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好高考作文，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微信公众号

1 / 4
`

【时文选粹】北大校长读错字，质疑的背后是期许

编者按：北大在国人心中的崇高地位无人置疑，不仅因其历史悠久，大师云集，更是因为它
占据着一个时代民族精神的制高点。北大作为全国知名的顶尖学术殿堂，国人苛求完美，也
在情理之中。“爱之切，故言之也苛。”世间无完人。不论伟人还是普通人，概莫能外。中
华民族自古就有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美德，对别人的缺点错误与其穷追猛打，不如报之以
理解宽容。北大校庆风波虽然已经平息，但这一事件所折射的问题却耐人寻味。

北大校长读错字，质疑的背后是期许

①5月 4 日，北京大学举行建校 120 周年纪念大会，北大校
长林建华在讲话中将“鸿鹄”的“鹄”念成“浩”，引发热
议。次日，林建华发表致歉信，称自己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并强调“焦虑与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又引发新一轮质疑。
(5 月 6 日新华网)

②谁都可能读错字，读错了字，改过来，本也没什么大不了
的，但林建华读错了字却引发强烈质疑，形成网络舆情，这
是因为他的特殊身份——北大校长。人们的强烈质疑，针对
的不是林建华个人，而是他北大校长的身份。之所以“小题
大做”，是因为对北大校长、对北大有很高的期许。

③在很多人眼里，北大不仅是中国的顶尖学府，而且是中国
高等教育的旗帜，是我们这个国家文化的标杆、这个民族学
养的风范。北大校长既是顶尖学府的掌舵者，也应该是文化
学养上的名流大家、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教育潮流的引领
者，不应该在文字上出现低级错误，更不应该武断地否定质
疑的价值。

④严复、蔡元培、蒋梦麟、胡适、马寅初等等，百余年来，
历史上很多北大校长都具有高深的文化造诣、非凡的学识学
养。其文化底蕴、办学理念、人格风范等等，往往都是社会
推崇和学习的标杆。因此，北大不仅是北大师生的北大，也
是全社会的北大。人们对北大校长的要求和定位，不仅仅是

一个普通的大学管理者，也
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学者、
科学❶引述相关新闻报道引出话题。

❷提出论点。

❸叙述众人心目中的北大和北
大校长。

❹国人对北大校长的期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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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而是一个能够与北大的头衔、北大的精神、北大的传统
相适应的，引领时代潮流、代表学人精神的杰出教育家。

⑤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延续几千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以
北大为代表的现代高等学府的建立，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
转型产生了深刻影响。“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思想文化的
一个新篇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是这场运动的
全国中心。著名教育家杜威感慨道：“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
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
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
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
不出第二个人。”

⑥今天，我们正在推进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正在着力
破解“钱学森之问”，百年北大依然是举国关注的焦点。人
们希望今日之北大能够出现更多蔡元培那样引领潮流的教
育家，引领中国高等教育迈入世界一流，这大抵是公众质疑
的情感源头。“爱之深责之切”，从公众的质疑中，看到人
们对北大深切的期许，并且努力匹配它，这对北大、对中国
高等教育的发展都会有大有裨益。

来源：2018-05-07 新浪网 作者：李思辉

【时代警语】

北大不仅是北大师生的北大，也是全社会的北大。人们对北大校长的要求和定位，不仅仅是
一个普通的大学管理者，也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学者、科学家，而是一个能够与北大的头衔、
北大的精神、北大的传统相适应的，引领时代潮流、代表学人精神的杰出教育家。

❺引证法。回顾北大的历史和杜
威的言论评价北大及蔡元培的
深远影响。

❻照应题目，归纳论点。

http://www.gmw.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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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串联】

【相关链接】

北大校长致歉书是种“求真”精神

5月 4 日，北京大学举行建校 120 周年纪念大会，北大校长林建华发表主题为《大学是
通向未来的桥》的讲话。在讲话中，林建华将“鸿鹄”的“鹄”念成“hao”，这引起了广
泛关注。5月 5 日，林建华在北大未名 BBS 上发表致歉信。林建华坦言“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有网友表示：为敢于承认错误的校长点赞。（5月 6 日《北京青年报》）

北大校长出错，前两日的确有在朋友圈传，很明显“鸿鹄”二字戳中了北大校长的“盲
点”，从视频中可以看出，当林校长读到“鸿鹄志”的时候，他突然停顿了下，把鸿鹄（hong
hu）读成了（hong hao）。而且，这样的视频广为传播后，也引起了一部分网友的批评。这
可以理解，毕竟校长在这样一个重要场合的讲话，代表着一校之形象。

不过，通过道歉信，对于北大林建华校长出错的成因，能够让人理解。比如，“上中小
学时，正赶上‘文革’，教育几乎停滞了。”“小学五年级，几年都没有课本”“中国近现
代史知识，最初都是通过读毛选和后面的注释得到的”……诚如其言，自己“不是一个完美
的人”，可以说，林校长的致歉信勾连出了一个真实的、不完美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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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知识是无穷的，我们每个人即便拥有再好的学习条件，拥有再强大的精力，终归
不能学尽天下所有的知识，总会有知识的盲点存在。这些盲点，对于他人而言或许是“易如
反掌”，但轮到自己就可能是“难比登天”，当然还会有一些无心的低级错误也会让我们暴
露自身之短板。但笔者以为，这些都无关紧要，这就是我们真实的自己。

由此，对于他人出现的错误，我们就不应该耿耿于怀，而更应多些宽恕与包容，更没有
必要拿着别人的错误无限放大，甚至当做谈资。须知，在嘲笑、责骂他人错误的时候，未尝
不是在嘲弄自己身上可能存在的知识短板。由此更可以言之，我们更没有必要将所有的知识
尽收脑中为目标，因为人之精力远不能做到此。

同样，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包容这些错误，一方面在自身精力范围内修正这些出现
的错误很有必要；另一方面应避免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和学业领域出现低级错误。而也正是这
些偶然出现的问题和错误，也才倒逼着个人修正错误与不断提升自我。所以，错误不是丢人
现眼的事儿，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更是助推人不断进步的利器。

一如林校长所言，“我是会努力的，但我还是很难保证今后不会出现类似的错误”这才
是真实的自我；“焦虑与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能够让我
们走向未来的，是坚定的信心、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直面未来的行动。”这才是真实的世界。
因此，北大校长致歉书是一种“求真”精神，值得我们去品位与学习。

来源：2018 年 05 月 07 日 南方网

编者：刘广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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