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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既是传承文化的专门机构，也是创新知识的主要场所。
大学与中、小学相比，在价值取向上的根本区别不是知识的传承，而是知识的创新。
20世纪初，北大著名校长蔡元培先生就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大学为纯粹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
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年版，第14页、第72页）。
现代大学承担着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和服务社会三大职能。
当今世界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发展对现代大学所寄予的学术责任越来越重大和迫切，大学应当
充分认识这一点，把学术研究和科技创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保山学院是教育部2009年4月批准的一所新成立的本科院校，其前身是办学历史达31年的云南省首批四
所地州专科学校之一的保山师专。
升格组建本科院校为学校进一步提高科研水平、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扩大社会影响和服务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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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既是传承文化的专门机构，也是创新知识的主要场所。
大学与中、小学相比，在价值取向上的根本区别不是知识的传承，而是知识的创新。
20世纪初，北大著名校长蔡元培先生就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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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所谓的井干式住宅，这种民居形式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木材资源丰富的地区都出现过，建
筑材料是此种建筑形式产生的主要影响因素。
瓦房的出现是建筑技术发展的结果。
明代是丽江纳西族发展历史上的鼎盛时期，纳西族木土司控制整个川、滇、藏交界地区，与明王朝的
关系良好，与周边地区的地方政权往来密切，不仅有政治经济往来，还有文化的交流。
《明史.土司传》中也说：“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云。
”①纳西族统治阶级积极向汉族和白族学习先进的文化技术，专门从周边地区招募有技术的工匠到丽
江居住，这其中就包括新建筑材料的加工和新的建造技术。
砖瓦等建筑材料的制作，穿斗式、抬梁式的结构形式就是向其他民族学习来的。
这个学习的过程是从自上而下、不断扩大的。
明代在丽江境内没有学校等文化设施，木土司严格控制下层纳西族民众学习汉文化，所以不在丽江境
内兴建学校，木氏子弟学习也是到鹤庆就学。
作为先进文化标志之一的瓦房也只有统治阶级才能使用。
这种文化垄断到清朝初年随着丽江地区改土归流、土司制度的终结而终结，瓦房也开始为纳西族普通
民众建造和使用，促进了民居形式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中受白族民居的影响最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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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探索与创新:保山学院教师学术论文集(2009)》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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