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卷　第 4期

2009年 7月
　

高　校　教　育　管　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Ｖｏｌ.3 Ｎｏ.4
Ｊｕｌｙ2009

　 　 　 　 　 　

欧元怀大学创造思想要义

李　福　春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系 , 上海 200062)

摘　要:大学校长是大学的灵魂 , 其创造品质对大学创造性发展具有重大作用。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 ,大

夏大学校长欧元怀较早提出大学创造思想 ,并践行之。欧元怀对大学创造的文化内涵 、学术追求 、功能定位 、社

会指向的深刻认识对今天大学发展仍具启示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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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高等教育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涌现出

许多知名大学校长 ,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 ,东南

大学校长郭秉文等人 。他们从思想和实践两个层

面均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蔡元

培以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为管理北京大学的基本

指导思想 ,郭秉文以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为治理东

南大学的方针。他们在办学实践中通过不懈努

力 ,成就了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两所著名高等

学府。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改革创新是他们共同

具备的品性 。历史表明 ,在他们那个时代 ,有一大

批教育家型的大学校长涌现出来 ,他们是中国高

等教育发展中值得我们关注的群体。也可以说 ,

当时的每一位大学校长 ,从不同方面对大学的改

革创新都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 ,从而使中国高等

教育的发展有一股生生不息的文化意蕴。欧元怀

(1893-1978)便是其中一位用大学创造思想和

实践丰富着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教育家。

一 、欧元怀大学创造的文化内涵

欧元怀早年在国内接受教育 ,后又受西方教

育 。他曾先后在美国西南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留

学 ,成为学兼中西的教育家。作为大夏大学(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主要创办者 、管理者 、第

三任校长 ,他同大夏大学前几任校长一起 ,为大夏

大学成为当时上海的一大名校作出了卓越贡献。

1924年 ,大夏大学始创后 ,经欧元怀等人的不懈

努力 ,私立大夏大学与私立复旦大学 、私立大同大

学 、私立光华大学被并称为当时上海私立高校中

的 “四大金刚 ”
[ 1]
。 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 ,欧元怀继续任大夏大学校长。 1951年 ,全国

高校经历院系调整 ,大夏大学成为华东师范大学

的一部分 ,大夏大学中文系 、英文系 、历史社会系 、

数理系 、化学系 、教育系 、教育心理系 、社会教育系

随之也并入了华东师范大学。

大夏大学校园辽阔 ,风景优美 ,学术研究风气

浓厚 ,曾被誉为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
[ 2]
。大夏大

学能有如此成就 ,与欧元怀对美国高等教育思想

的创造性转化不无关系。我国教育家舒新城对留

学生学习外国的东西食而不化曾有这样的批评:

“大部分留学生出国以前既不明白国情 ,回国以

后 ,又以为学问已造极峰———此实为大多数留学

生的普通心理 ———更不愿研究国情;而以生计问

题 ,又不能出其所学以飨人 ,只有搬用外国材料 、

赞扬外国文物制度之一法 。我们有学校只二十余

年 ,起初日本留学生最盛 ,一切教育便日本化 ,现

在美国留学生最盛时 ,便一切美国化;倘使将英

国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俄罗斯 、丹麦 、瑞典……各

国留学生最盛 ,又从而一切英国化 、德国化……恐

那时不再空有中国存在了 。这是留学生所当特别

反省的 !”
[ 3]
而欧元怀时刻不忘研究国情 ,也十分

关注生计问题 ,在管理大夏大学时也是一切从实

际出发 。正是欧元怀对现实的全面 、到位的认识 ,

才使他的大学创造思想有着浓郁的现实感 。在变

化的时代 ,欧元怀坚持大学创造的精神始终如一。

欧元怀认为大学教育应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进行创造性发展 ,他说:“大学教育的途径 ,先哲

以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 ' ,所谓 `明明

德 ' ,即人格教育的发扬;所谓 亲̀民 ' ,即新国民



性运动;换句话说 ,说国民性运动 ,须配合人格教

育的训练 ,然后使其 止̀于至善 ' ,成为社会中的

`完人 ' ;因为 `完人 '能事理当然之极 ,没有 `人

欲 '之私 ,而此种教育的方法为 `格物致知 ' ,为

`诚意正心 ' ,因而在行为的方面表现为 修̀ 、齐 、

治 、平 ' ,使个人 、家庭 、国家 、世界都蒙其利 ,我们

知识分子 ,在求学时期 ,应着重 格̀物致知 ' ,即以

科学的精神探求事理 ,使能了然于心有所认识 ,有

了正确的认识 ,然后可以增进个己的修养进而为

社会努力。”
[ 4]
这反映出欧元怀大学创造思想中

对传统文化精华的高度认同与创造性发展 。

进一步而言 ,欧元怀作为留美归国的留学生 ,

在其大学创造思想中也深受美国先进文化的影

响 。他对于华夏文化和异域文化之间关系的认识

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他认为应:“注重国学本国史

地等学科 ,对于我国民族伟大悠久的文化 ,有较深

切的认识。同时对于西洋文化的长处 ,也不应该

一笔抹杀 ,弃其缺点 ,采取长处 ,融会贯通 ,调合一

种新的更合实用的文化。”
[ 5]
可以说 ,欧元怀所说

的大学创造意在不断生成一种新的更合实用的文

化 。换言之 ,欧元怀意在追求一种大学创造的文

化 。而这种兼具适应性和创造性的文化只有内化

于每一个中国的国民身上时 ,才能使华夏民族成

功崛起 。因此 ,欧元怀明确指出:“我们只求后一

代的国民 ,知道祖宗创业艰难 ,子孙守成匪易 ,而

应该如何警惕 ,如何勉励 ,发愤图强 ,以保卫吾中

华民族固有的版图;知道立国于今日错综复杂瞬

息万变的国际环境 ,非艰忍奋斗 ,努力向前 ,不足

以与人竞争;知道中华民族是世界优秀民族之一 ,

它有悠久优良的文化 ,因是它在世界上也有其独

特的地位 ,不能任人侵犯;并知道如何更进一步的

取人之长 ,补己之短。”
[ 6]

二 、欧元怀大学创造的学术追求

对于大学中的学术研究 ,欧元怀认为:“学术

研究的可贵 ,便在它的多元性和具有不同的形式 ,

真理之所以能够进步 ,便在于在分岐的主张之中

寻找客观与标准 ,大学应是自由研究的学府 ,过分

的谨严与形式化 ,都足以影响大学的精神 。”
[ 7]
创

造精神是大学创造的应有之义 。

作为大夏大学校长 ,欧元怀视创造为大学发

展的灵魂 。他认为这种创造是以学术研究为鹄

的 ,以涵育人的自由精神为方向的创造。并且 ,作

为知识分子的大学教师与大学学生均应知事明

理 。欧元怀认为:“大夏创造即本学术研究之自

由与独立 ,涵育革命与民主自由精神;知识分子应

着重探求事理 , 明白因果 , 分析重轻 , 镇定自

己 。”
[ 4]
可以说 , “大夏创造”是与大夏大学发展一

直相伴的基调 ,也是大夏大学发展传统中的一大

特色。在当时十分复杂的时代背景下 ,欧元怀的

上述定位对大夏大学的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意

义 ,使外界尘世的不良宣嚣对大夏大学的影响降

到最低 ,使之保持学术象牙塔的本色 。欧元怀对

此作了这样的概括:“每当全国及本市学潮频起

之际 ,我们的同学均能运用理智 ,镇定不惑 ,贯彻

本校读书运动 ,各研究室人满 ,潜心研究 ,此种精

神 ,尤堪嘉尚 !”
[ 8]

欧元怀认为应从制度上保证大学学术研究的

自由和教育学术的独立 ,他说:“教育是国家的事

业 ,固不应有公私之分;而学术独立之精神则寄托

于学术研究之自由;而大学为创造高等文化之摇

篮 ,其本身不是政治的尾巴 ,尤以校长的人选应超

脱党派之争 。而学术研究的结果 ,应与人民生活

发生密切的联系 ,以求文物制度的发展 ,理性生活

的增进 ,所以大学教育为学术独立 ,应争取研究自

由 ,为发挥研究的建设性 ,应以人民大众的生活为

出发点 ,大学教育才不是新式士大夫的教育 !”
[ 8]

大学创造是发挥大学研究建设性的有力法宝。

三 、欧元怀大学创造的功能定位

欧元怀的上述关于大学创造的洞见与他对教

育功能的认识密切相关。他所认识的教育既是适

应的 ,也是创造的 。他还认为教育的功能主要是

创造 ,这与他从事高等教育的实践又紧密契合 ,大

学之所以被称为高等学府 ,就在于大学不仅传授

知识 ,还在于大学能创造知识。这正是欧元怀大

学创造的功能定位。教育理想的达成需要释放人

类的能量 ,破除时代的流弊 ,铲除失败主义的观

念 。大学更是有崇高理想的 ,这种崇高理想也更

需要大学创造来实现 ,而且大学也更有责任来实

现这种崇高理想 。欧元怀认为:“教育的功能除

适应之外 ,主要是创造 ,如仅为适应社会的环境 ,

则人类为一种低级动物而已 ,所以我们必须了解

人类能量的伟大 ,冲破时代病流 ,铲除失败主义的

观念 ,坚强地使自己生长 、发展 、与充满光明的希

望 。”
[ 8]
欧元怀的这种希望也是对大夏大学的希

望 ,从大夏大学的校训 “自强不息”就可窥一斑 。

教育的功能是适应 ,更是创造 ,要使教育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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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双重功能得以稳妥地发挥 ,就应给予大学教学

与研究以合理的自由。在欧元怀看来 ,大学中的

教学主要是从适应性方面来说的 ,大学中的研究

主要是从创造性方面来说的。这反映出欧元怀以

关系思维对大学发展中适应与创造的深刻认识与

理解。对于大学教学 ,欧元怀认为:“惟大学教

学 ,教授应有讲学与研究之自由 ,用书定于统一 ,

只为学者专家所反对 ,故教育部不得不将此项工

作延缓 ,并申明大学用书与教科书不同 ,不必限制

各大学必须采为课本 ,只供作大学教员学生之参

考并备其采用。”
[ 7] 14
欧元怀对于大学教学的重视

的背后是其鲜明的学校观 、知识观和人才观。他

认为学校依凭知识而为学校 ,并明确反对知识是

无用的这一说法 。欧元怀认为:“学校为知识的

摇篮 ,舍知识不能称为学校;同样的 ,青年为国家

的中柱 ,知识青年 ———尤其是高等教育的青年 ,更

是 中̀柱 '的领导人才 ,虽然 ,现在社会中知识被

人藐视 ,但我们总不以为这是久常的现象 ,我们应

该特别在这一时代打好自己的基础 ,则无事不可

为的。”
[ 8]
对于教师如何指导学生学习 ,欧元怀认

为:“学生没有学习动机 ,需要 ,和兴趣时 ,不去强

迫他学习;学生已在学习 ,未到需要教师指导的地

步时 ,则仍由学生自由学习 。教师的任务 ,只是在

学生需要时帮助他 ,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 ,绝不是

无条件地去激发学生 ,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去指导

学生 ,这是注意学生自学能力 ,创造能力的最好方

法 ,亦可以看出教师的态度 , 是如何谨慎周

到 。”
[ 9]

欧元怀在 1937年指出:“今日一般青年 ,都以

为只要能趋炎附势 ,结识权贵 ,不怕毕业没有出

路 。至于进大学的真正本义 ———研究学术 ,修养

品格 , ———反可以置诸脑后 ,此真是我国大学的怪

现象 ,也是我们大学教育绝大的危机 。这种危机 ,

如果听其蔓延滋甚 , 其结果之恶劣 , 自不待

言 。”
[ 10]
他认为:“大学本身 ,亦应致力于培养真知

实学的人才 ,使其能改造社会 ,转移社会思想。大

学的教授和学生 ,具有真知卓识 ,健全人格 ,以先

知先觉的地位 ,领导全国民众 ,造成健全舆论 ,以

为建设新中国的先锋队伍。”
[ 11]
欧元怀时时不忘

教育青年学子要有坚定的学术追求 ,他认为:“学

术的可贵就在辨别善恶 ,认识是非 ,我们不怪群众

之易操纵与煽惑 ,但我们应明白盲动的后果仅本

身的受损而已 ,故当本学期开学之初 ,我们同学应

先抱定求学的目标 ,在学术上谋进步 ,在生活上谋

俭约 ,自助天助 ,青年的发展是不能逆料的 。”
[ 12]

四 、欧元怀大学创造的社会指向

欧元怀大学创造有着清晰的社会指向 ,在其

大学教育目标中得到充分的展现。欧元怀认为大

学教育的主要目标有三种:(1)预备的目标 ,即须

继续下级学校未完之作业 ,而教以研究高深之学

术;(2)文化的目标 ,即宜发尽量吸收世界文化 ,

现时学术 ,对于自然界之势力 ,人类之性情 ,社会

之发生 ,演进 ,组织 ,分化 ,以及当代之迫切问题 ,

必有彻底之了解 ,庶可养成家庭社会省县国家世

界之有效份子。故须民众之目的 ,透视之焦点 ,自

动之能力 ,理智之训练 ,主义之实行五者 ,此即求

人格之以改变;(3)职业的 ,此即谋适应职业景况

之一种专门知识技能
[ 13]

。显然 ,欧元怀所认为的

大学教育目标具有阶段性和层面感 ,旨在打通大

学和社会。

欧元怀认为大学创造是学术 、知识等方面的

创造 ,但并不仅限于这些精神层面的创造。他进

一步认为还应关注实践 、关注社会 ,即他所说的:

“精神创造与生产知能求其密切之联系。”
[ 14]
作为

一名多年从事高等教育的教育家 ,欧元怀认为:

“毕业生是办学者一面大镜子 ,办学者可以从毕

业生服务的状况中看出社会的需要来决定努力的

方针。”
[ 15]
他在 1948年时就这么认为:“今日的教

育问题便应瞄准这个迫切的需要 ,重新估量各级

教育的内容 ,因为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授 ,主要的

要将思想放在实践中 ,从而表现新中国国民的风

度 。”
[ 12]
早在 1935年 ,欧元怀就明确提出了大学

生创业的思想 ,他认为:“创办事业 ,则为造饭;依

人做事 ,则为分饭;不负责任 ,则为混饭;有我无

人 ,则为抢饭 。然造之则可贵 ,分之亦未尝不可 ,

混之则可耻 ,抢之则可鄙。”
[ 16]

校训是学校文化的高度凝练与折射 ,是一所

学校办学思想的高度概括
[ 17]

。从大夏大学的校

训 “自强不息”和光华大学的校训 “格致诚正 ”到

今天华东师范大学的校训 “求实创造 ,为人师

表 ”,表明了华东师范大学在传承优秀传统的同

时 ,通过创造谋求发展的不懈追求 。大学如何展

开创造性思维以及如何进行创造性实践 ,无疑 ,欧

元怀上述关于大学创造的思想和实践能给今天的

大学校长以启示。一方面 ,欧元怀所提倡的 “大

夏创造 ”思想为华东师范大学校训增添了丰厚的

历史底蕴;另一方面 ,这种与时俱进的创造品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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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生生不息的广阔发展前景 ,不仅是华东师范大

学学校文化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也是我国高等教

育现代化过程中值得珍视的宝贵思想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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