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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学家等文化名人命名的大学 ( 上 )

 更名与文化

一件事物的名字，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还常常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于是，被表示

事物的命名与更名，就自在一定程度产生文化影响。更名现象，在今日中国频繁上演，很

值得我们从文化视角进行观察。

2010 年 12 月，襄樊市在经历了近 10 年的讨论后“重拾历史”，正式更名为“襄阳”市。

城市改名的代价是真实的“一字千金”，各种行政和社会成本难以估算。虽如此，改名的

动因仅为“襄阳”这一名称的历史文化底蕴及其带来的利益。

2011 年 5 月，清华大学第四教学楼被挂牌冠名为“真维斯大楼“。因为商业味道太浓，

曾被直批为“卖身”。最终清华大学将铭牌悄然摘下。

2012 年年初，浙江大学蔡天新教授以浙江省政协委员的身份提案，建议将“杭州萧

山国际机场”更名为“杭州白居易国际机场”，在传统媒体、网络上引来不少异议。机场

更名涉及多方利益，也非一朝一夕就可做成的小事，产生争议并不奇怪。但不容置疑的是，

“白居易机场提案”表达了强烈的人文关怀。蔡教授曾解释：“如果能以一位文化名人的名

字命名杭州的窗口——国际机场，那对于挖掘和扩大西湖的文化内涵，提升城市文化品位

和国际知名度，乃至于建设文化强省，意义重大。”蔡教授也婉转批评，或是因为人文精

神的缺乏导致了许多人对改名的不接受。

国际上，以名人命名的机场并不乏见。如：美国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波兰华沙肖邦

机场；奥地利萨尔茨堡莫扎特国际机场；意大利罗马达 • 芬奇国际机场。最近（2014 年 4 月）

有报道，河南兰考县将建通用机场并拟命名为“焦裕禄机场”。如若实现，将是我国第一

座以人名命名的机场。

不但机场，小到街道楼台，大至宇宙星体各种事物，国内外都不乏以人名来命名的。

大学也不例外。大学是文化之薮，而“人”又是文化的核心。以人名来命名高校，既提高了

大学的文化内涵，又在纪念名人的同时，使人见贤思齐，客观地发挥了“人文教化”功效。

欧阳顺湘

图 1  柏林洪堡大学主楼（2011 年 4 月作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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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中国高校的更名“乱花渐欲迷人眼”，没有体现出应有的文化品味。相比之下，

国外也不乏改名的高校，其中一些大学是加以人名来命名。这里就让我们开始一场文化之

旅，了解一下以文化名人，特别是以我们感兴趣的数学家的名字命名的大学。

 中国高校的更名

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以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产业）的发展，许多高校兼并升格，

追求高大全，同时也与时俱进地竞相更改校名。据 2013 年 5 月“上大学网”发布的《2008
至 2013 年教育部批准更名的全国高校名单目录》显示，2008 至 2013 年间至少有 257 所高

等院校获得教育部批准而更名，占到全国高校总数的 10.35%。

一所学校经过发展，改用合适的名字，无可厚非。但不少中国大学校名的更改显得有

些不宁静，某些校名的变更甚至被一些媒体批评为“无节操”、“无底线”。

一些高校认为自己名字不再能全面反映自己的“综合实力”而更改。最常见的就是将“学

院”变为“大学”。名字的“级别”或许是中国独特的等级文化的反映。国外就有不少著名

的高校，如麻省理工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就并不会因是以学院称之而受到轻视。

还有许多大学修饰校名中指示专业特色的字眼。如不少学校将名字中的“工业”改为

“理工”（如甘肃工业大学更名为兰州理工大学），将“经济”、“商”等更名为“财经”（如

南京经济学院更名为南京财经大学，广州商学院更名为广东财经大学）。著名的例子还有

北京钢铁学院改名为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广播学院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更有甚者，某些

高校干脆去掉大学校名中的专业字眼。例如华东纺织工学院更名为中国纺织大学后再更名

为东华大学。因担心招生被“农”字头拖累，有不少农业大学都被建议过改名。

   还有的高校，认为校名中指示地域的字眼不够“大气”，限制了自己的发展，不愿“偏

安一隅”，想尽办法“扩张疆土”。例如，青岛海洋大学更名为中国海洋大学，原徐州师范

学院继在 1996 年更名为徐州师范大学后，再于 2012 年“升格”为江苏师范大学。其实这

两所学校所在的城市都是颇有知名度和吸引力的。有些高校还似乎在争抢地域冠名资源，

如上海东华大学与四川西华大学就有各占江山的气势。还有的很容易使人混淆。如华东理

工大学与东华理工大学，“华东”与“东华”仅仅两字的前后位置之差，却是分属上海市

与江西省的两所大学。作为对比，日本名校早稻田大学并没有因其名字的“土气”而改名。

图 2  早稻田大学校徽（两束稻穗包裹“大学”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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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很多大学的改名，改去的是特色，抹去的是原有名字背后已凝聚的文化

传统和历史荣誉，反映的是大学精神和文化自信的缺失。他们的眼中只看到更名带来的在

资源获取、学科设置方面的功利，以及影响扩大、生源增加等短期效益。这样的改名难免

不产生弊端，我们仅从两个亡羊补牢、重续原有无形资产的例子就可窥知一二。1994 年，

原四川大学与成都科技大学合并成立四川联合大学，但新校名的社会认同感较差，于是在

1998 年又改称为四川大学。北京语言学院在 1996 年更名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但为更好

地传承原校名在国内外形成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声誉，又在六年后改为与原校名更接近的名

称：北京语言大学。

在国内，也有大学曾坚持不改为看起来更“大气”的名字而得到赞誉。1940 年，福

建政府提议改厦门大学为福建大学，却遭到厦门大学校主陈嘉庚的反对，最终使得厦门大

学很骄傲地成为一所从未变动过自己校名的大学。2009 年，华南农业大学陈晓阳校长在该

校百年华诞之日，针对各种改名的建议明确回应：“作为一个农业大学的校长，没叫我改，

我是不会改的！”

 国内外以人名命名的高校

大陆的大学多以所在地区、所属部门或行业来命名，而且教育部在 2011 年末还特别

规定新增高校校名不得以个人姓名命名，是以大陆以人名命名的高校只有聊聊可数的几所：

1. 广州的中山大学（英文名为 Sun Yat-sen University，孙逸仙大学），源自孙中山先

生于 1924 年创立的国立广东大学，1926 年被改称国立中山大学以纪念孙中山先生；

2. 广州的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其前身为 1927 年开始招生的仲恺农工学校，这所学校

是由何香凝等提议、国民党中央为纪念廖仲恺爱护农工的意愿而创办的；

图 3  厦门大学校园内陈嘉庚雕像（2012 年 10 月作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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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广州的星海音乐学院，1985 年从原广州音乐学院更名，纪念祖籍广州的音乐家

冼星海；

4. 校区在辽宁沈阳和大连的鲁迅美术学院，其前身为 1938 年建于延安的鲁迅艺术学

院，纪念著名作家鲁迅。

大陆还有一些原以人名命名的大学现已成为历史，例如 2000 年被并入吉林大学的白

求恩医科大学。不过，现在也出现了一些以人名命名的独立学院，如厦门大学的嘉庚学院

和贵阳中医学院的时珍学院。同时，另有一些大学内部的学院亦以人名来命名，如北京大

学的元培学院，浙江大学的竺可桢学院等。

然而台湾却有至少二十多所以人名命名的高校，例如

1. 静宜大学（Providence University）：校名来自该校最重要的创办者——美国籍的盖

夏姆姆的中文名陆静宜（本名为“玛莉 • 盖夏 • 陆京”，Sister Marie Gratia Luking，
1885-1964）；

2. 铭传大学：校名来自清朝台湾巡抚刘铭传（1836-1896）；

3. 逢甲大学：校名来自清朝诗人和教育家丘逢甲（1864-1912）；

4. 国立成功大学：校名来自延平郡王郑成功（1624-1662）；

5. 阳明大学：校名为纪念明代全能大儒王阳明（1472-1529）。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的崇右技术学院，该校是由政治家、书法家于右任提议而创设。学

校虽然没有直接以于右任的名字命名，但却包含有崇敬于右任之意。

在国际上，同样有许多学校以大学创立者、捐助者或历史上著名人物等相关名人的名

字来命名，如美国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威廉与玛丽学院

以及普渡大学，澳大利亚的蒙纳士大学等。我们就不一一枚举了。我们特别介绍，国外有

不少大学，虽然人们习惯以地名等名称来称呼，事实上往往都带人名。如

1. 法国图卢兹第三大学（Université de Toulouse III）也叫保尔 •萨巴蒂埃大学（Université 
Paul Sabatier），这是为了纪念 1912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尔 • 萨巴蒂埃（Paul 
Sabatier）；

图 4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的校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