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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 100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高等教育是优秀文

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

“要积极发挥文化育人作用”。胡锦涛总书记的讲

话从文化传承与创新这一视角对高校的文化育人

提出了新要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描绘了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在这其中，作为文

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场所，大学承担着光荣而艰巨

的历史使命。

一

文化是教育的主要内容，教育是传递文化的重

要载体。人类社会正是不断通过教育将人类创造的

文化遗产一代代地传承下去，并在文化传承过程中

不断进行文化创新。高校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园地，也是传承

和创新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外教育发展的历史

表明，高等教育在传承人类文化、建设先进文化和推

进文化创新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传承传统文化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功能。中华

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

华民族逐步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和博大精深、丰富灿烂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生

生不息，其生存之根就是传统文化精神。任何一

个民族文化的延续发展，都是在既有文化传统基

础上进行的，否定传统，割断历史，就会迷失方向、

丧失根本。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集中体

现和主要源泉，是民族的灵魂和脊梁，也是综合国

力的主要标志。多元文化的并存与发展，是当代

世界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构建和谐世界的

基本力量。文化通过教育一代代地传下去，从而

得以延续和发展。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历程中

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作为

软实力，时刻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

观，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

式。“一切教育包括高等教育都具有两大功能：一

是传承功能；二是创新功能，尤其是文化的传承创

新功能。文化传承的动力是创新，离开创新，文化

就会失去生命力。”[1]把文化的传承创新作为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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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第四大职能提出来，是对高等教育思想的

丰富，也是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大贡献。我

们必须大力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通过“去粗取

精、去伪存真”的文化选择过程，继承和弘扬中华

文化的优良传统，确保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得以

薪火相传。

建设先进文化是高等教育的重要职责。在当

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

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

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

神力量。要想使中华文化富有生命力和时代性，就

必须在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建设富有时

代气息的现代先进文化。中外教育发展史启示我

们，文化发展不能自我封闭，更不能故步自封，抱残

守缺。文化间的传播和交流是文化发展的真正动

力，也是先进文化建设的必要途径，因为不同文化

之间的交融和碰撞不仅可以开阔人们的视野，增进

人们对不同文化的接触和了解，同时还可以在交流

中诞生新观点、新思路和新理论，从而促进文化的

不断发展和进步。当前，要建设并传播体现时代特

色要求的中华先进文化，关键就是要不断巩固马克

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

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

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而要完成上述任务就

必须充分发挥好高等教育在传承和创新文化中的

重要作用，发挥好人文社会科学在推进先进文化建

设中的重要作用，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教育武装大学生的头脑。

创新优秀文化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创新

是中华民族不断进步的灵魂，是中华民族兴旺发

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永葆生机的源泉。

高等教育除了承担传承人类文明、建设先进文化

的任务外，还承担着不断创新优秀文化的历史重

任。从一定意义上说，高等教育传递、建设人类文

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文化扩大再生产的创新过

程。没有文化的创新就根本谈不上文化的永续发

展，更谈不上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为此，我们必

须通过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创新，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创新，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鲜明的实践特色、民

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从而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思

想和观念成为引领中华文化发展的主流。

高等学校要进一步在文化传承创新方面有所

作为，至少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把

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坚持马克思主义

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我们的工作”[2]。高等教育作

为文化传播和价值整合的重要载体之一，传承和创

新文化，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各种社

会思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同时也

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作出贡

献。第二，处理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和专业课的关

系。“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及学生工作干部队

伍要充分发挥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用”[3]。第

三，高度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独

特而重要的作用。人文社会科学既是知识体系，也

是价值体系，是增强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的国际

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和核心要素之一。国家和社会

要更加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

发挥大学在文化传承和创新中的作用。

二

大学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主要是通过育人实

现的。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百年校庆讲话中深刻

指出：“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这是

“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这就是说要把提高

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放在首位。教育须有信仰，

没有信仰就不成其为教育，而只是教学的技术而

已。高等教育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作用，就在

于它既是历史文化的传递活动，又是历史文化的

创新活动，它既执行文化的社会遗传功能，又执行

文化的时代变革功能。高等教育既为受教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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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历史、社会和时代，形成具有文明史内

涵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奠定基础，又为历

史、社会和时代“认可”受教育者，形成具有时

代内涵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创造条

件。文化传承创新，就是在这种“认同”与“认

可”的双向互动中的核心理念。在文化的传承创

新中践行“育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和根本使命，

必须深刻地认识“文化”在高等教育中的意义与

作用。高等教育实现“育人为本”的根本使命，

必须强化“育人”的双重自觉：培养“专门人

才”和培育“健全人格”的双重自觉[4]。只有强

化全面育人的教育理念，才能切实地改革教育模

式和教学方式，把大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

人。为此应强化国际性的交往实践，充分利用各

种国际合作机会扩展学生对世界文明的了解，使

学生切实地感受当代的文明形态的变革，在“面向

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高等教育中传承

和创新文化。

文化传承创新，同人的全面发展，是一而二、

二而一的整体。首先是把技能教育与品德教育结

合起来；其次是把道德教育与审美教育结合起来；

最后是把价值观培育与科学方法结合起来。通过

这三个结合，使大学教育的内涵有所丰富和提

升。“大学的文化传承创新最终要体现在育人上，

即培养大批能有效传承和创新中华文化的高素质

人才”。[5]对中华文化的自觉传承不仅是我们对

于中华民族所应负担的文化使命，也同时是面对

现代中国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需要。文化一

方面是传承基础上的创新，另一方面是在创新过

程中的传承。没有传承，就谈不上创新；同样，没

有创新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传承。文化的核心是

价值。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未曾中断的根本原

因，是其价值的连续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

欲立而立人”，“天人合一”等这些已是进入到我们

民族血液中的文化基因。这些共同的价值，构成

了多民族团结及民族凝聚力的纽带。大学对于社

会价值的塑造具有双重意义：其一是教育学生如

何选择主流价值；其二是为社会塑造新价值。文

化的纽带是知识。大学是知识共同体，大学的全

部活动以知识为“中心”。大学的教学是传播知

识，大学的科研是创新知识，大学的服务社会是运

用知识，大学的图书情报是收藏和处理知识，大学

的国际交流是交换知识，可见，知识就是大学的内

涵。大学的目的就是把“知识人”变成“文化人”，

大学因此也就成为文化共同体。没有大学文化的

繁荣发展，也就没有高等教育的现代化。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起自于大学，大学是新文

化的加工厂和推进器。新文化和先进文化来自于

新思想和先进思想的启蒙，没有新思想就没有新

文化。如果说文化是一所大学的厚度，那么思想

则是一所大学的高度。大学主要靠思想去引领社

会，靠思想去推动文化走向社会。在此意义上，大

学即思想共同体。没有思想的大学，其对先进文

化便没有意义。文化的创新是扬弃。传承是创新

的前提，扬弃是文化创新的特有方式。只有掌握

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才能扬弃旧义，创立新知。

文化的融合是交流。消弭文化冲突，大学可以发

挥独特优势。进行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正是国际

化背景下大学的新使命。把中国文化传播出去，

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使中国文化为世

界所向往，对此，大学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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