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留美预备学校”到现代化综合性大学，清华已走过整整百年。这一百年来的清华，我们也确实有太多的记忆需要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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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评论

“万紫千红才是春，人人都是谢延信”。近
日，记者在河南理工大学发现，作为该校“荣誉
辅导员”的谢延信，他的“大孝至爱”精神已在
这所百年名校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通过大
学这个文明传承载体和大学生这个文明传承
者传递开去，并不断发扬光大。
谢延信,“全国孝老爱亲模范”，焦煤集团一

名普普通通的矿工，为了自己 37年前的承诺，
他数十年如一日奉养瘫痪的岳父、患病的岳
母、呆傻的内弟，用大孝至爱书写了一段至诚
至孝的人间真情。1997年，谢延信一家获得河
南省总工会授予的“文明家庭”称号；2006年，
谢延信获得河南省“十大敬老楷模”特别奖，入

选由河南省文明委等七部
门组织的“中原二十四孝
贤”，并以第一的成绩，入
围“兖矿杯·寻找感动中国
十大矿工”。2007年，谢延
信当选全国道德模范 ,并
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十
大新闻人物。
近年来，河南理工大

学通过组织“谢延信先进
事迹报告会”、“聘请谢延
信为学校荣誉辅导员”、
“参观谢延信先进事迹展”
等活动，为新时代大学生
践行“八荣八耻”社会主义
荣辱观和“大爱”精神树立
起典范，并使谢延信精神

走进了学校各个角落，转化为实际行动。
“谢延信不愧为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典

范，不愧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楷模，他
身上所凝聚、体现和反映的‘大孝至爱’的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正是我们在新形势下需要大力
弘扬的一种时代精神。”河南理工大学党委副
书记兼纪委书记张国臣说。
为进一步把谢延信精神带到祖国的四面

八方，提高大学生的思想素质和道德水准，让
大学生在亲情体验中培养感恩之心，河南理工
大学每年都会在全校学生中倡导学习谢延信
“八个一”感恩行动，让每位学子以自己的实际
行动参与到和睦家庭的构建之中。即要求学生

节假日回到家里要为父母做一顿饭、谈一次
心、敬一杯酒、说一句祝福的话、鞠一个躬、干
一些家务活、洗一次脚和照一次相。旨在通过
这些实实在在的行动，教育大学生感恩父母、
孝敬老人。同时，该校还要求学生每人要算一
笔感恩账，就是将自己一年来的学费、住宿费、
生活费等各项花销算个总账，再把家里一年的
总收入算个总账，然后作个对比，体会父母工
作的辛苦和无尽关爱。
“去年春节回家给父母洗脚时发现，他们

的脚上有很多干裂的小口子。那一刻，我的眼
睛湿润了，从父母的脚上，我读出了他们的艰
辛。坐在教室里，那副情景时刻鞭策着我努力
学习，否则真的是对不起他们！”回想起当时的
情景，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09级学生侯世
超依然感慨不已，“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当
学习谢延信，争做谢延信式‘大孝至爱’的好公
民。”
“谢延信精神还是铸造学子诚信人生的标

杆。”为进一步弘扬谢延信重承守诺、三十年如
一日的诚信意识与一诺千金的诚信精神，树立
诚信学风，创建诚信校园，造就诚信学子，河南
理工大学还积极倡导了“诚信考试党支部”和
“诚信考试荣誉班级”制度。该校党委学工部、
教务处联合下发了《关于实施“诚信考试荣誉
班级”的通知》，对“诚信考试荣誉班级”保持
者，学校将给予一定的奖励，而违反相关规定
则将被取消该荣誉。各院系围绕诚信考试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并通过班会、讨论以
及板报、橱窗、条幅等多种形式，培养强化诚信

意识和自律意识，鼓励学生诚信考试，诚实做
人，向老师、家长和社会交一份满意的答卷。现
在，“学习谢延信，珍爱诚信，把考场打造成没有
污染的‘诚信绿洲’”、“与谢延信同行，让诚信与
生命相伴”已渐渐成为该校学子构筑诚信人生
的座右铭。
“毕业后，我们将带着感恩之心上路！”河南

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2008级学生彭溪鹏说，“除
要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外，还应感谢老师的教
育之恩、同学的帮助之恩、朋友的关爱之恩、领
导的知遇之恩、同事的协助之恩、爱人的照顾之
恩……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正是因为有了这
些‘恩人’，我们的学习、工作、生活才变得更顺
利，更充实，也更快乐。”
“在生活中，要有回报观念，回报祖国、回报

社会、回报师长、回报父母、回报朋友、回报每一
个帮助你的人、回报每一个关心你的人……”河
南理工大学机械学院党委副书记聂凯对记者
说，“我们有责任像谢延信那样，将心中的爱无
私奉献给身边的每一个人，传播到社会的每一
个角落。”
此外，该校还把“感恩”教育制度化、经常

化，教育学生们生活中多一些宽容和理解，少一
些指责与推诿；多一些和谐与温暖，少一些争吵
和冷漠；多一些真诚与团结，少一些欺瞒与误
解。要求学生常怀感恩之心，以家庭为平台，从
亲人延伸到他人，从家庭辐射到社会。“高等教
育的发展,不仅要有大楼、大师,更要有大爱。谢
延信为师生树立了一个爱的榜样。”河南理工大
学党委书记王少安如此说。

校庆：大学要对永恒作出承诺
本报记者 钟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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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往年相比，今年的高校自主招生
工作显得尤为热闹，在探索招生考试制
度改革的道路上，多所影响力颇大的高
校使出了浑身解数来抢占改革的高地。
北大传承了往年的校长直荐制，清华力
推包含了“领军计划”、“拔尖计划”、“自
强计划”的新百年计划，中国人民大学
“圆梦计划”备受争议的“家中三代无大
学生”条款，三大自主招生联盟的延续及
复旦、南开的撤出等等，可谓精彩纷呈。
在现有制度框架内，这些积极的改革举
措值得鼓励，其成效虽然一时难见分晓，
但其价值根基和实践导向远远超出了自
主招生的适用范畴。
在自主招生的硝烟在校际间弥漫之

时，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推出的自主招生
方案把有关高校招生的探讨引向了一个
更深的层面。这也是北大首次新增的学
院单独自主招生，并提出力促光华管理
学院 2012年的自主招生录取候选人中农
村考生达到 30%。在这项改革中，最应当
引起关注的不是农村考生的比例，而是
院系在高校招生活动中主体地位的确
定，在此姑且将此称为院系招生。需要指
出的是，院系招生不是按院系招生，后者
主要指高校按照院系的学科门类进行招
生，学生入学时先不确定具体的专业，而
是按照宽口径、厚基础的原则进行培养，
到了第二或第三学年，学生再根据自己
的学习情况和兴趣爱好等因素确定自己
的专业或者专业方向。
从字面意思上看，院系招生主要区别

于高校专门的招生部门来开展招生工
作，但从根本上是要解决谁来招生更有
效的问题，具体地讲，包括谁来制定招生
标准、依据什么来制定招生标准和谁来
进行招生决策。
首先，谁来制定招生标准。在基本上

以高考成绩为唯一录取依据的招生体制
中，在社会广泛接受的公平维度上来讨
论招生标准恐怕并没有多少空间，其根
本原因是分数及其使用方式的刚性。然
而，在自主招生的框架下，这个问题就显
得尤为重要，而且该问题的答案是显而
易见的：招生标准的制定应当交给各专
业的专家、教授。他们具有深厚的专业素
养、丰富的专业实践和对人才成长规律
的深切体悟。他们不是被象征性地征求
招生方案的意见，而是实质性地操刀来
勾勒出人才成长初期的轮廓。
其次，招生标准如何制定。从国家、

社会等宏观视角来看，招生标准决定了
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式，但对于人才
培养来讲，仅仅公平合理地分配教育资
源是远远不够的。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
方式最终指向的还是人才培养质量。在
资源有限甚至稀缺的前提下，资源配置
方式同样要遵循其能够被高效利用的原
则。在高校招生环节中，践行这个原则的
逻辑就是要把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分配
给那些最有可能成才或成为创新性人才
的“候选人”。在各个专业领域，什么样的
人最有可能成才是招生标准的基本依
据。招生标准需要围绕这一根本要求来
制定：即学生当下的哪些特征能够准确
而可靠地预测他们未来（至少是进入大
学后）的成功或成就。高考成绩？学业水
平考试成绩？高中期间表现和平时成绩？
班级排名？学科竞赛的获奖等级？各项综
合素质？区分这些因素在预测学生成功
或成就时的重要性，从教育学研究的角
度来看并不是一项多么困难的事。区分
出若干重要因素后，它们各自的权重以
及相互之间的组合方式，就形成了招生
标准的主要内容并能够承载高校在办学
特色和人才选拔上的个性化追求。
最后是谁来进行招生决策。显然，高

校招生的决策者也应当归于专家、教授。
其根本原因在于：不管外在、预设的招生
标准多么完备、科学，它在衡量学生的效
度上总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学习兴趣、专
业发展潜力、学习动机等影响学业成就
的因素难以转化为可操作的指标并赋之
一定权重。专家、教授的参与能够弥补招
生标准的不完备性，实际上他们能够以
一种难以言状的专业直觉来进行考量。
然而这里有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专家、
教授能够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而作出公
正、公平的评判吗？这一点，一些高校颇
具成效的经验已经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在招生工作上，我们信赖专家、教授的专
业权威，更应当坚信他们的道德自律。
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来看，高校究竟

应该由谁来招生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招到可塑之才以及所塑之才的质量。
但目前高校普遍采用的招生方式，实在
要为当前的高等教育质量堪忧承担责
任。

高校究竟应该
由谁来招生？

苏 红

孝悌传统温润大爱校园
本报记者 谭永江 通讯员 徐春浩

●从百年的艰难漫长历史里走
过，或者是在新中国诞生的大学，在成
长、发展的过程中，都是在一步步探索
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之路。

●同宗同源的多个“兄弟”院校同
庆生日也成为今年高校校庆的一大风
景。而他们在历史上的分分合合，既是
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个缩影，也是中
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隆重还是简朴，无论是
高调还是低调，在不同方式、不同色彩
的校庆活动背后，我们或许应该从更
深层次来思考和探讨校庆的意义。

谢延信（右二）和河南理工大学学生们在一起。

年终专稿之三

今年举办校庆活动的高校中，有很多有
百年历史的学府，也有许多与共和国同龄的
“年轻”高校。

纪念，是下一个征程的起点

4月 24日，从“留美预备学校”到现代化
综合性大学，清华已走过整整百年。庆祝清华
大学建校 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
重举行。在这个校庆日，这所中国著名学府迎
来了海内外五万学子，共同回忆、分享着清华
大学在百年历史中的辉煌印记。
这一百年来的清华，我们也确实有太多

的记忆需要重温。陈寅恪的“自由之精神，独
立之思想”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座右铭；梁启
超在清华大学演讲中的名言“自强不息，厚德
载物”如今依然是清华校训，“终身校长”梅贻
琦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教育体系的形成和发
展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因为他们，
才有今日之清华，而他们的精神也将影响和
烛照着未来之清华。

10月 15日，山东大学举办了建校 110周
年庆祝活动。山东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在济南创办的官立
山东大学堂。随着社会的变革，由晚清王朝、
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大学曾几
度更名，有过停办、重建、合校、搬迁的多次变
革，曾在不同时期汇纳过各类大学，也曾分出
过十多所高等院校。地处齐鲁的山东大学以
文史见长，将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结合
成为山东大学校庆的主题。
同时，也有很多新中国建国后的大学在

今年迎来了 60岁生日，华东师范大学、东华
大学、西安石油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中南民
族大学……这些大学几乎是与新中国一同成
长的“年轻”高校。
从百年的艰难漫长历史里走过，或者是在

新中国诞生的大学，在成长、发展的过程中，都
是在一步步探索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之路。
校庆，是一个值得欢欣庆祝的日子，但也更像
是一个里程碑，是下一个征程的起点。

“兄弟”院校共庆生日

今年，同根同源的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和西南交通大学这四

所大学迎来他们共同的 115周岁生日。诞生
于国家危亡之时的南洋公学，曾支撑起旧中
国风雨飘摇的民族工业，也曾哺育了新中国
蹒跚起步的众多高等学府，实现了中国现代
史上无数个零的突破，搭建起了近代中国迈
向现代化的第一座桥梁。100多年沧桑变化，
而“敢为人先、与日俱进”这流淌在几代交大
人血脉中的精神财富却一直未曾改变。正如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所说：“交通大学从来
不缺乏创新的意识，21 世纪是变革的时代，
也是创新的时代，它将赋予大学新的历史使
命———引领创新，同时大学通过自身变革，积
极寻求保留和传播其学术成就、文化观念和
人类文明的价值。”
而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庆祝 100岁生日的

这一天，台湾新竹的清华大学也在海峡彼岸
举行了庆祝典礼。“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
庄严，巍然中央，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大同爰
跻，祖国以光……”同一首校歌在北京清华大
学、新竹清华大学的创校 100周年庆祝大会
现场唱响，响彻两岸的歌声，成为献给清华百
年华诞的最好生日歌。
同宗同源的多个“兄弟”院校同庆生日也

成为今年高校校庆的一大风景。而他们在历
史上的分分合合，又何尝不是中国近现代历
史的一个缩影，何尝不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
的一个缩影？

校庆的色彩

在世界范围内放眼望去，今年也是许多
著名大学的校庆之年———香港大学 100年校
庆、麻省理工学院建校 150周年、哈佛大学
375周年校庆。
有大陆记者走进港大校园，却并没有看

到想象中百年校庆应有的大规模宣传，“如果
不是特别留意，你都很难发现在校园主要场
所标识的这些百年标志。更令人疑惑的是，根
据香港大学官方网站公布的计划，百年校庆
活动将历时两年”。事实上，港大举办了多位
杰出学人的讲座，带来了世界级学术视野，并
延伸开展了“乐善·好师：与杰出学人对谈”、
“关社 100计划”等活动，动员港大学生、教职
员及校友，一起投入世界各地的义工服务，带
动全球的港大人贡献社会。

而麻省理工则在官方网站上宣布：“自 1
月 7日至 6月 5日，将举行一系列盛大的庆
祝活动，在持续 150天的校庆中，麻省不但要
向以往的成就和贡献者致敬，而且将举行严
肃的反思活动，思考如何继续走近研究的前
沿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10月 14日，哈佛大学有近万名校友冒雨
聚集在校园内共庆 375周年校庆。哈佛大学
校长德鲁·福斯特在校庆活动中发表讲话，为
哈佛大学许下了三个生日愿望：哈佛大学有
一个让所有毕业生都值得骄傲的美好未来；
所有哈佛人能够实现教书、学习、扩展新知的
目标；哈佛大学能够继续保持其公开、平等的
入学机会。

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高校校庆活动也显
示出不同的色彩和特点来。评论人曹博林有
一个有趣的比喻：“如果为各校校庆活动涂上
色彩，北京清华的校庆主调应该是红色的，港
大校庆活动是以绿色为主色的，台湾清华校
庆的主调是彩色的，而麻省理工的校庆则带
着灰色的味道。”

反思是校庆的应有之义

无论是隆重或是简朴，无论是高调还是

低调，在不同方式、不同色彩的校庆活动背
后，我们或许应该从更深层次来思考和探讨
校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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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道：“建设若干所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批高水平大学，是我们建设人
才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举措。”他希
望，清华大学作为国家重点支持的大学，要坚
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发展道路，改革创
新，奋勇争先，在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
程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中国的
大学或许更需要像麻省理工那样，多一些反
思，多一些追问。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在
清华大学校庆前夕，写了一封致清华大学的
公开信《大学需要有反思精神》。他建议，我
国如果要想真正地建成几所世界一流达到
大学，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极少数几所大
学，应该给自己准确的定位，走出为国家眼
前经济建设服务的传统思维，走进象牙之
塔，致力于解决 50 年甚至 100年以后的重
大课题，一流大学应当肩负起提高和赶超世
界先进水平的任务。他还提出了一流大学应
当选择什么样的校长，应当树立什么样的大
学精神等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值得清华大学，也值得每
一个大学思考，而校庆，或许是思考这些问题
的最佳契机。

德鲁·福斯特在就任哈佛大学校长的任
职典礼上说过一段话：“一所大学，既要回头
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
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或是所要求的相对
立。大学是要对永恒作出承诺。”

是的，大学要对永恒作出承诺，而这也正
是校庆的意义。

校园新鲜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