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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视野中的高等教育再思考
——评孙刚成教授《大学精神的演进与传承》

高凯

延安大学孙刚成教授的学术专著《大学精神的
演进与传承》于 2024年 4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正式出版。该书系统探讨了大学精神的内涵及其历
史演进脉络，以深刻的理论洞见与详实的史料为基
础，对大学精神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及其现实意
义进行了全面阐述。全书以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为
切入，通过知识体系的传承与文化积淀的分析，揭示
了大学精神的起源、发展及未来演进路径。借助丰富
的历史案例与严密的理论分析，作者深刻阐明了大学
精神作为高等教育文化符号的独特价值与意义。

首先，孙教授以细致的历史视角回溯了大学精神
的萌芽阶段。通过对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书院文化中思
想自由传统与古希腊论辩教育中探索精神的深入分
析，揭示了大学精神并非局限于某一特定文化的产物，
而是跨越时空、具有普遍性的文化追求。本书详尽勾
勒了这些早期教育实践如何逐渐形塑出追求知识独
立、倡导思想自由与促进文化繁荣的核心理念。这一
研究不仅是对大学精神生成机制的深入溯源，同时也
展现了人类文化多样性与教育理想的高度关联性。

其次，本书通过对中西方大学典范的深度剖析，

将大学精神的历史演化置于更广阔的文明对话框架之
中。例如，洪堡大学研究型教育理念的确立与剑桥大学
学院制中自治传统的坚守，不仅奠定了西方大学治理与
学术发展的重要基石，同时也为现代大学提供了重要的
制度参照。与此同时，孙教授通过对中国近现代高等教
育发展的细致考察，特别是对西南联合大学与延安时期
高等教育实践的深入研究，展现了中国大学在外来制度
移植与本土化创新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并最终形成了
独具民族特色的大学精神。这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为
大学精神的传承与发展机制提供了新的解读，也从理论
层面进一步拓展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学术边界。

最后，在全球化与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大学精神
的式微成为作者最为关注的现实问题。通过严谨的统
计数据与具体的案例分析，该书揭示了功利化、商业化
对大学作为文化与精神家园的侵蚀。学术自由的逐步
受限、创新能力的显著弱化以及文化使命的逐渐淡化，
已经成为现代大学亟待解决的关键挑战。作者以冷静
而深入的分析指出，这些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大学未
能有效抵御外部环境的压迫与影响，最终导致其逐渐
偏离了自身的文化使命与价值追求。为破解上述困

境，作者在书的末章提出了以“价值回归”与“制度创
新”并重的战略思路。孙教授主张，大学应重新审视其
核心使命，以大学精神作为引领教育理念与制度变革
的价值坐标。学术自由的维护与创新精神的激发是大
学实现自我更新与长久发展的重要抓手，而大学精神
作为价值核心的回归，则是现代大学应对功利化倾向、
重塑文化使命的根本途径。

《大学精神的演进与传承》不仅是一部高水平的学
术专著，更是作者对大学精神本质的深刻思考与文化
使命的全面展现。在孙教授笔下，大学精神被赋予了
鲜明的文化象征意义，不再仅仅是抽象的理论概念，而
成为人类文化理想与知识共同体追求的具象体现。该
书的出版，不仅为学术界研究大学精神及其文化内涵
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也为当代高等教育改革与实
践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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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讯

书香漫谈

1976年，我离开了插队七年的延安，调到石油管道
局（在廊坊）工作。随着光阴远去，不知何故，我时常怀
念起延安的风土人情。到了2000年，怀念的心情更加
浓烈，搅得我坐立不安，睡不踏实。我写了一篇插队时
的故事，拿给女儿看，千余字的短文挑出十几处错别字。

我没有写作基础，却萌发了一个大胆的念头：在有
生之年创作一部小说，把存留在记忆里的陕北人民宽厚
待人的情怀、在艰难困苦中坚韧不拔的毅力、对未来美
好生活的向往和乐观向上的精神写出来，以报答延安父
老对我七年之久的养育之恩。

伏案动笔时，丰富的想象一下子踪影皆无，更没有
主攻方向。时而提笔，时而落笔，再提笔再落笔，不是丢
字错字，就是语句不通，撕掉稿纸，重新再写，反反复
复。为了专心写书，关闭电视不再看，也不下楼与人闲
谈。时光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好不容易写出
几千、几万的文字，隔日再看，不是废话连篇，就是东拉
西扯，废掉的稿纸一本接一本，扔掉的铅笔头一把接一
把。

我很是苦恼，有人跟我说，时代不同了，写啥书啊，过
去看书的人，比写书的人多，现在写书的人，比看书的人
多。我没有退却，仍坐在桌前继续思绪着写下去。直到
2007年初夏，我们牛家沟的知青集体回到延安看望老乡，
同学们走后，我留在村里与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听他们
给我讲述过去村里发生的事情和知青的故事，我才有了
清晰的思路，决定命书名为《情感之恩》。

从延安回廊坊后，有时上街买菜忽然想起一段好词
句，生怕忘记，扭头就回家记在纸上；在家做饭时也想着
接下来要写的内容，一旦想起好段落，马上回到桌前记
在纸上。有一次，屋里满是浓烟，到厨房一看，原来是我
熬绿豆汤的锅煳了好久。有时我从早上不知不觉地写
到晚上，从晚上悄无声息地写到天亮，总觉得时间过得
快。晚上在枕边放着纸和笔，每每半夜来了灵感，立即
拿起手电筒照着笔和纸，把想好的语句记下来。

在离家几里处有一所大学，校外有一片寂静的树
林，树林中弯曲的小道是个构思的好地方。我时常带
着笔和记事本，一边向那里走去，一边哼着陕北歌曲，
想象着延安人民那时生活劳作的情景。到了树林里，
在小路上来来回回走动，琢磨着下一章的故事。许是
我总来的缘故，有一回，我想好了一段书中人物对话，

蹲在石头前，掏出笔和纸一个字一个字地记下来时，忽
然背后有人说话：“你是干什么的？”我站起回身，瞧两
个人穿同样的服装，把本子递过去。他们翻看了几页，
把本子还给我说：“原来你是写小说的。”

后来，我有了电脑，结束了用笔在稿纸上书写的日
子。为了加快写作进程，日夜趴在电脑桌前整理书稿。
有一次，由于对电脑操作不慎，十来万字的书稿不翼而
飞。我只能重新一个字一个字地把书稿打进电脑里，时
刻想着摁保存键和注意别轻易摁删除键。为了把握陕
北的气候、庄稼种植月份、人物举止言谈连贯、对话自然
准确，我又回去几次延安，并把未完成的书稿念给乡亲
们听，征求他们的看法。每次回去我都有新的收获，更
改书里的一些内容，也感觉到陕北晚上的满天星，确实
比廊坊天空中的星星大一些，并写进书里。

历时十年，《情感之恩》一书完稿，若有遗憾，那就
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意不尽理。后来的日子里，我
反反复复修改增减字句，检查语言通不通，历史时间准
不准确，并把书稿给朋友们阅读，让他们指出毛病。
2011年春，我给中国文联出版社打电话说明意向，回话
说寄来几章看看。我从三十六章的书稿中抽出七章给
中国文联出版社寄去，焦急地等了一个多星期，终于等
来电话：“能出版发行，来签合同。”

在中国文联出版社签了合同后，我想找个名作家给
《情感之恩》一书写序。有人推荐了一个北京作家，我立
马与这位北京作家通电话，他说：“序文很难写，是个费
神费力的体力活，非得看几遍才能写成……”我仔细听
着，但奈何收费太高，只得放弃。 看过我书稿的朋友
说：“你这本书有着陕北老烟袋土疙瘩的味道，序还是找
个当地作家写为好。北京有些作家根本就不了解陕北
农村的情况，有的连‘洋芋蛋蛋’是什么东西都说不清
楚，让他们写序，字里行间要是露出鸡鸭鱼肉味儿，那就
把你辛辛苦苦写的这本书给糟蹋了。”

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过了几天，我拨通了延安市
文联电话，对方是个青年人，和他说明来电目的后，他也
很是高兴，爽快地说：“我们文联有个曹谷溪，他是个大
作家、大诗人，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跟你们许多知青
都是朋友。你要让他写序，真是找对人了。我把他的电
话号码给你，你跟他说吧。”挂了电话后，我连忙拨通曹
谷溪老师的电话，通话间我连句客套话都没说，直入主

话题，向他表明我是在延安县下坪公社插队的北京知青
许复强，写了一本陕北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请求您写
序。他说：“北京有那么多的名家、大家，为什么要舍近
求远，找到我这里来呢？”我借用那个青年人的话说：“您
是陕北的大作家、大诗人，又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我这
部反映陕北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您最有发言权。”

在我诚心诚意地恳求下，曹谷溪老师最后说道：“9
月3日我去北京参加歌剧《白毛女》上演六十周年学术研
讨会，到时一定安排见你。”我如约走进北京一家宾馆，
敲开了曹谷溪老师的房门。看到他戴副宽边眼镜，神
态文雅地端坐在椅子上，像是等了我许久。凭我的直
觉，他是一位文化底蕴深厚的学者，也是一个胸怀豁达
的老人。我上前跟他握手并自我介绍后，曹谷溪老师
说：“坐，把书里的故事梗概和你创作过程给我讲讲。”
我听到他这久违的陕北话，感到十分亲切，像见到多年
前的老朋友一样，无拘无束、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来。他
一边吸烟一边仔细听，还时不时地提问。我用了两个多
小时讲完了书里的梗概和自己的创作过程。他起身只
说了一句话：“你这本书的序文，我给你写。”说这句话
时，他语音不大，语气却很重。

中午，曹谷溪老师请我吃饭时说：“我给你这部《情
感之恩》的书名，加个副标题‘诱人的长辫子’，就能够吸
引读者。”我高兴地答应了。曹谷溪老师回到延安后，我
把打印出来的书稿给他寄去。一晃两个多月的时间过去
了，我开始坐立不安，拿起电话与曹谷溪老师联系，询问
序写得怎么样了。接电话的是他的秘书：“快了，曹老师
写了五六千字，他给七十多个作家的作品写过序，你这
篇序是最长的，现在正忙着修改呢。”

没过多久，我收到曹谷溪老师快递寄来的修改过的
书稿和序，以及他亲自为《情感之恩——诱人的长辫子》
一书设计的封面和书眉，还有一封他亲笔写得热情洋溢
的函件。阅读了洋洋洒洒数千字的序和函件，细看了设
计精致的封面与书眉，我兴奋的心情与感激的心情交融
在一起，久久不能平静。

我的延安情
——《情感之恩——诱人的长辫子》创作回忆

许复强

每个人都在寻找属
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有
的人选择在繁华都市中
拼搏，而另一些人则选择
了 另 一 种 生 活 —— 逃
离。《逃走的人》就是这样
一本记录了这些逃离者
故事的非虚构文学作
品。记者李颖迪用三年
的时间，走访了五座城
市，采访了超过五十位逃
离者，为我们呈现了一个
个真实而动人的逃离者
群像。

在这个世界，总有一
些人，用他们独特的方式
去诠释生命的意义。今
天要介绍的这本书，《云
上六万公里》，就是这样
一部让人热血沸腾、心潮
澎湃的作品。它记录了
张昕宇和梁红这对侣行
夫妇驾驶国产飞机完成
环球飞行的壮举，这不仅
是中国人的首次尝试，更
是一次对梦想不懈追求
的真实写照。

延安本土作家张金平的长篇小说《延河谣》于
2024年6月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发行。小
说共19章，讲述了陕北农村女性白肤施养育革命后
代，参加保育院工作，护送革命子嗣渡河的故事。小
说在叙事上从女性视角出发，不仅揭示了独特视角
下陕北农村女性投身革命的新面孔，同时也用温情、
细腻的笔触，塑造了一个受人敬仰的“延安妈妈”形
象，这也成了该小说的最大亮点。

小说开篇以“出嫁”作为切入点，坐在花轿里面
的白肤施憧憬着未来的生活。作为一名传统的陕北
农村妇女，她坚定地认为一个男人、一条山沟沟就是
她的一生。在婚后的日子里，丈夫牛丰林因为革命
无法回家，她自然而然承担起了照顾家庭的责任。
孩子的一哭一笑、父母的一言一语成为她生活的全
部，生活里充斥着各种琐事，白肤施渐渐变成了一架
忙忙碌碌的“机器”，而丈夫牛丰林带回来的野孩子
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即使丈夫多次解释这
是革命烈士的遗孤，她还是固执地认为这是丈夫出
轨的证据，而出轨对象正是他心心念念的女人“革
命”。无奈之下，牛丰林只好把她带到延安城去让她
了解真相，这次颇有“娜拉”风范的出走成为改变白
肤施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第一次离开张家圪坮的白肤施终于在延安城见
到了“革命”，延安城里人们生活的景象，使得白肤施
大为震撼，她从来没有想过人们可以这样自由自在
地走在大街上，即使面对政府人员也可以不卑不
亢。尤其是在政府机关碰到牛丰林的上级后，共产
党员小朱开放包容的思想与温文尔雅的谈吐让白肤
施意识到女人原来可以这样活，并不是她以为的一
生。至此，“革命”已经不再是那个抢走她男人的坏

女人，反而成了小朱这类女性的象征。
再次回到张家圪坮的白肤施听取了小朱的建议，

开始识字，这是一件彻底改变她命运的事。在识字的过
程中，作者特意设计了送鸡蛋、扣鸡蛋、要鸡蛋的情节来
表明其识字的决心。同时，在识字过程中白肤施接触到
越来越多不同的人，如热心善良的冯干部、医术高超的
老周等。在与他们相处的过程中，白肤施亲眼看到了革
命为农村带来的史无前例的改变。人们有了自己的土
地，还能吃饱饭，甚至有了学习知识的“夜校”。这条在
古时候通往上层阶级被封闭的道路如今向着劳苦大众
敞开了大门。白肤施的思想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她不再沉溺于曾经所憧憬的那种幻想，反而开始思
考如何投身于革命之中，为革命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白肤施的身影不再像往常那样频繁地出现在农
村，反而渐渐出现在延安城附近。卫生合作社、青救会
这些她以前听都没有听过的地方，成了她的新阵地。
在这些日子里她一边捧起医书熬夜苦学，一边跟着老
周四处治病救人，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赞赏，并最终在大
家的支持下如愿以偿进入了保育院工作，承担起照顾
革命子嗣的责任。

在保育院的工作中，使得白肤施的心灵开始慢慢
升华。作为母亲的白肤施经常有意无意地偏爱自己的
孩子，然而在听到院长说保育院的孩子们不少都是革命
烈士的遗孤，甚至有些孩子一出生便离开了父母。白肤
施流下了悔恨的泪水。此后，白肤施的博爱之心便开始
慢慢培养起来，她开始对每个孩子都一视同仁，把他们
当做自己的孩子，尽心尽力地去呵护他们。在孩子们水
土不服的时候，她用自己磨制的豆腐为孩子们治病。在
孩子们缺少营养的时候，她义无反顾地宰杀了自己家的
羊为孩子们补充营养。在这样悉心地照顾下，孩子们得

以茁壮成长，为了感谢白肤施，孩子们亲切地把她称为
“延安妈妈”，寓意为白肤施如同延安这片土地一般养育
了他们。白肤施也在孩子们亲切的呼唤中，心灵得到了
升华，成长为无私奉献的革命战士。

小说并没有细致地展开保育院工作的日常，反而
采用了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有重点的选取了一些
细节部分。如在用豆腐为孩子们治病的过程中，着重
描述了白肤施磨制豆腐的过程，表现其为孩子们治病
的决心；在与孩子们相处的过程中，则着重描述了白肤
施是如何照顾孩子们的日常起居，充分发挥自己在陕
北几十年的居住经验，帮助孩子们熟悉这里的地域环
境。在小说的末尾，白肤施为救革命烈士子嗣巧巧不
幸牺牲在延河畔，作者并没有过多着墨于牺牲的具体
细节，反而用了大量的笔墨描写孩子们渡河以后对白
肤施撕心裂肺地呼喊，从侧面表达出孩子们对这位“延
安妈妈”深沉的爱。这种跳跃性的书写充满了诗意，不
仅使得故事情节十分紧凑，也更加鲜明地突出了故事
的主心骨，即一个陕北农村女性走向革命的历程。

《延河谣》作为一部具有诗意气质的长篇小说，通
过截取“延安往事”中的一朵革命浪花白肤施的一生，
反映出了独特视角下陕北农村女性投身革命的特定历
史。同时，这部“延安往事”题材的小说也为这一段“流
动的历史”填补了细节上的空白，为重新“打捞”这段历
史提供了新的文学视角与思考。

独特视角下的“延安妈妈”书写
——读张金平长篇小说《延河谣》

白星星

本报讯（通讯员 白利民）近日，严红林
编著的画集《遗址》由西北大学出版社正式出
版。

这本画集由素描篇与水彩篇构成，其创
作皆以洛川大塬独特的地理风貌为基础素
材。素描篇以“长歌”“欢宴”“庄严的时刻”

“模糊的视线”为主题，水彩篇以“手执”“呼
吸”“奔跑”“飞翔”为主题，分别收录了素描作
品和水彩作品300余幅。这些作品为我们展
开了一幅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远去的乡间村
落画卷，使严红林成为这个时代巨变中乡村
文化的忠实记录者与传承者。

据了解，严红林是土生土长的洛川人，现
在延安市第一中学任职，为陕西省美术家协
会会员、延安美协理事及水彩艺委会副主
任。多年来，他穿梭于洛川大塬的乡村之间，
用画笔悉心记录着原乡的烟火气息，作品散
见于《中国水彩》《陕西美术》《当代艺术》等刊
物，入选“深圳国际水彩画双年展”、台湾华阳
水彩双年展、陕西省庆祝新中国成立65周年
美术作品展及“中国梦”陕西美术作品晋京
展、马来西亚“首届中马国际水彩交流展”和
陕西省第二届美术写生等作品展，录入21世
纪高等教育美术专业规划教材《色彩教程》和
中国高等院校（十二五）精品课程规划教材
《写生色彩》。2011年，出版个人专辑《严红
林水彩画集》。

中国文联特约研究员，西安美术学院副
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文艺批评
家协会理事，陕西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屈健；长
安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水彩画家、中国
美术家协会会员、陕西美协水彩艺委会秘书
长杨毅柳；中国当代艺术家、油画家、作家张
鉴墙；中国当代艺术家、作家、策划人杨文胜
分别为该书作序。

严红林画集《遗址》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