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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情怀
青春话题

标记之下的大学记忆
姻本报记者 韩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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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个大学生心里
都有一个理财梦。可是，如
何去完成一笔投资？如何用
自己的创意去实现经济价
值？许多大学生在如斯困惑
中，走进了毕业季。

如果有专门针对大学
生的理财项目，让他们小试
牛刀；或给大学生的理财创
意，提供一个实现的通道。
大学生理财，将不再有遗
憾。

日前，第四届“工商银
行杯”全国大学生银行产品
创意设计大赛在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举行。填补这一遗
憾的人，不是专业的理财
家，而是来自全国 420 所高
校的大学生们。他们用创意
将大学生活与理财串联起
来。

身边的理财创意

“我们借鉴了瑞士某银
行的大学就业保障险的做
法，并将每名大学生的投保
额设定为 150元。大学生在
毕业当年 9 月份没找到工

作，银行将以每个月 200%的投资进行赔付。当
然，赔付只发生在保险期一年内……”江南大
学 Double-I大学生信用卡项目组成员陆梦佩
如是说。

话音未落，台下一阵惊呼。果然，到了提问
环节，评委问到了就业保障险的可行性。陆梦
佩给出了自己的理由。尽管评委们觉得实现难
度有点大，但他们敢想敢做的精神还是赢得了
观众们的钦佩。

陆梦佩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作为大
学生群体的一分子，本身最了解大学生的需
求。项目的初衷是帮助那些想学理财，却又不
知道怎样理财的大学生。考虑到面向大学生
这个不常使用信用卡的群体，只有信用卡的
附加功能有一定的吸引力，才能让他们接纳
这种理财方式。

而 Double-I 大学生信用卡的另一款功
能———亲子卡绑定，借鉴了中国移动推出的亲
情号码绑定功能———主叫与被叫完全免费，则
获得评委的一致好评。“如果父母也拥有一张
卡，每月给我们汇的生活费，不会因为异地收
取手续费，相信在学生中一定会大受欢迎。”陆
梦佩说。

像陆梦佩一样，天马行空的大学生创意

还有许多。东北财经大学团队为淘宝中小卖家
设计了旺铺卡，将存贷实现一体化，致力于解
决中小卖家资金流等问题；西南大学团队设计
了既能体现个人生肖属性，又可以提供信用卡
服务的新型 U 盾……这些作品涉及银行卡、
电子商务、电子支付、小额信贷、投资理财、信
托、电子银行等多个领域，有的源自现实生活
细节，有的紧密结合新兴技术，有的大胆触及
前沿领域。
“大赛为像我这样的青年学生提供了一个

了解金融实务和学以致用的平台，再有这样的
机会我一定第一个报名参加。”想起参赛过程，
对外经贸大学的大三学生小齐如是说。

丰富的表现形式

“听到这款产品，您会觉得还不错。双十一
女朋友刷爆卡，怎么办？……怎么办？”
“是的，我们今天要向您介绍的就是……”
PPT大屏幕的两侧，站着一男一女，口若悬

河地为观众们介绍理财项目。
看到这样一幕，台下的人觉得很眼熟。“这

不是‘电视购物’吗？”有观众惊呼。只是在电视
机前，人们看广告不耐烦，可以自由切换频道；
而在比赛现场，人们看“广告”不能退场，反倒聚
精会神起来了。
“二维团队”成员对外经贸大学金融专业王

立华告诉记者，这是一款应用二维码的电子支
付管理系统，通过扫描二维码可以实现快速结
账、开具发票以及对金融产品远程查询、购买的
功能。

为了说明开具发票的功能，他们还设计了
一个“董小姐”的案例。“董小姐原名董旖旎，每
次开发票还要注上拼音，特别麻烦。但是扫描二
维码帮她解决了手写、注音等难题。”

王立华告诉记者，《董小姐》是今年夏天
在某选秀节目中唱红的一首流行歌，旖旎是
该团队队长的名字。原本他们想把《董小姐》
的歌词串在里面，但因时间有限只得“忍痛割
爱”。

尽管小有遗憾，但台下的观众还是很买账
的。“如果有最佳台风奖，应该颁给这个团队。”
有观众嘀咕道。

事实上，有如此好的讲台效果，得益于二
维团队的努力。为了参赛，他们研究了前三年
的案例，以及诸多商创类比赛。其中，“电视购
物”的模式就是借鉴了以往商创类比赛的成
功经验。

赛前，王立华在走道里一遍遍练习演说，虽
然他曾是北京市高校联合演讲比赛冠军，但却
没有因为表达能力强而“大意轻敌”。

最终，他们获得大赛一等奖的好成绩，比他
们预想的前 4名更进一步。

也许你第一眼看到校徽、校训的时候并不在
意，及至入了学，天天耳濡目染，也就有了感情，
堆叠出许多与之有关的记忆。若是有心的同学在
闲暇时作点考据，学校的历史和风格，也都在这
些标志下呼之欲出了。

引经据典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
我们总是有着不可抑制的文化自豪感。上下五
千年，诸子百家，四书五经，意蕴深邃的经典实在
太多，因此，当人们给一所大学定校训的时候，理
所当然地把目光投向了浩如烟海的经典。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

善。”拜《礼记·大学》开篇的这句话所赐，“明德”
二字成为深受大学欢迎的词汇之一。无论是作
为校训，还是楼宇的命名，“明德”二字都随处可
见，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青岛科技大学
等多所高校都有以“明德”命名的教学楼。香港
大学的校训“明德格物”也同样出自这篇《大学》。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是复旦大学的

校训，出自《论语·子夏》。复旦教授许有成表示，
这两句话中，前一句讲做人，要求学生要有广博
的知识，做人和做学问都要立志，而且要志向专
一；第二句则在教育学生做学问应该有所思考，
有所发问。

作为一个典型的理科男，清华大学研究生刘
嘉对《周易》这一经典并不熟悉，但他清楚地记得
《周易》中六十四卦中“乾”、“坤”二卦的卦辞：“天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
物。”这当然不是他有意背诵记忆的，但是这的确
是所有清华人都烂熟于心的一句话。原因很简
单，这句话是清华校训的出处。

1914年冬，梁启超先生到清华大学发表了
题为《君子》的演讲。在演讲中，梁启超以《周易》
这两卦勉励清华学子，要以“君子”的标准来要求
自己：“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
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此后，“自
强不息，厚德载物”便被定为了清华的校训。

历史烟云

“如何看待校训？北大有校训吗？”这是北

京大学研究生田雨听到问题后的第一反应，她
很惊讶。
“那，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不是吗？”
听完《中国科学报》记者的话，田雨笑了，她

解释道，这八个字并不是北大的校训，事实上，北
大也没有官方公认的校训。而广为流传的“爱国
进步民主科学”八个字实际上是五四精神的核
心。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阵地的北京大学，在整
个运动乃至中国近代史上都有着不可取代的地
位。五四精神因而也是北大的光荣传统之一。
“这也使得很多人提起北大就会想起这八个

字，与北大深有渊源。”田雨说，“所以，很多人也
就产生了这是北大校训的错觉。”

历史造成了人们对北大校训的错觉，而另外
一些学校的校训，则是铁板钉钉地记录了确凿的
往事。“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
是西安交通大学的校训，与西南交通大学的校训
一模一样。而北京交通大学也曾有一段时期把这

16个字作为校训。名称和校训上的相似性，是交
通大学系统各种变迁、拆分、合并历史的见证。

当前几所交通大学的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
始建于 1896年由清政府创办的中国第一所铁路
学堂———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以及上海的南
洋公学。之后，随着中国近代史上各种外患内乱，
学校也几经更名、拆分和迁址。中间过程略去，各
校于 1921年 4 月合并为统一的交通大学，在北
京成立办事处，并有交通大学上海学校、交通大
学唐山学校以及交通大学北京学校三部分。其后
又更名为交通部第一交通大学、交通部第二交通
大学、交通部第三交通大学等……七七事变后，
又有南迁、更名、并拆等事。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发展战略
的需要，国务院决定 1956年交通大学的主体内
迁西安，就是今天的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
学则是当年的交通大学唐山学校、交通部第二交
通大学一支，1964年迁至四川峨眉，1972年更为

现名。其他虽然与这两所交大现有校训不同的交
通大学，也都是从交大系统中发展而来。

爱“玩”校徽

毕业季的校园差不多会有这样的风景：毕业
生们往往排列成学校英文简称首字母的队列合
影，或者是每个人把身体拗成不同的字母，三四
个人就可以拼出母校的英文简称。如果母校的汉
字结构也很简单的话，一群人就干脆拼出汉字
来，然后把欢乐的笑脸与母校的标记一同定格在
毕业记忆中。

而对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来说，拼字母太
过寻常了，他们最喜欢合影的 POSE是对校徽的
COSPLAY。

据人大官方资料介绍，人大的校徽于 2002
年 10月 1日起试用，2003年 4月校方正式发布
使用新校徽。在 2004年 11月，媒体举办的“公众
最喜欢的大学校徽”，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徽以
34%的获选率名列第一。校徽由人大 1988级校
友章叶青历时七年设计而成，图案主体是三个并
列的篆书“人”字图形。
“我们都知道，三个人的意思是人民、人本、

人文。”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许畅说道。与此同
时，三个“人”字排列，还隐含“三人行，必有我师
焉”的《论语》教义。虽然立意深远，但爱开玩笑的
少年们有时也会忍不住“恶搞”一下自家校徽。
“因为图案实在是很简单，所以三个人在一起就
可以模仿，容易又有趣。”

许畅至今都记得大三那年北京的第一场雪。
那场初雪来得特别早又悄无声息，早晨起来后大
草坪上盖了厚厚的一层。等上午下课后经过，许
畅看到的“作品”除了各式各样的雪人外，便是校
徽。“许多同学都跑过来和校徽合影。三个人前后
搭下肩膀，就活灵活现了。”

除了人大的校徽外，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校
徽也遭到了本校学生的“恶搞”，因为校徽图案近
似人脸，别出心裁的同学就以此为蓝本，添上几
笔，就作出了丰富的表情库，“苦笑版”、“无语
版”、“可怜兮兮版”、“傻笑版”等等，应有尽有。

虽然有人指责部分学生恶搞校徽的行为不
正经，但是，用许畅的话来说，恶搞校徽的原因很
简单，他笑着说：“这也是因为对母校的爱啊。”

哈佛课程的历史变迁
姻郭英剑

除了建校伊始的高起点外，哈佛能够迅速在
近现代时期有快速发展，特别是在 20世纪有长
足的进步，成为一所享有世界声誉的大学，并一
直走在高等教育的前列。以我之见，主要得益于
两点：首先，哈佛总是能够遴选出具有远见卓识
的领导人，而他们大都不负众望，能够依据时代
的变化对未来作出准确而富有远见的判断；其
次，在上述准确判断的基础上，所出台的政策与
措施总是不仅能够应对当下，更能够对未来产生
积极的影响，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本科生的课程
设置当中。换句话说，哈佛总是能够抓住机遇，为
未来培养人才。

在建校初期，哈佛主要借鉴的是英国大学的
教育理念，注重强调并讲授逻辑学、修辞学、拉丁
文、希伯来文、希腊文、伦理学、形而上学等，但不
是很重视数学或者自然科学。到 18世纪的时候，
哈佛课程有所拓展，加入了法文和哲学的内容，
要让学生接受的是所谓“绅士教育”。随着学校逐
渐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与早期所固有的清教传
统分道扬镳，哈佛迎来了历史上的大发展时期。

1869 年，哈佛迎来了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
长艾略特。这位化学家对整个美国高等教育所产
生的重大影响至今犹存。上任伊始，艾略特在《大
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新教育的体制》，
从此拉开了美国教育改革的序幕。哈佛在抬高了
入学门槛之后，在本科生中正式确定了选修课机
制，保证学生可以从各种学科的众多课程中去选
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而且，哈佛不仅放松了对
学生课外活动的管制，还废除了强制学生到课堂
听课的政策。这一转变给了学生更多自由选择、
自主决策、自我成长的机会，实际上更预示着哈
佛与像父母那样管教学生的传统的大学模式的
决裂。

1909年，洛威尔走马上任。他在坚持选修课制
度的同时，提倡学生要特别关注一门学科。他在自
己的就职演讲中提出了一个非常知名的理念：在
我们这个错综复杂的现代世界中，最好的人文教
育就是要培养那些对一切学科都有所了解、而对
某些专业有深入认识的人。他的这一办学理念，推
动了哈佛专业制度的建设，而这一制度哈佛沿用
至今。值得注意的是，哈佛所用的“专业”一词有别
于其他高校，这个词的大意为集中精力、专心致志
的意思。相信我们据此也可以判断哈佛希望学生
能够在了解所有学科的基础上，集中精力、专心致
志地学好一门专业的办学理念。

40年后的 1949年，时任校长柯南特引入了

通识教育的观念。在他看来，建立通识教育的目
的，是要保证哈佛所有的毕业生既要能全面发
展、富有人文素养，也要在某个专业领域得到全
面的训练，两者缺一不可。

30 年后，到了 1978年，哈佛校长、美国著名
教育思想家博克给哈佛带来了新的变化，推出了
“核心课程”以取代有些过时的通识教育。这个课
程设置的最大特点，就是去精英化或者说走向了
大众化发展的道路。

这一时期的哈佛为大学教育勾勒了五项培
养目标，认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能够做
到：第一，思维和写作条理清楚、讲究实效；第二，
对某一知识领域的认知达到一定的深度；第三，
对于我们所掌握并应用到世界、社会和我们自身
的知识及其方式方法具有一种批评性的鉴赏能
力；第四，对道德与伦理问题有所了解、有所思
考；第五，对其他文化与时代不能愚昧无知。就课
程建设而言，这里的第一目标是要通过哈佛独有
的写作课来达到；第二目标通过专业学习来达
到；第三、四、五目标则要通过核心课程的学习来
达到。

又一个 30年过去了。2009年，哈佛新任也是
现任校长德鲁·福斯特对在本科教育中施行了 30
年的核心课程方案进行重大调整。哈佛开始用最
新的通识教育方案来取代“核心课程”。哈佛本科
生学院院长伊芙琳·哈蒙茨教授称之为“适应新
世纪的一个崭新的培养方案”。

如果从 1909 年开始有了
专业建设算起，哈佛的课程设
置历经百年沧桑。现在，哈佛
本科教育主要有三个核心组
成部分：其一为专业，要求学
生专注于某个单一的学科；其
二为选修课，要求学生学习那
些可以使他们在各种知识领
域内探索的课程，目前，哈佛
为本科生提供的专业领域为
46 个；其三为“通识教育”，要
求学生在校园知识追求的基
础上，学着向外看世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哈佛
的“通识教育”分为八个大的
学术类别：美学与阐释性理
解、文化与信仰、经验与数学
推理、伦理推理、生命系统的
科学、物质宇宙的科学、国际

社会以及世界中的美国。每个大的类别提供了数
门乃至数十门课程供学生选修。通识教育要求每
个学生必须从每一个类别中至少选择一门课。他
们既可以每学期选修一门，也可以自由选择时
间，在毕业之前修完八门课、达到学校对通识教
育所提出的毕业要求就行。

当然，由于“通识教育”即“人文教育”是以传
授更为广泛的知识为目的，因而通常都是一些基
础理论课，也因此遭到了一些认为人文教育“无
用”者的质疑和批评。对这样的质疑和批评，哈佛
“通识教育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艾莉森·西蒙斯教
授的话发人深省：“人文教育并非与现实生活相
脱节，而是通向现实生活的一座桥梁。”

由上述哈佛百年的课程变迁，我们大体上可
以看出一个发展脉络，即哈佛的教育重在培养
“人”，重在使学生成为适应未来社会发展与能够
接受未来挑战的人。而这一点，在美国高等教育
中是有共识的。正如耶鲁大学前法学院院长、法
律教授安东尼·科隆曼在其《教育的终结：为什么
我们的高校放弃了人生的意义》一书中所说：“一
所高校，首先是培养品性的地方，是培育智识与
道德修养习惯的地方，这两者的目的是要使一个
人能够过上最好的人生。”是的，培养大学生成为
一个“人”———全面发展、拥有文化素养的“人”，
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国家公民，在大学毕业后
能够使其有能力过上更好的人生，应该成为大学
教育的基本使命。

做兼职的时候，遇到一位
步履蹒跚的老人，大约七八十
岁，正佝偻着身子，用一根食
指粗细的水管灌溉小区的绿
化带，腰间插着一个收音机，
里面正播放着黄梅戏。老人有
点瘸，走起来很吃力，我帮他
捡起地上掉落的水管，他微笑
着摆摆手说：“我自己来。”一
个倔强的老人，一片温暖的黄
昏日光，令我原本劳累无奈的
周末瞬间温暖起来。

我是一个忍受不了外人
凄惨经历的人，别人任何一种
令人心生怜悯的遭遇都会让
我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
从前在地铁口或路边看到很
多乞讨者，他们与世隔绝一般安静地坐在角
落里，仿佛一尊雕像。这些人之中，有的因为
先天缺陷或家庭贫困出门乞讨；有的无儿无
女，年迈体衰；更有人因遭遇意外或疾病无法
担负生活所需，只能放弃尊严……然而，却有
一些人混迹其中，利用人们的怜悯之心来满
足自己不劳而获的欲求，披上弱势群体的外
衣来掩饰自己不愿付出辛劳的内心。

很久以前我遇到一个与我一般年纪的女
孩，她说，因为钱包被偷无法买车票回家，所
以向我乞求 6元钱车费，我帮助了她。后来我
再次遇到她，她同样用无辜的双眼向我索要
6元钱车费。我心生厌恶的同时给了她一份
肯德基小时工的招聘单，没有观察她之后的
举动，愤愤地走了，那是第一次感觉到被欺
骗。后来我每次见到乞讨的人都会怀疑他们
的真实性。

许多人总是埋怨社会不公，给了一些人
财富和权力，却给了另一些人贫穷与低贱。然
而我们更该懂得，每个人生活的方式与价值
都掌握在自己手中，无论生活多么地不留情
面，我们都不该丢弃尊严，用贩卖自己的卑微
来获取同情。

一个老人可以惬意地通过工作来维持生
计，那么，那些未丧失劳动力的人为什么不能
依靠自己的双手撑起一片天空呢？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尊严，无论是卑微的乞讨者，还是在
社会中摸爬滚打、求一席之地的我们，都不该
在现实中把尊严散落一地,任人践踏。当你挺
起脊梁认真生活的时候，世界回报给你的也
将是欣慰。所以，当下次遇到乞讨者时，试着
送给他们一份招聘广告。也许，我们生活周围
将会多一些默默工作、享受生活的人。

自尊是一个人灵魂中的伟大杠杆，失去
了自尊便失去了灵魂。我们应当带着装有自
尊的包裹，做一个自强的人，就像不甘屈于
人下的林肯一样，为自尊而舞。

（作者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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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所高校寄出的录取通知书上几乎都会有这么一句话：从此母校与你同在。这句话在大多数情况下
都会在即将入校的少年心里投下阵阵涟漪，荣耀感油然而生，心潮澎湃，意气风发，恰同学少年。
除了这句有点煽情的大实话外，录取通知书上少不了的元素一般还有大学的校徽、校训。校徽设计

中蕴涵校方想要表达的理念，校训则更是寄托了一所大学对学生的要求和期许。

哈佛专门为本科生开设的 24小时开门的 Lamont图书馆。 郭英剑摄

哈佛周记

中国人民大学校徽主体是三个并列的篆书“人”字图形。 小蚂蚁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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