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只要我国的大学实干而不空谈，就一定能促进教育真正

回归培育追求卓越人的原旨，为国家输送更多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人

生使命，“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的人生气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

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已足”的人生胸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

生情怀……自觉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紧紧相连的圆梦人才。

这样的圆梦人才，一定能在实现“中国梦”过程中成就自己的人生，在实现自我价值

的过程中造福人民大众。

中国梦与大学的时代使命

别敦荣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中国梦是国家强大 之 梦，是 民 族 复 兴 之 梦，是 人 民 富 裕 之 梦，也 是 政 治 清 明 之

梦，经济繁荣之梦，文化发达之梦。它不仅外在地表现为强盛、繁荣、富有、文明、进

步以及现代化，而且内在地表现为民主与科学。只有包含了民主与科学的中国梦，

才是富有灵魂、充满生机、展现希望、拥抱未来之梦。中国梦的内在精神要在国家、

民族和人民的伟大实践中去践行，要靠教育去培养。因此，追梦和圆梦之旅都离不

开发展教育，离不开教育回归其本质的精神塑造。

大学是文化教育机构，是民主和科学的策源地。中国现代大学与中国梦相伴相

生，在国力羸弱、列强蚕食的民族危难之际，大学担负了教育救国的使命；改革开放

之初，国家凋敝、文化落后，大学又担负了教育强国的使命。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

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和教育已

经越来越多地融入国际化浪潮，中国已成为国际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中国的发展不

再是闭关自守、自给自足式的，中国梦所依靠的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必然

包含了不能忽视的国际元素、世界趋势和人类关切。因此，服务于新时代的中国梦，

大学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惟其如此，方能不辱使命。

实现中国梦，大学必须拥有人类意识。我国大学既是中国人民的，又是整个人

类的；既要服务于中国人民享受富裕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又要服务于人

类共同进步的需要。为此，大学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在注重中国意识的同时，还
要重视人类意识，将中国意识与人类意识结合起来。重视人类意识，就是要在大学

的职能活动中，不仅重视个人的现实需要、人的价值和尊严、独立人格、人的生存和

生活及其意义，而且重视人类整体的存在和持续发展的需要。

实现中国梦，大学必须拥有世界思维。自现代大学在我国兴起以来，它从来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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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与世界像现在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开放不单是国策，也是大学服务于中国梦

的必由之路。大学应当成为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桥梁，成为中国与世界在文化与精神

上相互融合、砥砺进步的动力之源。因此，我国大学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大学

的办学目的应当既包括中国自身发展的要求，又包括世界发展和全球化的要求；不

仅要建设属于中国的一流大学，还要建设属于世界的一流大学；大学的办学方式要

主动开放，积极融入世界潮流和趋势，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潮头浪尖搏击争先。

实现中国梦，大学必须拥有永恒诉求。大学既要关注当下，又要关注未来；既要

追求实际的目的，又要追求永恒的价值。大学办学不能浮躁，不能纠缠于现实的物

质利益，不能为权力之马首是瞻，要着眼基础，专注根本，胸怀理想与信念。大学应

当成为社会的精神支柱，办学不能快餐化，要秉承社会良知，将公平正义、和谐永续

作为价值准则，通过培养人才、发展知识和服务社会，引领社会文明进步的方向。

我的高等教育理想

马陆亭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教授，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这是一个重视教育的社会，科教兴国、人才强国都是国家战略，但爱之深又使我

们放不下，项目成为工作的抓手，重视人才却产生钱学森之问。这是一个重视人才

的社会，想尽了所能的称号、给出了巨额的资金，我们还提拔人才担当各种责任，但

却再难以见到真正的大师，教授乐意当“官”当“老板”，大学又开始“去行政化”。高

等教育似乎陷入了怪圈。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动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

说明综合改革和内涵发展正在成为办好人民满意高等教育的基本途径。十八大报

告在总体目标部分还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

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既说

明了改革的艰巨性，也指明了方向。

高等教育承载着个人、社会和国家的梦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大学理想，它与

各自的家庭教育、学校生活及工作经历和岗位有关；大学也承载着国家的理想，因为

它已肩负起兴国、强国、复兴等诸多历史使命；大学还是社会的现实，其功能在不断

扩展，如本质功能有教学、研究、服务，外延功能有促进公平、拉动经济、促进区域发

展、提升城市品位等。大学步入现实就难免不能脱俗，而人们又希望它成为精神家

园，再加上每个家庭都会有孩子的升学和就业压力，因此人们对其是爱恨交加。至

此，大学成为分裂的整体，它是社会目标的手段和自主办学的实体，产生了外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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