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返回首页
 

康熙的文化情康熙的文化情康熙的文化情康熙的文化情结给结给结给结给学学学学校文化建校文化建校文化建校文化建设设设设的的的的启启启启示示示示 --- 1.孙孙孙孙武令武令武令武令  2.孙孙孙孙 童童童童 

康熙的文化情结给学校文化建设的启示 
孙武令  孙 童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06     南昌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66 ） 

  
[摘 要]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

研究并借鉴传统文化，对于加强和改进学校文化建设，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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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大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堪称完美的封建帝王。除了平定三藩、收取台湾、改革弊政、治理

河患等丰功伟绩外，他的文化情结也给学校的和谐文化建设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尊孔崇儒  公元一六一六年，满族领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摆脱了对大明王朝的臣属关系，在东北

建立了大金政权（史称后金），公元一六三六年，其子皇太极继位后改国号为清。公元一六四三年，

皇太极去世，其子福临继位，年号顺治。公元一六六一年，顺治去世，其第三子玄烨继位，年号康

熙。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先圣孔子创造的儒家文化即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

流。康熙大帝不能不想到这个问题，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必须尊孔崇儒，紧紧攥住民族文化

这条根。公元一六七零年，十七岁的康熙大帝接受儒士熊赐履的建议，依照历代的习惯，开始举行经

筵日讲，由讲官为他开解儒家经籍和正史。康熙不满足于隔日进讲的课时安排，改为无特殊事情则逐

日进讲不辍。康熙平定三藩之后，在首次南巡归途中到达曲阜极为隆重地拜谒孔庙，在大成殿亲行三

跪九叩大礼。他事后在诗礼堂听孔子的后代讲经，亲题“万世师表”匾额，临走时还把御用仪仗中的

曲柄黄盖留在孔庙中。儒家文化在流传之中既有继承亦有演变，宋代朱熹一派的儒家哲学称为理学

（或称道学）。康熙大帝对把以忠君为核心的封建纲常视作永恒不变的绝对天理的理学颇为欣赏。他

说：“朱夫子集大成而继千百年传绝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之规。”康熙特命理学名臣李光地等人摘

录朱熹的学说，编辑了一部《朱子全书》。明永乐年摘编宋儒理论方面而成的《性理大全》长达七十

卷，康熙命李光地等人将其缩编为十二卷的《性理精义》。康熙大帝在尊孔崇儒的过程中，积极吸取

民本思想和仁政思想等儒学精华，大胆改革赋制，减免赋税。公元一七零三年，康熙宣布免除山东、

河南、四川等六省明年的田赋。公元一七零六年，康熙又下令免除全国的逋赋。公元一七一零年，康

熙又规定：从下年开始三年之内，全国轮流免除一年田赋和历史逋赋。据不完全统计，康熙一朝免除

总额超过白银一亿五千万两。 
启示之一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线，教育师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校园文化反映出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方针、专业特色和独特的精神、文化氛围，更反映出学校

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群体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1]。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强调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于国

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我们要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引领社会文化的发

展，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断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不断在

实践中创新发展。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很强的创造力、感召力和包容性、整合性。

在学校文化建设中，只有抓住了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这个根本，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增强学校的

凝聚力；才能树立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才能营造整体的和谐舆论氛围，塑造出全校师生健康向

上的和谐心态。具体工作中，首先要抓好理论教育。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校

师生，切实增强党的理论工作的创造力、说服力、感召力；其次是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弘扬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倡导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广大师

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再是要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培育良好的文明道德风

尚，在全校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良好氛围。总之，在价值多元、利益多样、个性张扬的时



代，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学生的价值和思想，需要切实做到三个实现：即在多样性与选择性的互

动中实现价值认同；在理想性和现实性的结合中夯实价值基石；在社会性和个体性的联结中促进价值

实现[2]。 
招贤纳士  大清王朝的皇帝，无论贤愚与否，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要管好守住大清这份家业，

就必须崇尚文治，进用文士。在清朝的皇帝里面，清太宗皇太极做得比较好，康熙大帝是继皇太极之

后又一个崇尚文治，进用文士的开明皇帝。清朝入关之后，即沿用明朝定期举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康

熙为了揽到更多的文人学者，又特为举行了一次博学鸿词科。公元一六七八年，关系大清命运的三藩

战争尚在进行，富有远见卓识的康熙大帝即下谕：“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

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因此，令臣下荐举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

仕，由他亲试录用。不管做没做官，当然更不论职位高低，只要德才兼备文才出众之人，即可一步到

位接受皇帝的面视。即使用今天的眼光去看，也是一项惊天动地的举措。公元一六七八年，康熙在皇

宫内的太和殿举行考试，录用了五十名有名望的绩学之士，皆受职为翰林官，参加《明史》的编写工

作。明朝灭亡之后，不少文人学者宁死不当清朝的官，康熙不但没有砍掉他们的脑袋，而且还都加以

优用。著名学者黄宗羲拒绝参加博学鸿词科的考试和《明史》的修订，康熙请大臣转告黄宗羲到京师

备位顾问，不担任官职，如他想回家，随时派员护送回去。大臣说：“黄年事已高，不会来了。”康

熙“叹息不置，以为人材之难。”李顒亦拒绝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康熙到西安时召见他，他自己不

去遣子前往。康熙不但不问他的罪，而且还特赐亲笔所写“操志高清”四字以示褒扬。为了笼络文

士，康熙可谓费劲心机。他第五次南巡时，以他的名义对“举贡监生生员人等，有书法精熟，愿赴内

廷供奉抄写者”，在江宁（今南宁）、苏州、杭州三地分别考试录用了六十人。康熙在南巡归途中，

还特邀居家不仕的大数学家梅文鼎到御舟中，共同探讨了三天天文历算之学，临别时还赐给梅文鼎

“绩学参微”四个大字。在康熙的百般呵护之下，一些文人学者得到了重用，一些居家不仕的文人学

者亦能专心著述。 
 启示之二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使学校文化建设依靠人、尊重人、塑造人。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学校文化建设要体现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中心，突出人的发展，

把教育与人的自由、尊严、幸福、终极价值紧密联系起来，体现人文关怀和道德情感[3]。人是教育的

中心，也是教育的目的；人是教育的出发点，也是教育的归宿；人是教育的基础，也是教育的根本。

一切教育必须以人为本，这是古代帝王的宝贵经验，也是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以人为本的根本目的

在于对人性的唤醒和尊重，在于最广泛地调动人的积极因素，最充分地激发人的创造活力，最大限度

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依靠全校师生集体的智慧，弘扬学校精神，张扬学校个性，突出专业特

色，育一流大师，创一流成果，出一流人才，全力打造一个有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 
兼收并蓄  在外来文化输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先后经历隋唐、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三个时期。

在明末清初这一时期，西方耶稣会士陆续来到中国，一面传教，一面传授西方科学知识。康熙大帝一

生勤奋好学，不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而且对西方的自然科学也宠爱有加。中国封建社会的

历代君主，都觉得自己是天下的龙头老大，对外来的东西，大都存有排斥心理投以鄙视的目光。在这

样的历史背景下，康熙大帝的所作所为令人赞叹不已。康熙初年，钦天监的官员用中国旧法推算历

法，比利时人南怀仁则用西方新法进行推算，孰是孰非各持意见纷争不休。康熙八年正月，康熙大帝

命令大臣率领两派的领军人物到观象台进行现场测试，结果证明南怀仁采用西方测算方法得出的结论

更为准确。康熙大帝决定采用南怀仁所定的历法，并任命他为钦天监的副监，南怀仁先生是康熙聘用

的第一位传授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教士，后来还先后聘用了葡萄牙的徐日升、法国的白晋、张诚和意大

利的闵明我。在西方传教士的教授下，康熙除学习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等自然科学外，还学

习了哲学、音乐、绘画等人文知识，其中收获最大的是数学和天文学。在刻苦学习的基础上，康熙非

常注重科学知识的实际运用。他发现原有国家地图不够准确，于是组织一批外国传教士和中国的勘测

人员，运用科学的测绘方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地理测绘工作，终于完成了《皇舆全览

图》。该图于康熙四十七年开始测绘、五十五年完成绘制、五十八年刻成铜板。《皇舆全览图》，是

第一部用近代科学测绘方法绘制而成的比较精确的中国地图！ 
启示之三 以“和而不同”理念为导向，实现学校文化的大开放、大发展、大繁荣。 
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不同文化的相互学习和借鉴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

件。建设和谐文化，离不开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对话，离不开对各国有益文化成果的学习和借鉴。要

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更加开阔的视野，充分借鉴一切有利于促进我国和谐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大力

吸取一切有利于增强人们和谐精神的文化成果，使和谐文化不仅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而且适

应世界发展进步潮流，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科学无国界，各个国家的学校文化也有着许多普

遍规律。随着知识经济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现代校园文化建设，必须遵循科学性、开放性、社会适

应性的原则，积极吸收最优秀地人类文化成果。科技创新，营造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校园文化氛

围，大力加强中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及时剖析西方发展中的新内涵、新趋势，不仅在科研和学科之

间进行交流与合作，更多的在教育理念，学校文化及各种管理制度和机制的相互借鉴和交流。不仅如

此，当今世界，一个国家只有走向世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不断占领制高点，方能赢得胜利才能屹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就需要有一支源源不断、前赴后继的足够数量的中青类人才队伍，而这支队伍



必须了解世界文化，掌握国际竞争规则，善于国际交流，能够与国际同行打交道并在竞争中立于不败

之地。这就要求，我们的学校在人才培养和学校建设等方面都要面向国际，采取更加开放的“国际

化”的模式和机制，努力提高国际竞争力，更多地开展国际合作研究，培育国际化的育人环境，创造

有利于形成跨文化的环境氛围，使学生在学校就可以较多地接触不同国家的文化，与来自不同国家的

教师、学生交往相处[4]。 
编纂典籍  如果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的话，那么编纂书籍者就是文化传播的天使。组织大批

文化学者编写书籍，是康熙大帝振兴文教的又一政绩。除“奉敕撰者”外，用“御撰”、“御批”、

“钦定”名义编撰的，同样出于臣下之手。康熙年间，这类官修书籍总计达到五十余种，超过了一万

五千卷。例如，关于“经部”的，最为著名、影响较大的是《康熙字典》。该书成书于康熙五十五

年，主要有三大特点：一是收字相当丰富，共有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汉字；二是差不多把每一个字的

不同音切和不同意义都列举进去；三是除了僻字僻义外，它差不多在每字每义下都列举了例字。关于

“史部”的，最为重要的是《明史》。康熙大帝非常重视《明史》的编撰，曾明确指示主修大臣：

“史为永垂后世之书，关系最重，必据实秉公，论断得正。”关于“文部”的，当属《古今图书集

成》。该书长达万卷，在明修《永乐大典》大部散佚后，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类书。关于“集部”

的，名列榜首当是《全唐诗》，是我国篇幅最大的一部诗总集。康熙大帝的修书善举，不仅为后世留

下了重要的文化遗产，而且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启示之四 以传承与创新为目标，不断增强学校文化的生命力、创造力、影响力。 

“学校的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先进文化的研究者、创造者和传播者。它必须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的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和文化希望”[5]。从中世纪大学对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到近代欧洲大学对资

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的影响。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学校对整个社会文化引领的价值。中国现代史的开

端，是以“五四”运动为界的，“五四”运动所宣扬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思想是经

“五四”运动传播，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共同的文化价值取向的，而这些思想的发源地是北京大

学。学校作为社会良知的港湾，人类精神的家园，理应对整个社会文化进而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进步

起到引领和促进作用。学校文化的引领功能，为它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要积

极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学校文化是长期实践经验的积淀，是一笔难能可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

通过完善文化管理制度，健全相应的机制认真总结整理，精心呵护，大力弘扬传承；另一方面，要大

力推进学校文化的探索与创新。面对各种文化的交汇、碰撞，学校文化要在复杂、多变背景下实现创

新，就需要转变观念，创新机制，健全体系，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思维创新、体制创新，积极探索新

形势下学校文化建设的新路子，努力增强学校文化建设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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