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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训反映大学的精神风貌，我国很多大

学的校训都直接或间接受到古代经典的影响，散

发着浓浓的“经典”味。

以地处西北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来说，在长

久办学过程中，凝练出“自强、笃实、求源、创新”的

校训，其中就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自强不息的精神

“自强不息”一词早见于儒家经典《周易》中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这句话被国

人传颂两千多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自我

砥砺，发愤图强，影响可谓深远，自强不息遂成为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

《周易》在写作上具有推天道以明人事的特

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先阐述了天运行昼

夜不息、周而复始、刚劲强健的特征，进而强调人

们的主体自觉，把天所具有的刚健品格通过实践

内化为人的品格。

如何做到自强不息？《周易》提出“君子终日

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观点，并进行了如下阐述：

“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

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

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

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大意为：

君子整天勤奋努力，晚上也警惕反省，即使面临危

险，终究没有灾难。孔子说：君子要培育美德，建

设功业。以忠信来培养品德，为诚信修饰言辞，就

可以积累功业。若有人知道目标并且实现它，可

以与他商讨事物发展的兆头，若有人知道当止则

止的道理并能做到它，可以与他共同努力保持事

物的合理状态。这样就能在上不骄，处下无忧。

所以君子随时保持勤奋警惕的状态，即使处境危

险也能免除咎害。

国内不少高校都把“自强”作为校训的内容之

一。例如，清华大学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厦

门大学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兰州大学校训：

自强不息、独树一帜；武汉大学校训：自强、弘毅、求

是、拓新；东北大学校训：自强不息、知行合一。

笃实质朴的品格

“笃实”可见于《周易·大畜卦》彖辞中的“刚健

笃实，辉光日新”。大畜卦的卦象为天在山中，上

艮为山为止，下乾为天为健。“刚健”是天刚劲健强

精神的体现，“笃实”是山厚实静止精神的体现。

大畜卦的《大象传》说：“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

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意为：天包含在山中，

象征大力蓄聚；君子因此多多记用前贤的言论事

迹，以增进美好品德。另外，“笃实”一词也颇能切

合坤卦所倡导的“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

传统的农耕文明塑造了中华民族笃实质朴的

品格。中国传统道德崇尚质朴，反对虚伪，崇尚实

干，反对浮夸。在中国人的道德实践中“笃实”有

多方面的含义，既意味着待人真诚宽厚，也意味着

做事务实求真。

西安建大的校风是“为人诚实、基础扎实、作

风朴实、工作踏实”，称为“四实”校风。诚实、扎

实、朴实、踏实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的以求实

为核心的价值追求，“四实”校风可看作是对“笃

实”校训的具体阐释，说明学校在为国育才的过程

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探本求源的追求

探本求源的科学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

必有之义。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在《天问》中罗

列出一百七十多个问题，涵盖宇宙与人生诸多方

面，用文学化的语言生动展现了中国古人的探索

精神。

《天问》开篇即对宇宙初始和昼夜等自然现象

发出疑问：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谁能极之？

冯翼惟象，何以识之？

明明暗暗，惟时何为？

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此段大意为：远古初始的情形，谁能言说？天

地成形前的样子，从何考察、明暗不分的时期，谁能

探究？大气弥漫而无形，如何识别？昼明夜暗有交

替，又是为何？阴阳交错，以何为本又如何变化？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历史上所取得

的辉煌的科学成就世所共知，没有探本求源的科

学精神，又如何能取得各个领域辉煌的科技成就？

日日求新的观念

儒家经典《礼记》和《周易》中的“求新”观念在

长期的历史实践中为人们所普遍接受，成为中国

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应有内涵。

《礼记·大学》说：“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

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

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此段大

意为：商汤浴盘上的铭文说：若每天能除旧更新，

则天天除旧更新，不断地更新再更新。《康诰》说：

激励人弃旧图新。《诗经》说：周朝虽然古老，但却

禀受图新的使命。为了除旧立新，君子无不运用

最高明的手段。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商朝的开国君主

成汤刻在澡盆上的自警语，旨在激励自己永不懈

怠，创新不已。《礼记·大学》吸收了该观点，并为它

升华为我们整个民族的观念打下了基础。《周易》

则说：“革，去故也；鼎，取新也。”久而久之，形成了

中国人与时俱进、去旧立新、坚持变革的“革故鼎

新”观念。创新精神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基

本内涵。

对于作为民族文化精神的“创新”观念宜作广

义理解，其含义不止于一般意义上发明创造；解决

问题的新办法、新思路，有益于我们工作学习的新

体验、新收获，无论大小多少，都属于“创新”。

学习挖掘校训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给我们的启示

第一，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旺盛的

生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绵延不断，在于

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它所包含的思想和精神对于国家治理、社会生活

以及个人修身都有涉及，比如作为我们民族文化

瑰宝的中医对于维护国人的健康就在发挥非常重

要的作用。

第二，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契

合之处，结合西安建大校训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精

神来说，“自强不息”的精神就与马克思主义所强调

的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相一致；“笃实”就与马

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有契合之处；“求源”精神与马

克思主义真理观有契合之处；“创新”精神与马克思

主义关于实践和认识是具体的、历史的，同时又是

不断发展的实践观和认识观有一致之处。马克思

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相互成就。

第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学以致用。近

年来，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学习的兴趣愈加浓厚，而

运用和发展才是学习传统文化的现实目的。

优秀传统文化不但存在于经典中，也存在于

校训，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学习传统文化，

传承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是运用传统文化，发展传

统文化。承载传统文化的校训给我们运用传统文

化以有益的启示，不能把优秀传统文化更多呈现

在书本里和博物馆，而是要把经典和珍贵文物所

表达的智慧和经验贯彻到我们的现实生活。

我们要善于发现存在于现实生活中那些“活”

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与生活实践的结合中体悟

先贤智慧，滋养身心，培植文化自信的历史底蕴。

大学校训中的“经典”味
◇刘志强

如果要评选我们学校校树的话，不少人会

推选银杏树。

每年深秋，西安各媒体推荐市区最佳观赏

银杏的地点时总有建大银杏林。建大银杏林在

雁塔校区南院行政楼前一条东西走向的路上，

几十棵银杏树依次排开，一到秋天，树叶变黄，

煞是好看。要是赶上刮风下雨后，树叶落满一

地，天上地下一片金黄，十分醉人。许多校友和

西安市民专程前来观赏银杏树，建大

的老人和孩子也愿意在银杏树下流

连忘返，沉浸在这金色的秋意里。

那么，这片银杏是什么时候开始

栽种的呢？

那是1982年的初夏，我们即将毕

业，那时我已经被初步确定留校，我想

在毕业前夕给母校留点纪念。首先，

我受交大门口饮水思源雕塑的启发，

想给学校留一座纪念建筑。我把意思

给我们辅导员常秀英老师说了，她提

议我种两棵树，这样容易实现。于是，

我就把种两棵树作为离校前的首要工

作来做。我找到我们班同学李峰，他的父亲李敬

颜当时是学校的总务主任。李主任对我们的想法

非常赞赏，十分支持。我说了我们的要求，树苗请

总务处代买，不是普通的杨树、柳树，树种要稍微

名贵一些；种树地点请总务处确定，不要因规划变

动而移栽；树龄最好长一些，几十年后校友回校还

能看到。最后，确定为银杏树，地点就种在行政楼

附体楼北面的花园中。

20多天后，总务处通知我们树来了。我们

去一看，两棵壮硕的银杏树苗横躺在我们面前，

而且总务处的老师把树坑也挖好了。全班同学

一起动手，个把小时就把树种了起来。

后来，学校开展了跨世纪校园建设工程，在

两棵树的边上建起了后乐园，路两边的树全种成

了银杏，蔚为壮观的银杏林就出现在我们面前。

现在，同学返校，除了看我们原来的教室、

宿舍和校园，就想来看看我们亲手栽下的银杏

树。望着它们粗壮伟岸的身姿，回忆我们栽树

时的风华正茂，感慨万千。我们还会来到行政

楼后面的银杏餐厅继续追今抚昔，这几乎成了

接待同学的常态。

如今，四十余年过去了，我们已进入了老

年，可我们当年种下的银杏树正值壮年。它们

见证着几十年来建大的变迁，也默默地守望着

一代又一代建大人。

（作者系我校工业自动化专业1982届毕业

生，现任学校第十二届本科教学督导组组长）

当年栽下银杏树
◇王 民

“大学初印象”主题征稿活动期待你的参与
从报考到收到录取通知书，再到踏入西安建

筑科技大学的那一刻，你一定期待了许久吧！“仙”

建大的美景、老师的悉心教导、同学间的互帮互

助……这些是否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西安

建大报》编辑部面向全校师生及广大校友征集“大

学初印象”相关作品。

一、活动主题

围绕“大学初印象”主题，结合自身经历、感

悟，记录您踏进大学校园的感受、对大学的初印

象、对大学生活的规划及对未来的憧憬等。您还

可以回忆大学时代的校园往事，追忆青春历程，

记录您最美好的大学时光。

二、征稿作品及投稿要求

1.文学类：散文、诗歌、小说等均可，主题突

出，字数不限。

2.图片及短视频类：图片作品要求为近期创

作且未经发表的作品，允许适度调整亮度，但不允

许修改内容，不能用软件进行滤镜等修图；图片彩

色、黑白均可，题材需符合征集内容，单幅、组照均

可（组照4-8幅），每组组照按一幅作品计算；单幅

图片大小不少于2M，分辨率需大于72dpi。短视

频作品是通过摄像机、手机等设备录制的影像作

品，形式可以是微电影、纪录短片、vlog等，时长不

超过5分钟；分辨率为1920*1080，格式为MP4，字

幕为简体中文，语言为中文标准普通话。

投稿作品请以“姓名+学号/职工号+作品名

称+联系方式”形式命名，注明作者所在学院、姓

名 、联 系 方 式 等 基 本 信 息 ，发 送 至 邮 箱 ：

jdb@xauat.edu.cn。

三、活动时间

作品征集：2023年11月1日至2023年12月

31日

作品评选及奖励：2024年1月

四、注意事项

1.来稿作品需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

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社会正能量。

2.来稿作品必须为原创作品，且此前未在学

校其他媒体平台上发表。

3.来稿作品均为原创，且其所投送的作品不

侵犯第三人的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

在内的合法权益。

4.来稿版权归活动主办方所有，活动主办方

有权对征集作品公开发表、结集出版、播出推送、

展览展示等。凡投稿者，即视为已同意本征稿启

事所有规定。

五、评选及奖励

1.本次活动初选作品将在《西安建大报》、学

校新闻网等媒体平台刊发，优秀作品可推荐至社

会媒体发表。

2.本次活动将按照作品分类设置一等奖、二

等奖、三等奖及优秀奖，并颁发获奖证书及奖品。

本次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校报编辑部，联系

电话：029-82202902。

《西安建大报》编辑部

2023年10月30日

那个站着读报的人

我认识。这么多年了

他在院墙外晒太阳的影子

经常被拉长

墙上多处漏了风

报纸糊好后可以再作交谈

那个长满蔬果和花卉的小院子

已被半人高的杂草占据

开垦的场景驻扎在时间的体内

动弹不得

那个站着读报的人

这么多年，我有时候记不起来他的

名字。却在关于童年的涟漪里

一次次地想起他

那个站着读报的人
◇王 爽

诗歌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