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化 

——在 2011 级本科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二○一一年九月九日 

同学们： 

    上午好！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学校党委和行政，向新同学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给新同学们谈谈文化的话题，就算是你们进校的第一课。 

    你们来到大学，与中学不一样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专业及其所需的基础理论

学习固然非常重要，但千万别忘了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尽管提高文化素养是一辈子的事情，

但在大学应该是学习和提高文化素养非常有利和重要的阶段。 

    文化是什么？周易有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 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

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看来，文化是与人类文明联系在一起的。从小处看，文化

也是一个群体在一定的时期内形成的某种思想、行为方式、习惯、生活方式等。 

    你们或许知道，这个学校的文化素质教育有其特别之处。我们的老校长杨叔子院士曾经

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一打就垮，只有任人宰割；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优秀的人文文化，不打自垮。” 

    著名学者余秋雨言, 经济能给一个民族带来富裕, 但只有文化才能给一个民族带来尊

严。 

    中国正处于崛起于世界的一个特别阶段。你们将是这个阶段的主角。不用说，中华崛起

需要先进文化。我们如何把自己的先进文化带给世界，也把世界的先进文化融入到我们的社

会生活中，这一任务远比工业的现代化、科技现代化更艰巨。于此，任何一个优秀的知识分

子都有一份责任。 

    “五四”时期，曾有过关于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讨论。时值“五四”运动 90 周年之际，

即 2009 年，有学者认为“德先生赛先生依然年轻”（5 月 02 日中国青年报）。 

    一方面需要文化的传承，另一方面也需要文化的批判、自省乃至创新。胡锦涛同志号召

我们“以更加虚心的态度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还要求重视文化传承与创新。梁启超

曾说过“拿西洋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

新的文明。”这里大概就包含了文化传承、反省与自觉。张岱年、季羡林等七十六名中华文

化研究者于 2001 年发表《中华文化复兴宣言》，许嘉璐、季羡林等在 2004 年发表《甲申文

化宣言》，均是号召中国的有识之士共同为中华文化复兴而奋斗！ 



    文化之重要性并非只是体现在国家和民族上，也体现在每一个个体的人身上。文化是你

终生都要感受、学习、应用的东西，它在有形与无形之中，在生活与工作中，在一个群体甚

至家庭之中。它甚至比你的专业知识更加影响你未来的发展和成功。文化素养对自己到底有

什么好处？梁思成先生于 1948 年在清华大学有一个演讲，曰《半个人的时代》，斥文理分

家。他把只懂技术、不谙人文的人称为空心人；把奢谈人文、不晓科技的称为边缘人。如果

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定得注意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 

    你未来的生涯及其成功需要文化素养。即使你将来纯粹从事技术工作，技术的总体、宏

观的把握需要文化；技术的表达需要文化；与他人的沟通协调需要文化。至于更大的成功则

更需要文化。若希望未来天将降大任于你，则首先取决于你的文化素养。请记住，专业知识

能给你带来一份像样的工作, 但只有文化才能给你带来大任与成功。 

    怎样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 

    人文素养是文化素养之关键。而培养自己的人文素养，首先得学习中国与世界的文化。

你们不仅应该从课堂学习，更需要平素自己的涉猎。大学的图书馆、网络、各种讲座为你们

提供了学习文化知识的良好条件。学校的很多社团，如读书会、记者团等，都是你们提高文

化素养的好地方。 

    要善于从科技知识中去理解文化要义，把科技的某些知识上升到哲理、文化。恩格斯把

自然科学知识上升到自然辩证法就是最好的榜样。能够从哲理与文化层面去把握科技知识，

有助于提高自己运用科技知识的能力，有助于提高自己的创新或发现能力。另一方面，从科

学知识中也可进行一些人文思考。如当今的环境科学、能源工程、人工智能、生物医学等方

面的进展都给人类新的启示，也应该引发人类哲学与伦理上的思考。我们在不断追求科学与

技术进步的同时，是否也得追问未来人类将走向哪里？ 

    人生中有些看似很简单的问题，其实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宋代学者程颐言： “天文，

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人为什么要活着？这是一个再通俗不过的发问，其实也是一

个重大的哲学问题，就连哲学家、思想家都得去思考的问题，恐怕也是“人之道”的基本问

题。深刻地理解这一问题，就得从人的存在根基去认识。当然，你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并不

需要思考得那么艰深，但是必须要领悟其中基本的内涵。完成了中等教育，并不等于你们已

经完成了养成教育。在大学里你们依然需要学习、思考、领悟这类基本问题。你的存在是大

自然的赐予，你当然要珍惜，要爱自己。但是爱自己的前提是你首先得尊重他人的存在，这

就需要一个“爱”字。在《心灵鸡汤》一书中，有夏尔丹的一段精彩的话：“人类在探索太

空，征服自然后，将会发现自己还有一股更大的能力，那就是爱的力量，当这天来临时，人

类文明将迈向一个新的纪元。”爱就是一种文化！ 

    你们要善于从华中大的校园文化中去吸取营养。这所学校的发展速度之快是颇受关注

的，仅此一点必定说明她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你们要善于发现她的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与特

别味道，让那些因素去滋养你们，让那种味道去熏陶你们，从而使你们健康成长。不用我告

诉你们华中大的文化是什么，好好体会吧，你们有足够的时间。如果未来四年的学习还不能

感受到这所大学的文化滋养与熏陶，你的大学生活可能是失败的。当然，这所学校的文化显

然不能说是完美的，因此，也希望你们用自己的行动去丰富我们的校园文化。 



    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除了学习文化知识，还有更重要的是——悟。学习中需要悟；观

察世事需要悟；日常生活中需要悟；为人处世需要悟。悟有助于识别和体验不同的文化。北

京的中关村、陕北的黄土地、武汉的市井小巷等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大学的教授们、政府的

官员们、乡村的农民、城里的打工者身上都写着别样的文化。不管你未来是希望弘扬还是改

造某种文化，首先你得读懂它。而真正读懂是需要“悟”的。总之，我以为悟道比学习知识

更重要。道，无处不在，正所谓“道不远人”。文化亦然。 

    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行道更是高文化素养的反映。有言道：“闻道者百，悟道者

十，行道者一。”犹见行道之难了。你若能够在学习、生活中自觉地践行“道”，你也就真

正成为文化人了。 

    有两点我想特别提醒一下同学们。其一，你们一定要注意识别网络文化中的积极与消极

因素。网络无疑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它已经而且还将深刻地改变这个世界。但需要警

惕的是，它也破坏了或者正在破坏某些好的秩序；它还把一些人从现实带到了虚无。其二，

今天社会中有一些落后的东西、陋习、潜规则等正在不断地侵蚀我们的文化。当荣辱不分、

耻不为耻的时候，即使科技再发达、工业再进步，国家也是没有希望的。而此中的关键尤在

于知识分子。龚自珍言:“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同学们，

你们这些未来之士，可要担负知耻的责任。 

    亲爱的同学们，一定要成为一个真正有文化的人。希望你们文化中国，文化自己！ 

（作者：李培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