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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大在于好
∗

卢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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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刊编委卢天健来稿）

摘要：　 一所好大学的核心不仅在于其硬件设施的完善，更在于其所体现的深厚学术氛围、教育理念和文化传承．基
于笔者在剑桥、哈佛、西交大等高校的求学和工作经历，该文阐述了一所好大学应具备的核心要素（好地方、好章

程、好传承、好老师和好学生），以及这些要素如何有效促进高素质人才培养和科学创新，为一流大学建设提供参考

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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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言：“教育是育人之本，人才是强国之基”．
１８９４ 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战败，举国震动，痛定思痛，为兴学强国，诞生了与古代的太学、书院等迥然

不同的现代大学．１８９５ 年建校的北洋公学（天津大学前身）和 １８９６ 年建校的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结束

了延续千年的封建教育的垄断，开启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因此，现代中国大学自诞生起，就与国家经济、政
治和国防的需求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早期的中国大学主要学习欧美先进国家的教育理念，新中国成立后则主

要学习苏联模式，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１９７７ 年，恢复高考，办学模式重新向西方靠近．１９９８ 年，大学开始扩

招，同时启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 ９８５ 工程．２０１７ 年，启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双一流建设工程．
２０２０ 年起，新冠肺炎疫情异常严峻，中美关系紧张加剧，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经济发展态势受阻，人口出生急

剧下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关键时期．２０２４ 年 １ 月，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如何培养造就与现代科技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高素质人才，助力实现伟大复兴

中国梦，是中国大学目前面临的紧迫任务．
把一所大学办好，就必须让它肩负传承人类文明、探索未知世界的重要使命，引领本国乃至世界高等教

育的发展，同时处理好与国家经济、政治和国防的关系．在 ４０ 余年的学术生涯中，我曾有幸在美国哈佛大学

（哈佛）、英国剑桥大学（剑桥）以及中国西安交通大学（西交大）、香港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航）等高

校学习和工作．其中，剑桥大学 １０ 年的教学和研究经历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为深刻．作为力学学科的一名教师

和研究者，我深受剑桥的环境、传统、文化、教育理念以及其独特的学术氛围所启发．在这里，我以曾经任教 １０
年的剑桥为例，结合我在哈佛大学、香港大学等校的学习经历，以及在母校西安交通大学任副校长长达 １０ 年

的管理工作经历，尝试剖析构成一所好大学（或曰“一流大学”）的核心要素，以及这些要素如何有效塑造大

学教师和科学研究者的职业生涯．

１　 大 学 之 要

一所好大学的核心不仅在于其硬件设施的完善，更在于其所体现的深厚学术氛围、教育理念和文化传

承，具体而言，我认为主要是“五好”：好地方、好章程、好传承、好老师、好学生．１９８４ 年，我从西交大工程力学

系毕业，获学士学位；１９８７ 年，获西交大工程力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工作，任助教；１９９０ 年，获香港大学机

械工程博士学位；１９９５ 年，获哈佛大学工程科学博士学位．１９９６—２００５ 年，历任剑桥大学工程系讲师、Ｒｅａｄｅｒ
和材料工程讲席教授，同时任剑桥大学王后学院（Ｑｕｅｅｎ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董事、学术导师和工程领域学术总监；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年，任西交大副校长；２０１８ 年至今，任南航教授．长达 １５ 年的高校求学经历、１０ 年剑桥从教经历、
１０ 年西交大教学和管理经历以及 ６ 年南航从教经历告诉我，以上这些元素是塑造学术卓越和创新精神、培
养高素质人才的关键．
１．１　 好地方

（宋）苏轼：四大从来都遍满，此间风水何疑．
剑桥大学位于英国的伦敦⁃剑桥⁃牛津金三角（Ｇｏｌｄｅｎ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这里不仅聚集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

领域属于世界顶级水平的六所大学和伊顿、哈罗等顶级公学（中学），还拥有丰富的研究和人才资源．这个历

史悠久、风光优美的金三角，不仅是英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还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王公贵族和富豪，
以及无数的科技公司、初创企业、孵化器等，形成了一个极具活力的国际化创新生态圈．因此，该区域在数字

技术、创新产业、生命科学、医学等多个领域发展迅速．剑桥大学在创新创业方面与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

院（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简称 ＭＩＴ）齐名，在学校附近形成的剑桥科技园发展势头强劲，堪称

英国版的“硅谷”．剑桥大学所在地剑桥市近年来面临人口急剧增加、物理空间紧缺的瓶颈难题，最近聘请了

我以前的剑桥同事担任顾问，筹划未来的城市发展计划，同时满足 ２０ 余万市民的共同呼声，大力保护剑桥的

优美环境．
剑桥大学的环境是历史与现代的完美融合，典雅的中世纪建筑与现代研究设施相辅相成．被称作“大学

中有城市”的牛津阳刚十足，而被誉为“城市中有大学”的剑桥则秀美异常．静谧的剑河（Ｒｉｖｅｒ Ｃａｍ，亦称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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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被诗人徐志摩誉为“世上最秀丽的河”）以一个弧形的大圈贯穿一众古老的住宿学院（以下简称学院），河
上横跨 ２０ 多座设计精巧、风姿各异的小桥（ｂｒｉｄｇｅ），桥下你追我赶的学生划艇和由剑桥学生兼职充当船夫

撑篙的游船，伴随着在河中悠然自得畅游的天鹅和野鸭，以及在河畔萋萋芳草地上散步的奶牛、或坐或躺的

学生和游客，为绿意葱茏、丛林拥翠的校园增添了一份令人心醉的美丽和风情，也是剑桥（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这个令

世人肃然起敬的城市名称的由来．
剑河上游不远处，有一眼清澈见底的拜伦潭（Ｂｙｒｏｎ’ｓ Ｐｏｏｌ） ．１９ 世纪初，诗人拜伦在剑桥读书时，常来此

处游泳，由此得名．拜伦的崇拜者徐志摩在《再别康桥》中如此描述：“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躁间，沉淀着彩虹般的梦．”从拜伦潭继续往北，剑河流经一个坐落在茂密大草地和果园之间的美丽

小村———格兰彻斯 （Ｇｒａｎｔｃｈｅｓｔｅｒ） ．和拜伦一样，大哲学家罗素和大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剑桥读书时，也特别喜

欢沿河步行或撑船，到这里品茶谈人生．今天，格兰彻斯果园已成为剑桥的另一个网红打卡地．
响当当的剑桥在美国有一个同名的后辈城市，诞生了由剑桥毕业生创建的另外一个世界名校———哈佛

大学，后者在同一条街上的邻居为鼎鼎大名的 ＭＩＴ ．剑桥最古老的学院拥有 ８００ 余年历史，而其最新的学院

仅有不到百年的历史，还有只收女子的学院．学院内的建筑各具特色，在紧凑的空间内融合了不同历史时期

的建筑风格，而半开放的游廊、绿地、花园和河畔林荫道，为数万师生提供了优美的学习和思考环境．这种独

特的环境不仅促进了创新思维，也为世界级学术研究成果的萌生提供了灵感泉源．
剑桥大学的 ３１ 个住宿学院及各专业科系分布在袖珍的剑桥市内，它们相距不远，与城市共同构成一个

密集而紧密的开放式学术网络．这样的紧凑布局促进了跨学科的合作和交流，学生和教职员工在这个环境中

能够轻松接触到多元化的学术资源和丰富的校外活动，如各类学术研讨会和公开讲座，从而激发创新和深入

学习．
剑桥校园的开放式设计与周边社区的和谐融合，创造了一个生动活泼的学术和生活环境．剑桥市星罗棋

布的书店、餐厅、酒吧、咖啡馆和户外广场等公共场所，以及众多的艺术场馆、博物馆、剧院和各类文化活动，
为市民提供了一个多元文化、散发浓重文艺气息的生活背景，促进了思想的交流与碰撞．在这样的环境中，剑
桥大学的数万师生不仅可以在学术上获得灵感和创新，还能在丰富多彩的生活氛围中找到平衡．
１．２　 好章程

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大学章程，如同宪法，是学校的立身之本．大学的章程制度背后是大学的理想和理念．
历经 ８００ 余年，剑桥大学制订了完善的章程，涵盖如下板块：（Ａ）校长及管理机构，（Ｂ）入学、住宿、学

位、纪律，（Ｃ）直属学院与学部，（Ｄ）大学教职人员，（Ｆ）基金，（Ｇ）财务和财产，（Ｈ）独立学院的义务，（ Ｉ）经
批准的基金会与学会，（Ｊ）大学出版社，（Ｋ）章程的生效、解释与无效程序，（Ｌ）临时条款，（Ｍ）学术员工．针对

章程中每个板块中的具体事项，剑桥大学还制定了全面系统的行政条例．每一学年，剑桥大学都会根据情势

发展，依托大学委员会对章程和行政条例进行个别修订，并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剑桥大学采用学院制作为它的核心组织架构，这意味着它由许多独立的住宿学院（ｃｏｌｌｅｇｅ）和不同的专

业科系（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组成．剑桥大学录取的每一位学生，不仅归属于特定的专业科系，也是独立学院的一员．
剑桥大学通过不同的专业科系为学生提供课程内容、核心教学、考试和学位授予．而攻读相同学科相同学位

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学院．每一个学院是一个独立的单位，享有高度自治权，是在法律和财政上独立的非营利

机构，以一种联邦关系与大学联系在一起．学院在招生、课程设置等方面都有自主权，且有自己独立的图书

馆、宿舍和餐厅等．学院为学生提供学习、生活、社交活动等方面的管理和支持．这不仅保留了学院的独立性

和特色，也增强了大学的整体协调性和凝聚力．
剑桥大学最引以为自豪的是其精心打造的、基于住宿学院的学业导师制教学模式．通过在每个学院设立

学业导师制，为本科生提供高度个性化的学习体验．本科生日常到各专业科系上课后，必须回到住宿学院接

受学业导师针对其所修专业课程的一对一辅导，而学业导师可能碰巧就是该课程的任课教师，但大多数情况

下是被学院从相关科系聘请的学者．学业导师一般有两个身份：以学者的身份受聘于学校的专业科系，同时

以学业导师的身份隶属于学院，通常是某一研究领域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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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剑桥的专业科系，学校要求对新任教师做严格培训．这些教师取到授课资格后，学校先尝试让他们给

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课．在剑桥，只有资深教师才被允许给低年级学生上课．在我任教的工程系，每一位

教师，无论新任、资深抑或院士，每一学年的教学工作量都大抵相当，绝不会出现厚此薄彼的现象．例如，大一

基础课“材料学”是材料学大师、英国两院院士 Ｍｉｋｅ Ａｓｈｂｙ 亲手打造的，他为此写的教材风靡全球高等学校，
出版社只好重印或再版．“结构力学”也是大一基础课，由著名结构力学家、英国两院院士 Ｃｈｒｉｓ Ｃａｌｌａｄｉｎｅ 打

造．起初，我在工程系任教时，没有资格上这两门课，但在王后学院担任导师时，对学生进行一对一辅导的内

容包括了这两门课．
每学年，王后学院请我指导工程领域的 １２ 名大一新生，我把他们分为 ６ 个小组，针对四门必修课，每周

花 １ 个小时指导每一小组的学业．学院规定，学生参加学业辅导是其最重要的学习任务．每周，我需要花两个

下午才能在王后学院完成学业辅导，这还不包括指导前的备课和指导后的学生进度表填写：为了做好辅导，
我需提前熟悉每一周的教程以及任课教师布置的习题，随时准备回答学生的提问．每个学期末，我需书面向

学院汇报每个学生的学业情况，而学院则让学生对导师的表现打分．如果学生的进度欠佳，或者态度消极，我
就要向学院报备，情况严重时学院的相关管理人员自会出面找学生谈话，及时解决问题，以避免该生到年底

被淘汰．剑桥大学规定，每一学年，考试成绩位居最末的大一和大二本科生，要么转校、要么退学，而这部分学

生必须占到学生总数的 ５％．因此，每逢考试季，３１ 个学院都很紧张，怕的就是有学生掉队！ 学院之间由此形

成一种竞争关系．每逢大学公布考试成绩，各个学院的院长就会立刻召集所有导师开会，检讨得失：有些学院

欢喜，也有学院愁眉！ 这样的住宿学院制度（即我国高校的书院制），目前只有在牛津和剑桥才能够真正实

现，也只有像我这样亲身经历过的教师才明白其内涵和精华所在．
明确的教育理想、坚实的理念和章程制度，共同构成了剑桥大学的基础，引领了英国乃至全球高等教育

的发展方向．哈佛大学就是基于剑桥模式，由一群志同道合的剑桥毕业生于 １６３６ 年建立起来的，是美国历史

最悠久、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哈佛本人就是剑桥大学 Ｅｍａｎｕａｌ 学院的毕业生，学校所在地也以剑桥为名，与
波士顿市隔河相望．仿效剑桥，哈佛大学也设立了一个本科生住宿学院，并将其命名为哈佛（Ｈａｖａｒｄ）学院．有
别于剑桥，哈佛学院隶属哈佛大学，并未独立．后来，为便于管理，哈佛大学又为日益增多的研究生设立了研

究生院．除了教育理念和培养模式，剑桥对哈佛在文化、体育、生活等方面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例如，哈佛学生

每天在波士顿河上划船的场景，与在剑河上川流不息的剑桥学生划船队何其相似，哈佛和剑桥两校的大学生

划船队还定期展开比赛．
建校 ８１５ 年来，剑桥大学始终坚持学术自由的理念，鼓励学者和学生追求知识，探索未知，质疑既有观

点，并自由表达学术观点．追求卓越也是剑桥大学的核心理念之一，这种对卓越的追求体现在大学的各个层

面，包括招生、课程设置、学术研究以及学生服务等，确保了剑桥在全球高等教育中的领先地位．
剑桥不仅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育，也承担社会责任，通过各种方式将知识和研究成果回馈社会．这种社

会责任感体现了剑桥的价值观，也增强了其在全球的声誉和影响力．
１．３　 好传承

（唐）魏徵：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剑桥大学成立于 １２０９ 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它的建筑群是其历史传承的重要

组成部分，不仅具有丰富的历史意义，而且展示了英国建筑风格的演变．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在

这里得以保留，见证了时光的流转和历史的积淀．
剑桥大学及其各个学院拥有包括珍贵的图书馆藏书、艺术品和先进的科研设施等在内的丰富学术资源，

其中，大学图书馆藏书逾 ８００ 万册（电子类图书除外），居世界前列．建校 ８１５ 年来，这些资源为师生开展广泛

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作为学术研究和英国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剑桥凝聚了众多科学、文学和政治领域的杰出人物， １００ 余名

诺贝尔奖得主和 １０ 余名菲尔兹奖得主曾在剑桥执教、学习．剑桥大学（以及牛津大学）创建的学院制和学术

导师制，独步全球，为全球高等教育体系提供了模范．
在剑桥，无论是学院还是专业科系，无处不在的茶室文化促进了学术的交流和创新思想的产生．这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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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和学生畅所欲言，随意交流，阐述自己的研究领域和方法；同时，不断听取他人的观点和方

法，通过不断的思想碰撞和问答辩驳，产生出智慧的火花，激发新的思考和灵感．
剑桥大学的每个学院都设立大学生划船队，除了在学院之间举办年度划船比赛，还于 １８２９ 年与牛津大

学划船队展开了首次竞争．自 １８５６ 年起，在 ３、４ 月之交择一周末，来自牛津和剑桥的两队选手，在泰晤士河

上长达约 ７ 公里的赛道上你追我赶，两岸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观众为他们欢呼加油．１９５ 年来，牛津和剑桥的

这场君子之争，成为英国两所最古老学府之间的年度盛会，除了因两次世界大战而中断外，不曾因天公不作

美取消一次，而且在不知不觉中已化为英国乃至全球引以为荣之大学文化，每年皆通过 ＢＢＣ 向全球实况转

播．１８３６ 年起，牛津大学将深蓝色定为队服，而剑桥大学则选用浅蓝色，这个习惯延续至今，分别成为两个大

学的校色．
“在最美好的年龄，做最美好的事情”这一句话，放在剑桥学生身上，再合适不过．每一学年的考试季结束

时，老师和学生都松了口气，各个学院随后举办的“五月舞会”（Ｍａｙ Ｂａｌｌ）成为剑桥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对
学生的社交礼仪、互动沟通、人格素养，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一时刻，剑桥的学生们换下他们日常的学

术装束，身着华美礼服和燕尾服，步入精心布置的舞会现场．各学院为了争夺举办最壮观、最难忘的舞会而秘

密策划，争取在创意和奢华程度上超越对方，保持学院的声望和学生的荣耀．
五月舞会不只是一场舞会，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未参加过的学生会觉得自己错过了剑桥生活中最宝贵

的经历之一．活动通常持续整夜，从傍晚开始直到次日黎明，包含了精彩的烟花表演、高级香槟以及各种美

食．这些食品和饮品往往是从世界各地空运而来，甚至有用非洲进口的稀有玫瑰装饰的场地，尽显奢华．
《泰晤士报》将其评选为全球七大精英社交派对之一，可见其影响力和声誉．这一夜，学生们充分放松，享

受生活，抛开严肃的学术讨论，在草坪上肆意狂欢，一同点评教授和学院的奇闻趣事．这场盛宴不仅仅庆祝学

年的结束，也是对过去努力的一种肯定和对未来的期待．众所周知的物理学家霍金在剑桥三一学院求学时的

浪漫举动———参加五月舞会后在空旷的桥上与心爱的女友翩翩共舞———更是为这个传统增添了浪漫色彩．
五月舞会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剑桥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折射出学校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对学生全

面发展的关注．这一夜，是剑桥大学独有的传统与现代生活完美融合的展现，也是学生们在这座古老学府中

书写自己人生篇章的重要记忆．
面对时代的变迁，剑桥大学始终在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之间寻找平衡，保持其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展现出了一所古老大学的现代活力．
１．４　 好老师

习近平：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
剑桥大学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师资力量和名师引导是其最核心的竞争力．剑桥的国际化程度极

高， 聚集了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顶尖学者， 他们的学术成就为剑桥大学赢得了世界级的

声誉．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卓越成就，在教学和研究生指导上更表现出了高度的热

情和责任感．剑桥大学的导师制使本科生可以在一对一的学习环境中直接从顶尖学者那里获得指导．导师除

了在其任教的专业科系拥有办公室外，还在学院拥有独立的办公室，便于开展一对一的课外辅导．作为酬金

之外的回报，学院还为导师提供门房、餐厅、咖啡馆、酒吧、图书馆、教堂、健身房、网球场、托儿所、剑河划艇、
停车位等服务，同时在学院内为单身的导师提供套房，包括办公室（兼客厅）、卧室、厨房和卫生间，以及每日

的清洁服务．一个导师如果始终保持单身（像牛顿那样），就可以一直在学院免费吃住，直至退休．传说，剑桥

的人均寿命全英国最高．
导师和学生在学院一起生活、学习，这是剑桥有别于世界其他大学的标志性特征，为这所古老的学校添

加了无穷的魅力．作为学院的灵魂，学院章程要求院长（及其家人）必须居住在学院专门为其准备的院长楼，
并为其配备厨师、佣人、花匠等服务．在王后学院，拥有 ６００ 余年历史的院长楼共三层，坐落于学院最为中心

的地带，有自己的独立花园、厨房、大小餐厅、客厅、客房、图书馆等众多房间．我在王后学院任导师时，学院特

聘的院长 Ｊｏｈｎ Ｅａｔｗｅｌｌ 是世袭贵族，也是英国下议院的发言人．这种密切的师生互动确保了学生能够深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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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学科内容，在研究和学习中取得实质性进展．同时，这些学者不仅仅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用他们自己的知

识和经验，引导学生发展批判性思维、研究技能、创新能力、领导力和道德观念，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

的基础．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不仅能够获得学业上的高水平指导，也能在个人品德和社交能力等多方面得到

长足发展．我回到母校西交大任副校长时，基于在王后学院担任导师的经验、全面推动建设本科生书院制就

是我负责的一项工作，全校共成立了 ８ 个书院，我兼任崇实书院的创始院长（崇实书院后来与香港中文大学

的和声书院结成了姊妹书院）．２０１２ 年，我牵头的“西安交通大学本科生书院建设的实践探索”获陕西省教学

成果特等奖．
剑桥大学为来自全球的优秀学生聘请的顶尖学者，大多富有个性，构成了具有无穷魅力的剑桥文化．国

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盟（ＩＵＴＡＭ）现任主席 Ｎｏｒｍａｎ Ｆｌｅｃｋ 院士是我初到剑桥大学工程系任教时的职业导师

（ｍｅｎｔｏｒ），他同时担任 Ｐｅｍｂｒｏｋｅ 学院的学术导师．有一次， Ｆｌｅｃｋ 邀我到紧邻工程系的酒吧喝小酒时，兴致勃

勃地告诉了我一件趣事．Ｆｌｅｃｋ 在剑桥念本科时就非常仰慕著名力学家 Ｒｏｄｎｅｙ Ｈｉｌｌ 先生，特别爱读他的经典

著作《塑性力学的数学理论》（Ｔｈ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先生的理论对 Ｆｌｅｃｋ 日后建立考虑尺度

效应的应变梯度塑性力学有深刻影响．Ｆｌｅｃｋ 博士毕业留校工作后，购置的住房与 Ｈｉｌｌ 先生的家位于剑桥市

的同一条街道，但 Ｈｉｌｌ 是前辈，Ｆｌｅｃｋ 与他并不熟悉．Ｈｉｌｌ 退休后，学院收到他的一封信，Ｆｌｅｃｋ 就自告奋勇，骑
自行车回家时顺道把信交给先生．不巧，先生不在家．Ｆｌｅｃｋ 写了张便条说明由来，便把信和便条塞入先生家

的门缝．过了几天，Ｆｌｅｃｋ 收到先生通过邮局寄来的一封信，信上说 Ｆｌｅｃｋ 的自行车靠到先生家花园的栅栏上，
留下了痕迹，希望今后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可见，剑桥大学着力营造的文化环境，让每一位剑桥学者都彰显

出与众不同的个性，这是产生无数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剑桥趣事逸闻的根源．
剑桥大学大力提倡跨学科的教学和研究，这种跨领域的合作促进了新思想的产生和创新技术的开发．剑

桥的学者们在不同领域之间建立了实质性合作关系，共同解决复杂的全球性问题，这种跨学科的合作模式为

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学习和研究视野．
剑桥不仅注重学术研究，也致力于培养学生的领导力和社会责任感．许多剑桥毕业生最终成了各行各业

的领袖，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国家领导人、杰出的商界领袖等．这种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加上学业导师的引

导和榜样作用，共同塑造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建校 ８１５ 年以来，剑桥大学在维持学术传统的同时，不断吸引来自全球的顶尖学者和后起之秀，始终保

持了卓越的学术活力和创新能力．这种结合传统与现代的教育理念，确保了剑桥在全球高等教育领域的领先

地位．
１．５　 好学生

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本科生是剑桥大学最看重的资源之一．剑桥的美丽校园、历史传承和顶尖学者，吸引了来自全球 １００ 多

个国家的优秀高中毕业生．剑桥的本科生录取过程独树一帜，除了看重考试成绩（类似于中国的高考），还要

通过各个学院组织的面试和笔试，从而筛选具有优秀的成绩、扎实的基础知识、广阔的视野、强烈的求知欲的

好学生．一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必须先被其未来的住宿学院录取，才会收到来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直以

来，剑桥大学鼓励被录取的新生，先到社会历练 １ 年，获取宝贵的生活和工作经验后，再到学校正式读书．
剑桥的每一个学院秉承“以培养学生为本”的理念，为本科生提供了独特的生活和学习环境、资源丰富

的教育教学体系以及鼓励个人成长和学术探索的学院文化（一直以来，研究生对此则颇有微词，认为他们在

学院低人一等，未能像本科生那样享受到学院最宝贵的教育资源）．在剑桥大学，学生还通过图书馆、实验室、
研究中心等， 接触最新的研究资料和先进的学术资源， 这些都是支持他们学术探索和个人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课堂外对本科生开展来自专业导师的面对面辅导，是每一个住宿学院的首要任务，也是剑桥最具特色

的人才培养模式，享誉全球．与此同时，剑桥大学的各个学院很好地融合了来自数学、理学、工学、生物学、医
学、考古学、哲学、文学、历史、戏剧等不同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和学者，通过在一个学院内生活交流，鼓励跨

学科的对话，促使学生自由涉猎不同领域的知识，享受多元文化氛围，为学生提供了通识学习的极佳环境．另
外，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和顶尖学者聚集在一起，这样的多元环境不仅拓宽了学生的国际视野，也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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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同文化和思想的交流与融合，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全球化的学习平台．
剑桥大学鼓励学生追求学术自由，探索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同时敢于质疑现有的知识，挑战导师和专家

学者，探索新的理论和方法，从而培养学生的学术探索精神．剑桥不仅重视学术成就，也关注学生的个人和职

业发展．学校的不同专业科系和住宿学院提供各类支持服务和发展计划，帮助学生规划未来，提高领导力和

其他软技能，为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
剑桥大学独特的体制和思想培养出了无数敢于挑战传统思维、勇于创新的优秀学生．这些来自世界各地

的多元而优秀的学生对知识充满渴望，为学术探讨增添了丰富的视角和深度，为剑桥大学的持续创新和发展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学校的培养与学生的优秀相辅相成，互相托举．起初，三一学院创始人亨利八世手持

权杖的雕像矗立在学院大门的顶端，但后来有学生乘夜偷偷将权杖换成了椅子腿：事后，院长因欣赏学生的

创造性，并未追究此事．
剑桥大学不仅培养了牛顿、达尔文、麦克斯韦、卢瑟福、霍金、奥本海默、图灵等科学巨匠，被世人誉为

“自然科学的摇篮”，还培养了丘吉尔、查尔斯、尼赫鲁等政治家，以及培根、弥尔顿、拜伦、罗素等文学家和哲

学家，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产生了重要且深远的影响．正如剑桥大学前校长艾莉森·理查德所说：“剑桥大

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是因为其培养了无数世界一流的学生．”

２　 剑桥超结构

剑桥有两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即发现 ＤＮＡ 双螺旋结构的雄鹰（Ｅａｇｌｅ）酒吧和大科学家牛顿设计的数学

桥（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Ｂｒｉｄｇｅ）．ＤＮＡ 双螺旋和数学桥这两个剑桥“超结构”对我的科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紧邻卡文迪许实验室（Ｃａｖｅｎｄｉｓｈ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的 Ｅａｇｌｅ 酒吧，我不仅深受生物学和物理学交叉的启发，

更体会到了开展跨学科合作研究的重要性．这里不仅见证了 Ｗａｔｓｏｎ 和 Ｃｒｉｃｋ 基于学科交叉理念发现双螺旋

结构的全过程，也是众多科学家交流思想的圣地．著名的土木结构力学家、英国两院院士 Ｃｈｒｉｓ Ｃａｌｌａｄｉｎｅ 是我

在剑桥大学工程系的同事．有一次，在工程系的茶室一起喝茶时，Ｃａｌｌａｄｉｎｅ 骄傲地告诉我，他交叉融合结构力

学和生物学研究 ＤＮＡ 双螺旋结构取得的成果，是他所有研究成果中被他人引用最高的．２００７ 年，我邀请 Ｃａｌ⁃
ｌａｄｉｎｅ 夫妇访问西交大并讲学，在参观兵马俑之余，我和 Ｃａｌｌａｄｉｎｅ 院士继续就此展开了深入讨论．这种跨领

域的对话，开启了我思考生物医学与工程学、理学结合的可能性，促使我探索生物热⁃力⁃电生理耦合学、颅脑

力学、脑防护、脑疾病无创监测等新技术，为我的科研工作带来新的启发和方向．
数学桥作为剑桥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则象征着科学与工程的完美结合，它不仅是物理力学的实践，也体

现了数学美学的极致．大科学家牛顿是三一学院的毕业生，他基于数学和力学原理，为王后学院设计了横跨

美丽剑河的数学桥，还指导工匠不采用任何铆钉建造了这座木头桥．数百年来，王后学院的学生对此深感怀

疑．传说，某场狂欢后的月黑夜，同学们喝得半醉，干脆就把桥拆开来看看其内究竟有无铆钉，事后却无法复

原桥的原貌，不得不用铆钉将其固定（流体力学家雷诺也是王后学院的毕业生，他后来构思了赫赫有名的雷

诺数，以此区分流体的湍流和层流）．今天，后人采用铆钉重建的数学桥，与三一学院门口的那棵苹果树一起，
都已成为剑桥最著名的网红打卡地．

１９９６ 年仲秋，我刚刚成为王后学院 ６００ 余年历史上的第一位华人导师．伫立数学桥头，瞩目荡漾在清澄

河水中的三角形、长方形、菱形等多姿多彩的几何图案倒影，敬重剑桥人永无止息、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治学

精神，我深刻体会到了科学原理在实际工程中的应用价值，这激发了我对结构力学和材料科学深入研究的兴

趣．通过研究数学桥采用的多孔点阵结构（ ｌａｔｔｉ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及其设计原理，我开始将其应用到超轻多孔金属

的研发中．但是，鉴于当时已经有包括 Ｔｏｎｙ Ｅｖａｎｓ、Ｊｏｈｎ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Ｎｏｒｍａｎ Ｆｌｅｃｋ、Ｍｉｋｅ Ａｓｈｂｙ 等在内的多位

力学和材料学“大牛”研究多孔金属的力学行为，继续在该方向深耕难有大的突破，我决定立足力学，交叉融

合材料学、传热学、声学等多个学科，开辟一条新路，针对这类创新结构的力⁃热⁃声学行为展开理论、仿真和

实验研究，很快就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不到 １０ 年就从讲师，跨越高级讲师和 Ｒｅａｄｅｒ 两个台阶，晋升成为剑桥

大学的讲席教授．
在剑桥，Ａｓｈｂｙ 老爷子除了打造材料学这门基础课程，还开发了名为“剑桥材料选择器”（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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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ｅｌｅｃｔｏｒ，简称 ＣＭＳ）的软件．起初，ＣＭＳ 只是教材的一部分，但后来逐渐被从事材料学研究的全球高校

和工业界普遍采纳，影响深远．后来，老爷子决定在剑桥科技园成立 ＣＭＳ 公司，为各大企业量身定造服务．鉴
于业务范围渐渐扩大，老爷子将公司更名为“剑桥工程选择器”（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ｅｌｅｃｔｏｒ，简称 ＣＥＳ）．
前两年，老爷子年逾九十，力不从心，便将公司卖给了赫赫有名的美国软件公司 ＡＮＳＹＳ，然后给剑桥大学工

程系慷慨捐助了 ３ 个永久教授职位．
１９９６ 年初，Ａｓｈｂｙ 老爷子和 Ｆｌｅｃｋ 一起到哈佛面试我，他担心我一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用英语交流可能

会有问题，无法胜任剑桥的教职工作，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Ｆｏｒ ｈｏｗ ｌｏｎｇ ｈａｖｅ ｙｏｕ ｂｅｅ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ｎｇｉｌｉｓｈ？ 老

爷子问得很自然，但我不习惯他的叙述方式，过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到剑桥后，老爷子对我关怀备至，不仅

鼓励我从事学科交叉研究，还让我协助指导他新招的法国女学生 Ａｕｄｕｒｙ Ｈｅｓｓ ．我和老爷子共同发表了 ３ 篇

论文，涵盖多孔金属的制备技术、传热学行为和吸声行为，引用率都很高，引用最高的达到 ８１１ 次（谷歌学

术）．此外，我和老爷子写了一篇题为《如何撰写英文科技论文》的论文，发表在《中国研究生》期刊．基于老爷

子免费提供的 ＣＥＳ 软件，我还带着学生，分别针对传感器 ／促动器以及电源的选择方法，发表了 ２ 篇论文．我
把这个软件传给了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访问学者胡更开教授，他后来告诉我，老爷子的软件非常有用．

在剑桥培养的交叉研究理念，为我 ２００４ 年全职回国开展一系列开创性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包括基

于超轻多孔结构研究，拿到中国力学界的第一个 ９７３ 项目和第一个 １１１ 学科引智计划项目，提出轻巧承力功

能一体超结构的新概念，为先进装备结构多功能轻量化设计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等等．此外，我还带领团队

创建了生物热⁃力⁃电生理耦合学的交叉研究体系，相关成果获我国生物力学领域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奖

（２０１５ 年）．
这些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剑桥不仅是学术知识的宝库，更是实践创新思想的试验场，为我后续的研究

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３　 创 新 启 示

３．１　 历史与现代的融合、创新的文化与精神

剑桥大学作为世界顶尖的学术殿堂之一，不仅在历史沉淀中积累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和传统，而且在面向

现代、面向未来的创新探索上也展现出了卓越的能力．
在 ８００ 多年的历史中，剑桥不仅承载了欧洲乃至世界学术传统的精髓，同时也是现代科学和技术革新的

前沿阵地．从图书馆的古籍到最先进的实验室，从古老的讲堂到现代的研究中心，剑桥的每一个角落都在诉

说着历史与现代的完美融合．这种融合不仅体现在校园的物理空间，更体现在学术研究和教学方法上．这种

融合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深厚的底蕴，使得其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剑桥大学的创新不仅体现在科学研究上，更体现在其教育和文化中．在这里，创新被视为一种文化，被整

个学术社区所接受和鼓励．从本科生到研究生，从初级研究员到资深教授，每个人都被鼓励去质疑现有的知

识，去探索未知的领域．剑桥大学的创新文化还表现在其对外界变化的敏感性和适应性上，能够迅速吸纳新

兴领域的知识，推动学科间的融合与发展．这种对内积极培养创新精神，对外敏感适应变化的双重动力，构成

了剑桥大学持续领先于世界其他学府的关键．
３．２　 跨学科的学术环境

长期以来，剑桥大学在专业科系和独立学院营造了独特的跨学科学术环境，为科学创新提供了肥沃的土

壤．剑桥大学设有多个跨学科研究中心和机构，这些中心为来自全球的学者提供了合作的平台，通过整合不

同领域的知识和技能，促使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从更广阔的视角，共同理解和解决复杂的全球性问题，
如气候变化、能源、公共健康等．这些中心不仅关注理论研究，也致力于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问题，产生实

际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影响．
除了这些跨学科研究中心和机构，剑桥大学还通过提供跨学科的课程和学位项目，组织经常性的跨学科

研讨会、讲座和工作坊，促使学者和学生有机会相互学习、分享知识和观点，真正营造了跨学科的学术环境．
这种环境鼓励学生和学者跳出传统学科界限，探索新的知识领域和方法．在剑桥工作和生活的岁月里，我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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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体会到创新不仅仅是新知识的追求，更是一种跨学科、跨领域思考的生活方式．剑桥的环境、历史以及与之

息息相关的学术传统，为每一位在此学习和工作的人提供了无尽的灵感和启示．
剑桥最著名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是电磁学之父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ｘｗｅｌｌ 创立的卡文迪许实验室．自 １８７１ 年创建以

来，这个以物理为主、隶属于剑桥大学物理系的综合性实验室涵盖了整个物理学科，但也跟材料、生物等多个

其他学科进行深度交叉，着力打造开放式、学科交叉型的研究氛围，催生了 ２９ 个诺贝尔奖，包括 Ｊａｍｅｓ Ｗａｔ⁃
ｓｏｎ 和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Ｃｒｉｃｋ 因发现 ＤＮＡ 双螺旋结构而于 １９６２ 年获得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

来，卡文迪许实验室聚焦工程科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先进成果，如约瑟夫森结、射电天文望远

镜、晶体学表征技术、高温超导技术等．

４　 总　 　 结

习近平：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是打造一流的国际化教育体系，培养造就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引领全

球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和平，扩大互利合作，解决全球发展难题，而这既需

要强大的物质和精神力量，也需要高度的文化自信．世界一流大学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思想的培养者

和创新的推动者．本文以历史与现代完美融合、学术权力主导、国际化水平高、跨学科研究勃发的剑桥大学为

例，阐明好地方、好章程、好传承、好老师和好学生是构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要素，以期对加快双一流建设

进程、推进中国高等教育融入世界文明进步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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