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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versity spirit of fortitude, freedom of thought, patriotism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rmed 
by Southwest University in the special historical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i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why Southwest University can still mak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extremely dif-
ficult natur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spirit of Southwest United Univer-
sity, analyzes the basic reasons for its formation, and summarizes the enlightenment for universi-
ty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lthough it is difficult to copy the spirit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we 
can learn from it. Today’s universities should abide by the spirit of the university, overcome many 
difficulties in higher education, adhere to rational analysis and value judgment, and better serve 
the needs of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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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南联大在抗日战争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刚毅坚卓、思想自由、爱国主义和社会责任的大学精神，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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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联大在异常艰苦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下仍能取得世人瞩目骄人业绩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阐释了西南联

大大学精神，分析其形成的基本原因，总结出对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的启示。虽然西南联大精神如今很

难复制，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今日大学应该恪守大学精神，克服高等教育面临的诸多困境，坚持

理性分析和价值判断，更好地服务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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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西南联大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时期，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培育出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创作出了一

大批传世的文明成果，在民族危难之际保存了精英人才，延续了文化血脉，孕育了西南联大的大学精神，

塑造了联大人崇高的精神境界。西南联大虽然仅仅存在了 8 年多，但她孕育的大学精神却超越时空，显

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被人们寄予了美好期望。尽管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培育出的大学精神如今很

难复制，但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 
大学的职能之一就是为社会服务，否则，大学就可能脱离社会实际。大学社会服务广义上包括培养

人才和发展科技；狭义上主要是指大学直接为所处社会、所属时代的需求服务。大学既要服务社会，又

要保持自身的精神坚守。当一所大学没有能力影响当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时，它就会被当地社会

所同化。在现代社会，被同化大学甚多，能够保持自身精神，坚定不移发出自己强有力声音的大学逐渐

较少。大学有逐渐舍弃其鲜明特性，“泯然”于社会众组织的趋势。对比曾经的西南联大，我们的大学

应该有所反省。 

2. 西南联大大学精神 

对于“大学精神”的理解。著名教育家、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先生说：“大学精神是关于大学建

设的一种先进理念，是关于办学方针、政策、目标、价值观念等思想意识最精辟的概括。它对于高校建

设起着长期的、关键的作用。”[1]杨立德先生对于大学精神的解释为：“所谓大学精神，是一所大学体

现出来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其核心是办什么样的大学和培养什么样的人。实质就是大学之所以

为‘大’的文化精神和学术精神。”[2]大学精神是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

式的文明成果，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式。塑造“大学精神”不仅仅是高等教育本身发展的需要，也

是实现社会进步的需要。 
大学精神的核心要义是育人，大学使命是全面的人才教育。首先要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

责任感，教育学生以天下为己任，继承前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报国之情，学习前人“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优良品德。把学生培养成热爱祖国、有政治远见、知识广博、有责任心的

人。要教育学生关心国家大事，使其服务于社会，服从于国家，服务于人民。其次是理想、信念的教育

和培养。理想和信念取决于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引导和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目的和

理想。第三是爱心的培养，要教育学生爱祖国、爱父母、爱生活、爱事业。第四是人格的培养，教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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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要胸怀坦荡，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坚持真理，无私奉献。第五要培养学生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的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努力奋斗，善于成才。总之，大学精神育人的目的就是要使大学生成为“热爱

祖国、理想远大、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人，成为胸怀宽阔、德才兼备、知行统一，全面发展的人。” 
北大、清华、南开是中国最著名的三所学府，三校在并校前风格迥异。但并校后，三校根据时代要

求，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形成新的大学精神。西南联大的精神可以概括为：爱国主义精神，刚毅坚卓

精神，学术思想自由精神、兼容并包精神。 
首先，三校的爱国主义思想传统根深蒂固。北大师生首先发起五四爱国运动，并在“三·一八”和

“一二·九”等爱国主义运动中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3]。其他两所学校也以不同形式纷纷投入到抗日

运动中。其次，西南联大师生始终秉持着振兴国家而教，抗日救国而学的理念，团结一致，共赴国难。

他们当中的很多优秀学者纷纷放弃国外的优厚生活环境和良好的治学环境，投入到西南联大，希望通过

科学知识拯救国家和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西南联大的学生除了坚持求学之外，先后有 1100 多人直接参

军，投身抗战。其中烈士有 14 人，另有 16 人获得美国政府为中国战区有功人士颁发的“自由勋章”[4]。
在三校西迁的过程中，西南联大师生一路目睹了人民在抗战中所遭受的各种苦难，亲身感受了国难当头，

在日本侵略者轰炸下的教与学。这种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感，强化了广大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体现

出来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也正是这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相结合，形成了西南

联大大学精神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并鼓舞着广大师生在当时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克服万难，不断前行，取

得了蜚声海外，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刚毅坚卓出自《论语·子路》。子曰：“刚、毅、木、讷，近仁。”刚为刚强之意，毅可理解为果

决。坚是指立场坚定，信念坚决。卓是指才华卓越，比优秀略胜一筹[5]。西南联大从建立起，就处于硝

烟弥漫的战争环境，办学条件异常艰苦，教室和宿舍都是由草房和土墙建成，现在学校旧址还能看到原

来教室仿造原貌，学校伙食也极差，饭菜里常常能吃到泥沙，即使当时的老师们也一样，这些知名的教

授、学者，有些都有留洋的经历，也和学生们一样，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默默工作，自力更生，无私奉

献，以解放事业和国家与民族的教育事业为出发点，带着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精神，使我国的高校教育

事业非但没在抗战这段历史时期内停滞，反而在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谱写出了光辉的一页。这期间华

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

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这些基础性的论著，有的甚至接近或领先于当时的

世界水平。正是这种刚毅坚卓的顽强精神支撑着西南联大师生在那段日子里克服万难，办校治学，并取

得了骄人业绩。也正是这种精神，鼓励他们将学术文化薪火相传下去。 
思想自由是西南联大大学精神的核心，面对当时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各种条文，企图“借机加强对教

育领域的一党专制主义控制”梅贻琦等校领导和教授委员会顶住压力，维护了学校独立与自由的风气[6]。 
“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这是对西南联大自由与民主最好的概括。三校在学术

方面求同存异，合而不同，不拘泥于外在的表现形式，只为追求共同的真理，真正实现了当时西南联大

内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学术自由是文化繁荣昌盛的核心，只有思想自由了，才

会在学术上有自由。西南联大将学术自由精神由理论上升到实践，使中西方文化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友

好的交流、融合，成为一种新式文化的载体。 

3. 西南联大大学精神的形成原因 

西南联大大学精神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前身——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优良传统得到很好地延

续和传承，特殊的历史时期和时代背景塑造了西南联大的大学精神，梅贻琦校长先进的办学理念已经升

华为大学精神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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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优良传统的继承 

首先，西南联大大学精神是对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延续。北大的思想自由、兼

容并包，清华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南开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思想在西南联大身上得到充分的融合，

因此兼具“兼容并蓄”之风，“严谨求实”之风和“活泼创新”之风，形成了自由的学术环境和氛围，

给师生提供了广阔的思想天地。其次，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教育价值观的继承，培养“君子”人格，以人

格的完善和培养作为教育的主要目的，同时弘扬传统的“士”的精神，把社会置于个人之上，承担起教

化民众、转移风气的社会责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伯苓提出教育要谋求社会的进步，

梅贻琦认为修己以安人，这些观念都很好地体现在西南联大的办学方式上[7]。 

3.2. 爱国主义思想和社会责任意识的强化 

三校爱国主义思想传统根深蒂固。北大师生首先发起五四爱国运动，并在“三·一八”和“一二·九”

等爱国主义运动中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8]。其他两所学校的师生也积极地投身到抗日运动中。在三校

西迁的过程中，西南联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社会责任意识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不断强化。西南联大

师生一路上目睹了人民的深重灾难，在日寇的铁蹄和飞机轰炸下生与死，教与学，亲身体会了国难当头，

生灵涂炭的悲惨生活。这种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感，强化了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体现出强烈的社会

责任感和使命感，使西南联大师生立志教育为国，教育救国，并矢志不渝。 

3.3. 梅贻琦校长先进办学理念的影响 

梅贻琦先生除了大家熟悉的“大师论”和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外，他在西南联大还积极推行通才教

育和提倡师生间的从游论。梅贻琦认为：“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

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求者，通才

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9]在办学中，梅贻琦

先生也充分体现了这一办学思想。为了使西南联大培养的学生能成为通才，在课程设置上文理结合，互

相渗透，并设置西南联大共同必修课和大量的自由选修课。梅贻琦提倡从游论，他认为老师像大鱼，学

生像小鱼，小鱼整天跟着大鱼游，就能不自觉地学会大鱼的本领，也达到了在自由的环境中无为而至，

不求而成的教学目的。梅贻琦校长先进的办学理念既推动了西南联大的发展，也在日臻完善的过程中升

华为西南联大的大学精神。 

4. 西南联大大学精神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启示 

4.1.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是国家振兴的不竭动力 

21 世纪的中国，虽然战火硝烟不再，但国家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国家的崛起与振兴取决于人才、尤

其是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已成为这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我们要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广大高校师生就必须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自觉地将自己

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的意识形态

领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价值取向、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都趋向于多元化发展。有些人理想、

信仰丢失，人格缺陷，崇尚西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这样就有可能陷于西方国家“西化”、

“分化”的政治阴谋。因此在高校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越发显得必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首先

必须了解历史，只有了解历史才能认清现实。要坚持不懈地进行历史及国情教育，使大学生从中华民族

发展的历史中汲取丰富的爱国主义营养。同时，还要教育学生以先进党员为模范，坚持个人利益服从集

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原则，培养崇高的民族精神和甘于自我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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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只有在炽热的爱国主义教育中，高校的师生才能以强

烈民族自信心和历史责任感投身于建设国家民族大业中去，才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提供不竭的动力。 

4.2. 继承民族优良传统和塑造大学生健全人格是培养人才的关键 

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培养许多杰出人才，取得卓越成就，与我国民族优良传统是

分不开的。继承民族优良传统，就是继续发扬联大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刚毅坚卓精神，学术思想自由精

神、兼容并包精神和敬业奉献精神，就是要学习老一辈学者严谨治学、团结协作、甘于奉献的光荣传统，

就是要学习他们以苦为乐、艰苦朴素、坚忍不拔的优秀品质。费孝通先生在《逝者如斯》后记中说，我

的大学时代，甚至其后在十分艰苦的抗战时代，确确实实是靠了那么一批无私奉献于学术和教育的老师

们，才使兢兢业业的学风没有中断。与以往相比，新时代大学生有着非常优越的生活环境和学习氛围，

但有些人却丢掉了我们引以自豪的优秀传统文化，致使理想、信念缺失，人格产生缺陷。在学习上表现

为不求上进、好高骛远，生活上贪图享乐、攀比浪费、急功近利。梅贻琦校长认为，大学教育首先要着

眼于培养和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只有人格健全，才能达到大学“明明德”、“新民”、“至于至善”

的最终目的。大学生健全的人格也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标志。 
因此，应该教育大学生继承我国民族优良传统，珍惜现在优越的生活环境和学习氛围，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努力成为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高素质人才。 

4.3. 坚持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精神，进行通才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前提和基础 

思想自由是西南联大大学精神的核心，充分体现在学术自由和不拘一格的人才选用上。学术自由首

先表现在西南联大为师生创造一个包容、宽松的学术氛围。梅贻琦校长认为西南联大应：“追随蔡元培

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

自由探讨之机会。”面对当时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各种条文，企图“借机加强对教育领域的一党专制主义

控制”，梅贻琦等校领导和教授委员会也顶住压力，维护了学校的独立与自由的风气[10]。 

西南联大始终坚持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这使得西南联大成为勇于探讨学术的精神殿堂，培

育了优良的校风、学风。他们各有专长，虽然学术观点并不一致，学派渊源各不相同，但并不妨碍大家

会聚一堂，各抒所见。这不仅极大地调动了教授讲课的积极性，而且也使学生大开眼界，有利于思辨能

力的培养。如今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虽然与极其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大不相同。但是，我们对西南联

大大学精神及其学术研究繁荣的原因等进行探讨，在于给我国高等教育和高校工作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借

鉴和思考[11]。 
在通才教育观的指导下，联大师生始终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感情，具有良好的精神风貌和正

确的人生价值取向。我国当前高等教育模式已突显出一些弊端，如专业划分过细，口径过小，学生知识

面狭窄，缺乏人文素养，社会适应力差等。步入新时代，现代科学发展趋向综合化和一体化，不同学科

交叉融合，新型边缘学科不断出现，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向多样型、复合型发展，传统的以传授一门狭窄

的专业知识为宗旨的教育显然已不再适合当今时代要求。通才教育“旨在克服专业教育的狭隘与偏见，

努力造就知识宽广、基础深厚、博学多才、素质全面，能对不同学科或专业进行融会贯通的人才。”它

的目的在于培养一个健全的人应有的知识、技能与情操。当然，我们提倡通才教育并不是反对专业教育，

而是要把二者很好的结合起来，形成以通才教育为基础的高水平的专业教育。当前有些高校重视科学技

术教育而忽视人文教育，学生在一种人文氛围稀薄的环境中学习生活。在一些高校已经出现了历史虚无

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等不良倾向，一些大学生滋长了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思想。杨叔子院士对此表示出

了极大的担忧。他认为，人文文化的培育和人文素质的培养，关系到民族存亡、国家强弱、社会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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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高低、涵养深浅、思维智慧和事业成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交融是当前时代的趋势。张楚廷先

生说：“科学教育需要智慧，科学教育也能给人以智慧。然而，若需要大智大慧，就缺不了人文教育。”

科学与人文是教育的两个方面，高等教育只有坚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互交融，才能提高学生的综合

素养，培养出知识全面的人才，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 
回首这段战乱纷飞的时期，在极其艰苦恶劣的环境下，西南联大却克服各种困难，艰苦奋斗，回报

给时代和社会异常丰硕的学术和精神成果。在回望与仰视之时，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西南联大师生正是

在爱国主义、刚毅坚卓、思想自由、社会责任等大学精神的支撑下创造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奇迹。西

南联大精神虽然不可复制，但是可以学习和借鉴，她带给我们的启示就像一盏明灯，照亮我国大学和高

等教育的发展之路，照耀着她们逐渐走向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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