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文化空
间的运营，应该带
有文化传承的使命
和东方审美营造的
理念，不仅仅提供
阅读的物理空间，
更应该提供一种文
化的、精神的空间。

校徽故事

织就“崇真尚美”
最美画卷

姻本报见习记者许悦

“筚路蓝缕，纺织开辟丝绸之路；
敢为人先，知行合一创造文明。崇真尚
美，科技艺术秉承创新；继往开来，霓
裳扬起长江豪情。”

这是武汉纺织大学（以下简称“纺
大”）校歌起首两句，其中道出了这所
学校的历史、唱出了纺大人的精神，更
重要的是，这段话中的“崇真尚美”一
句，成为了镌刻在每一位纺大学子心
底的校训。
在我国，校训的雷同常常会成为

人们诟病之处，但环顾国内高校，以
“尚美”为校训者却十分少见，而纺大
不但将其写入校训，更将对美的熏陶，
融入到了人才培养的一点一滴之中。
“引领时尚艺术之美、弘扬道德行

为之美、传承传统文化之美、凸显科技创
新之美、构建生态和谐之美、彰显开放自
信之美，‘美’———作为人类思想和行为
追求的最高境界，已鲜明地印在纺大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
的旗帜上，深深沁入师生的骨子里。”武
汉纺织大学党委书记韦一良如是介绍。

思政公选课也可以美起来

“大学应成为收藏知识、传承知识
和发展知识的共同体，现代大学教育
要构筑起国与国交流合作的‘连心
桥’，成为其共建共商共享的‘黏合
剂’”“人生还会引出无数个坐标轴出
现，直至人生坐标轴成为一个完整的
圆，希望大家都能把人生的能力和目
标装得满满的，然后有一天能笑着说
出，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

这是纺大思政公选课《尚美中国》
（第一季）的最后一讲———《胸怀天下
向美而行》，讲台上妙语连珠、纵论天
下的师者是台下学生们的“大师兄”、
纺大染整专业 84级本科生彭育园，他
也是如今纺大的校长。
“与一般的思政公选课不同，《尚

美中国》是一门非常生动、有意思的课
程，每一讲的主讲人都是校内大咖，会
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谈及这门
课程，纺大化学工程与工艺大二学生
林霖迫不及待地向《中国科学报》表达
了听课感受，“听课会上瘾，越听越有
意思！”

课程已经结束，但林霖说她忘不了
在第三讲“水墨光影中的艺术之美”中，
主讲人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傅欣向学生
展示的一幅幅灵动画作，感受大家挥毫
泼墨山水间的肆意奔放和花鸟鱼虫里的
人间百态；忘不了身着旗袍、披戴丝巾的
服装学院院长陶辉和服装学院学生们带
来的汉服秀，从传统制式的汉服，到颇具
现代色彩的汉元素服饰，享受了一场传
统与创新融合的服装盛宴……
“像这样生动有趣的美育课程和

活动在纺大还有很多，贯穿在我们日常
的生活学习中，作为一名工科生，这成为
了我拓展视野的最佳平台，纺大为我们
营造了陶冶情操、培养审美情趣的最优
环境。”林霖说，美在纺大，不是虚言，纺
大的思政课一样美得令人难忘。

为文化传承与创新搭一座桥

不久前，纺大服饰文化遗产研究

方向研二学生昌仪琳结束了为期一个
月，由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湖北省文化和
旅游厅、武汉纺织大学承办，阳新县文
化馆和旅游局协办的“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
划———民间绣活（阳新布贴）传承人群
培训班”的学习。
“我此前已经参加过许多学校组

织的非遗相关课程和活动，比如由文
化和旅游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联合主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统棉麻纺织技艺与产品设计
培训班’‘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武陵
山区土家族苗族服饰民俗传承人群

研修班’‘国家艺术基金传统手工艺
民间挑花双创设计人才培养’项目以
及汉绣培训班等，这些培训班已经开
始向本科生普及。而最近刚刚结束的
阳新布贴培训班给我的印象最深刻，
因为它与我自身研究方向更贴近。”
昌仪琳告诉《中国科学报》，在这一个
月的学习中，除了作为导师的非遗研
究中心主任叶洪光外，培训班还聘请
了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武汉纺织大
学、中国非遗保护协会的专家、教授，
以及来自阳新本地的专家、传承人为
学员们授课。

据了解，培训班结合阳新地区民
俗文化，还开展了民间绣活的艺术审

美探讨、制作技艺的研究与实践以及
创新产品的设计与开发。学员们延续
传统，团结合作，推陈出新，完成传统
手工实践作品 45 件，开发设计创新
布贴作品 53 件。这些创新设计产品
将通过当地企业做进一步市场开发，
以期产生经济效益，带动地方文化产
业，实现精准扶贫，这也是此次整建
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群培训计划实
施的最终目标之一。
“这样的活动为我们在传统与创

新间搭建了桥梁，让美丽的传统手工
艺呈现在公众眼前，适应现代的市场
需求，融进如今人们的生活中。”昌仪
琳说，这也是她选择研究这一方向的

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来源于昌仪琳在纺大

刚上大一 3个月后，到云南蒙自当兵
的经历。
“在云南当地服役的两年中，我遇

到了彝族、白族等当地少数民族，他们
精美别致的服饰、独特的文化深深吸
引了我，而这些正在逐渐汉化甚至消
失，这使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把这些美
丽的中国传统手工技艺保护、传承下
来，在保持其根基的同时，进行创新融
合，让其被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昌
仪琳说。

昌仪琳和她的同学们在导师的
带领下的确做到了，他们把中国服饰
的传统纹样应用于靠垫、抱枕、箱
包、首饰等服装以外的生活用品中，
广受好评。

人美、课美，校更美

如今纺大被誉为“美丽梦工厂”，
崇真尚美的校训、“自强不息 经天纬
地”的大学精神，无一不彰显出“美在
纺大”的文化追求。

在林霖和昌仪琳这样的纺大学子
心中，校园中最美的地方是图书馆。
“纺大的校园无处不美，但来到纺大

必打卡的地方一定是图书馆，特别是一
定要参观图书馆的四、五楼，即荆楚纺织
非遗馆，也是鄂东民间挑补绣传习基地，
那里收藏陈列着中国传统手工艺品的经
典记忆。”昌仪琳介绍道，从静态展示到
视频讲解，再到相关文创产品展示，美丽
的传统手工艺呈现在公众眼前。

纺大南湖校区图书馆四、五楼的
荆楚纺织非遗馆内集中展现了荆楚
地区 23 项省级以上纺织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保护、研究和创
新成果，是湖北省首个纺织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览展示、传承保护、研究
教学平台。

林霖眼中的图书馆之美除了四、
五层的展厅外，还在于其中勤勉学习
的纺大学子们。
“图书馆的设计简洁大方、布置温

馨漂亮，其中浓厚的学习氛围是吸引
我每天前往的动力。有一次，我学到晚
上快十点钟，收拾书本准备回宿舍，一
出自习区，看到每层走廊上仍有许多
同学在看书，很受触动，那一瞬感觉自
己还能再努力。”林霖告诉《中国科学
报》，纺大值得学习钦佩的人和组织有
很多，比如“青春力量 感动纺大”大学
生榜样人物，长期关注、服务自闭症儿
童群体的全国首批“最佳志愿服务项
目”蓝灯志愿团等。

从“服饰美”“艺术美”，到“精神
美”“行为美”，正是在“崇真尚美 美在
纺大”文化氛围的浸润中，纺大师生不
断用美涵养着自身的道德情操。

除了图书馆，林霖还有另一个美
的小天地。“在宿舍楼前的广场边有一
个长廊，上面爬满了藤萝，每年的四五
月紫藤萝绽放垂坠下来，坐在紫藤萝
瀑布下读书甚是惬意。”

纺大的美不是寥寥千字可详尽
的。以美育人、以美化人，纺大用六十
多年的时间践行着“崇真尚美”，织就
学校独有的美丽画卷。

《尚美中国》课程中学生带来的汉服秀

引领时尚艺术之美、弘扬道德行为之美、传承传统文

化之美、凸显科技创新之美、构建生态和谐之美、彰显开放

自信之美，“美”———作为人类思想和行为追求的最高境

界，已鲜明地印在纺大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

化传承的旗帜上，深深沁入武汉纺织大学师生的骨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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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毕业季，印
有天津大学校徽的纪
念品都是学校赠送给
毕业学子留念的不二
选择。每到天津大学
的校庆纪念日，一些
白发苍苍的老校友总
会骄傲地在胸前别
上“老北洋”校徽，重
聚校园。天津大学的
两代校徽，浸透了历
史的厚重，也寄托着
中国第一所现代大
学对青年才俊们的
殷殷期望。

天津大学前身为
北洋大学，始建于
1895年 10月 2日，是
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开中国近代高等
教育之先河。“甲午战争”失败后，学校
在“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
道以设立学堂为先”的办学宗旨下，由清
光绪皇帝御笔朱批，创建于天津，由盛宣
怀任首任督办。学校初名北洋大学堂，
内设头等学堂（大学本科）和二等学堂
（大学预科），头等学堂设四个学门———
律例、工程、矿务和机器。1900年，八国
联军入侵津京，学校被迫停办，后在天
津西沽武库复校。1913年更名“国立北
洋大学”，1928年大学区制试行，更名为
“国立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1929年，
根据《大学组织法》，学校更名为“国立北
洋工学院”。七七事变爆发后，学校一路
西迁，几经改组。但北洋大学的师生始
终不忘办学初心，依旧活跃在“教育救
国”的舞台上。抗战胜利后，各地师生返
回天津，恢复国立北洋大学，1946年复
名“北洋大学”。1951年，北洋大学与河
北工学院合并，由国家定名为“天津大
学”并沿用至今。

北洋大学时期的校徽，既吸收了西
方大学的文化因素，又赋予其中国特色
的含义。校徽整体呈盾形，象征着学校
“兴学强国”做民族之盾、国家之盾的办
学理念。校徽底色为金色和蓝色。金色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皇权的象征，表
明北洋大学为“皇帝御批、国立官办”的
大学。学校地处渤海之滨，面向大海，蓝
色象征着宽广的海洋，体现了北洋大学
作为现代大学的开放性和先进性。北洋
大学时期校徽的上方书写着“国立北洋
大学”六个大字。校徽中心是一本打开
的书，上面写有“实事求是”校训。环绕
四周的是 3个堡垒和 5支箭头，代表着
建校初期的 3个学科和 5个班级，寓意
师生围绕“实事求是”这一精神核心，踏
实求学。

1951年，北洋大学由国家定名为天
津大学。1952年，全国范围内的高校院
系调整开始，天津大学调出十几个系
组，充实和建立了一批新的大学，哺育了
蹒跚学步的中国高等教育。1959年，该
校被中共中央指定为国家首批重点大
学。改革开放后，天津大学是“211工程”
“985 工程”首批重点建设的大学，入选
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A类高校。

现在的天津大学校徽为圆形，取自
《淮南子·主术训》“智圆行方”之意。校
徽边沿为 51 个齿状修饰。象征天津大
学是一所秉持“强工、厚理、振文、兴医”
的发展理念，工科优势明显、理工结合，
经、管、文、法、医、教育、艺术、哲学等多
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学科布局的一流
大学。天津大学校徽在颜色上沿用了老
校徽的“北洋蓝”，体现了全校师生牢记
兴学强国使命的精神坚守。天津大学校
徽中间为盾形主体，主体上部为篆书“北
洋”，底部“1895”字样为北洋大学的创建
时间。这展现了天津大学源于北洋大学
的悠久历史底蕴，和当代天大人对“兴学
强国”办学使命的传承。盾形外侧为
“TIANJIN UNIVERSITY（PEIYANG
UNIVERSITY）”和“天津大学”均匀排
列，展现了天津大学面向国际的开阔办
学视野。

两代校徽，见证了从北洋大学到天
津大学的悠久历史和厚重底蕴，也印证
着天大师生对“兴学强国”使命的坚守，
对立德树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执着
追求。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党委宣传部）

华东师大：打造不打烊的智慧创获空间
姻本报通讯员戴琪记者黄辛

高校书店如何才能不止于一抹人
文亮色？高校公共文化空间如何更加
多元化地服务于“教学、科研、文化传
承”，更好地实现服务育人功能？在这
方面，华东师范大学作出了全新探索。

日前，在华东师大樱桃河畔，知先
堂 24小时阅读空间、召文斋 24小时
研创空间正式启用。两大文化空间与
位于丽娃河畔的华东师大出版社 24
小时阅读空间、大夏书店、校园书吧等
读书空间遥相呼应，阅读不止、创造不
息，倾力打造 24小时不打烊的智慧创
获空间。

思想和智慧碰撞的平台

据介绍，知先堂 24小时阅读空间
整体呈现出新中式书房风格，区域分
布则借鉴了“江南园林”的造景概念，
践行的是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让每
一面墙壁都会说话”的环境育人观念，
打造的是“一步一景”的空间景观———
高约 8米的瀑布书墙，代表师大文脉
从丽娃河到樱桃河的绵延；江南非遗
景观区定期展示不同主题的江南地域
文化的代表性文化产品；中国传统物
质文化景观区定期展示不同主题的中
国古代物质文化成果……

与知先堂不同，召文斋 24小时研
创空间则是华东师大第一个“24小时
沉浸式众学众创空间”。

在规划中，召文斋将成为师生们
的科研加油站，空间内所有座位均设
有隔断，一人一桌，同时配备电脑、网
络、耳机、台灯、储物柜、简易茶饮等服
务设施。数字文献查询方便，纸质资料
保管轻松，为广大师生提供舒服便利
的学习环境和科研环境。

同时，它也是众创办公位，可为有
创新创业需求、有实践项目需求的师
生个人和团队提供相对灵活的办公位
出租，助力华东师大创新创业工作的
开展。
“这两个新开放的文化空间，将是

思想和智慧碰撞的平台，是文化的传
承和创新基地、教学模式探索的试验
田，更是学生创业实践的舞台。”华东
师大校长钱旭红表示，相信在不久的
将来，将有更多科研成果出自“知先
堂”，更多创新项目在“召文斋”落地。
师大师生也会赋予这里更多的可能
性，这里将成为樱桃河畔学子们共同
的青春记忆。

“产学研”的一体化尝试

作为高校文化空间，知先堂和召
文斋在各个方面都透露着文化的味
道，就连它们的名字也都引自经典。

据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
授田兆元介绍，“知先”取自朱熹“知先
行重”的儒家思想，即在为学或修身的
过程中，须要先致知、穷理，然后再按
照所明之理去行，而“召文”则取自《太
平寰宇记》。据载，秦始皇东巡时，召集
文人登文山，挥毫泼墨，撰写文章。“召
文”意指在此空间内召集雅士，文心荟
萃，集思广益，创作创新。

当然，校园文化设施的另一个重
要使命便是育人，这一点，两大文化空
间也不例外。

比如，知先堂 24小时阅读空间的
运营工作便是由华东师大文科博士领
衔的优秀学生创业团队承担，他们将
在华东师大出版社 24 小时阅读空间
的实践经验，再次投入“产学研”一体

化的尝试中。
作为人文社会学科与学校产业部

门合作的探索，华东师大资产经营公
司总经理胡平表示，这是产业助力学
生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的创新与尝试，
今后将继续进行更多的模式探索与产
业育人的创新实践。

此外，该创业团队还自主研发了 6
套成人美育课程，被纳入 2020年上海
市公共文化配送系统；今年 3~5月，他
们还在华东师大开设“中国茶文化基
础与东方茶美学”的选修课，受到师生
的广泛好评；并与华东师大国际汉语
文化学院合作，在“驻沪领事馆外交官
汉语培训项目”中，为来自 30 多个国
家的 50 多位外交官开授中国传统文
化体验课程。
“高校文化空间的运营，应该带有

文化传承的使命和东方审美营造的理
念，不仅仅提供阅读的物理空间，更应
该提供一种文化的、精神的空间。”受
访时，团队负责人、该校博士生张海岚
表示：“具体而言，就是营造一种属于
中国人的‘书香＋茶香’的雅致生活方
式，让师生能在此感知到美与新知。让
东方传统文化能更好地浸润师大师生
的日常。”

文化空间里的“第三课堂”

知先堂、召文斋不仅是华东师大
新增的文化空间，更是让“知识”活学
活用的智慧创获空间。结合华东师大
闵行校区“教学科研大本营”的特点，
两个空间将深度服务高校的“教学、科
研、文化传承”工作，探索课堂教学改
革模式，提供专业分享平台，打造高校
的“第三课堂”。

比如，华东师大哲学系的师生在
知先堂设立“明明德茶室”，探索哲学
课堂教学模式改革。此外，这里还是
列入上海市级非遗名录“楹联艺术与
习俗”的传承基地，并开辟“优秀传统
文化与东方美学”体验区，定期开展
传统文化讲座和非遗类的展览、体验
活动。

田兆元表示，作为高校中为数不

多的非物质遗产文化保护单位，从华
东师大前身之一———大夏大学时代开
始，100多年来，楹联艺术在这座校园
里传承不断。“通过在阅读空间举办
‘写春联带回家’这样的活动，文化传
承必定会活起来、火起来。”

在知先堂的启用仪式当天，“华东
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与应用研究中心创新创业实
践基地”“上海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基地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楹联艺术与习俗”“华东师范大学哲学
系教学实践基地 明明德哲学茶室”三
个首批设立在知先堂的基地率先挂牌
成立。据悉，知先堂今后还将推出自己
的活动品牌“师说”，定期举办各类文
化讲座、文化展览和文化体验活动。

作为华东师大创新创业实践基地
之一，两个空间将在学生创新创业、科
研成果转化、教学模式创新、传统文化
传承等方面积极探索，力争成为华东
师大闵行校区的“智慧创获空间、文化
传播高地、创新创业孵化平台”。

知先堂 小时阅读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