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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学文化创新功能主要体现在创新人才的培养
、

知识创新和科技成果的创造性转化三个方面
。

在建设 自主创新型

国家的今天
,

中国大学肩负着文化创新的使命
。

中国大学应勇于面时自身在文化创新上的不足
,

加强在办学理念
、

文化氛围

和制度机制上的创新
,

加决创新性人才培养
,

努力成为文化创新的引领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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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使命 文化创新

在中外高等教育发展史上
, “

文化创新的火焰
,

往往是在

大学校园中点燃起来
”
〔’〕

,

并为社会的精神文化
、

制度文化和

物质文化变革与创新提供深厚和持久的动力
。

一部世界高

等教育的发展史
,

实际上就是一部文化传承
、

选择与创新的

历史
。

大学的文化创新主要体现在大学的三大职能上
。

创新人才的培养

大学是创造性人才成长的摇篮
,

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都

有一些大学培养出一大批创造性的人才
,

如著名的科学家
、

思想家
、

艺术家
、

政治家和企业家等
,

他们是创新文化的承载

者和引领者
。

例如
,

德国大学曾为人类造就出大量的饮誉世

界的思想家和科学家
。

哲学家康德
、

费希特
、

黑格尔
、

费尔巴

哈
、

马克思
、

叔本华
、

尼采
、

卡西尔等 历史学家兰克
、

莫姆森
、

斯本格勒等 文学家歌德
、

席勒
、

海涅
、

格林兄弟等 经济学家

米勒
、

李斯特
、

罗舍尔
、

艾哈德等社会学家韦伯
、

霍克海默
、

弗洛姆
、

曼海姆等 数学家高斯
、

普吕克
、

黎曼
、

克莱因
、

希尔

伯特等物理学家欧姆
、

克劳修斯
、

伦琴
、

普朗克
、

劳厄
、

海森

堡
、

泡利
、

玻恩等化学家李比希
、

费林
、

拜耳
、

瓦拉赫
、

哈维尔

等生物学家奥肯
、

弥勒
、

雷蒙
、

科赫等 天文学家弗劳霍费
、

阿格兰德尔
、

史瓦西等
。

所有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
,

都与德

国大学联系在一起
。

自 年诺贝尔奖颁发以来
,

德国大

学中就已产生出近百名获奖者
。

德国能够在 世纪末成为

世界科学和文化的中心
,

与德国大学培养出的大量创造性人

才息息相关
。

川其他如英国
、

法国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

大学也培养出大批创造性人才
,

使各自国家成为创新型
“

头

脑国家
” 。

不仅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能培养创造性人才
,

中国大学

也不例外
。

即使是在 世纪上半叶
,

尚处幼年期的中国大

学在创造性人才的培养上就有不俗的表现
。

以 年成立

的清华物理系为例
,

在从创系起到 年抗日战争爆发时

的短短十年时间内
,

它一举发展成为中国物理学科研和教学

的中心
,

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

在清华物

理系这 年的毕业生中
,

有为 人日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

士
,

他们是王淦昌
、

周同庆
、

陆学善
、

王竹溪
、

张宗隧
、

彭桓武
、

钱伟长
、

钱三强
、

何泽慧
、

林家翘
、

葛庭隧
、

胡宁
、

李正武
、

赵九

章
、

傅承义
、

翁文波
、

龚祖同
、

王大形
、

陈芳允
、

张恩虫
。

年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首次遴选的 名物理类院士

中
,

有 位是清华物理系系友
。

在被誉为中国乃至世界大学史上奇迹的西南联大在短

短 年时间里
,

而且是在教学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
,

培养

出了大量创造性人才
。

据统计
,

从 年至 年
,

先后在

西南联大就读的学生约 姗人
,

毕业生约 田人
。

在他们

中间
,

有 姗多人先后成为国内外诸多领域知名度颇高的

院士
、

资深教授
、

著名诗人与作家
、

政府高级官员等
。

在西南

联大学习过的学生中有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
、

李政

道
,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
,

获得
“

两弹一星
”

功勋

奖章的 名杰出科学家中 位是联大校友
,

被评选为两院

院士的西南联大校友有 人
,

有 人被选为我国台湾
“

中央

研究院
”

院士
。

另外
,

有 名西南联大的毕业生后来成为美

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工程师学院院士
。

在人文社会科

学方面则有王瑶
、

穆旦
、

任继愈
、

郑敏等一大批杰出人才
。

 

,

知识创新

正如当代史学家梅尔茨  二 在《 世纪欧洲

科学思想史》中所说的
“

大学制度一言以蔽之
,

不仅传授知

识
,

而且首要的是从事研究
。

此乃其引以自豪和获得名望的

根基
。 ”

闭大学的文化创新不仅表现为创新性人才的培养
,

还

体现在知识创新上
。

现在
,

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

都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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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垄断了以研究为基础的研究学位
。

假如一所大学不能在

文化上有独创性的贡献
,

这所大学的
“

大学性
”

就会受到质

疑
。

〔, 〕

大学的知识创新首先表现为科技知识创新
。

发现新知

识
,

特别是自然科学知识
,

对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提高国

家声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

据统计
,

全世界 的《自然》
’
和《科学》 论文是由大学发表的

,

阵的诺贝

尔科学奖是由大学获得的
。

我国大学发表的 论文占全

国发表总数的  
。

困

仪拓年 月 日
,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文章发表的统

计数字显示
,

目前
,

美国大学汇集了世界上 的诺贝尔奖

获得者全球大约  的科学和工程类论文
、

经常被引

用的论文
,

都出自美国的大学
。

再以德国大学为例
,

在生理

学领域的重大发现中
,

从  ! 年至 年
,

它们拿了 项
,

而世界其他民族总共只取得了 项 从  ! 年至 麟 年
,

它们又取得了 项
,

而世界其他民族总共只有 项 到

 年
,

德国又取得了 项
,

而世界其他民族总共只取得了

项
。
川英国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实验室

,

印 多年来就先

后有加多人荣获诺贝尔奖
。

翻开世界科技发展史
,

我们看

到
,

从物理学上的万有引力定律
、

量子理论
,

到生命科学的

双螺旋分子结构
、

 干扰机制的发现
,

到医学领域的

幽门螺旋杆菌
、

疯牛病致病因子普里昂蛋白的发现
,

到第一

台电子计算机
、

 分组交换技术的发明等
,

都是大学科

技文化创新的标志性成果
。

以上统计数据表明
,

大学是知识

创新体系的主体
,

而一流大学更是知识创新体系的核心
。

大学知识创新还表现为人文知识的创新
。

社会的价值

体系
,

基本的价值观念
,

如自由
、

民主
、

平等
、

博爱
、

法治
、

科学

等理念都是与大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

前面提到了加世纪以前的德国大学曾经培养了一批伟

大的哲学家
、

社会学家
,

为人类思想史上写了浓墨重彩的一

页 至今
,

德国大学仍是创新人文文化的重镇
,

胡塞尔
、

维德

根斯坦
、

海德格尔
、

雅斯贝尔斯
、

伽达默尔
、

哈贝马斯等都是

现当代世界上最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
。

除德国以外
,

法国也

是人文文化创新的圣地
。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
·

罗兰曾把母校

巴黎高师称作
“

高贵的精神隐修院
” ,

意指巍巍学府大师云

集
,

人文底蕴深厚
,

精英荟萃
,

桃李芬芳
。

从拿破仑下令创立

至今
,

除了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

位数学最高奖—菲尔

茨奖获得者以外
,

巴黎高师的社会学家如莱维
一

布留尔
、

涂

尔干 又译为杜克凯姆
、

马赛尔
·

莫斯
,

哲学家如雷蒙
·

阿隆
、

柏格森
、

布伦什维格
、

卡瓦耶斯
、

伊波利特
、

康吉莱姆
、

萨特
、

梅洛
一
庞蒂

、

阿尔都塞等等
,

个个都饱饮了灵光熠熠的法兰

西文化的恩惠
,

以其震古烁今的思想伟绩持久地报答着母校

的培育之恩
。

世纪 年代就在世界思想界崭露头角的福

柯
、

德里达和布尔迪厄继续为巴黎高师这座知识圣殿添砖加

瓦
。

他们大都是现当代法国乃至世界思想舞台上的主角
,

其

中不乏哲学界和社会学界的执牛耳者和翘楚
。

以福柯

一

为例
,

他是二战后法国继萨特之后最重要的哲学家

之一
,

他的思想被称为是
“

最伟大的现代哲学之一
”

德勒兹

语
。

福柯的著作已被译成 多种文字
,

其影响早已溢出哲

学的范围
,

而渗人到史学
、

社会学
、

政治学
、

精神病学
、

医学
、

心理学
、

刑事学
、

语言学
、

文学艺术
、

教育学甚至建筑等领

域
。

闭除了德国和法国的大学之外
,

美国的大学也在人文知

识创新上贡献不凡
。

科技成果的创造性转化

早期大学对社会的贡献只是人才贡献
,

不断向社会输送

创造性人才大学进行科学研究以后
,

在不断输送人才的同

时作出了更多的知识贡献 在知识经济时代
,

随着社会的发

展和世界性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
,

大学逐渐成为社会的中

心 作为
“

新知识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

的现代大学成为面向科

技和经济的主战场
,

不仅仅是输送人才和贡献单纯的知识
,

还要把知识转化为生产力
,

作出创造性转化的贡献
。

大学参与科技成果产业化在欧洲和美国正成为大学制

度创新的方向之一
。

美国开创了将学术界与产业界联系起

来的传统
。

仅  年
,

大学发明的专利就给美国投资公司

带来了 田亿美元的销售额
。

现在美国大学每年获得的版

税和特许使用费超过 亿美元
。

多所大学拥有某种形

式的
“

企业孵化器
” ,

数十家大学在经营自己的风险基金
。

著

名的美国斯坦福大学
,

虽然有 多年的办学历史
,

但是
,

到

二战结束时还不是世界一流大学
,

只是到了 世纪 年代

初期
,

学校注重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
,

发展了著名的
“

硅谷
”

后才进人世界一流大学的排行榜
。

除了美国以外
,

英国大学

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也有出色的表现
,

例如
,

英国剑桥科技

园是世界上公认的最重要的技术中心之一
,

久负盛名的剑桥

大学也坐落于此
,

是该地区研究活动的核心
。

该科技园有着

不可比拟的研发和创新纪录该地区的 占全英国比重的

巧
,

研发开支占该区 〕 比重的
,

这是一个充满生

机和活力的区域
,

形成了以大学
、

新兴公司和大型跨国公司

密切协作的产业网络中开展业务的极具创新特色的经济形

态
,

并不断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投资
。

剑桥科技园区的经济

发展创造了
“

剑桥现象
” ,

在过去的 年中
,

科技园区每年不

断增加 姗个就业机会
,

园区平均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

长率达到了
,

大大高出英国 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率
。

累计为英国创造税收 亿英镑
,

出口总值达到了

亿英镑
。

这样一个经济效益日益增加和技术日趋先进的高

科技园区已成为整个英格兰东部地区的发展中心
。

“

大学兴起带来国家昌盛
,

这不仅仅是西方现象
,

也是世

界现象
。 ”

回近年来
,

中国大学在科技成果的创造性转化方面

也有积极的探索
。

据统计
,

 又年全国高校共有科技成果

田项
,

签订技术转让合同 姗项
,

碎年实际收人 亿

元
。

同年
,

全国高校申请专利 万件
,

比上年增长
,

获得专利授权引众〕件
,

比上年增长
,

其中获国外专利授

权 项
。

北大方正
、

清华紫光
、

清华同方
、

北大青鸟等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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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校办企业已逐步壮大
,

创造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的

二
、

中国大学在文化创新上的不足及原因

中国大学在文化创新上的不足

回顾大学发展的历史
,

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
,

人类思

维的每一次惊心动魄的革命性进展
,

大都以大学文化的勃兴

为其源泉
,

以大学的文化创新为其动力
。

从欧洲的文艺复兴

和工业革命
,

到我国的
“

五四
”

新文化运动
,

莫不如此
。

当前

我国正在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
,

全面实施

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
,

致力于创新型国家建设
,

在全社

会大力弘扬和加强文化创新已成为十分迫切的战略任

务
。
〔”〕但相比之下

,

我国大学在文化创新上还存在着许多不

足
。

首先
,

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
,

我国大学在文化创新上的

差距明显
。

近些年来
,

在
“ ”

工程和
“ ”

工程的资助下
,

我

国大学特别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文化创新方面有了明显

的进步
。

但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
,

中国大学无论是在创新性

人才培养
、

科学与人文知识创新方面
,

还是在科技成果创造

性转化方面
,

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

仅以 年至珊 年

三所世界一流大学和六所中国一流大学在《自然》和《科学》

上发表的论文为例
,

哈佛大学是 篇
,

剑桥大学是  篇
,

东京大学是  篇
,

而南京大学只有 篇
,

最好的北京大学也

只有 篇
,

其他的四所也只是数篇不等〔
’〕

,

差距之大由此可

见一斑
。

其次
,

相对于国内的科研院所和企业而言
,

中国大学在

知识创新和科技成果创造性转化方面优势尚不明显
。

的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
,

企业撑起了
“

半边天
” ,

的获奖项目由企业独立承担或参与完成
,

产学研合作的项目

占到
。

从
“

历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奖者
”

仪
一

姗
的分布来看

,

个获奖者中也只有 人长期在大学工作
。

中国大学文化创新不足的原因

第一
,

精神层面
。

功利主义盛行
,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式微
。

目前
,

大学文化中还存在功利化
、

工具化的倾向
,

一些

科研人员为晋升职称而科研 学生以就业
、

考试过关为目的

而学习
,

大学里存在着一种急功近利
、

急于求成的浮躁习气
,

缺乏在科学研究上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进取精神
,

以创新为

主导的价值观尚未充分形成
。

第二
,

制度层面
。

官本位和行政权力盛行
,

学术自由和

学术权力式微
。

大学内部管理制度的改革是比较迟缓的
,

许

多大学还是沿袭着计划经济的模式
,

在教学
、

科研
、

人事等方

面都存在着落后的态势
。

在教学方面
,

教师积极性不高
,

教

学内容
、

专业结构落后于社会发展的步伐
,

教学手段落后 在

科研方面
,

教学与科研相分离
,

重应用研究轻基础研究
,

跨学

科研究还很难开展 大学里采用的是行政级别的科层管理方

式
, “

行政化
” 、“

官本位
”

的作风严重
,

制约了办学的效率和活

力 大学制度浓厚的行政色彩严重地压抑了学术的发展
。
〔”〕

第三
,

物质层面
。

重硬件建设
,

轻软件建设
。

许多大学
“

重数量扩张
、

轻质量提高
” , “

重学校升格扩大
、

轻办学特色

创造
” ,

盲目盖千楼一面的大建筑
,

忽视了以
“

大师
”

建设为基

础和核心来进行改革
。

三
、

中国大学如何进行文化创新

在中国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的今天
,

中国大学被赋予重

要历史使命
。

这既是机遇
,

也是挑战
。

为此
,

中国大学应自

觉地担负起文化创新的使命
,

锐意改革
,

努力成为国家创新

体系中的主力军
,

继而成为国家创新文化的引领者
。

而大学

的文化创新其实就是大学的理念
、

制度和教育过程等不断改

进和创造出具有先进性特征的价值趋向
、

行为准则
、

科学知

识
、

文化氛围等的过程
。

洲

大学理念的坚守与创新

多元的社会需求和多元的大学价值观促使大学办学理

念发生变化
,

但无论如何
,

大学是一个
“

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

独立的有机体
” ,

大学自治和大学自由是其
“

特征不变量
” ,

缺

乏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根基
,

现代大学就失去了存在的土

壤和发展的空间
,

就犹如丢失了灵魂
。

威廉
·

洪堡的话语道

出了大学自治的真谛和旨趣
,

大学要想保持应有的
“

独立性
”

和
“

尊严
” ,

就要尽可能地规避外界试图干预
、

控制大学的各

种不利因素
。 “

学术自由
”

是一个流动和发展的概念
,

在不同

的历史阶段和具体的社会环境中
,

自有不同的规范和限度
,

但其维护学者教学自由和研究自由
,

尽可能免受非学术因素

的干预
,

从而保持学术的丰富性 高水平和多样性 和生动性

的基本精神
,

却是清晰和一贯的
。

如果说学术自由是指向大

学组织内部的活动原则的话
,

那么
,

大学自治则是处理大学

与政府
、

社会之间的关系应遵循的重要准则
。

保证了大学自

治
,

才可能为大学创造一个自由的空间 保证了学术自由
,

才

能真正实现大学自治
。

只有实现了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
,

大

学才有了创造的制度空间
。

大学不仅应坚守自己的学术品格和价值追求
,

还应自觉

以新思想
、

新知识
、

新文化引导社会前行
。

大学要倡导敢为

人先
、

敢于批判的精神
,

敢于创新
、

勇于竞争的精神
。

大学要

反对浮躁
,

敢于失败
,

不懈追求
,

勇于献身
。

培育创新精神
,

是全体大学人的崇高使命和责任
。

氛围和机制的创新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著名教授尼古拉斯
·

尼葛洛庞帝在谈

到创新文化氛围时指出
“

创新如何发生 新想法源自何方

最通常的答案是 提供良好的教育体制
,

鼓励不同的观点
,

培

养协作精神
。 , , 巧〕

要充分发挥大学的创新优势
,

大幅度提升大学原始的创

新能力
,

关键是
“

改良土壤
” ,

即改革大学管理体制
,

培育文化

创新的氛围
。

在创新大学机制方面要重视以下三点 第一
,

正确处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
。

大学作为一个
“

研究

高深学问的场所
” ,

应以学术为根基
,

以探究学术为人类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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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

因此
,

在治校中应崇尚学术自由
,

树立学术的权威
。

在

具体的制度安排上
,

应减少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的滥用
,

行

政治校要让位于学术治校
。

第二
,

改革现行的各种评价体

制
,

培育创新氛围
。

应改变目前片面追求成果数量的评价体

系
,

注重反映成果质量的指标体系的构建
,

形成激励创新的

评价和奖励机制
,

而不至于
“

劣币驱逐良币
”

改革人事制度

和科研体制
,

使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成为常态 创造一个公

平
、

竞争
、

合作的创新环境
,

鼓励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文化
。

第

三
,

提升学校服务社会的能力
,

努力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核

心
。

大学应意识到
,

如果不能造就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

要的具有竞争力的人才
,

不能提供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

要的科技成果
,

那将会从根本上失去社会对大学价值的认

可
。
〔, 〕

人才创新

大学创新文化建设最终落实在人的创新上
。

创新型人

才是新知识的创造者
、

新技术的发明者
、

新学科的创建者
,

是

科技新突破
、

发展新途径的引领者和开拓者
,

是国家发展的

宝贵战略资源
。

创新人才的培养
,

本科教育是重要的基础
。

对本科生创

新能力培养而言
,

关键在更新教育观念
,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

牢牢抓住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这个关键
。

为此
,

大学要继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
,

改变长期以来过窄的

专门化的培养模式
,

推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
,

专业

教育与通识教育的融合
,

通过实行学分制
、

主辅修制
、

导师制

等
,

为学生个性化培养和多样性发展开辟空间
,

促进学生的

全面发展
。

在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上
,

要加快学科布局的调整和交

叉学科的建设
,

加快学科点国际化发展的进程
,

使研究生能

在更加宽广
、

前沿的研究领域内进行研究和深人的学习
,

实

现学术上的创新
。

要转变计划经济体制下按照狭隘专业划

分进行的教学与科研模式
,

体现多学科跨专业的优化组合
,

为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创造广阔的学术环境
。

同时
,

要大力提

高中青年导师队伍的学术水平和指导研究生的能力
,

实行学

生与导师互选
,

并鼓励学生到校外
,

甚至到国外聘请专家加

人到导师指导委员会建立风险选题研究基金
、

优秀论文抚

育基金和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基金等博士生培养的奖励机制
,

为优秀研究成果的涌现护航
。

教育的质量在人才
,

人才的质量在教师
。 “

没有一流的

师资队伍
,

不可能建成一流的学科
,

培养一流的人才
,

完成一

流的科研成果
。”〔’ 〕在教师创新能力建设上

,

首先
,

要从学科

建设的角度着手
,

打破学科壁垒
、

不断开放交叉
、

促进综合渗

透
,

创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生态和学科平台其次
,

要重视人才

的多样性
, “

不拘一格降人才
” ,

鼓励有真才实学的年轻人勇

挑重担
,

通过一些重大项目来凝聚英才
,

尊重个人兴趣爱好

再次
,

要倡导追求真理
、

勇于创新
、

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氛

围
,

鼓励他们发挥想象力和提出创新思想
,

做到人尽其才
,

才

尽其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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