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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核心期刊中有关“大学文化”研究的论文作为原始数据源，使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Ⅱ软

件绘制时间线图，以研究主题为标签词标示文献聚类，析出凸显主题；在数据统计的基础上，参照引用频次、徒增

性和高中心性等指标选择若干关键词，并对其阐释分析；阅读每一聚类的所属文献，把析出的研究主题词通过逻

辑图的形式加以呈现，并形象解读；进而加深对大学文化相关研究的理解，深刻反思大学所肩负的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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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重人文精神的培养，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精髓

所在。大学发展的根本动力源于大学的自我反思精

神，审视大学文化研究重要主题，以此反思大学的使

命，是理解大学发展的一把“钥匙”。
正确理解大学使命，人们达成的普遍共识主要

体现在以下两点［１］：（１）学术专业的教学；（２）科学研

究和未来研究人员的培养。毋庸置疑，“大学是人类

文化发展到相当水平时的产物，其使命在于作为人

类知识和价值的社会传承的学科化和组织化机构，
促进社会知识体系的系统化和专业化发展。大学的

产生本身 就 意 味 着 一 种 新 文 化 的 萌 生 和 发 展”［２］。
进而，“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就是它代表着社会之道

德文明和人文精神的高度。这种高度使大学还应对

自己有这样的要求：决不可一味地在继承中被动地

适应社会的巨变，相反应率先引导社会改革和推动

社会文明的进步”［３］。聚焦大学文化的研究热点，阐
释关注主题，正本清源反思当前大学所肩负的使命，
使我们的大 学 满 怀 信 心 地 继 续 前 行，瞄 准“文 化 教

育”的落点至关重要。

一、大学文化研究主题的析出

１．大学文化研究主题图谱

我们以“大学文化”为研究主题，选择《中国期刊

全 文 数 据 库》（ＣＪＦＤ，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ｕｌｌ－ｔｅｘ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锁定“核 心 期 刊”研 究 范 畴，勾 选“精 炼”
检索项，净 化 处 理 后 获 得７１７篇 文 献，时 间 跨 度 为

１９９２～２０１０年（检索时间：２０１１－３－１７）。再以２年为

单位时段，设置阈值为［２，２，０；２，２，０；２，２，０］，设定

以文献研究主题词为标签显示结果，利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Ⅱ绘制时 间 线 图（Ｔｉｍｅｌｉｎｅ）１。在 统 揽 大 学 文 化 相

关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基于考察文献之间的互引、参
证联系，因循研究主题之间承接延展的探索流脉，解
读析出的主题词，深思顿悟，获得启示。

在时间线图中，同一聚类的文献节点被排布在

同一水平线上，基于时间的序列依次排列，所以每个



图１　“大学文化”研究的时间线图

聚类中的文献好似串连在各自时间线的珠粒，展现

了该文献聚类所体现的研究进展的推演态势。图１
中，以研究主题叙词标示对应文献的所属聚类，在图

中右侧自上而下顺次排列，它们分别是组织文化（＃
０）、领导力（＃１）、路径（＃２）、和谐（＃３）、多元文化

（＃４）、学科（＃５）、精神文化（＃６）、社会文化（＃７）、
大学之真（＃８）、大学（＃９）和途径（＃１０），７１７篇文

献共计形成１１个文献聚类，括号里的数字代表聚类

序号，其中以“和谐”（＃３）为主题词标签所代表的文

献聚类规模最为庞大。

２．关键词与研究主题的统计分析

数据结果中，我们对表意相同且表述不同的关

键词做整合处理，其中引用频次超过２次的关键词，

共计１３４个。这１３４个 关 键 词 总 引 用 频 次 为１１５０
次，表１显示的是引用频次不低于８次且位列前３０
位的关键词及其它们所隶属的文献聚类。

表１　前３０位关键词及其对应的文献聚类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聚类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聚类

Ｋ１ 大学文化 １９１ ＃３ Ｋ１６ 核心竞争力 １３ ＃５
Ｋ２ 大学 １０５ ＃３ Ｋ１７ 大学生 １２ ＃３
Ｋ３ 文化 ９２ ＃３ Ｋ１８ 大学教师 １２ ＃４

Ｋ４
大学精神
（５．９２）

５２ ＃３ Ｋ１９ 大学制度 １１ ＃３

Ｋ５ 文化建设 ４５ ＃３ Ｋ２０ 特色 １０ ＃３
Ｋ６ 高等教育 ３５ ＃３ Ｋ２１ 一流 １０ ＃４
Ｋ７ 校园 ３３ ＃３ Ｋ２２ 社会 ９ ＃３
Ｋ８ 和谐 ３３ ＃３ Ｋ２３ 软实力 ９ ＃３

Ｋ９
素质教育
（６．８７）

２１ ＃３ Ｋ２４ 核心价值体系 ８ ＃３

Ｋ１０ 创新 ２１ ＃３ Ｋ２５ 制度文化 ８ ＃３
Ｋ１１ 理念 １８ ＃３ Ｋ２６ 精神文化 ８ ＃３
Ｋ１２ 构建 １６ ＃３ Ｋ２７ 精神 ８ ＃３
Ｋ１３ 人文 １５ ＃３ Ｋ２８ 以人为本 ８ ＃３
Ｋ１４ 发展 １４ ＃３ Ｋ２９ 高校合作 ８ ＃３
Ｋ１５ 文化内涵 １３ ＃３ Ｋ３０ 组织文化 ８ ＃０

　　进一步观察结果，其中位列前６位的关键词，中
心性都 超 过０．０５，分 别 是“大 学 文 化”（０．８４）、“大

学”（０．４３）、“文化”（０．２７）、“大学精神”（０．１６）、“文

化建设”（０．０６）、“高等教育”（０．０９）。文献聚类与聚

类之间通过中心性数值较大的起桥梁作用的节点沟

通联结，使得全部观察文献形成了密集如织的知识

网络，交叉搭界，浑然一体。数据显示，关键词“大学

文化”中心性最大，起到的“搭桥”作用自然也最为强

大。１３４ 个 关 键 词 中，生 成 ２ 个 突 现 词 （ｂｕｒｓｔ
ｗｏｒｄ），分别是“大学精神”和“素质教育”，它们的突

增值分别是５．９２和６．８７。
翻检文献，深入领会，总结发现，“大学精神”是

人类关于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自觉认识。大学组织

自然是服务于社会现实目的的机构，但它实现这些

目的是靠一种特殊“精神”的努力，这种“精神”始于

对功力目的的超越，从而以更大的清晰度、更大的力

度、更冷静的态度、更宽厚而从容的气度回归于教育

的原点———倾听人的心音，开启人的心智，陶冶人的

心灵，开阔人的心怀。而体现“大学精神”的文化所

在，是大学文化的内核和最高表现形式，是大学在长

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气质和价值规范体系，
具体表现为大学在办学过程中所尊崇的办学理念和

大学人共同的价值追求等，具有凝聚、激励、导向和

保障的作用。在大学文化的结构层次中，大学精神

文化位于深层文化的维度。抽象的精神层面尚且如

此，具体的操作实践更加直观易感。众所周知，大学

中各个学科领域的专业课程不是孤立存在的，综合

性、联系性成就了它们的表现属性。其间，学生科学

素养的提高、人文情怀的培养至关重要，故而大学阶

段中“素质教育”的有序推进和纵横延展，更有助于

砥砺学生完善的人格，促使学生对文化传统和社会

价值观达成共 识 并 加 深 理 解。综 上 而 言，高 等 教 育

中的“素质教育”实践，是彰显“大学精神”的观测点

和落脚点之一。
我们发现，被引频次位居前３０位的关键词除去

关键词“核心竞争力”、“特色”和“组织文化”之外，全
部隶属于以主题词“和谐”为标签的文献聚类＃３（图

１）中。与之相比，而其他文献聚类所统辖的关键词

数量 骤 减，为 了 便 于 分 析，我 们 同 样 做 了 整 理，见

表２。
表２左侧列标示的聚类标签主题词依据时间线

图１，关键词后括号中的数字代表引用频次（引用１
次的不在统计之列），出现在表１中的引用频次位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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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文献聚类＃３之外的关键词及其对应的

文献聚类（引用频次不低于２次）

聚　类 关　　键　　词

＃０组织文化
组织 文 化（８）、新 建 本 科 学 校（５）、重 构
（３）、内涵建设（２）、文化模型（２）

＃１领导力 研究（３）、大学校长（３）

＃２路径 路径（２）、办学特色（２）

＃４多元文化
一流（１０）、民 办（４）、实 践（３）、体 育 文 化
（３）、管理（２）、文化氛围（２）

＃５学科 核心竞争力（１３）、学科（６）、传统（５）、灵魂（２）

＃６精神文化 办学理念（６）、文化力（３）、网络文化（３）

＃７社会文化 社会文化（４）、融合（２）、学生人文素养（２）、

＃８大学之真 言说与不可言说（２）、大学之真（２）、

＃９大学 策略（６）、大学管理（５）、文化管理（３）、

＃１０途径 大爱精神（４）、途径（３）

前３０位的三个关键词用灰度覆盖，以突出显示。表

中罗列的关键词，上至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下至

“新建本科学校”管理；从宏观着眼的民族“传统”和

“灵魂”的议论，到微观渗透的“学科”建设、“大学管

理”等问题的“研究”和“实践”，涵盖了大学文化研究

和建设的方方面面。需要指出的是，隶属于文献聚

类＃９的关键词“策略”的中心性为０．０６，数值超过

０．０５，同样表明该词与其他关键词沟通联系，进而使

之所在聚类与其他文献聚类彼此有机关联所起到的

桥梁和纽带作用。

二、大学文化研究主题的形象解读

研读每一研究主题之下的相关文献，绘制标示

１１个文献聚类的研究主题词之间的逻辑联系图２，

图２　“大学文化”研究主题词的逻辑关系图

以此形象揭示我们对大学文化相关议题的理解和认

识，深刻自省富含“精神力量”的大学所担当和肩负

的神圣使命。
组织研究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后期成为社会学的

一个独立领域，到７０年代，组织理论开始渗透到高

等教育领域，组织分析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一

个重要而独特的方法。以组织研究的视野作为切入

点，我们将 会 领 略 到“大 学 文 化”的 全 景 敞 视 图 景。
图中虚线矩形外框代表以整个高等教育领域为基本

形式之一的社会系统，大学组织作为如此社会系统

的一个子系统，位于其中。大学组织应该是“一个有

机体，其特点是具有高尚而明确的目标，做到精神与

目的的统一”［４］。在这里我们将大学视为由个体、结
构、文化等要素构成的整体，系统中各个要素的一致

性越强，系统达成目标的能力也就越强，我们以三角

形言明这一相对“均衡”发展态势。在大学组织文化

的发展建设中，既不忽视组织外部复杂变幻的社会

时空（例如，“社会文化”＃７、“多元文化”＃４等），也

不放弃组织文化创新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例如，“学

科”＃５、“领导力”＃１、“精 神 文 化”＃６等），内 外 互

动，彼此影响，始终维持动态平衡的和谐状态。大学

应该在物质文化等“硬实力”厚积存蓄之后，倾力提

升和滋长“软实力”，把物质文化与观念文化、制度文

化等“精神文化”（＃６）协调起来，兼收并蓄、多元推

进，引领大学文化步入“和谐”（＃３）发展轨道。如此

探寻具有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发展之道，具有理论与

实践的双重意义。图中，内（灰色波纹底色）与外（连
接箭头组成）“双重”三角形套嵌的主体架构，暗示出

以“和谐”为诉求的大学文化构建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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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髓核：真实与“大爱”情怀（＃８、＃１０）

在大学在办学过程中，逐渐积淀的各具特色的

大学文化，成为一所大学可持续发展的无形资产，为
身处组织其中的客观实体提供了生存发展的环境土

壤，尤其对受教对象的成长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大学的任务在于向人类传授时代文化的全部

内容，向人类清楚真实地展示当今个人生活必须得

到阐明的巨大的世界……”［５］，“为了能在混乱困惑

的人生道路上满怀信心地前进，人类必须要有教养，
必须知道表明状态———‘出路’和‘办法’。任何人都

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生活时代和环境，简

言之，就是时代的‘文化’。”［５］

因此，大 学 应 该 时 刻 怀 有“去 伪 存 真”的 勇 气，
“诚实纯真”的天性，“在狂热中保持平衡，面对轻浮

无聊和 恬 不 知 耻 的 愚 蠢 行 为 保 持 严 肃 性，把 握 理

智”［５］，以自身之“真”和“纯粹”所凝聚的“生命影响

力”鼓舞人心，催人进取。就此言之，“大学之真”为

大学文化注入了“源头活水”。
大学作为个体发展的高级阶段，单纯获得知识

已经不是最主要的任务，主动地创造性地掌握并运

用知识更为重要。因此，引导学生是大学教师义不

容辞的职责。既然大学的任务不仅仅是传授知识，
那么仅仅是学富五车的“大师”并不能满足大学的需

要，如果学者们缺少“大爱”精神，那么学校的“有形

资产”再庞大，“人力资源”再充足，对学生来说，恐怕

仅仅只是“虚有其表”“华而不实”。正如杨福家院士

所说，大学不仅要有大师和大楼，还要有大爱。这里

的“大爱”精神，更多的体现为“人文情怀”，大学教师

必须成为拥有健全而独立的人格，自由而丰富的思

想，博大而深 邃 的 育 人 胸 怀 的 族 群，他 们 是 学 生 的

“灵魂导师”、“心灵捕手”，要在大学中扮演表达整个

人类意志的代言人，荟萃人类品性的精华体，引领身

处其中的年轻人不断寻求真理和人类的进步。

２．基质：立足本土，多元拓展（＃１、＃２、＃４、＃
６、＃９、＃１０）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国大学的根在

中国传统文化，所以，中国大学文化建设必须坚定不

移地走本土化道路，以民族文化为根基，会通其他民

族的优秀文化，走向多元文化的融合。大学文化思

潮有极大的包容性，并通过批判、吸收其他文化元素

不断发展和丰富自身，形成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文化

成果，指明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大学文化的发展

进程中，民族、地域的差异在所难免；其内部矛盾纷

争、对立冲突更司空见惯。“多元性”是未来大学发

展的显著特征和突围“路径”。
大学组织文化冲突的核心是价值冲突，大学组

织与社会环境间价值冲突的基本表现形式是社会所

赋予大学的角色与大学对自身角色的认定两者间的

矛盾［６］。在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大学 必 须 不

断地进行文化批判与文化选择，才能实现大学作为

社会的思想先驱和文化中心并引领社会文化进步与

发展的重要功能［７］。正是由于大学组织的学术文化

属性，发挥大学校长“领导力”的大学管理成为大学

文化和办学特色形成、传承、构建、更新、发展的重要

内在机制。大学校长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领导与统

一行动方面，“大学力量和特色的体现，不仅仅取决

于学者的 卓 越。大 学 的 品 质 主 要 取 决 于 其 开 拓 精

神。把教育政策最终的决定权全部留给教职员是与

我们对其开拓性的评价不相一致的。教职员队伍已

经变得太庞大和太专门化。他们需要领导，需要激

励，需要统一方向，为此，我们应该指望校长”［８］。
“立足本土，多元拓展”的大学文化发展理念，要

求灵活性与实用性并重，地区性与国际性兼具，既尊

崇教育与学术，又不忽视服务；既实现平等，又促进

优秀；它使我们的大学既不至于落入固步自封的拘

囿，也不至于陷入盲目移植的迷失，在坚守自我和学

习他人 之 间 求 取 调 和，做 到“以 我 为 主”，“为 我 所

用”。在组织内外各种因素的交锋碰撞中，大学校长

的角色游移在多重身份之间，他应该成为“领导者、
教育家、教导者、掌权者、信息灵通人士，官员、管理

人、继承人、寻求一致的人、劝说者，调节者和形象创

造者，经得起各方面的检查和一切更积极、更愿发表

意见的参与者的批评”［９］。

３．载体：学科的跨界与超越（＃５）

大学文化还具有先导性，通过价值体系构建和

培育民族精 神 为 社 会 进 步 和 文 化 发 展 提 供 精 神 动

力。如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对“做人”问题的强调

一样，大学必须要把“育人”视为“教书”的归宿。知

识是大学的智慧核心，其发展变化也意味着大学的

变化。知识本身既可以是一个整体的理念，也可以

被人们按照不同的参照系划分为各种领域，诸如学

科的范畴。学科对于大学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因为，“学科是大学的组成单元，是承载大学三大职

能（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和社会服务）的平台，是大学

竞 争 力 的 基 础，也 是 大 学 赖 以 生 存 和 发 展 的 核

心”［１０］。每一个 学 科 都 有 一 种 知 识 传 统，并 形 成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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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思想范畴和行为准则的学科文化。由于各门

学科的性质不同，所遵循的信仰和研究范式存在差

异，最终形成的文化氛围和价值观也不同。
高等教育系统是由生产知识的群体构成的学术

组织，其实它自身就是学科与院校纵横交叉而构成

的总体矩阵（Ｍａｓｔｅｒ　Ｍａｔｒｉｘ）。一般而言，学科与院

校是两个准独立的组织模式，具有各自稳定的内在

结构和资源配置的方式。学科与院校的交叉点通常

存在于基层及其组织活动中，因为学术基层大都是

以学科为中心构成的［１１］。“学科和专业研究领域的

准院校性质是高等教育系统的特征的一个显著的和

有特色的部分，抓住各个高等教育系统的这个共同

特征，表明前进了一大步”［１２］。

２０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学科在高度分化基础上

开始融合，学科间的交叉和综合成为学科发展的重

要趋势，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横向学科和综合学科

的出现和发展对学科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并波及到

大学的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改进，大学开始出现学

科综合化的办学潮流，多学科融合推动着大学文化

的变革与创新［１０］。
鉴于此，从大学组织内部延伸至组织之外，打破

学科壁垒的界线，存蓄学科跨界的力量，以更具渗透

性、微妙性和渐进性的方式反作用于大学组织腹地，
促成组织体制变革，加速组织机体更新，正是对以大

学为客观存在的整个高等教育组织结构和高等教育

管理体制的含蓄认知。大学教育改革是一个复杂的

系统，需要各学科提供多样复杂的解释和答案，从而

有助于形成政策的观点，有助于探索改革和变化的

各种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以学科为结点的学术

矩阵中，我们将通过形象直观的分类方式了解不同

国度、不同区域的高等教育系统内的“组织生活的冲

突性、多样 性 和 复 杂 性”［１３］，它 为 我 们 开 启 了 比 较

各国大学文化差异性的另一视窗。

三、结　　语

人们需要铭记的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就在于

它是社会文明传播的机构，是社会前进的文明使者，
而非个人牟利的工具。大学是一个聚集卓越才智和

富有潜力的人的群体，大学的使命和存在的价值就

是超越现实，追求真理，保持高贵的灵魂，并成为整

个社会的 灯 塔 和 路 标。它 应 该 富 含 并 蓄 积 一 种 能

力———悲悯的能力，新知的能力，道 德 的 能 力，希 望

的能力，使自身在时代的浮华和世俗的喧嚣中，始终

保持理性和卓然的姿态，即便面对权贵的傲慢、欲望

的伪装和种种现实的虚假时，还能清醒淡定，仍旧得

以穿透，守望文明的核心关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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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构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团队组织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同部

门的教育者不能单打独斗、各行其是，而应建立以专

职人员为主，兼职人员为辅，专兼职人员同心协力，
各部门齐抓共管的新型团队组织。

第一，设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专职辅导人员。
目前，我国高校大都没有专职研究生辅导员，虽然各

院系普遍都设有研究生秘书，但他们都是兼职的，这
就很难保证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落实到位。
鉴于种种原因，笔者认为，应该设立研究生专职辅导

员，以便加强研究生的教育和管理工作。

第二，充分发挥指导教师、任课教师、院 系 领 导

等管理人员的作用，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导

师是研究生的良师益友，导师最熟悉和了解自己的

研究生，所以，导师不仅要指导学生如何做学问、搞

科研，更重要的是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导师对于研

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并起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任课教师也要在讲好课的同时，注意

通过自己合适的言行举止和丰富的人生阅历教育学

生。院系领导及有关管理人员同样要关注究生的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言传身教，潜移默化，齐抓共管，共
同营造良好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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