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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近百年时光已逝，中国高等教育无论从整体规模
还是单一高校规模，早已不是民国时期所能比拟，过分强调
校长与学生的面对面交流似乎也不现实。于是，赠送一本好
的图书，是否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这样的遗憾呢？

校长的书单
姻本报记者 陈彬

20 世纪著名哲学家、数学家阿
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曾说：“一所
大学是充满想象力的，否则它便什
么也不是。”不知不觉间，北航艺术
馆已走过了十四年历程，作为其立
馆之本的双年艺术邀请展，迄今已
办到了第七届。

在一所以理工学科见长的“双一
流”学府创办一座艺术馆，初衷是使
师生在校园日常生活中，足不出校地
感受到艺术的鲜活气息。说得更大一
点，就是期望通过艺术创造、艺术审
美、艺术传播，提升大学的精神、气质
与韵味，让一所大学充满“想象力”，
让艺术介入校园并成为大学师生的
心灵滋养，成为大学人文艺术教育的
一种自觉与应然姿态。同时，也期盼
这样的理念与认同，能够在中国高等
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中，担负起文化构
建与文化育人之使命，为凝聚一种

“慢下来”的能力，培育难能可贵的
“慢慢走，欣赏啊”（朱光潜语）的心
性，作出务实的探索和努力，起到点
滴启示性作用。

现在看来，经过十多年的坚持，
上述期许一定程度初现端倪。在公益
性、专业化、高品位的定位下，北航艺
术馆得到了一大批艺术家和学者的
支持，每年举办的 20 场左右公益展
览，不仅是一次次大学艺术馆学术策
展理念的集中反映，亦是众多参展艺
术家共同艺术理念的映射与主张。在
此基础上，本届双年展亦是希望透过
艺术家们的作品，进一步反思和探讨
当下艺术创作的场域与视界，及其在

今天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给更多的人
们，当然也包括大学人文教育的受众，
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何谓“场域”？场域最初是
一个物理学的概念，一般指物体周围
传递重力或磁力的空间。后来，场域
理论延伸到社会学等领域，成为社会
学研究的重要范畴与方法。法国著名
思想家、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作为
现代场域理论的主要构建者，把一个
场域定义为经过客观限定的位置间客
观关系的一个网格或一个形构。布迪
厄在其场域理论中，融入了社会学、哲
学、艺术、教育学、文化学等学科内容，
他还研究过政治场域、宗教场域、美学
场域、文化场域、教育场域等，具有十
分丰富、复杂的内涵，为艺术场域的研
究提供了很好的范式借鉴。

譬如，在当下，艺术场域何以成为
一个艺术主客体关系的网格或形构？
在传统文化传承及社会文化发展体系
中，艺术场域是否能真正构建一种相
对独立的、区别于其他场域的特殊领
地与公共性、创造性文化艺术价值传递
空间，并成为社会文化中蕴含生气与力
量、活力与潜力、精神与审美的存在？这
些都需要当代艺术家进行不断思考和
求索。实际上，就艺术家个体而言，艺术
的场域应当是其创作理念指引下的创
作行为及作品传播的范围所产生的影
响与程度。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场域并
非仅仅是单纯空间物理环境，也包括精
神空间、传播空间、受众群体等与艺术
家的创作行为相关联的诸多因素。于
是，艺术家的创作如题材、图式、笔法、

形构、色彩、语汇等，虽然是独立的个性
化、私人化创造，具有诸多个人风格烙
印的特质，但这样的创作一旦呈现为

“作品”，就不是孤立的了。观众会寻味
其作品，在各自的生命经验下，对作品
作出各种各样的研判。在社会公共文化
传播空间中，艺术场域大致由此铺垫、
集聚而成。对艺术家而言，必须要认真
对待的问题就是你在画（塑）什么、表现
什么；对观众而言，就是你在看什么、感
受什么。

其次，何谓“视界”？无独有偶，
视界同样出自一个物理学概念。其
中，一种定义是指一个事物、事件能
被观察到的那个时空界面；另一种
是指黑洞的边界或黑洞的界面，因
为在黑洞里发生的事件，不会被黑
洞外的人观察到，但这样的视界依
然是存在的。这样的概念倘若衍生
到艺术创作领域，似乎可以认定艺
术“视界”的关键，主要在于艺术家
的思想理念可以抵达的范围、技艺
风格能够展现的面貌，以及作品最
终呈现所喻示的想象力、艺术张力、
审美感应、文化感受等。

说到底，艺术探索是一场关于艺
术场域构建与艺术视界拓展的长征。
重要的是艺术家及作品，但又不仅仅
是作品的呈现。艺术家不是史学家，但
艺术家应该通晓古今、中西艺术流变
的基本脉络，应该在时代的洪流中找
到自己的创作方位，树立自己的创作
立场、理念、途径和方法。还应看到，随
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数字信息技
术、新媒体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

的各个角落，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在当
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面临着
巨大冲击与挑战，艺术家对此更应有
清醒的认知，更应不断调整、摆正自己
的历史方位和创作方位。从古至今，无
论艺术史家、理论学者为古早及现当
代艺术贴上多少标签，划分多少主义
或标准，例如原始主义、构成主义、现
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凡此种种，艺
术在本体上的概念、内涵及外延似乎
并未发生根本上的改变。艺术就是艺
术，即便艺术的介质及功能发生了巨
大变化，艺术的特殊身份与特性、艺术
的场域拓展与艺术家的视界可能，依
然是使其成其为艺术的根与魂。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特别是改革
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当代艺术在精神
指向、文化内涵、审美追求、题材风格等
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取得了巨大成
就。但同时，也不同程度存在着发育不
全、自信不足、精神没落、人文丧失、审
美失衡、创新不够等困境和危机。重新
构建中国当代艺术完整的历史观、世界
观、艺术观，构造独特的中国当代艺术
发展 DNA，尤其是在承续深厚的精神
传统与人文史镜像、领悟深刻的哲学意
蕴与诗性智慧、塑造丰富的意象形态与
审美特质等方面，做出不懈探索与努
力，是当代艺术家不可推卸的职责与使
命，亦是我们真正实现艺术创新、文明
复兴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北航人文与社会科学高
等研究院院长、北航艺术馆馆长，本文
为作者为 2019 年北航双年艺术邀请
展所做序言，有删减）

不久，我们就将进入金秋九月，
这也是很多高校新学期开学的日
子。经历了高考鏖战的莘莘学子将
迈入他们人生中另一个崭新阶段。

当这些学生第一次徜徉于大学
校园时，在他们中很多人的背包里，
都会有一本书。这本书曾和录取通
知书一起来到他们的身边，也伴随
着他们度过暑假，乃至于最初的大
学生活，并将长久地存留于他们的
记忆中。

这便是校长的赠书。

从“面对面”到“书传情”

不久前，清华大学迎来了本科新
生报到的日子。今年进入清华园就读
的大一新生，都得到了一本由该校校
长邱勇赠送的《万古江河》，在致新生
的信中，邱勇希望新生能通过这本书，

“从历史文化中汲取力量”。
这已经是清华大学连续第五年向

本科新生赠书了。2015 年，一本《平凡
的世界》成为当年清华新生收到的第
一份“校长礼物”。由此，国内高校也
兴起了一场校长为新生（以及毕业生）
赠书的潮流，直到今天，该潮流也没有
减退的迹象。

事实上，就在 2015 年，除了清华
向新生赠书外，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
长陈雨露也将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
家费孝通所著《乡土中国》和《千人百
村调查手记》赠送给大一新生。

如果我们将时间向前推移，早在
1999 年，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中国
科学院院士杨叔子便开始每年选择
60 名贫困学生和 60 名优秀学生代
表，向其赠送新书。这一传统，杨叔子
已经坚持了十几年。

从这个角度上说，清华向新生赠
书之举，虽然开高校风气之先，但并非

“原创”。那么，中国大学校长“赠书”
行为的起点应在何时呢？

提到“赠书”，很多“80 后”脑中首
先想到的，或许是那篇由现代文学家
阿累创作、曾被收入中学课本的散文

《一面》。文中，鲁迅先生将一本自己所
著的《毁灭》，赠送给了当时只是一名
卖票员的作者。

这件事发生在 1932 年，是时，鲁
迅先生的行为之所以能令作者感动
不已，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
书籍还算是昂贵的物品。也正是因
为如此，当时大学校长很少能赠书
给学生，他们往往采用一种更“廉
价”，同时也更加“可贵”的方式———
与学生面对面交流。

据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
员、交通大学校史研究专家杨永琪回
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桥梁专家
茅以升任交通大学校长时，曾在每学
期开学后的一个月，和新生进行面对
面谈话，并对学生的学业、生活乃至未
来发展提出建议。

“比如，数学家徐立志曾在 1940
年进入交通大学就读，他本人十分喜
爱理科，但当时的交通大学只有工科。
入学一个月后，他便找到了茅老。茅
老感觉他的确有数学天赋，便亲自为
他写推荐信，将其推荐到西南联大。
最终，徐立志在数学领域学有所成。”

杨永琪说，由此可见，当时的大学校长
更善于与学生直接沟通。

如今，近百年时光已逝，中国高
等教育无论从整体规模还是单一高
校的办学规模，早已不是民国时期
所能比拟，过分强调校长与学生的
面对面交流似乎也不现实。于是，赠
送一本好的图书，是否也能在某种
程度上弥补这样的遗憾？

经典的魅力

据统计，我国近年来年均出版图
书超过 50 万种，其中新书超过 25 万
种。要在如此浩繁的书海中，找到一
本值得赠送给学生的书，并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而这些最终被千挑万选出
的图书，也几乎无一例外地将视角对
准了学生成长的不同层面。

以清华大学为例，自 2015 年起，
清华大学连续 5 年赠送给新生 5 本图
书。对此，曾有人做过如下概括：《平
凡的世界》引导新生关注时代的责任
和使命，《瓦尔登湖》启发新生感受内
心宁静的巨大力量，《艺术的故事》鼓
励新生在生活中感受美、发现美、创造
美，《从一到无穷大》勉励新生在实践
中不断提升科学素养，《万古江河》则
倡导新生了解中华民族历史积淀。

在这方面，江苏大学校长颜晓红
的用意似乎更加“明显”，因为今年，颜
晓红赠送给新生的书籍就叫做《终身
成长》。

《终身成长》的作者为美国心理学
家卡罗尔·德韦克，作为大学的第一份
特殊礼物，颜晓红在解释赠送此书的
用意时直言，希望 2019 级新生通过阅
读，能更好地转变思维模式，在大学里

改变自己、超越自己，朝自己的梦想奋
斗拼搏，最终达成人生和职业目标。

有意思的是，或许是一种巧合，抑
或是某些著作在某一特定领域的确具
有着独特的意义，总结近年来各高校
校长所赠图书，会发现其中具有很多
相似性。

比如，2018 年，清华大学赠送给新
生的图书是科普名著 《从一到无穷
大》，这本书在今年又成了浙江工商大
学的校长赠书；《平凡的世界》 曾在
2015 年和 2016 年分别成为清华大学
和北京印刷学院的校长赠书；2018 年，

《中国哲学简史》被北京外国语大学选
为校长赠书，而在一年前，这本书已经
成为清华的校长赠书，只不过此次赠
书的对象变成了应届毕业生……

或许这也在另一个角度上，证明
了经典的独特魅力。

忽略的可读性

打开网络，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大
学校长赠书”字条，就会发现在网络上
流传着一份“大学校长推荐书目”的名
单，几乎每年，这份名单都会以不同面
目出现，有时是“10 所大学校长”，有
时是“14 所大学校长”，有时则增至

“27 所大学校长”。出现时间几乎遍布
从 2014 年至今的各个年份，堪称一个
微型的“文化现象”。

对于这份名单的真实性，我们已
经无从查证，但其每年都会出现的频
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学校长
群体作为高等教育领军者，对于公众
阅读倾向的影响。

如果我们将这份“校长推荐书
单”稍加整理，就会发现一个有意思
的现象———大部分大学校长（无论是
综合类高校还是行业类高校）所推荐
的书目，均为人文社科以及历史类的
名著，如《五千年犹太文明史》《论中
国》等。其中，只有时任香港科技大学
校长陈繁昌与众不同，他将金庸武侠
名著《神雕侠侣》选为推荐书目，这也
是所有校长推荐书目中唯一的一本
通俗类文学作品。

这一现象似乎反映出当前国内大
学生缺乏人文素养的现实，但过于明
确的指向性，可能会引起某些学生的
抵触情绪。

事实上，的确曾有人对此提出
过异议。

依然以清华大学为例，2017 年，
该校校长邱勇为新生赠送了 《艺术
的故事》一书。对此，曾有评论将其
与此前两年清华所赠图书作了类
比，表示该书较之此前的《平凡的世
界》以及《瓦尔登湖》更适合送给学
生。原因就在于前两年的图书倾向
性太强。透过书籍，学生可以很明确
地了解到学校希望他们变成什么样
的人，而《艺术的故事》则更倾向于
通识教育和艺术素养的培养，并无
太多的说教性可言。

在此，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国外知
名高校向学生推荐的图书———美国康
奈尔大学曾将经典科幻作品《五号屠
场》列为推荐书目；杜克大学的推荐书
目《快乐之家：一个家庭悲喜剧》主要
讲述的是家庭关系；美国西北大学推
荐给学生的是一本名为《不方便的印
第安人：美国北部土著居民的有趣记
事》的书；哥伦比亚大学的推荐书籍则
是荷马史诗名著《伊利亚特》……

两相对比，不难发现，美国高校
的推荐书目范围更加广泛、题材更
加多样；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似乎
更加“接地气”，更加关注作品本身
的可读性，而这也能给国内大学校
长推荐书目时带来启发。

无论如何，当每年暑期，快递到
高考考生手中的除了录取通知书，
还有一本崭新的名著时；当大学校
长在给新生致词时，总不忘叮嘱几
句多读好书时。无论对于学生个体
成长还是大学文化的形成，都是一
件善莫大焉之事。2019 年暑期已近
尾声，明年大学校长们又将为莘莘
学子们带来哪些好书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艺术探索的场域与视界
姻蔡劲松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校徽发展演
变的历史，既是学校
标志系统本身的完
善与发展，也是学校
办学理念、办学目标
不断凝练和优化的
生动写照。

1953 年，顶着
“贫油国”帽子的新
中国百废待兴。为支
持新中国的经济建
设，在周恩来总理的
亲自关怀下，以闫子
元、贾皞为代表的一
批创校前辈，以傅
鹰、张更、张锦、曹本
熹、武迟、朱亚杰等
为代表的一大批精
英会聚到北京海淀
区九间房村一带，创
建了新中国第一所
石油高等学府———北京石油学院。此后，该
院只用了短短 7 年时间，就发展成为全国重
点大学。

建院初期，北京石油学院度过了一段
“激情燃烧的岁月”，学校教师和成千上万名
毕业生积极参加石油大会战，热情投身油田
生产建设一线，为彻底甩掉“贫油国”的帽子
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为国家输送了一大
批急需的优秀人才，走出了以吴仪、李毅中、
张丁华为代表的一批国家和省部级领导人，
以王德民、何国钟等 8 位院士为代表的一批
杰出科学家，以及以“新时期铁人”“100 位新
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王启民为代表
的一批英模人物。

1969 年，北京石油学院整体搬迁至山东
东营，更名为华东石油学院。石大人用自己的
双手在人迹罕至的盐碱滩上建起“干打垒”宿
舍、教室和实验室，以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确
保了学校的延续和发展，维系了中国石油高
等教育濒临断裂的链条。石大人身居泥巴稻
草房，在世界上最简陋的大学教师宿舍里，在
世界上最简陋的教室和实验室里培养出了以
中国工程院院士曹耀峰为代表的 3000 多名
国家急需的优秀人才，取得了以 1978 年全国
科学大会 9 项获奖成果为代表的一批重大科
研成果。

北京石油学院以及华东石油学院时期，
学校一直没有统一规范的标志。建校 40 周
年之际，已经更名为石油大学的学校才有了
初始版本校徽，其后，该版本校标在学校一
定范围内应用。后经反复研讨、修改，并经学
校党委常委会讨论通过，确定了 2005 年版
本。该版本校徽以地球为设计主体，突出中
国石油大学的开放性和国际化，用海浪变幻
成的一本打开的书的图案，体现出学无止
境、浩如大海的意境，象征着中国石油大学
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氛围，暗喻着生命、
力量、永恒和发展。

在新的办学形势下，原有校徽的内涵和
象征意义已不足以涵盖和体现学校新的办
学理念和办学特色。经过广泛征集意见和反
复研讨，并经校园文化建设委员会讨论，确
定了 2008 年版的新校徽。2008 年 6 月 17
日，学校正式下文确定校徽。

新版校徽为圆形徽标，由核心图案、建
校时间与中英文校名组成。核心图案为学校
标志性雕塑“创造太阳”的抽象体，下方为学
校的建立年份“1953”，外环弧形上部为英文
校名，下部为中文校名；徽面颜色为学校标
准色深蓝色，中英文校名颜色为白色。深蓝
色是学校标准色，代表厚重、稳重、宁静与智
慧，寓意浓厚的校园文化底蕴与惟真惟实的
校风；蓝色象征着大海，代表着能源发展的
广阔前景。

新版校徽的设计既体现了学校厚重的
历史和精神文化，又寓意学校能源特色和未
来发展。“创造太阳”雕塑由著名雕塑家唐大
禧所做，主体是一个女大学生，象征开发能
源的人，上方圆球象征太阳，寓意为能源，周
围的不锈钢短管道比喻太阳辐射的万丈光
芒，管道象征油气集输管线；女生上方管道
是书脊和书背抽象设计，象征书山有路勤为
径。女生衣服飘带有两层寓意：一是象征着
海上的波浪，二是象征着一层层的地层，象
征学校的能源开发来源于海上和陆地。底座
恰似海上石油钻井平台。雕塑整体将大地、
海洋、太阳和人体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自
然循环的整体。整个雕塑寓意运用知识能源
开发物质能源，创造出一个新的太阳。

校徽是学校的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校
徽彰显的精神和力量将激励石大人凝心聚
力、锐意进取、深化改革、创新发展，为早日
实现石油学科领域世界一流、多学科协同发
展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目标努力奋斗，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中国
石油大学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宣传部副
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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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徽故事

人文教育大家谈

说到底，艺术
探索是一场关于
艺术场域构建与
艺术视界拓展的
长征。重要的是艺
术家及作品，但又
不仅仅是作品的
呈现。

蔡劲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