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校长  

——部分大学校长缅怀钱伟长、畅谈大学精神  
 

     “我的毕业证上不会再有 ‘钱伟长 ’三个字，但您，永远是我们的校

长……”在上海大学哀悼老校长钱伟长的网站上，一名学生这么留言。  

1983 年，钱伟长来到上海大学的前身上海工业大学——一所当时名不

见经传的地方工科学校担任校长，1994 年，他续任新的上海大学校长，直

至逝世。逝世前，他是我国年龄最大的大学校长，也是担任校长时间最长

的高校校长。“钱校长”，也是钱伟长生前最喜欢的称呼。  

当钱伟长这位杰出的大学校长溘然长逝之际，许多大学校长缅怀钱

老，进而深入思考着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校长？  

大学校长首要目标是培养人，培养“全面的人” 

2005 年 7 月，上海大学毕业典礼，93 岁高龄的钱伟长穿着大红的校

长服，颤巍巍地出现了，当时他需要人搀扶走路，口齿也不清晰。但在座

的上大学子，却终生难忘校长的临别赠言——“我们的校训是 ‘自强不息 ’，

我希望加两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天下是什么，是老

百姓；忧的是什么，是火箭升不了空，是假冒伪劣产品那么多。孩子们，

你们是否能记在心上？” 

全场震撼，继而大家热泪盈眶。这是钱伟长最后一次出席毕业典礼。 

钱伟长高足、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周哲玮说，开学、毕业典礼每年亲

躬，这是钱伟长校长留给上大校领导的“传统”。曾有人问年事已高的钱校

长：每年参加开学、毕业典礼，累不累？他回答：“校长就应该亲自把自

己的学生送走，送到国家的各个岗位上去！” 



为国家民族培养人才——这是钱伟长作为大学校长的矢志追求。中国

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认为，大学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培养人才。大学应

以育人为本，崇尚学术，应把人才培养和繁荣学术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 

因为耳目一新的演说词而被学生昵称为“根叔”的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

培根说：“我们是研究型大学，但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这个研究的本身也

是在培养人，培养人是我们根本的任务！” 

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钱伟长提出，大学培养出的学生，首先应

该是一个全面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  

复旦大学多年来探寻“通识教育”，校长杨玉良说，推行通识教育的目

的，就是要让我们培养的学生，真正成为一个人格完整的人。在通识教育

中，我们要告诉他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什么？世界优秀文化是什

么？怎样看待自己？怎样站在全球视野中看待自己的国家？怎样以历史

的、中国的立场看世界？  

钱伟长有句名言：“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周哲玮说，高校对

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首先就要从为国家、为人民奉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教育开始，否则培养的人才也是“废才”“庸才”，甚至可能是“坏才”。李培

根表示：大学本身应该承担社会责任，我们培养的人才，也应该有强烈的

社会责任感。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不久前公布，

纪宝成表示“欢欣鼓舞”，他说：当前贯彻《纲要》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

是要将高校发展从以外延扩张为主的轨道转到以内涵提高为主的轨道上

来，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放在核心地位。  



“大学校长不是官” 

钱伟长生前有诸多头衔，但他最喜欢的是“钱校长”。因为“校长不是什

么官，最重要的是全身心投入。”事实上，钱伟长虽然为上海大学发展呕

心沥血，但他是一名“义务校长”——在上海大学是不拿工资的，也没有自

己的房子，一直住在学校里。  

 “高校行政化”近年一直遭到诟病，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2010-2020 年）》中明确提出：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  

“我们大学存在的官气多了一些，学气少了一些。这个官气不仅表现

在大学干部层面，而且甚至表现在我们一些做学问的人身上，哪怕即使是

某一位学者可能完全没有领导职位，但是不等于说他脑子里面没有官气的

影响。”李培根反思说。  

杨玉良并不赞同“大学行政化”这个提法，因为“行政化”的概念有些含

糊。他认为，如果“行政化”指的是行政对学术的干预，那么还不如将行政

权力和学术权力加以区分和界定。如果“行政化”指的是大学里的官僚化倾

向，那么我们应该更加鲜明地提出来并加以反对。  

他说：“我不赞成高校存在行政级别，高校行政级别的真正弊端在于，

它为政府和教育行政机关过度干预高校办学自主权提供了依据，它也为大

学内部管理的官僚化倾向提供了温床。” 

高校去行政化，还需较长的过程。杨玉良赞成大学里干部的任用应该

消除行政级别的影响，“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合适的，就可以到合适的岗

位去，包括大学校长的任用。既然校领导有行政级别，那么各级就会推演

出现诸如 ‘教授对应于什么行政级别 ’的荒唐命题。高校内部要消除行政级



别，首先要取消校领导的行政级别，并在学校各级干部的任用方法与过程

方面都要符合大学作为学术和教育机构的特质，要坚决摈弃政府机关干部

任用的习惯做法。” 

大学校长应该捍卫大学精神  

钱伟长走后，举国欷歔。人们为什么如此痛惜这位老人的远去？因为

他立德、立言、立行，为后辈树立良好楷模。  

纪宝成说：大学校长向钱伟长学习什么？大学校长应在“学术立校、

教化树人”上下工夫，守护大学的职能和使命，弘扬追求真理的大学精神。 

近年来，有关大学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学术腐败、道德失范，个别

高校负责人甚至因犯罪而锒铛入狱……大学精神的缺失，让有识之士忧心

忡忡。  

李培根坦言，审视中国大学的精神，会发觉这方面的不足，一些学校

从教育的本质上思考很少，我做校长也反省过我自己，我对教育的本质思

考过多少？校长关心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很多的指标，科研经费多少、

获奖多少、论文多少，还有高校排名，做校长的压力也很大。有时不得不

“屈从世俗”——这是李培根的烦恼，也是很多大学校长的共同烦恼。  

“钱伟长一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

纪宝成说。  

李培根表示：“我们以前有一些好的东西，正在逐步退化。大学精神，

是需要我们去坚守的，千万不能丢掉，我们不仅要坚守，还要靠这个去引

领社会。” 

理想中的大学校长应该是什么样？杨玉良的答案是：大学校长，首先



是社会先进文化的代表，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校长和他的教授们

要出来发警示之言；第二，大学校长应该是社会道德的楷模；第三，大学

校长必须是大学使命和教育理念的坚守者；第四，他应该是一所大学学科

宏观布局的总设计师，具体如何办好一个学科则是这个学科的教授与专家

的事。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的颁布，证

明无论是教育主管部门、教育界自身，还是社会各界，对当前中国教育的

认识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杨玉良说：当大家都能够坦诚地面对中国

教育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无端地指责与埋怨，这样大家会共同想方设法去

解决存在的问题。  
 新华社记者   肖春飞   李鹏翔   李江涛   俞菀（新华社上海 8 月 1 日电）  
（来源：http://ewenhui.news365.com.cn/wh2010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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