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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是文化批判、选择、传承和创新的园地。
一所有创造力的大学，就是一个活力四射的文化场，吸引学科专家的广泛关注，甚至深刻影响着所在
区域的社会、生活。
大学的文化场同时作用于大学自身，浸染教师，熏陶学生，使师生的理解力、审美力、判断力在校园
氛围中交互作用，不断得到提升。
大学的魅力正在于具有这种独立的文化场，即所谓的大学文化。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大学文化，就是“树人”的空气、水分和土壤。
营造大学文化，是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赖以取得成效的前提和基础。
反之，离开对大学文化的追求，教师何以在此相聚，学生何必在此求学。
就知识层面而言，大学被称为知识的殿堂，弄不好只不过是一堆书而已。
况且，在这个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转运知识的技术越来越方便、简单，大学倘若沦为一个知识
搬运的操作场所，就背离了大学养成智慧的根本使命。
康德说过，“学生应该学的是思考活动，而不是思考的结果”。
　　文化以观念、制度和器物为主要存在形式，大学文化也不例外，它根植于办校理念、治校的制度
体系和校园建设之中。
其中，办校理念是集中反映大学文化的核心。
有什么样的办校理念，决定着大学文化的取向和品质。
校园可以修饰，大楼可以新建，制度可以制定，而办校理念是传统的积淀，是不同时代精神的凝聚，
代表着大学的整体文化形象和文化气质，是大学识别的标志和特征，是对校名意象的最精当的诠释，
并在长时段内统摄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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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感悟云大文化》为了凝练云大传统、凸现人文精神，增强师生员工对学校独特历史文化的认同
感，有效传承并根据新时期新大学发展的要求不断创新云大富有鲜明特色的文化精神，云南大学成立
了由吴松校长任主任、董云川、张建新任副主任以及相关专家组成的“云南大学文化征文组委会”
，2005年12月10日起，历时半年，面向校内外师生员工、校友以及社会各界同仁开展了“我看云大文
化”大型征文活动。
征文组织委员会从《云南大学报》、办公网络Netcase，云大网络新闻、《云南高教论坛》等渠道发布
了征文消息。
　　征文反响强烈，引起了云大师生和校友的广泛关注，先后共获取征文277篇，共计76万字。
有关专家根据征文要求从277篇稿件中精选出170篇辑入《感悟云大文化》以志纪念。
170篇墨迹，170文心曲。
既有“宏伟叙事”的壮观，也有“小品笔调”的细腻；既有“历史事件”的写实，也有“文学风格”
的抒怀。
这种个人化的叙述情调弗同，风格迥异，或反思，或歌泣，或含蓄凝重，或激情奔腾。
每篇文字均意切情真，蕴涵丰厚，文笔跃动，“情、理、辞”自然融会，浑然一体。
篇篇佳作，宛如杯杯香茗，细细品来，余味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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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42年秋，我与朱驭欧自桂林乘火车到了贵阳，适一位同学的岳丈正主管该省邮政，我们受到照
顾，乃得搭乘邮车安抵昆明。
我曾就途中见闻，写过一篇文章叫《赣昆之行》，发表于昆明某一刊物上。
这次来到昆明，一住就是四年（1942-1946），应算是在抗战中我居留最久的城市。
这里四季如春，我到达时，正值秋高气爽、茶花盛开时节，精神颇感清快。
朱驭欧同学早已代我在北门街租好寓所，当即住入该处。
李公朴夫妇先已在昆，居住于绥靖街一陋巷中，环境颇觉不适，后来我就邀请他俩来此同住。
公朴随即在这里楼下过道处开了一间书店，取名“北门书屋”，以后由青年学生王健负责。
公朴夫人张曼筠之父张小楼，是个书画家，不久公朴又把他安置在我们住房对面的楼上，我和他们朝
夕相处，客况颇不寂寞。
　　一到昆明，就会见了不少在云大、西南联大任职的清华同学及其他亲故友好，当我和罗隆基、胡
毅、潘光旦、曾昭抡、李德泉、陈端璜、王赣愚、金龙章、梁衍、邓健飞、唐筱、严继光等人晤面时
，大家把手话旧，问长询短，情分倍感亲切。
我是应云大之聘来的，来了就得好好认真教书，这也是必然的，而我一向责任感很强，在课堂上毫不
含糊，无忝厥职，这也是完全足以自信的。
但这时抗日战争正进入十分艰苦的阶段，蒋介石又加紧实行法西斯专政，不容怀疑，摆在当前的主要
课题是，如何才能把长期抗战坚持到底，以赢得最后胜利，如何才能实现民主和宪政以取代个人独裁
。
凡是具有爱国良知的知识界中人，莫不奋袂而起，奔走呼号，绞尽脑汁，即使付出血的代价亦在所不
辞。
面对此种现实我何能置身事埋下头来一味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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