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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文化自信 

——以西南交通大学为例
1
 

贾兆帅，陈晨 

(西南交通大学党政办公室，四川成都 61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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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大学要发挥以文也人、

以文育人功能，就必须坚持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西南交通大学作为中国近代建校最早的高等学府之一，在横

跨三个世纪的办学征程中，构建起了内涵丰富、底蕴深厚的文化体系，具有特征鲜明、特色浓厚的核心价值理念。

西南交通大学文化因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刻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而充满自信，并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拥有崇高信念。在新时代文化建设实践中，西

南交大文化体系又通过继承发扬传统文化，吸收时代先进文化，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图分类号】：0616；B8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18)06-0025-07 

坚定文化自信，对于髙校而言，首先要做到大学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

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1]
，对大学来说更是如此。文化是大学发展的灵魂和血脉，也是大学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更是大学

在世界多元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定海神针”。只有立足大学办学传统和办学定位，充分肯定大学文化价值和文化生命力，构

建起具有时代精神、风格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文化，树立崇髙的大学文化自信，才能繁荣兴盛大学文化，促进大学承

担起引领时代风气和社会未来，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和丰富的内涵。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大学文化既包含追求卓越、鼓励创新的品格，勇于开拓、求真务实的气质，也彰显皓首穷经、宁静恬淡的操守和兼

容并蓄、开放包容的气象。同时，由于每所大学诞生的历史背景不同，以及在发展过程中的差异，不同的大学其文化内涵又各

具特色、各有千秋，但中国大学均因承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积极借鉴世界各种文明之长，且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而充满自信。 

西南交通大学作为中国近代建校最早的高等学府之一，是中国土木工程、交通工程、矿冶工程高等教育的发祥地，也是中

国髙等教育发展史上大学文化的重要策源地。其漫长的办学播迁史孕育了厚重的文化底蕴，构建起了以“爱国荣校”为核心价

值、以“埃实扬华、自强不息”为基调、以“严谨治学、严格要求”为支撑、以“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

为育人导向、以“文轨车书郢大同”为至髙梦想的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激励着西南交通大学矢志办学、薪火相传，更鞭策

着一代又一代交大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这一厚重的文化体系植根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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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和诠释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髙等教育发展史上的文化瑰宝，更是西南交通大学实现历史性复兴、

建设一流大学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新时代需要坚定西南交通大学文化自觉，牢固树立西南交通大学文化自信，大力传承并弘扬

西南交通大学文化精神，并根据时代特点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更好地为人才培养服务、为复兴交大服务、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一、西南交通大学文化体系的逻辑构成 

西南交通大学文化体系内涵丰富、底蕴深厚，是在中华民族从近代走向现代，逐步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

社会稳定，并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历史大背景下孕育而生的，更是在西南交通大学漫长播迁史的伟大办学实践中锻造出来的。 

（一）以“爱国荣校”为核心价值 

“爱国荣校”是学校与生倶来、薪火相传的光荣传统，是一种犹如“胎记”的特殊基因，始终伴随着学校发展而传承，在

不同的历史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精神内涵，成为鼓舞和激励一代代交大人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不懈奋斗的动力源泉。在学校孕

育之初，时值甲午战败，国运衰微，民族危难，学校始创就担负着“兴学救国”“交通救国”“兴学强国”的伟大使命。在抗战

岁月里，学校不畏艰难险阻，始终髙举中国国旗。广大学生为挽救民族危亡，矢志学好本领，报效国家人民，甚至不惜牺牲生

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批批满腔热血的交大人自觉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毫不犹豫地奔赴祖国各条战线，默默奉献，屡

立新功。根据中央建设“大三线”精神，学校出色完成迁校任务，扎根西南服务国家。改革开放后，交大人更是为了轨道交通

事业的腾飞，披肝沥胆，接力奋斗。如今，中国髙铁已昂首走在世界前列，成为闪亮的“国家名片”，这其中凝聚着无数交大人

的心血与汗水。新时代“爱国荣校”拥有了更深刻的内涵和意义，为学校提供了更沉稳的自信和豪迈底气，就是要助力国家夺

取世界轨道交通技术制髙点，建设世界交通强国。 

（二） 以“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校训为根本育人取向 

十六字校训于 1930 年确立
[2]
，是学校“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和“宜诚笃，宜勤朴，基础坚，事功崇”育人

特色的升华，是一以贯之的人才培养根本取向，蕴涵了做人做事的品格气象和道德情操等多个方面，体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精义。校训中，“精勤”二字意为专心勤勉，精勤不倦，精勤求学则是要求教师要精究学问，精于教学，学生要精于用心，勤

于行动。“敦笃”二字意为敦厚笃实，诚朴宽厚，质朴实在，吃苦耐劳，体现了以德为先的育人传统，敦笃励志则是要求教师和

学生要集中心力致力于成就大事，教师要致力于培养大才，做大学问，成为大师，学生要致力于成为大写的“人”。“果毅”二

字意为毫不犹豫，果敢刚毅，知行合一，竭力而为，果毅力行则是要求师生要躬身实践，敢于拼搏。“忠恕”二字意为推己及人，

勇于担当，忠恕任事则要求师生在为人为学为业的过程中，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时刻秉持“仁者爱人”的大同思想。一直以

来，校训教育熏陶了一代代交大人，他们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天，校训也规范并激励着新时

代的交大人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砥砺前行。 

（三） 以“竣实扬华、自强不息”为强大精神动力 

1916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髙等学校作业成绩展览评比中，我校以 94分的优异成绩荣获全国第一名，除获得优等奖状外，

还由时任教育总长的范源濂特奖励学校“埃实扬华”匾额一方，这便是“埃实扬华”的由来
［3］
。“埃实扬华”意思是培养出优秀

的人才，同时使人才更加诚实、务实、朴实、踏实、坚实，从而扬我中华，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扬华”同时也

有扬弃浮华、不尚虚华、追求务实、崇尚实干之意。“自强不息”是学校在长期颠沛流离、饱尝磨难的办学经历中总结出来的，

共包含以下几层意思:永不停息、知难而上、完善自我、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两句合在一起，则包含四种内涵:“爱国至上、

振兴中华”，“严谨严格、求真务实”，“爱校如家、敬业奉献”，“开拓创新、艰苦奋斗”
[3]
。“埃实扬华、自强不息”精神集中体

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是一代代交大人生生不息、团结奋斗的根本动力，更是学校当前改革、建设、发展和创新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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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精气神。 

（四） 以“严谨治学、严格要求”为根本支撑 

“双严”传统是学校长期以来形成的育人传统，体现了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质量为核心的办学理念
［4］

。自创建伊

始，学校作为一所工程高等学府，不仅要求学生凭借真才实学报国，尤其强调人才培养的质量，以确保工程建设数据精确，标

准严格。“双严”传统首先表现在招生质量上。学校办学声誉显著，报考人数较多，但录取比例很小，1930年学校招考录取比例

仅有 14.6%,1936 年为 17.5%。其次是培养过程严格。罗忠忱教授是学校“五老”之首，他对学生要求严格是全国知名的，不但

要求公式演算准确，并且要精确到三位有效数字，如两次补考不及格则淘汰退学
［2］

。再次是对老师要求严格。学校不仅要求教

师造诣精深、授学精湛，而且要言传身教，精心教导。经过长期积累，这种精神逐渐成为学校师生的共识并内化为一种传统，

更成了学校的办学“符号”，赢得了社会和行业对学校的认同和尊重。正是凭借这种“双严”精神，学校在 1916 年全国高校学

生作业成绩展览评比中一举夺魁。在 2000 年全国本科教学评估中,“双严”精神被国家教育部评为学校教学特色，学校成为当

时全国 16所本科教学优秀学校之一。2007年同样又以优秀成绩通过了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五） 以“文轨车书郅大同”为至高梦想 

因为学校办学执著于铁路领域，具有极其鲜明的铁路特色，为我国铁路建设培养输送了大批工程技术专家，因此在校歌中

书有“灌输文化尚交通，文轨车书郅大同”的词句。“文轨车书郅大同”体现了学校以及全体交大人以科学技术与人文情怀为基

石，以文明融合与交通天下为己任，实现“天地交而万物通”“交通成和而物生焉”的崇髙理想。随着校歌在校园传唱不息，文

轨车书、交通天下也成为一代代交大人的最高理想追求。“文轨车书郅大同”的理想追求，与今天中国“交通强国”战略、“一

带一路”倡议，乃至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内涵别无二致，学校也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保持着鲜明的轨道交通特

色，奋力支撑中国轨道交通事业发展。 

二、西南交通大学文化体系的思想精髓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精髓和灵魂，这就是核心价值观。从这个角度看，西南交通大学文化体系的精髓主要可以概括为崇德、

尚实、严谨和果敢，这四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进一步丰富了学校的文化内涵，成为决定人才培养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 

（一） 崇德 

崇德是学校育人的不懈追求，在学校的文化体系中，始终把崇德放在首位，教导师生把崇德修身作为终生必修课。比如，

学校精神体现了爱国至上、振兴中华，顽强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学校校训体现了勤奋踏实、常勤精进的人生态度，笃

实温和、宽宏大量的处世风度，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气度，忠诚担当、尽心为民的髙贵品格，校歌中倡导诚实、笃实的

作风，饮水思源强调知恩、感恩的情怀，等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紧密相连的德育文化体系，引导熏陶师生涵养良好的个人

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坚定地扛起对自己、对他人、对家庭、对工作、对社会和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担当。 

（二） 尚实 

尚实是学校的底色。学校在创办之时即秉承实业救国、实业报国的理想，培养优秀的人才为国家和民族做实实在在的贡献。

学校内部刊物在 1946 年就曾指出：“唐山的特色是实事求是，埋首苦干。”
[2]
所以，学校以及培养的一代代交大人的底色就是尚

实。这里的“实”有五种内涵:性情真实、知识厚实、做人朴实、做事踏实和事业坚实。性情真实是坚持自我，做人靠谱;知识

厚实是基础深厚、专业扎实，有真才实学;做人朴实是厚道老实，默默奉献;做事踏实是忠于职守，忠恕任事;事业坚实是果毅力

行，积极投身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在各个历史时期，“实”始终是学校的文化基因和不变情怀,是一代代交大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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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印记和行动指南。 

（三） 严谨 

严谨是学校的本色。学校能够形成严谨的文化传统，不仅在于学生人学把关严格，宁缺毋滥，并且设立了严密规范的办学

规章制度，尤其是考试制度以确保人才培养质量，还拥有以“五老”“四少”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学风严谨、教风严谨的大师名师。

无论在任何时期，学校的严谨风气都没有半点松懈，成为了一脉相承的珍贵特质，也是学校两次在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评估中

获得优秀评价的最佳注解。正是得益于学校的严谨文化熏陶，学校的一批批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后，也始终遵循严谨、严谨、

再严谨，细致、细致、再细致的作风，完成了许多国家重大工程的设计及建设任务，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学校毕业生的独特标识，

又促进了学校的严谨文化名声在外、有口皆碑。 

（四） 果敢 

果敢是学校的独特性格，也是校训“果毅力行”文化传统的题中之意。果敢是学校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养成的独特性格，

面对颠沛流离、不断搬迁、屡受挫折的事实，唯有处事果断、敢于拼搏、不畏险阻、迎难而上，才能在困境中求得生存，打开

局面，进而发展壮大，建功立业。学校的光辉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从中国轨道交通发展史上无数个“中国第一”乃至“世

界第一”的诞生，到构建起以世界公认的“沈氏理论”和“翟孙模型”为标志的铁路大系统动力学基础研究体系，从职务科技

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小岗村实验”，到搭建起世界首个真空管道超髙速磁悬浮列车测试平台等，所有这些，如果没有果毅勇敢、

迎难而上的精神品格，何以可能。所以，果敢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仍必定是西南交通大学独有的秉性追求。 

三、西南交通大学文化体系的当代解读 

西南交通大学文化体系所蕴含的精神理念，深深根植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学校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办学道路，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个人梦、交大梦、中国梦凝聚融合在一起，有力支撑学校实现历史性复兴。 

（一） 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西南交通大学的文化精神是根植于中华大地而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从价值层面看，中国传统价值观强调以“仁”待人，

以“和”为贵这为学校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灌输文化尚交通”，“文轨车书郅大同”提供了最根本的价值遵循;同时，学

校将“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使命，也是对《大学》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根本体认。从历史角度

看，学校发端于甲午战败、民族危亡之际，把救国强国作为当时的办学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把筑路报国作为时代使

命，当前更是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将服务交通强国作为新时代的担当，这即是学校“爱国荣校”传统的集中反映，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以及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着天然联系。从文化角度看，学校的文化精神、校训、

校歌等校园文化传统，均是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适应时代先进文化和理想追求概括提炼而来，自然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契合贯通。 

（二） 耦合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这个特色的核心，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西南交通大学文化体系的

精神主旨耦合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表现在学校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作为办学的根本指导，并把学习、研究和阐释马克思主义

作为文化建设的主体，展现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表现在学校将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作为根本任务，将根植于中国大地建设轨道交通领域世界第一的大学作为追求目标，将助推中国轨道交通事业发展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建设作为历史使命，倡导将个人的理想、前途和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紧密连接在一起的价值观，反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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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代交大人将中国梦、交大梦、个人梦有机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实践。 

（三） 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西南交通大学文化体系的深厚土壤，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源泉。因此，西南交通大学文化

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联系，殊途同归，同时，也从文化育人的角度回答了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

养人这个根本问题。首先，从个人素质养成层面而言，学校文化体系引导师生饮水思源，爱国荣校，诚笃勤朴，基础坚，事功

崇等，都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其次，从社会价值准则而言，学校设立《西南交通大学章程》，

制定各类管理办法，深入实施依法治校，鼓励人的全面发展，支持思想平等，学术自由和创新创造等，也是“自由、平等、公

正、法治”的应有之义。最后，从国家价值目标而言，学校在 122 年来探求教育救国、教育强国的历程中，积淀并凝聚了强大

的社会担当精神和社会责任意识，始终积极主动、竭尽所能支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发展，是对“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价值观的内化。 

（四） 支撑西南交通大学历史性复兴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对一所大学来说也是如此，文化兴校运兴，文化强学校强。作为一所具有 122 年悠久

办学历史的高等学府，学校始终与民族同呼吸、与国家共命运，积淀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为探索

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文化传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学校文化体系所蕴含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和精神脉络，适应新时代、

新形势的要求，符合学校的发展特点，是学校感召力、凝聚力、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水之源木之本。对此，我们要有髙度体认，

要不断增强交大文化自信，要有底气、有能力、有办法，把源远流长、跨越时空，极具传播价值的西南交通大学文化精神弘扬

光大，学校的历史性复兴就具有无比深厚的文化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四、西南交通大学文化体系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人了新时代，西南交通大学也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使

命，面对新时代髙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深刻变化，交大人需要不断提升文化自觉，在继承发扬与互鉴融合中，实现文化体系的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全面匹配学校历史性复兴新阶段。 

（一） 交大自信 

回顾学校 122 年的发展史，之所以能够栉风沐雨，薪火相传，筚路蓝缕，玉汝于成，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学校始终保持着强

大自信，以及学校师生身上所特有的愈挫愈勇、永不服输的冲劲闯劲拼劲軔劲。学校始创，即为御批国立官办铁路大学，是当

时仅有的几所可以培养本科人才的髙等学府，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第一批自己的铁路工程师。唐山时代，学校人才培养大放异

彩，在国际上声名鹊起，被誉为“东方康奈尔”。抗战期间，学校举校南迁，颠沛流离，在腥风血雨、战火硝烟中依然坚持办学，

谱写了“油灯之下出院士”的佳话，堪称教育史上的奇迹。峨眉时期，学校各项建设几乎从零起步，虽然深山之中条件艰苦，

环境闭塞，但是交大人不屈不挠，矢志办学，同样创造出了新的业绩，开创了峨眉时代。这样的事例，在学校不同时期都有许

多，每一次都深刻砥砺了学校的坚实自信，成为我们的优势所在。今天的交大人更应该敬畏交大传统，增强交大自信和交大底

气，传承好前辈先贤创造的精神财富，向“复兴交大，建设一流大学”的目标奋勇前进，不达目标，誓不罢休。 

（二） 勇于担当 

勇于担当是西南交通大学与生倶来的髙贵品格。122年来，从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到西南交通大学，从榆关初创到蓉城壮

大，学校的办学事业之所以能够披荆斩棘、不断创造全新历史篇章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民族、对国家、对人民,特别是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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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轨道交通事业的担当精神。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时期，许许多多的交大人面对生死考验，毅然决绝开展革命活动，奋不顾

身支援抗战;在抗美援朝期间，学校是唯一一所奉命参战的髙校;世界海拔最髙、技术难度最大的青藏铁路工程建设中，交大人

占了技术人员的 70%;作为中国第一所铁路高等学府，学校有力支撑了中国轨道交通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近一段时期，交

大人又肩负起建设“交通强国”的历史使命，毫不犹豫冲向“一带一路”建设的最前沿，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注人强劲

的交大动力。正是这种无怨无悔、勇于担当的精神，使交大人成为了中国轨道交通事业发展当之无愧的重要脊梁。今天，担当

的接力棒又传到了我们手里，我们要“复兴交大，创建一流大学”，不仅要有方向、有路径、有举措，更要有担当、有实干、有

落实。勇于担当，力承己责，毫无疑问应是交大人从学校历史深处承继的髙贵品格。 

（三） 善于创新 

回望学校 122 年的发展奋斗史，就是一部重视创新、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历史，一代代的交大人也都是聪明智慧，富于

创新精神的。学校在国内首创毕业设计制度，首创采用世界名校原版英文教材;与时俱进，及时从单科性的铁路院校向理工结合，

文理渗透的多科性大学转变;学校为中国铁路 6次大提速、重载运输、新型城轨、髙速列车的研制等提供了原创基础理论，支撑

我国铁路系统动力学研究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中国首条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低速磁浮商业运营铁路其核心技术 60%来源于

西南交大
[6]
;世界首创第一列新能源空轨列车由西南交大牵头研制等。无论任何时候，任务多么艰巨，条件多么困难，交大人总

能以髙超的创新智慧闯出新的道路，不断寻求突破，取得新的成绩。当今时代，世界瞬息万变，机遇稍纵即逝，唯创新者进，

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面对新的形势，只要我们重视创新、勇于创新、善于创新，就一定能够打开各项工作新局面，闯出

一条具有西南交大特色的复兴之路,也必将迎来“复兴交大，创建一流大学”理想的早日实现。 

(四) 敢于冒尖 

无论是解放思路办学育才，还是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敢于突破、敢于冒尖、敢于拔尖、敢于领先从来都是交大人骨子

里积淀的文化气质，做任何事总想着你行我更行，就是要拉出来遛一遛，就是要拿出来比一比。在新式教育刚刚发轫的 19世纪

末，如何创办一所现代大学国人还懵懂无知，学校就大胆择法欧美，融通中外，迅速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现代大学制度，为探

索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对接国家战略，充分调动科技创新，学校在国内髙校中率先探索职务科技成

果混合所有制改革，被誉为科技领域的“小岗村实验”，并作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四川经验”在全国落地发芽。为支撑中国

髙速铁路未来发展，学校继突破髙铁运营速度“400+”公里时速后，又率先向时速“600+”公里的真空管髙温超导磁悬浮研究

领域进军。交大人就是有这样的站位和视野，有这样的胆略和勇气，敢于设计，敢于试验，敢于探索。今天，我们扎根中国大

地办大学，一样要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魄力，要继续当好先行先试的排头兵、先行者，建好轨道交通领域世界第一的西南交

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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