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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带领中国人民

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革建设等伟

大实践，所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新时

代中国大学精神的独特文化优势和深厚文化根脉。改革开

放四十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

但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在精神文化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容

忽视的差距。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大学受短期利

益影响，大学教育往往对红色文化资源在培育大学精神上

的价值认识不足，大学精神一定程度上出现缺失的状态。

高校不仅承担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还肩负着传承红色

基因的光荣使命。将红色文化融入新时代大学精神，增强

青年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进而推动

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和大学生能力素质的全面提升，是当

前和今后较长时期的工作重点。

红色文化资源与大学精神的关联互融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大学文化概念传入我国，伴随

着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精神开始

萌生和发展起来。众多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大学精神

的内涵进行了阐述。冷余生（2004）认为：“归纳起来，

可以说大学精神就是以大学为主体，对大学生存与发展具

有巨大影响力的精神，只有当大学的思想、情感和作风相

统一的时候，大学精神才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1]任世

强等（2010）认为，大学精神主要体现在民主、自由精

神，科学、人文精神和批判、创新精神三个方面。[2]张志

远（2009）认为大学精神的基本内容包括独立、自由、

民主、科学、人文、创新精神等六个方面，并且相互联

系。[3]陈忠群（2021）认为，大学精神有共性特征也有个

性特征，其共性表现为追求科学、学术自由、开拓创新、

探索真理、人类关怀，而在不同的大学，大学精神又表现

为不同的气质和特征。[4]由此可见，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对

大学精神内涵的界定和阐释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本文在总结众多学者观点的基础上认为，新时代的大

学精神是大学在办学过程中，在深刻认识其发展规律和时

代特征的基础上逐步积淀而成的科学理念和科学精神，这

种精神集中体现了大学的凝聚力、影响力和生命力。

红色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红色文化资源是

发展和弘扬新时代大学精神的重要精神渊源。[5]红色文化

在各个历史时期也有着不同的精神内核和表现形式，随着

时代的发展，红色文化的形态和内容不断地丰富、发展和

创新，红色文化资源的思想引领性和精神传承性与大学精

神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具有关联统一性。首先，红色文化资

源的精神内涵与新时代大学精神相辅相成。红色文化资源

中所蕴含的坚定信念、以人为本、艰苦朴素、革命创新

等，与大学精神中所包含的民主性、科学性、批判性、创

新性等特征，在内涵和外延上息息相关，大学精神的塑造

和发展的过程也同时伴随着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弘扬和传

承。其次，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显现通过新时代大学精神

来实现。红色文化的积淀包涵了丰富的精神内涵，从井冈

星火到遵义红楼，再到延安宝塔，它们所体现的精神不单

是“革命的摇篮”“革命的转折”“希望的火种”，还孕

育着信念、奋斗和向往真理的革命热情。红色文化资源是

社会物质实体在精神文化上的集大成者，从红色资源中汲

取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和坚定的理想信念、真挚的爱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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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构成了我国大学精神的基础，红色文化资源是发展和弘扬新时代大

学精神的重要精神渊源。从大学精神所包含的人文科学精神、自由民主精神、创新批判精

神和社会关怀精神等元素角度，体现出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大学精神的多维价值。将红色文

化融入新时代大学精神，对于推动高等教育自身发展和大学生能力素质的全面提升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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