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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一生
校长开学致辞被学生们誉为大学的第一课。有时，校

长一句不经意的讲话，会犹如一根火柴，照亮学生迷茫的内
心；或犹如一盏明灯，指引着他们未来的方向；或犹如一个港
湾，给予他们灵魂的慰藉。

文 l 青牧    图 l 受访者提供

修身，修心，修学

亲爱的2013级新同学们：

大家好！

你们怀着对梦想的执着和对未知的渴求踏入了交通大学的大门，此时此刻，你

们也许很期望我可以告诉你们在大学该怎么做，才能成功。可是我想告诉你们，成功

其实是世界上最难定义的概念。所以，在你们真正步入大学的第一天，我们不谈成

功，只谈做人，怎样做一个独立的，睿智的，淡泊名利、德行高尚的，一个有严肃的

批判精神而又富有温暖的人文情怀的人。去年在这里，我讲了闻道、问道、悟道之重

要，现在，我想与你们就如何度过大学生活，再分享三点体会：修身、修心、修学。

第一句话，修身为始，做一个德行高尚的人。

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意思是水造福万物，滋养万物，却不与万

物争高下，这才是最为高尚的美德。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道：“夫君子之行，静以

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只有看淡世俗的名利才能明确

自己的志向，只有身心宁静才能实现远大的理想，同样讲的是做人的修养和德行。大

学的使命在于为时代造成杰出人才。交大生于忧患，其命运无时无刻不与国家民族

血肉相连，而支撑历代交大人奉献不辍的正是这种不为名利、淡泊宁静的道德修养

和精神境界。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以修身为始，作为新一代交大人，我希望大家志

存高远的同时，也要注重德行的培养和内在品格的塑造，不被眼前的名利虚妄所蒙

蔽，坚守内心的净土，在不断修身的过程中走向成熟，实现人生价值！

第二句话，修心为上，做一个胸怀宽广的人。

大学之大，不在于校园之大，而是在于其心胸的博大。在今后的大学生活中，你

们不仅会遇到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的老师同学，更会经历各种先进思想、新奇观点

的争鸣与交锋。不同的文化代表着不同的阅历，而不同的思想则代表着不同的人生

境界，正是因为这些不同的存在与交融，大学才真正成就了其创新的使命。所以，你

们在独立思考的同时，也要懂得兼容并包、接纳不同，更要学会彼此欣赏、相互支

撑。修心为上，乃成其大，你们的胸怀有多宽广，未来的路就有多宽广。我希望你们在

收获知识和能力的同时，也能收获信赖和友爱，并彼此成为未来事业中最可靠的伙伴

和多彩人生中最真诚的朋友！

第三句话，修学为本，做一个知行合一的人。

大学是一个人才聚集和成长的地方。修学为本、探索未知是生活在这里人们的

追求与信仰。对于你们而言，学习不仅是知识的传承与积累，更是开启智慧与创造新

知的探索。你们的创新创意，哪怕是“异想天开”，甚至是“不着边际”，只要源于你

们对知识的理解和缜密的思考，都将会得到鼓励与支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

变，成一家之言”。这里有产生大师大家的土壤与养料，我相信你们之中必将会产生

新的大师大家。“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合一，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过程。交大的学子要用所学的知识，创新性地运用于知识探究与生活实践中；要用自

己的言行，实践“饮水思源”的校训和唐文治老校长“成第一等学问、第一等事业、第

一等人才，第一等品行”的教诲。

 
——摘选自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在2013级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开学“第一项作业”

今年交大新生收到的录取通知书中，附有一封上海交大校长、中科院院

士张杰的亲笔信以及一本古朴、典雅的线装书《大学对你说》。信中张杰为

新同学布置了开学之前要做的“第一项作业”：“在成为一名真正的交大人之

前，体会做人最重要的两个品质：感恩和责任，这是我布置给你的第一项作

业”。张杰对新同学说，“请不要忘记感谢养育你、陪你一路走来的父母和家

人，不要忘记感谢在学业进步和人生成长上给你悉心指导和帮助的老师。”

回忆当年的校长开学讲话，丁丁说，“最有印象的估计就校长说的那六个

字，要学戏，先做人。”这一句上海戏剧学院老院长熊佛西的名言至今仍作为校

训刻在上戏主教学楼红楼的墙上。

丁丁说，在学生时代，对这些看似大而空的话，会有些反感。但随时间的推

移，这些“大而空”的话，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刚开始工作时，丁丁被分在

103.7做深夜电台节目，深夜电台节目到底是什么样？“深沉”是丁丁唯一想到的

形容词，之后的三个月，丁丁每晚在话筒前扮深沉，这样的深沉，最后让丁丁自

己都有些崩溃。他终于明白，要想成为一名优秀主持人，必须本着自我，而不是

刻意模仿，矫揉造作，要学戏，先要做个最真实的人。

说到做人，丁丁又想起前两年“名优新”评选这段经历，当时，看着极个别

的主持人频频找人刷票，票数噌噌地往上涨，有人劝丁丁也找人内部操作，丁

丁拒绝了，后来领导安慰丁丁——这些用刷票得到名优新的主持人，一定是暂

时的，好的主持人，还是要靠实力证明自己。

近三年，丁丁带队代表东方风云榜，分别去了广西、河南和云南，给山里的

孩子组了个合唱团，教他们唱歌。丁丁说，这样一个公益项目到现在已是第三年

了，他去过云南，广西，在那里他听到了最美的声音，当然，正因为他们这般天籁

的声音，让丁丁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回到上海，他也会特别开心，这让丁丁

再次想起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丁丁说，校长的讲话，很多时候，大家都会

觉得很无趣，但是这样的话却总是戳中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并且影响你一辈

子，这一定是你进入大学的第一课。

张怡微 

2009年夏天是燥热的。那一年，顾文豪毕业了。如今的他仍记得当年校长毕

业典礼上的讲话，“叶应该耸向云天，根却要扎在大地。”顾文豪对这句话印象深

刻，这就是他所理解的复旦精神。“很多大学校长都喜欢说理想，但是我觉得谈理

想之前，还是要扎根于地。树的根基不扎实，怎么会有繁茂的叶子呢？”

8年，顾文豪一直执着于中国古代美学与文论的学习。他理解的复旦精神就

是坚韧的，听从内心的，务实，淡定且充满自信。顾文豪自笑，“感觉自己除了写

写字读读书之外，其他什么都不会。”在他的生活世界里，除了睡觉和偶尔的外

出，余下的时间就和书相伴。有人好奇的问他，“读文学，将来有饭吃吗？”顾文豪

的回答倒是坦然，他说，相比那些读金融系的，文学在今天的时代处境下，兑现能

力确是差了些，但是世界上并没有哪个专业天生没饭吃。问题的本质反倒是你在

这个领域是否专业，回报和你的专业程度成正比。

在从小到大的学习生涯中，顾文豪参加过好几回毕业典礼，开学典礼，心情

早已平复。只是在那时，他总是细心地观察周围人的感受，哭泣的，紧张的，激动

的。他觉得，我们之所以会认同校长的讲话，其实不完全因为校长讲的多好，而是

我们期待被校长的话戳中内心。而在顾文豪看来，之所以如今的大学校长频频

提及理想的价值与梦想的力量，恰恰是因为，学生们对未来的焦虑感，对前途的

不确定性，使得理想与梦想成为大家需要的一种话语。论及复旦精神给顾文豪的

影响，他笑说，“通俗点说，就是上海人讲的‘勿要去轧闹猛’，当大家都在谈一件

事的时候，我通常都会避开。因为这已经无关讨论，只是一种话语的消费。”

开学典礼是新的人生启程

Q:每年开学都有典礼致辞，它对学生们的意义是什么？

A:大学中有两个仪式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开学典礼，另一个是毕业典礼。开学典

礼意味着他们从中学步入大学，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转变，开启新的人生征程。

每年的开学季，我都有深刻的感动。我被同学们的年轻、无畏和朝气所感动。作为

校长和师长，作为30多年前的大学生，我很羡慕他们，羡慕他们在这个好时代中拥有的

无限的可能性和机会。所以，在他们交大的学习生涯开始之时，我殷切地希望他们能

够珍惜在交大的学习机会。我也深信：他们的理想会因为交大而更加丰满；他们的人

生，会因为交大而更加精彩！

Q:随着时代的变化，开学典礼校长致辞出现了校长卖萌、咆哮体、根叔风格

等。您是如何看待这种风格的变化的？

A:教育的意义，在于自主追求中的引导和启发。时代在变化，入校大学生群体的

特点也有所不同。为了更好地“因材施教”，校长致辞、演讲的风格也会发生一些变

化，为的都是以更易于新生接受的方式对他们做出引导，对他们的成长产生正影响。

无论是哪种风格，都代表着校长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和殷切期望，代表着学生和社

会对校长的一份期许。要把每一种风格真正做好，还要付出更多、更大的努力。

无论时代怎么变化，大学校长对大学、对学生的使命和责任永恒不变。

Q:您如何理解校长这个角色？

A:就整个高等教育而言，大学校长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实践者，他们都在为中国高

等教育的发展和一流大学的建设尽自己的力量；就一所大学而言，大学校长是一所大

学精神的代言人。校长的某些意识、行为、品格也将直接影响着大学的发展。大学的

个性一定程度上受到校长个性的影响；对同学们而言，大学校长是他们的导师和朋

友。作为师长和朋友，大学校长有责任为他们的成长提供指导和关心，引导他们在大

学如何“闻道”“问道”“悟道”和怎样“修身”“修心”“修学”。

Q:大学是怎样的一个平台？它能对一个人的人生所起到的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

A:一位教育学家曾说：“研究型大学的本质就在于把一群极具创新思维的教师和

极具创新潜质的学生聚集在一起，让他们的创造力相互激励，产生使学生终身受益的

创新能力和智慧。”

我认为，大学是思想的源泉，是国家的智库。大学正日渐成为社会的中心。大学不

仅仅是知识的传承者和创造者，更是人类思想、精神和道德的制高点，是社会公平、正

义和良心的最后堡垒。我在探寻创新人才的产生规律时发现，人类最深邃的思考常来

自大学，这是大学存在的最重要价值之一。

Q:您觉得学校、学生和校长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A:我觉得校长和学生之间是一种师长和朋友的关系。在交通大学，我有一个特殊

的称谓——“杰哥”。2007年1月8日，我在上海交大饮水思源BBS“交大发展论坛”版发

帖后，学生和站友的反应非常热烈。从那时起就有学生在BBS上用“杰哥”称呼我了。我

理解这个称呼：既是学生对我直接通过BBS网络平台和他们平等交流的一种肯定，也

是对我的一种期待。期待我这个校长能够像无话不谈、情同手足的兄长一样，与他们

在校园里共同生活。应该说，这些年来，我没有辜负学生对我的期待。

2005年的张怡微刚刚18岁，除了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的名头，她与普

通高中毕业生没什么不同，正迈向一个新的世界，大学校园。

对于8年前夏天，张怡微记忆犹新。那个夏天，校长王生洪在本科生开学典礼

上对3700名新生说：“从今天起，‘复旦人’这个名字，将和你们终身厮守。”从那一刻

起，复旦的精神潜移默化影响着张怡微。

张怡微记得第一次听到校歌，是在南区正大体育馆中。音乐声响起时，所有人

都安静下来，非常神圣。那一年很幸运，是复旦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时任复旦

大学校长的王生洪做了题为《复旦百年：精神与使命》的演讲，讲述了复旦从公元

一千九百零五年诞生，八间讲堂、一百六十名学生开始，一路踏过废除科举、日俄之

战、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的伟大纪年，风雨百年的历程。“我觉得自己很光荣，虽然

正大体育馆只能容纳几千名学生，却让我感觉自己背对着坐在历史列车上，这种呼

啸而过车轮声里隐藏着深刻的时代精神。而我，也是这时代精神最最微小的一个组

成部分。”

2009年本科毕业时，恰逢金融危机。当年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历经了一场严酷的

求职选拔，张怡微读的哲学系更是首当其冲。但事实上，哲学系也是最符合“自由而

无用的灵魂”复旦精神的系科所在，张怡微的大部分同学，都远离城市喧嚣，沉溺于

精神生活富足的海洋中，从未感到任何被时代边缘的失意。当时她已经考上研究

生，新的人生才启程。张怡微说，作为一门非实用性学科的门徒，我们有着自己的理

想和追求，这就是她理解的复旦精神。

从本科到硕士，张怡微将最好的时光寄存在复旦的剪影里。“我在复旦住了七

年。这种厮守本身是日常的，润物无声。从本部五号楼，到南区29号楼，再到北区31号

楼，我逐渐从一个走过青春期满心憧憬的高中女生，蜕变成了一个成熟的青年。”

现在已赴台湾读博的张怡微仍然不忘与复旦终身厮守的约定。她说：“我代表

的是复旦毕业的学生，有一份责任感在。”最最让她感到自豪的是，每次自己取得

什么成绩，都觉得会和复旦有关。即使是博士考到外校，她也会在新书的个人简历

中，写上复旦毕业。在张怡微看来，这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青年作家
2005年复旦开学典礼 校长：王生洪

与复旦终身厮守

顾文豪

书评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
2009年复旦大学毕业典礼 校长：杨玉良

仰望星空，更需脚踏实地

丁丁 

 DJ主持人
2004年上海戏剧学院开学典礼 校长：荣广润
校长的话戳中你内心

张杰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

Q：生活周刊
A：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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