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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自中世纪大学诞生以来袁大学职能不断演变和发展袁逐渐形成了人才培养尧科学
研究和服务社会等三大公认的职能遥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尧教育家吴玉章的高等教育
思想袁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仍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遥 其
中袁在人才培养方面袁吴玉章尊重教育规律袁培养又红又专的高级专门人才曰在科学研究方
面袁吴玉章保护有条件的学术自由袁明确教学与科研的关系袁塑造了社会主义高校学术研究
的理想和性格曰在服务社会方面袁吴玉章秉承将一切智慧服务于人民的信念袁凸显现代高校
创新创业教育的理念袁始终提倡大学人应以服务社会为己任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
先驱袁吴玉章坚定不移地探寻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办学发展之路袁不仅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
价值袁更是对我国高校现代化办学发展之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遥当今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应
传承其思想和精神袁不忘初心地夯实人才培养本位袁立德树人袁培养德才兼备尧适应社会需要
的高级专门人才曰坚持将对学术真理的不懈追求作为高校繁荣发展的固有使命袁始终牢记学
术界限和职责袁明确社会赋予学者的职责和义务遥 吴玉章高等教育思想袁是我国高等教育领
域宝贵的历史遗产袁时至今日仍有深远的影响袁推动社会主义高校由萌芽尧发展袁逐渐朝着具
有中国特色现代化尧高水平的大学迈进遥大学及高校工作者在自觉树立社会服务意识的基础
上袁应传承社会主义高校的历史责任和担当袁学习吴玉章等老一辈无产阶级教育家的优良传
统和奉献精神袁以更多的内部职责动机代替外在因素驱使袁发扬和诠释吴玉章在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领域的崇高思想和不朽功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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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研究缘起

吴玉章渊1878要1966冤袁四川荣县人袁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尧教育家尧历史学家尧语言
文字学家遥 他曾担任鲁迅艺术文学院尧延安大学尧华北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袁是我国社会
主义新式大学的奠基人袁为我国高等教育特色化尧现代化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遥 吴玉章的高
等教育思想袁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宝贵的历史遗产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时期仍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遥 本文以现代大学三大经典职能要素为切入点袁着力
分析吴玉章的办学治校思想及实践在人才培养尧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三个领域的契合点和特
征袁并探讨吴玉章高等教育思想的现实价值袁以期为丰富和完善对无产阶级教育家吴玉章高
等教育思想的研究贡献绵薄之力遥

二尧吴玉章与大学人才培养职能

吴玉章在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高校校长期间袁 始终坚持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统率袁以
专业教育为抓手袁遵循教育内外在规律袁牢固夯实社会主义高校以培养野又红又专冶高级人才
为首要任务的基础袁明确了社会主义高校的首要使命遥 可以说袁这是吴玉章高等教育思想在大
学人才培养职能上的突出特征遥

渊一冤野马列为师范袁门徒改学风冶袁从而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大学行业或学术自治体
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党和全国人民的事业袁 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兴旺繁荣的百年大计遥

因此袁为谁培养人袁培养什么样的人就成为我国大学人才培养职能的核心问题遥 吴玉章的高等
教育思想和实践袁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尧毛泽东思想等政治基本理论为基础袁发扬实事求是的
学风和砥砺奋进的精神袁并将这种学风加以延续袁保证人才培养工作在思想品质上的一贯性遥
这就为高校坚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的教育方针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凝聚力和思想保障袁从组
织制度上解决野为谁培养人冶的问题遥 也为全面提高学员的基本政治理论修养袁大量培养党和
国家急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高级专门人才提供了学风支持和智力保

证袁从而回答野培养什么样的人冶的问题遥
吴玉章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时袁 将学习和贯彻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作为培养艺术创作者尧理

论研究者和开展文化艺术活动的核心指导思想袁明确指出野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
新文艺运动的基础上袁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袁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
才袁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和核心遥 冶[1]63不仅如此袁鲁迅艺术文学院要求学员学
习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袁将其作为学员必须具备的基本修养尧修习的基础课程和掌握的基本知
识遥 这有助于学员建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方法论袁自觉指导自己的艺术工作袁积极将艺术理论
与创作同当前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袁探索和发挥文艺工作在具体实践活动中的先锋
作用遥 在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生死关头袁鲁迅艺术文学院响应了党和时代的号召袁创造出
一大批优秀的艺术和论文作品袁得到人民群众的接受与好评曰培养了一大批具有政治理论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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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艺术人才袁成为党和军队文艺战线的骨干力量遥 毫无疑问袁鲁艺学院响应了党中央在文艺
战线上宣传群众尧组织群众尧发动群众的号召袁实现了建设一批既有政治立场尧又有文艺修养
的艺术工作队伍的预期目标遥

1948年 6月袁华北大学在全面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大背景下成立袁肩负着大面积培养新
中国政治尧教育尧文艺和科研等领域所需干部的历史使命遥 为了向革命战争输送急需的人才袁
华北大学很大程度上具有短期速成的人才培养性质袁学制多为三个月到半年遥 学制和人才培
养方案具有因时制宜尧因地制宜的特点袁灵活多样尧不拘一格地为革命战争输送各类需要之合
格人才遥 因此袁对青年学员正确的世界观尧革命观和人生观的改造和树立袁让广大学员掌握党
史党章尧党风党纪袁了解党的政策纲领尧革命历史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尧毛泽东思想袁并使
他们在今后的革命工作中自觉提高革命理论和政治理论修养袁以指导自身的实践工作袁就成
为华北大学面临的重要教育任务之一遥 从学校的具体实际出发袁吴玉章在华北大学开学典礼
上向全体师生提出袁野华北大学最主要的是学习马恩列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冶[2]92遥 华北大
学四部两院的主体第一部政训班袁开设政治基本理论尧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史尧中国共产
党介绍尧党的政策课等课程曰以培养教育师资为目的的第二部袁政治课占所有课程的三成左
右曰文艺部则通过学习马恩列政治理论和党的政策理论等课程袁影响文工团或影剧团的干部曰
研究部则下设政治尧哲学研究室袁一方面从事近代哲学尧时政理论等研究袁另一方面通过研究袁
为学校储备合格政治理论教师遥 通过课堂理论知识教学尧分组自由讨论尧自觉学习和实地参观
考察等教学方式的灵活多样及综合袁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尧革命观和政治觉悟遥 吴玉章在华
北大学期间袁全方位尧大面积地培养和输送中国革命和前线战争所需要的党政军人才和社会
各界知识分子袁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推向新的高潮遥 吴玉章强调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的重要
性袁但知识分子必须要有正确的革命思想并为人民群众服务遥 在极短的学制和速成的教育性
质下袁将政治理论的学习和党的政策路线教育作为华北大学人才培养的首要任务袁不仅保证
了对社会各界输送人才政治觉悟和政治立场的可靠性袁也为中国特色新式多科类综合性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和开端遥

吴玉章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一任校长袁 而中国人民大学是我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创
办的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新型综合性大学袁被刘少奇赞誉为野我们新中国第一个办起来的新
式大学冶袁野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我们的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袁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
子来办其他的大学冶[3]152遥 这个野新式大学冶体现在两个方面遥 首先袁从世界公认的大学职能考量袁
自大学从中世纪诞生以来袁其职能不断发展尧变革和深化遥 在中世纪大学的雏形初现后袁把培养
高级专门人才作为大学第一职能曰19世纪袁 德意志新人文主义学者洪堡对柏林大学进行了改
革袁确立大学科学研究的重要职能袁从此对德国和世界的大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袁研究型大学
成为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主要力量曰20世纪初袁野威斯康辛冶理念提出袁大学不应当仅限于课堂袁
真正的知识应该是有助于影响和改善人们的生活袁从此野服务社会冶又成为现代大学公认的第
三大职能遥 而新型社会主义大学袁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大学职能相比袁最重要的不同点在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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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片面强调专业知识和通识教育袁单纯追求高深学问研究袁或是仅仅注重高等教育的经济社
会功能遥 习近平强调袁野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冶袁并指出我国高等教育野肩负着培
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遥 冶[4]其次袁从党的自身高等教育办
学历史出发袁中国人民大学是由陕北公学和华北大学发展建立起来的袁前两者必须与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具体实践相适应袁在办学地点和学制等方面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尧因时因地灵活
制宜袁带有政治训练班和成人教育速成班的特点遥 而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袁党在普
通高等教育方面的伟大创举和开拓性的尝试袁使其在学制尧修习年限尧专业设置尧教学组织方面
相比之前更加正规尧全面和系统袁立体式全方位地向新中国的政治尧经济尧文化等社会方方面面
和各行各业输送高级管理干部和劳动者遥 在全面贯彻党的政策方针路线袁解放战争基本夺取胜
利尧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拉开序幕的时代背景下袁中国新式综合性大学的生存和发展袁必须将
党的领导和党的教育方针贯彻到治校办学中去袁必须将掌握政治基本理论和牢固政治觉悟尧立
场作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标准遥 吴玉章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袁提出
野中国人民大学要培养马列主义知识和毛泽东思想所武装袁决心保卫人民民主主义祖国袁忠诚
于新民主主义建设而为将来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干部遥 冶[5]418具体地讲袁学校应当以马列
学说和毛泽东思想来进行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袁并把他们培养成为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专家曰创
造具有现代科学水平和高度思想水平的各科教材和参考书曰不断提高教员的政治思想水平袁并
培养大批科学教育工作干部遥 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后下设本科 8系袁 其中政治理论课占 20%-
25%曰专修科下设 11个专业袁政治理论课除史地尧教育专业占比 26%袁其余专业占修习课程的
37%遥 除此之外袁中国人民大学还通过文化补习班尧函授专修班尧马列主义夜大学尧马列主义夜
校尧职工业余学校等在职成人教育的形式袁向各行各业的干部和劳动者进行政治理论课教育遥

由此可见袁吴玉章在中国人民大学时袁不再是仅仅以短期速成班的形式向学员进行政治理
论的再教育袁更体现在普通教育的专业人才培养上袁通过明确的课程设置尧高水平的教科书编
纂和对教员政治素养的规范袁坚持将马列主义尧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方针融入到人才培养
的全过程中袁不仅为社会主义新中国作了具有牢固政治立场和良好政治素质的未来管理干部
和劳动者的人才准备袁也为其他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规格树立了典型范式遥 吴玉章在不同时
期不同高校的人才培养思想和实践中袁都高度重视政治教育袁不仅为党和党领导下的革命事
业培养了合格人才袁 更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合格政治修养和牢固政治立场的高级专门人才袁
为全面贯彻党的大政方针提供了大量人才准备和智力支持遥

渊二冤吴玉章毕生的人才培养思想和实践袁在重视政治修养的同时袁强调专业知识
教育和专业技术训练

政治理论学习是学员实现人生价值尧服务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基础袁而业务素质训练是学
员从事管理技术工作尧建设富强繁荣社会的基本技能保障遥 培养懂业务尧有知识的专门人才是
吴玉章长期坚守的人才培养质量规格标准遥 教育袁尤其是高等教育袁是最好的启迪蒙昧无知尧
传授科学技术与文化知识的组织渠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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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章任前述各高校校长时袁坚持尧明确和落实了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高等教育职能袁做
到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并重遥 其中在延安大学时期袁叶陕甘宁边区教育方针曳中明文指出袁延安
大学的教育方针是野以适应抗战与边区建设需要袁培养与提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尧经济文化建
设的实际工作干部为目的噎噎以期实际经验提升至理论高度袁达到理论与实践统一袁学与用
一致遥 冶[6]145因此袁吴玉章牵头制定的叶延安大学教育工作总结及今后计划纲要曳明文指出袁延安
大学应培养野党的各种高级专门的政治尧文化尧科学及艺术人才冶[1]110袁从而明确了社会主义高校
培养专业人才的重要使命遥 吴玉章主张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革命经验进行总结袁再以知识的
形式传授给学员袁使得学员掌握基本经验和劳动技能袁让学员不仅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所需
的基本文化知识袁而且掌握必要的生产劳动技能袁做到文化知识和技术训练并重遥 学员运用所
学知识和技术袁参与生产劳动袁在延安大学的校办厂袁参与制鞋尧制木和粮食生产劳动袁以学致
用袁支援了革命根据地的建设遥 而华北大学的系部设置更加具体和系统袁政治部尧教育部尧文艺
部尧研究部和工尧农学院袁下设相关专业尧系科和研究室袁系部的调整尧专业的增设袁分门别类的
学科布局袁日益科学的专业课程和学科教材袁使得学科之间专业知识的指向性和科学性更见
清晰和明确遥 华北大学袁不仅要传承培养革命干部和农工技术人才的基本职能袁更对他们的文
化知识素质作了更高的要求袁以便开展社会科学和农业科学等初步研究或为大众教育输送师
资力量遥 学术和技术并重袁以技术支援学术袁以学术反哺技术袁在吴玉章治下的华北大学时期
初见端倪遥

中国人民大学担负起培养国家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各种干部和新中国所需要的管理干部

的重要使命遥 在此期间袁吴玉章更加重视通过传授最新的科学知识袁输出更多明科学尧懂技术
并能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中熟练运用的专业人才遥 相比以往短期的速成专业训练袁中国人民大
学更强调学员的具体业务尧文化修养和科学知识的综合素质袁以完成培养尧输送尧储备各种管
理干部和各行各业社会主义接班人的使命遥 中国人民大学创办之始袁设本科 8系袁专科 11班袁
覆盖政治尧经济尧管理尧俄文尧法学尧外交尧教育尧统计等专业遥 各专业面临培养所在领域高级专
门人才的重任袁如财经教育的任务即为培养经济理论和财务管理的高级人才而为国家计划经
济的建设和管理服务遥 系上根据学科特点和专业方向设教研室袁以更加精细的教学组织进行
专业知识教育遥 除政治理论和革命史等公共课程外袁各系根据自身的专业特点和计划任务袁有
目的尧有步骤地开设文化专业课遥 其中袁本科文化专业课占开课比例 7成袁专科占 6成以上袁从
而较好地保障了专业知识传授和专业技能训练所需的课时基础遥 中国人民大学全面培养各行
各业德才兼备的高级专门人才袁是党领导下的现代新式综合性大学在现代大学人才培养职能
方面的一次革新和创举袁标志着党办新式高校逐渐由政治训练和农工技术的速成班袁向全面
系统培养各行各业有知识尧懂业务的人才的重要转型遥 意味着新式社会主义高校人才培养职
能走向专业化尧系统化和正规化遥

吴玉章曾对大学生谈到袁野你们应该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袁精通业务袁这些知识和业务技能
都是从事建设工作所不可缺少的基础冶[5]428遥 这充分说明袁吴玉章的人才培养观袁是从中国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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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和历史出发袁长期致力于改变中国旧的尧封建的那些迂腐的教育内容和愚昧的教育形式袁
体现在不断坚持将政治理论和专业教育的紧密结合之中袁 力求达到思想政治修养与专业知识
训练二者的和谐统一袁将传授有用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作为重要突破口袁进而培养有文化尧
懂业务的专门人才而为党和国家服务遥

渊三冤吴玉章的人才培养观尊重高等教育教育内外部规律袁一方面将中国基本国情
作为人才培养工作的出发点袁另一方面根据教育自身规律探索人才培养的合理路径和
科学渠道

高等教育受一定时期一定社会生产力和政治尧经济尧文化等因素所制约袁并对其产生影响遥
吴玉章对高级专门人才的教育和培养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外部规律袁 最突出的反映在专业建设
和学科布局上遥 吴玉章根据国家和社会所需人才计划的轻重缓急合理布局专业袁 反对无视国
家和社会需要而随意发展专业教育的局限性遥 他在 1954年曾说道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
根据整个国家计划来安排冶[5]454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办学和发展起来的党办高等学校袁在炮火
中洗礼袁在摸索中成长袁在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及人民群众大多思想文化素质较低
的背景下袁专业设置就以大规模地开设政治训练班为主袁以其他相关进行初步劳动和工作技能
的专业教育为辅袁并配合文字扫盲教育遥 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后袁新中国诞生后的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得到解放袁但社会依然百废待兴袁彼时的工业是国民经济支柱袁农业是解决温
饱问题的保障袁因此党领导下的新式社会主义高校袁培养在工业和农业领域有业务能力的高级
技术人才和管理干部又成为了当务之急遥 另外袁 师范教育类专业人才是充实和提高各级各类
学校师资及素质的重要保障袁对产出人才的质量规格有长期而深远的教育影响袁因此袁师范教
育相关专业也被优先考虑发展起来遥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后的高等教育领域袁 对专门工科院校
和综合性理工科大学的办学和发展有更多的倾向性和考虑袁 以满足国家对建设社会主义工业
化的人才储备需要遥 根据国家计划和社会需要所建立起来的各个学科专业袁 不仅对各类专业
学生做到人尽其能袁量才使用袁保证了高级人力资源精准指向和定点输出到国家和社会所需要
的行业中曰也对萌芽尧起步和探索中的社会主义新式高校的学科专业布局打下了初步基础袁提
供了专业设置的可借鉴模板和范式曰更对当时有限的高等学校教育资源尧经费资源和实物资源
进行了合理利用袁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社会功能遥

教育长期以来存在着自身的规律而不断发展变化袁并对受教育者的身心产生影响遥吴玉章
作为教育家袁善于正确遵循和运用教育规律作用于人才培养的过程中遥

首先袁吴玉章主张根据受教育者掌握文化知识和业务经验的水平和程度袁多水平尧多层次
办学袁尝试探索不同办学水平和层次之间的相互衔接与沟通遥 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校长时袁正规
普通教育除本科和专科外袁还设置了预科渊文化补习班冤尧研究班曰在职干部教育设置马克思主
义夜大学和夜校袁 将脱产学习和半脱产进修结合起来开展大众新教育遥 各级各类教育在培养
目标尧教学任务尧学习内容尧入学条件和修业年限上均有所不同遥并在普通教育和在职培训序列
中袁对不同层次的教育进行有效衔接和沟通遥 通过预科的文化补习后袁可以进入更高层次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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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攻读曰通过本科课程的考核袁个人又可以向研究部提出修习申请遥 或是通过马列主义夜校
的考试合格后袁可以申请进入更高一级的马列主义夜大学进行学习遥

其次袁吴玉章重视不断提升和改善教学方法和教材袁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以保证新型知识
分子和技术人才的培养工作遥 在教学方法上袁吴玉章特别推崇理论与实际相联系袁教师讲授与
学员自学相结合的教学方法遥 由于学制极短尧教材缺乏和其他教学条件的制约袁战时党办高校
就形成了从革命中学习袁以知识应用实践的传统遥 吴玉章一直要求教员不能生搬硬套或强制
灌输袁应从学员的思想认识和知识水平出发袁调动学员学习的积极性和目的性袁集体授课时注
意讲授学科的基本概念和方法袁搞清楚学科基本原理遥 在此之后袁学员通过集体讨论和自习反
省遥 对于学习中面临的问题袁总是要求教员深入浅出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员答疑解惑遥 对于
所学知识袁又要求学员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袁提高自身发现问题尧分析问题尧解决问题的能
力袁用科学文化知识和基本业务技能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所遇到的问题袁达到学以致用遥
这也是经过实践检验袁学员有效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学方法遥 以至于中国人民大学
初创时袁特别强调教学与实际相联系的方法袁学生除了上课和自修外袁还被派到各种企业部门
参与工作袁教研室也得与政府各有关部门取得经常的联系[7]遥 在教材问题上袁吴玉章看重教材
对于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性袁这也关系到实现和达到人才培养计划与教学目标遥 他不仅亲自
参与或要求教研室和教员正确把握并修订教材水平袁 还反复强调教材内容应该立足中国国
情尧教材实施应当行之有效遥 普通教师的课件要求提交教研室讨论后袁反复修改并通过试讲袁
自己也常常旁听教员讲课并提出宝贵意见遥 同时袁以身作则袁丝毫不因为自己知识权威和行政
权力的缘故袁仍然对自己的讲课稿件尧演讲报告进行严格把关遥 野每讲一课袁他总是要认真查阅
很多资料和阅读许多马列著作袁然后他再亲自写出讲稿噎噎他欢迎大家对他的讲稿诚恳提出
修改意见袁然后再次进行修改遥 冶[1]136

吴玉章重视完善学校各项规章制度袁以正校风学风遥 从严治校是其一贯传承和坚守的治
校理念和信条遥从延安大学开始袁就制定了小组尧学习尧生活尧生产公约遥涉及请假制度尧探亲规
定尧学习计划尧教学纪律尧作息时间尧师生关系尧生产劳动等方方面面遥 学校在紧张尧生动尧有序
中开展各项教学管理工作袁师生在团结尧民主尧活泼中改造思想学习知识遥 后来袁吴玉章担任中
国人民大学校长时袁制定和建立了校长集体办公制度尧会议汇报制度尧财务管理制度尧学生民
主管理制度尧教学管理制度尧教材出版审批制度等冶[1]154袁涵盖行政校务尧教学教材尧财务后勤尧学
生管理通等方面袁推动学校本身逐渐朝着正规化尧现代化尧制度化的高质量办学发展方向迈
进袁以此弘扬社会主义新式高校之风气和正气袁为其他新式高校树立治校典范遥

由此可见袁吴玉章十分重视教育内在规律袁通过多层次的教育形式袁改善教材教法尧建立
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提高教学质量袁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符合党和国家的现实需要遥

三尧吴玉章与大学科学研究职能

吴玉章任校长时期的中国新式高校袁也非常重视大学的科学研究职能袁坚持野学术自由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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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讨论冶的原则袁为履行社会主义新式大学的科研使命尧正确处理科研与教学的关系做出了
重要的贡献遥

渊一冤吴玉章遵循研究真理既要坚持学术自由尧讨论争辩的原则袁也应坚守学术研
究的界限和立场

自 19世纪德意志新人文主义学者洪堡主持柏林大学后袁科学研究成为了德意志大学发展
的强劲动力袁雄厚的研究实力和强大的科研团队袁带动了社会政治尧经济尧文化的繁荣袁国家迅
速从战败的阴影中走出来袁一跃成为科学技术强国遥从此袁研究型大学走入人们的视野袁现代大
学的科研职能逐渐清晰和明确袁 而学术自由成为西方科学家和学者默契的行业准则袁 甚至在
20世纪初被列入魏玛共和国的宪法加以保护遥

而社会主义新式高校也需要大学浓厚的科研氛围和高质量的科研水平袁 以繁荣经济社会袁
提升大学竞争力袁开启崇尚科学技术的风气遥 吴玉章反复在各种座谈会和典礼上强调学术自由
对于大学科研工作的重要性遥 从华北大学起袁就一贯要求高校把研究和传授先进的科学知识和
前沿技术作为自身的重要使命遥从中国新式教育国情出发袁结合西方先进高等教育之已有经验袁
吴玉章对学术自由尧讨论自由的工作原则十分看重遥为了落实在科学界野百花齐放袁百家争鸣冶的
方针袁提升科研水平和实力袁吴玉章认为应该野进一步开展学术自由批判和自由讨论的工作噎噎
学术上自由讨论风气的空气的形成袁是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正常开展的标志遥 冶[5]476从中不难发

现袁吴玉章强调的学术自由袁寄希望高校教师能够坚定不移地向着某个擅长的尧感兴趣的研究领
域专心投入研究工作袁大胆地独立地深入钻研袁集中力量解决问题遥自由讨论和自由争辩则促进
学术团体或教研室产生不同的智慧和思想碰撞袁通过行会成员团结互助尧各抒己见袁提出研究问
题袁指出研究不足袁克服先入为主的弊端遥 以学术自由和批判讨论为研究基本态度袁从教员研究
思想和学校科研风气入手袁试图改变片面传授知识尧忽略学术研究的误区袁开启社会主义高校科
学研究的大学职能袁活跃和奠定后来社会主义高校崇尚科学尧追求真理的学术氛围遥

社会主义新式高校学术自由的内涵袁与西方高校也有所区别遥相比之前西方研究型大学一
味向往野寂寞和自由冶袁野与政治若即若离的关系冶袁野纯粹学术导向冶的品格袁社会主义新式高校
的学术研究袁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袁应坚持以马列主义等思想为指导[8]袁用正确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来开展全部的科学研究工作曰学术研究的使命在于立足中国具体国情袁推动社会主义国
家不断进步和发展遥新式高等教育袁是党和国家的事业袁也是人民群众的事业袁那么社会主义新
式高校就应该端正研究者的学术价值观遥人们乐意接受一个广泛的社会观点院学者们不应该推
卸对研究所产生的意外的不良社会后果的责任[9]遥

因此袁吴玉章所赞同的社会主义高校的学术自由袁并非漫无边界的自由袁而是遵守宪法和
各项法律规定尧忠诚国家各种事业袁树立意识形态责任尧坚定正确的立场和观点袁真正使得科学
技术为人民群众服务遥 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学术文化袁兼顾个人和集体利益的统一袁看重学术
团体的公民责任而非单纯旨在推动高校学问的增长遥 周恩来曾指示袁野鼓励科学工作者在马克
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袁从事独立的创造性研究冶[10]遥 故吴玉章在中国人民大学第五次科研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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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闭幕词上强调袁 研究者应该制定正确的研究选题遥 因为科学研究不能脱离一定阶级一定社
会背景而独立存在袁与社会环境脱钩的研究会带来失真尧滞后以及更多的不确定因素遥 正确的
选题袁关系到正确的学术方向袁不但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袁而且照顾到社会实际需
要袁更能顾及个人的研究兴趣和学科背景遥 这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和中国新式高校中袁知识分子
和学者应该始终遵守的基本学术准则遥 吴玉章既主张有界限的学术自由和批判自由袁 又强调
学术研究应该具有边界和立场袁不仅繁荣了高校科学研究的风气袁也为后来的高校学术共同体
指明了必须牢牢坚守的学术品格和学术操守遥

渊二冤吴玉章倡导社会主义高校履行科研使命应以民族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为
价值导向袁塑造了社会主义高校学术研究的理想追求

对全人类来说袁存在一种共同利益袁那就是科学的进步遥 科学袁即为一切体系化的知识袁是
深入分析和系统钻研后形成的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遥 吴玉章认为袁 大学的科学研究使命应该
明确地成为国家的事务袁 并且把科学计划性的理想当作一个自然而合乎习惯的概念遥 换句话
说袁单纯依靠行业劳动者卯足干劲是不够的袁社会政治尧经济尧文化等领域袁需要科学来指导具
体工作袁有目的尧有计划地通过科学技术和学术研究促进国家和民族的繁荣复兴遥 为实现社会
主义高校的学术理想和使命袁吴玉章对研究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相关设计和改革遥

首先袁高校学术行会务必要端正学术研究态度遥除了科学研究必须遵循的学术道德和树立
精益求精的研究观念袁还应具备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信心袁心系广大人民群众的信念袁持守将
所有智慧贡献给人民群众的信条袁这是完成社会主义高校科研使命的价值基础遥

其次袁要坚持集中与民主相结合渗透到新式高校的科研工作之中遥将集体主义价值观贯彻
到研究工作之中袁各学校尧各教研室和各学术团体不仅内部要加强团结协作的精神袁改变以前
一盘散沙的状态袁从而群策群力地解决问题袁外部也要加强沟通和交流袁以便相互借鉴和学习
先进的组织和管理经验遥 同时袁又强调学术研究应该在不违背原则方向的前提下袁尊重不同的
学术见解袁尊重个人争辩的权力袁有利于学术界形成百花齐放的风气遥 这是履行社会主义高校
科研职能的组织原则遥

再次袁科学研究须与具体实际相联系袁科学研究不能脱离中国实际和国情袁关键在于解决
一定时期国民经济尧工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急需解决的问题遥 在科学研究百废待兴的时代袁吴
玉章表达了自己的重要观点袁野新国家的建设工作袁人力财力是有限的袁发展科学必须有重点地
稳步前进遥 冶[2]275这种立足实际袁有所侧重的思想为做好高校科研工作提供了现实依据遥

第四袁不仅要立足于短期智力支持袁也要坚定不移地以追求高深知识和学术真理为目标遥
某一阶段袁科学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存在着不均衡性袁导致科学水平会超越或低于社会发展水
平的现象遥因此袁要着眼人民和国家的未来袁支持高深知识和真理的探究袁不断促进高校科研工
作迈上新的台阶遥 这是做好高校科研工作的远景计划遥

最后袁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遥吴玉章在科研工作会议和教育工作者会议上多次
强调加强哲学尧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袁并鼓励和希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立志向哲学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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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首挺进遥 诚然袁自然科学是改造世界的强大工具袁哲学社会科学象征着民族国家的底色底
蕴遥 哲学尧语言学尧经济学尧社会学等学科袁揭示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和民族的文化传承遥 对人文
社会科学的偏见袁认为其不足以成为真正科学的偏见已被证明是不可取的遥 哲学社会科学在
某些领域的空白和落后袁势必困扰和阻碍民族国家文明进步遥 吴玉章在 1956年说道袁哲学社
会科学力争野在 12年左右的时间里袁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冶[2]408遥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
科研职能走上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齐飞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共舞的重要标志遥 吴玉章
对社会主义高校科研上述 5个问题高度重视袁以达成大学科研职能为国家尧社会尧人民服务的
理想和品格遥

渊三冤吴玉章正确处理了高校活动中教学与科研的辩证关系袁强调以科研水平的不
断进步带动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高等教育是有意识的社会活动袁是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袁而教学是高校教育活
动的中心环节袁高校的科研尧管理尧后勤等活动都要以服务于教学工作为出发点遥 自中世纪大
学诞生以来袁现代大学职能按照人才培养尧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顺序不断发展袁且人才培养
自始至终是大学的首要职能遥 而人才培养的质量则是检验学校教学质量高低的主要途径遥 正
因如此袁坚持大学职能人才培养第一性和教学本位的同时袁承认高校科研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袁
才能正确对待新式高等教育中教学与科研工作袁全面发挥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大学职能遥

吴玉章的全部教育活动袁最关心的是教学质量的提高袁以完成党和国家交付的艰巨任务遥
因此袁社会主义高校的科学研究袁基于学校与政府的外部关系袁应该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曰从
高校内在的逻辑出发袁科学研究同样应该为学校各类教育活动尧尤其是教学活动提供科学依
据遥一方面袁科学研究工作袁是促进教学过程科学化的客观需要遥新中国成立后袁高等教育逐渐
正规化和制度化袁初步形成了现代化的雏形遥 过往速成的教学方式袁大量依靠经验的教学内
容袁极大的支援了革命战争袁但却难以符合讲科学尧崇学术的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诉求遥 在中国
教育工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袁吴玉章高瞻远瞩袁希望广大教育尧科学工作者提高积极性袁
向科学进军袁解决教学工作中遇到的诸多问题遥 包括教学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如何优化教材尧改
良教法尧考虑学生实际需要和照顾学生文化背景等多个方面遥 提倡通过客观调查尧深入研究和
实际应用袁找到改革教学过程的有效方案遥

另一方面袁科学研究袁是教师提高自身的学术修养和理论深度袁全面改善教学质量的有效
途径遥 吴玉章不仅要求顺利开展正常的教学活动袁也要求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袁以克
服只重教学不顾科研的误区遥 教师通过科学研究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和专业素养袁引导学生
养成基本的科研能力和学术精神已经是不证自明的真理遥 吴玉章在担任中国人民大学这一高
水平学府校长时袁对科学研究总是身先士卒袁带头示范遥 教育家郭影秋回忆道袁野为了提高教学
质量袁吴老很重视科学研究工作遥 每次学术讨论会袁他都亲自过问袁有时亲自审选论文或帮助
定稿遥 冶[3]184

除此之外袁吴玉章治校时期还设置研究部管理科研事务袁招收研究生以培养新生力量袁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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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研究所以提供各学科研究平台袁创办学术刊物以传播前沿成果袁举行科学例会以凝聚研究
信心遥 将科研带动教学的寄望通过教育实践变为现实袁形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全方位的高校
科研布局袁为高校教师从事科学研究提供了客观条件袁从侧面支持了教学质量的不断改善遥

四尧吴玉章与大学服务社会职能

吴玉章作为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袁 始终秉承将一切智慧贡献给人民的高等教育信条遥
他不是为了教育而办教育袁而是主张教育应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11]遥 与此同时袁吴玉
章作为我国著名的高等教育家袁心系家国天下袁胸怀社会群众袁高度重视高校服务社会的职能袁
鼓励大学参与社会创业创新活动袁将真正的知识走出校园袁不仅仅局限于大学校园的围墙袁以
此推动社会相关行业的进步遥

渊一冤吴玉章殷切希望广大高校教育工作者自觉树立服务社会的意识袁充分发挥高
校工作者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先锋队的作用袁肩负起服务社会的历史责任

吴玉章作为我党历史上杰出的教育家袁在高等教育领域与前人不同的思想特质就在于袁他
将教育事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遥教育即革命袁旧貌换新颜袁正如 20世纪
初威斯康辛理念提出的袁大学真正的知识不仅限于课堂袁而应该为改善人们的生活和促进社
会的进步服务遥 他认为袁高校教育工作者在意识形态上应保持清醒的头脑袁明确自己的任务首
先应该是野巩固我们的新国家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遥 冶[2]261在这个前提下袁教师应该走出课堂袁走
出校园袁参观各行各业群众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的实践袁听取人民群众的呼声袁了解生产尧管理
工作中面临的问题袁运用马列主义科学思想和自己掌握的基本知识和先进经验袁去改造劳动
者的道德思想和工作能力遥 吴玉章在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以服务矿产
行业举例袁野我们渊教育工作者冤首先要帮助勘测袁要知道土地出产袁矿产储量袁了解情况曰其次要
订出计划噎噎遥 冶[2]298以此为例袁让更多教育工作者有意识地尧积极地融入到服务社会的洪流之
中袁使高校教师成为构筑大学与社会沟通的桥梁遥

不仅如此袁高校教师作为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员袁是工人阶级中知识分子的代表袁应该自
觉树立起维护工人阶级利益尧 提升工人阶级幸福的责任遥 工人阶级利益离不开民族国家的富
强袁民族国家的富强离不开社会行业的繁荣袁社会行业的繁荣离不开知识和技术的支持遥因此袁
教育工作者用科学的知识技术和精神态度参与国家和社会各行各业的服务工作袁从而巩固人
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尧诠释现代大学服务社会的职能袁显得十分必要遥

吴玉章鼓励高校教师和学者袁善于根据社会需要袁结合专业背景以及学科已取得的最新成
就来落实高校服务社会的职能遥 一方面袁在立足基本国情的前提下袁吴玉章不反对通过吸收尧
借鉴包括苏联甚至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前沿科学和先进经验来从事社会服务袁因为科学知识本
身不具有阶级属性袁只要那些知识是能服务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尧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
幸福的袁就是可以借鉴的遥 另一方面袁在开展社会服务时袁吴玉章还号召高校工作者要做到以
科学的眼光和态度来规划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遥 如他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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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讲话院野我们必须尽我们科学界现在所有的能力袁来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各项问题噎噎它渊计
划性的科学冤 和国家经济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袁 它负责地解决政府与生产部门提出的所有问
题遥冶[2]274这表明了吴玉章对教育工作者以科学的态度参与社会服务的殷切希望袁彰显了吴玉章
希望借助科学的力量助推服务社会的决心袁 通过高校教育工作者带动经济社会和民族国家的
进步袁不断为人民的生活带来幸福感遥

可以看出袁吴玉章希望社会主义大学和教育工作者袁不仅要有意识地参与社会服务袁更要
以科学的知识和态度对国家治理尧行业生产尧社会文化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或提供技术咨询服
务袁以国家社会民生为己任袁不再将知识局限于大学校园的围墙遥

渊二冤吴玉章秉承将一切智慧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教育信条袁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几十
年如一日地付诸具体行动袁以身作则树立了高校教师服务社会的典范

一些西方科学家和教授从事社会服务活动袁让大学倍感困扰的一个问题是袁教授们从事校
外活动多因资本聚集尧 经济收入或是政治利益而起袁野令人怦然心动的外部世界为那些寻求发
挥重大影响力和为当权者出谋划策的教授们带来足够多的名望和物质回报冶[12]遥而吴玉章的全
部社会服务的初心袁都存在于将全部智慧贡献给民族国家的决心遥 一方面袁吴玉章作为语言文
字学家袁 长期投身于新文字运动之中袁 致力于创造和满足社会和群众所需要的新民主主义文
化遥 文字作为一种符号袁关系到人民群众接受尧传承尧创新民族文化曰文字作为认识科学知识的
工具袁关系到教化社会驱除民众蒙昧尧训练群众启迪民众心智曰文字又是特殊的民族文化袁关系
到民族国家的底蕴和软实力遥 20世纪 30年代末 40年代初期袁针对中国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文
盲的社会现象袁吴玉章在 1941年叶解放日报曳撰写社论袁强调推行新文字和扫除文盲的重要性[13]遥
在陕甘宁边区时袁吴玉章就致力于通过新文字读物尧字典尧丛书来进行社会教育袁开展群众性的
扫盲工作和培养新文字的革命队伍袁 亲自在新文字训练班上讲课遥 他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期间袁兼任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袁又亲自挂帅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袁推进简化新
文字尧 统一汉语拼音和推广普通话等关系到社稷千秋的语言文字工作遥 他一生注重调查对于
开展教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性遥 在推行语言文字研究改革与应用时袁 去往多个省份深入基层访
问袁展开测评摸底遥 他不辞辛劳袁与人民群众亲切交谈袁了解新文字和普通话的实施情况袁并以
此作为文字语言研究和制定相关工作计划的依据遥 吴玉章在文字语言的改革工作中袁 不仅在
校内落实新文字和新语言的教育教学工作袁使得学校成为语言文字改革和宣传的坚实阵地袁而
且不辞辛劳尧不计报酬尧不遗余力地将自己主持和研究的语言文字新成果交付给政府尧工厂尧合
作社尧生产队等社会组织直至最广泛的社会群众袁全心全意地为社会文化领域服务遥

渊三冤吴玉章落实高校服务社会职能的同时袁注重鼓励高校师生积极参与创新创业
实践活动袁时至今日仍有积极的影响

早在吴玉章任鲁艺和延安大学校长时期袁面对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袁响应号召自力更
生尧艰苦创业袁动员全校师生将学习尧劳动尧生产相结合袁以极大的热情和动力参与边区的土地
开垦尧农业耕种尧牲畜养殖和工业生产等实践活动袁在立德树人尧育人为本的基础上袁丰富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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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高级专门人才的养成途径曰而高校师生的艰苦创业更是有力增援了根据地的农业和经济建
设袁师生们自觉地将生产劳动和服务社会各行各业视为专业教学的重要环节袁使高校本身成
为根据地群众艰苦创业洪流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遥 同时袁在向群众传播文化知识尧开展各种社会
服务的过程中袁学校师生善于利用创新观点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遥 例如袁为了解决文艺服务
中低音小提琴短缺的问题袁师生们想出野把二胡的杆及弦放在火油箱上袁利用了火油箱代替空
筒冶来制作向群众合唱演出急需的低音小提琴[6]82袁其演奏的效果得到前来参观的美国作曲家
的好评袁凸显了当时的高校在物质资源相对匮乏的年代袁高校通过自身的创新精神以及创造
性的活动袁肩负起服务社会的职责和担当遥 由此可见袁吴玉章在落实高校服务社会职能的过程
中袁形成了现代大学创新创业教育思想的雏形袁对当前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亦有着积极的影响遥
在当前深化和推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战略的背景下袁高校师生日益成为社会野大众创
业尧万众创新冶的主力军和新鲜血液遥 国务院办公厅明确指出袁野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不断加强袁
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尧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遥 冶[14]社会主义

高校逐渐由支援社会生产劳动尧解决物质精神相对缺乏的创业与创新袁全面迈向通过科技进
步与产业创新驱动和服务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遥

五尧新时期吴玉章高等教育思想的价值和意义

吴玉章高等教育思想袁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宝贵的历史遗产遥 他在社会主义新式高校关
于人才培养尧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三大职能等方面的设想和贡献袁时至今日仍有深远的影响袁
推动社会主义高校由萌芽尧发展袁逐渐朝着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化尧高水平的大学迈进遥

渊一冤社会主义高校应始终将德才兼备的高级专门人才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袁充分
发扬育人为本的优良传统

吴玉章任校长时期的鲁艺尧延安大学和华北大学等党办高校的第一使命即为训练党政军
干部以配合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曰新中国成立后袁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代表的第一批社会主
义新式高校始终将培养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遥 吴玉章的
高等教育思想袁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袁坚持大学人才培养职能第一
性袁他把受教育者的好坏视作检验大学教育教学活动成败的关键遥 为了落实党和国家的高等
教育目的和方针袁吴玉章高度重视政治理论课袁以此改变学风校风袁塑造学员的思想品质曰同
时强调专业知识教育袁力图改变旧社会教育的迂腐和弊端袁以科学文化知识启迪学员的智慧袁
满足社会各行各业建设需要遥 为民族国家源源不断地输送德才兼备的高级专门人才袁既是他
作为无产阶级教育家毕生最崇高的高等教育理想追求袁也是他治校办学的根基所在遥 即使在
物质与精神条件日益丰富和繁荣的今天袁吴玉章所注重的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级专门人才仍然
是当代社会主义高校永恒不变的立场和性格袁是社会主义高校矢志不渝的追求和品质遥 纵观
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历史袁各个民族国家的大学袁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烙印并不断传承延续院或
传授普遍性知识尧发展理性理智袁或追求高深学问袁训练研究思维和能力袁或强调实用价值袁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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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有意识有道德的公民遥 高等教育袁归根结底是专门训练高级人才的社会活动袁结合大学职能
的历史演变和发展顺序来看袁科学研究即使不应沦为大学的附属品袁也不能超越人才培养职能
成为大学的首要目标和追求遥 中国的高等教育袁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现代化发展道路袁最
主要的就是将教学育人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袁在发挥落实大学人才培养职能时袁不忘初心袁充
分继承和发扬吴玉章等老一辈无产阶级教育家留下的政治和业务兼顾尧 思想与知识过硬的人
才培养规格导向袁始终秉承野立德树人的基本原则袁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尧全面发展的人才遥 冶[15]

坚定方向袁自觉进行马列主义尧毛泽东思想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政治理
论修养袁教导受教育者具有正确的世界观尧人生观和价值观袁提供高级专门人才成长的政治觉
悟和道德思想方面的保障曰不遗余力袁加快新时期教育教学探索和改革工作袁提高专业教育质
量袁以科学文化知识武装学生袁输送到社会各行各业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之中遥

渊二冤当代社会主义高校应始终将从事科学研究作为自己的重要功能袁牢记学术研
究的使命和界限

虽然大学和科学不能等同袁但大学仍是从事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袁是推动科技进步尧产业
创新尧文化发展的主要力量遥 科学研究意味着现代高水平大学的尊严和灵魂[16]遥 社会主义高校
对高深学问的向往袁充分发挥大学科学研究职能袁是现代大学的使命所在袁是当今创建双一流
大学的必然要求袁是大学自身兴旺繁荣的不竭动力遥 追根溯源袁更是彼时服务教学活动的内部
需要和社会百废待兴的外部驱动在当下的延续遥 吴玉章所秉承的社会主义高校科研使命袁一
方面以研究成果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各行各业的建设袁 另一方面以学术研究反哺教学活
动袁提升大学教育管理尧教学工作和人才培养的水平遥这不但回答了高深学术为谁服务的问题袁
并且指出了教学和科研二者之间的关系袁这是指导高校从事科学研究尧履行科研使命的历史依
据遥 不仅如此袁吴玉章传承了中华民族诸子百家时期野自由争辩冶袁扬弃了西方近代高水平大学
野学术自由冶袁创造性地指出学术研究不能脱离具体环境袁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坚持科学研究正确
的政治方向袁坚持了社会主义高校野有条件的自由冶这一品格遥 这是吴玉章在继承民族优秀文
化袁借鉴西方先进经验袁立足中国实际国情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的科研指导思想袁从此之后袁社
会主义高校的科研工作逐步将研究兴趣和意识形态统一起来袁 将研究方向和政治立场规范起
来遥 学术团体既享受着一定的学术权力和自由袁捍卫着学术尊严和荣誉曰更明确了一定社会赋
予学者的职责和义务袁自觉抵制不合适的思想和言论倾向遥野有条件的自由冶成为社会主义高校
从事学术研究必须遵循的原则和公约袁一直传承至今遥

渊三冤在新时代袁中国大学应始终将服务社会作为自己的必要担当袁传承社会主义
高校服务社会的意识和责任

吴玉章提倡高校服务社会的职能袁其初衷来源于无产阶级教育家所信仰的野将一切智慧贡
献给人民冶的无私信念袁并身先示范地号召大学及高校工作者将真正的智慧贡献给社会袁通过
技术咨询尧业务指导和建言献策袁建构大学和社会各行各业的沟通桥梁遥不可否认的是袁大学不
再是过去所谓的象牙塔袁它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社会的智囊团和献策者遥 从大学的发展趋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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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袁现代大学逐渐走向社会发展的中心地带遥 因此袁我国高校应更加了解经济社会的实际诉
求袁寻求开展多方面的校企合作袁充分发挥科研设施和团队优势袁真正成为引领区域经济和地
方文化发展的先驱力量和高端智库遥 现代大学三大职能要要要人才培养尧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
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遥 一旦将教学育人尧科学研究与服务社会割裂袁无疑是将教学和科研局
限在校园内袁阻碍大学和社会的联系袁将大学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边缘地带曰如果将服务社
会及以此带来的政治经济利益作为工作重点袁势必扰乱大学正常的教学秩序尧降低高深学问
或基础研究的积极性袁显然也违背了大学原本的初衷遥 就前者而言袁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离
不开服务社会院输送适应社会现实需要尧具有创造性思维的受教育者袁增强科学研究的实用
性和创新性袁故而大学应自觉树立服务社会的意识袁不断深化创新创业教育袁增强服务社会
的能力袁带来大学和社会互利双赢的整体效益袁实现高校内外发展的和谐境界遥 就后者而言袁
大学应该始终捍卫育人本位和学术性追求袁高校工作者更应一贯保持人民教师的本色院大学
及高校工作者在自觉树立社会服务意识的基础上袁应传承社会主义高校的历史责任和担当袁
学习吴玉章等老一辈无产阶级教育家的优良传统和奉献精神袁 以更多的内部职责动机代替
外在因素驱使袁以发扬和诠释吴玉章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领域的崇高思想和
不朽功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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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gher Education Thought of Wu Yuzha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unction of Modern University

ZHANG Taige, SUN Yuanyuan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Science,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Engineering,

Zigong 64300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birth of university in the medieval age, with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unction of the university, three recognized functions, i.e. talent cultiv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ervice
society, have gradually formed. The higher education thought of Wu Yuzhang, an outstanding proletarian
revolutionist and educator, still has its unique histor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mong them, in the aspect of talent
cultivation, Wu Yuzhang respected education law and advocated to train the specialized talents both socialist-
minded and professionally competent. In the aspec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Wu Yuzhang protected the academic
freedom with conditions, made clea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ing and research, and shaped the ideal and
character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socialist universities. In the aspect of serving the society, Wu Yuzhang
adhered to the belief that all wisdom serves the people, highlighting the concep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modern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always advocated that the university should serve the
community. As the pioneer of China爷s socialist higher education, Wu Yuzhang unswervingly explored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higher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China, which not only has a unique
historical position and value, but also has the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modern education
development for universities in China. Today爷s socialist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carry on his thought and
spirit,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standard of talents and keep its original mission, and cultivate talents who
have both ability and morality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community, stick to that the unremitting pursuit of
academic truth is the inherent mission of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always bear in mind
the academic boundar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and clarify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of the scholars
given by the community. The higher education thought of Wu Yuzhang is a precious heritag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today it still has far -reaching influence and promotes socialist universities from
ger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gradually toward the modernized and high level univers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iversity and its staff, based on the social service consciousness, should bear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and undertaking of socialist universities, learn the fine tradition and dedication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proletariat educationists like Wu Yuzhang, and carry forward and interpret Wu Yuzhang爷s lofty
ideas and immortal achievements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fiel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with more internal responsibility motivation instead of external factors.

Key words: talent cultiv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serve the community; Wu Yuzhang; higher education
th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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