

精神蕴涵着巨大的力，在这里我们讲的“精神”

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谈，“力”也不同于物理学上的

“力”。1940年，汤用彤在致北大校长胡适的信中说，

大学之大，在于精神之大，大学精神之于大学，犹

如人的灵魂之于身体。这形象地表述了大学之魅力。

精神之大，“大”在什么地方，我们认为至少“大”

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学精神的影响力 

影响二字辞海中解释为“言语、行为、事情对

他人或周围的事物所起的作用。”如影随形，如响应

声，影响是由此及彼地辐射，它无疆无界。大学精

神影响力是大学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柱，是激励大

学所有成员奋发向上的精神源泉，是大学“人”经

过长期努力积淀而成的稳定的、人格化的、具有一

定影响力的观念体系。大学精神力是一种特定的精

神力，它体现了大学的办学理念和价值趋向。如哈

佛大学的“与亚里士多德为友，与柏拉图为友，与

真理为友”；耶鲁大学的“争取个体独立，捍卫学术

自由”；牛津大学的“谨严、求真、探索”；北京大

学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清华大学的“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复旦大学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

近思”；北京师范大学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南开大学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中山大学的“博

学、审问、慎思、明辩、笃行”等。世界上任何一

所知名大学都有自己独特的大学精神，它的持久的

影响力，不仅是人间一笔宝贵的财富，更是社会发

展的动力。在一定程度上足以改变人生、改变社会、

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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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学精神的潜移力 

辞海曰：“潜，暗中，移，改变”。潜移就是潜

移暗化，自然似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潜移默化。

即人的思想或性格受到环境或人的感染，在不知不

觉中起了变化。大学精神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

能在不知不觉、无声无息中使学生的文化心理、思

想性格受到感染，渐渐发生质的变化。为什么某所

大学的不同时代、不同经历、不同个性的学生都能

从本校的学风、校风、校训中得到陶冶和启迪，甚

至终身受益，铭志不忘，其主要原因在于大学精神

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一个大学的精神潜移

力决定了该校群体的心理定势，形成了一致的生活、

工作态度，共同的行为方式。这种潜移力不是立竿

见影、一蹴而就的，而是隐性的、长效的、综合的。

所以大学精神的潜移力具有隐蔽性、渗透性、流

动性、变异性。大学教育的真正价值就在于通过

这种隐蔽的渗透——不知不觉、耳濡目染和隐蔽

的流动——无声无息、润物细无声。它引导大学

“人”体验生活、获取知识、陶冶情操、识别观

点、启迪智慧、积淀文化，最终形成自己丰富的

精神世界。 

三、大学精神的凝聚力 

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凝为“凝结”，聚为“聚集”。

凝聚力就是物质内部分子间的相互吸引力。大学精

神的凝聚力在两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把自身内部

力量联合，亲和在一起；二是形成一个大磁场，吸

引、影响、团结全社会力量。大学在长期的办学实

践中，经过所有大学“人”的共同努力，积淀而成

稳定的共同追求的理想和信念，是大学精神的精髓

和核心。这种精神主要存在于大学所拥有的理念、

制度、管理、行为、校风、教风、学风等深厚底蕴

之中。“一所具有鲜明精神特色的学校，一定会处处

感受到这种精神的存在。从学校的建筑，布局到校

长、教职工和学生的一言一行，再到学校的一砖一

瓦、一草一木，人们会明显感到凝聚着一种精神力

量，那是一种精神魅力，是一种激涌着富有生命力、

令人感动、奔腾激越的学校精神所创设出的氛围”[3]。

这种精神吸引着、影响着、召唤着、激发着大学“人”

崇高的情感和强烈的进取心，进而转化为师生员工

心理和行为的强大的内驱力，这对大学“人”价值

观的确立、行为方式的选择、人生观的形成以及 

个性社会化的发展都将起到无可估量的巨大推动 

作用。 

四、大学精神的先导力 

“先导”在汉语词典中解释为“引导、向导”。

先导力就是开路、先行、引导、探索，就是敢为、

尖兵、超前、引领。大学的定位在于它是社会文明

的先导，在传承与弘扬社会文明方面具有更重要的

价值。大学精神的先导力全面贯穿于大学的发展全

过程，引领着大学的运行，引领着大学的发展，引

领着社会的精神风尚，引领着社会文明不断进化。

它的独特的精神气质是大学存在的价值所在和意义

象征，是大学保证自身地位在社会机体中存在的根

本生命力。在贯穿历史的主动脉里，大学始终是人

类主要精神资源的传递者与创造者，是人类主要科

学研究（基础研究）的主力军、（技术研究）方面军、

（高科技产业化）生力军。它用精神气质引领社会，

“无论是从18世纪英国纽曼的《大学的理想》到19

世纪初德国洪堡的‘三条原则’，还是从20世纪初美

国佛莱斯纳的《大学》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大

学的第四功能——引领文化，都是如此”
[4]
。 

五、大学精神的扬弃力 

扬弃，在哲学上指事物在新陈代谢过程中，发

扬旧事物中的积极因素，抛弃旧事物中的消极因素。

它包含抛弃、保留、发扬和提高的内容和过程，也

就是说新事物代替旧事物不是简单地取代，而是克

服、抛弃旧事物中消极的东西，又保留和继承旧事

物在发展中对新事物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并把它保

留到新事物和发展的新阶段。 

扬弃力则是指事物在新陈代谢过程中的力量和

力度。大学精神扬弃力包含在大学发展的全过程中，

体现在大学体制机制各个运行环节的张力上。大学

精神有许多特点和特征，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

是批判精神，是大学在发展过程中须臾不可或缺的。

批判精神是人类特有的反思能力，也是人类进步的

基本手段。霍克海默说过，无论是科学概念还是生

活方式，无论流行的思维方式还是流行的原则规范，

我们都不应盲目接受，更不能不加批判的仿效。大

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研究高深学问需要对问

题进行反思，反思的过程就是肯定和否定的过程。

辨证的否定是既克服又保留，有扬有弃，这是事物

内部的固有的发展规律。大学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

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与现实，其中无不包含着

抛弃、保留、交流、融合、传承、发扬、创新、提

高等环节，从而使理论走在最前沿，而且在批判的

过程中实现了人类文化的创新。马克思的女儿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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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父亲：“你的座右铭是什么？”马克思回答：“怀

疑一切。”“怀疑”就是质疑，是人类所具有的一种

心理活动和思维倾向。质疑思维就是要在习以为常

的事物中发现异常的东西。质疑思维就是不唯书、

不唯上，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以真理为唯一标准。

只有“怀疑一切”，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创立新学，

一切在创新中发展、进步，人类社会才能滚滚不断

地向前发展。大学要探求真理、引领未来，就不能

不具有批判精神。没有批判、质疑和否定，就不会

有创新，就不会对学术问题做出自己独立的思考和

判断。批判本身不是目的，批判是为了创新。创新

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

力，也是大学生命力的源泉。 

大学精神除上述的“力”以外，至少还有思维

力、和合力、认知力、约束力、整合力、认别力、

永恒力、甚至征服力等等，有待以后进一步研究。

统而言之，被载入史册，流芳百世的大学应归功于

她的精神力。声震寰宇、名噪一时的大学也是缘于

她的精神力，当今的新建地方高校，要想挑起重托，

完成使命，也必须锻造自己的精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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