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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我国历史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
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
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好、发展
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一代又一代
人接续奋斗。我们的今天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
们的明天需要青年人接着奋斗下去，一代接着一
代不断前进。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高等教
育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
今天，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
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为迫切。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
发展”。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和年毕业
人数已居世界首位，但规模扩张并不意味着质量
和效益增长，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是我国高等教育
发展的必由之路。

大学是立德树人、培养人才的地方，是青年
人学习知识、增长才干、放飞梦想的地方。借此

机会，我想就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
人，同各位同学和老师交流一下看法。

我先给一个明确答案，就是我们的教育要培
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前不久，我在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
向全体代表讲过：“中国人民的特质、禀赋不仅铸
就了绵延几千年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而且深刻

影响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
人的精神世界。”我讲到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
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
神。这种伟大精神
是一代一代中华儿
女创造和积淀出来
的，也需要一代一
代传承下去。

——摘自习近平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
会上的讲话 （2018年
5月2日）

陈一丹带着一丝拘谨走来。武汉燥热的天气
里，他穿了一身考究的蓝色格子西装，脚踩黑色便
鞋。在他自掏腰包投入建设的校园里，每栋建筑都
冷气十足。这位 5 年前就已退休的腾讯创始人，顶
着有些发白的头发，看上去略微疲惫，不似想象中
退休后的清闲。

他也的确没有退休，只是换了一个战场，一个
“一生的事业”。

从腾讯再出发

在水系众多的武汉城中穿梭，要出了三环路，
才能穿过城中村，抵达武汉学院新校区。校园外依
然遍布工地。“武汉学院”四个字刻在门前巨石上，
像一座界碑，步入其中，便是一个美丽、干净的院
子。

与这座城市众多大学一样，武汉学院也坐拥半
片湖。黄家湖对面，是武汉的大学城。这让“陈一
丹伉俪图书馆”每层都有了湖景，二楼“艺术特色
专区”甚至干脆摆上灰色、红色躺椅，直面楼外绿
树和百米宽的湖面。

只要步入校门，就不会错过这座图书馆。它与
牌楼模样的主教学楼一道，构成了校园的学术中轴
线。牌楼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先生规划设计，
这位曾主持和负责设计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建筑
师，将斗拱和大气的中国红，安放在了这所大学。
牌楼正面挂着繁体字匾额“教学楼”，楼体背面写的
是“马化腾教学楼”。

武汉学院每个学生都知道原因。工商管理系大
二学生周伟权兴奋地告诉记者，去年 4 月，腾讯董
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亲自来学校，“捐了一
个亿”。与马化腾一同来的，还有“腾讯五虎”之
一、主要创始人张志东，以及腾讯早期创始团队成
员、微光创投创始合伙人吴宵光。

有此渊源，武汉学院中处处可见腾讯元素，便
不足为奇了。捐资5000万元的张志东，将教学楼和
图书馆中间的空地，命名为“企鹅广场”。与之相匹
配的是，广场上摆放着数十个造型各异的 QQ 企鹅
公仔，下面用英文写着“Tencent 18th”（腾讯18周
年），这些企鹅来自深圳，曾在腾讯庆祝成人礼时，
摆在腾讯大厦楼下。至于捐资2000万的吴宵光，则
将广场东侧一栋教学楼，命名为“知己教学楼”，传
递着腾讯这家公司“创始团队皆为知己”的佳话。
不只如此，这所可以一本招生的大学，还将其中的
一个班，命名为“腾讯班”。

无论马化腾、张志东还是吴宵光，都不是这次
才捐的款。早在 2016 年底，“湖北一丹大学教育发
展基金会”完成首轮共建基金募集时，他们已然参
与其中。这是中国民办高校首次以共建基金形式，
完成捐赠募集。

1000公里之外的深圳大学，在官方网站上，只
收录了 11 个人作为“杰出校友”，马化腾、张志
东、陈一丹位列其中。深圳大学也很年轻，到 1983
年才成立，与改革开放一道成长至今。虽然这些杰
出校友才40多岁，却已创办了中国最大的互联网企
业，并以超过10亿用户的体量，活跃在大部分中国
人指尖上。

改革年代不容止歇。功成名就之后，作为改革开
放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受益者，陈一丹决定做点什么。

这次不求回报

注资武汉学院前，陈一丹犹豫了几年。
2006年，陈一丹还是腾讯首席行政官，被外界

视为公司“大管家”。彼时武汉学院全称还是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来找陈一丹投资。“我说没有
任何兴趣。互联网竞争很激烈，我们腾讯几个创始
人需要专注，很多赚钱的事情找过我们，都推掉
了。”

这段缘分很浅，浅到陈一丹甚至只去武汉旅游
过一次，对这座城市也没太大印象。

或许是巧合，另一颗种子也在此时种下。2007
年，在陈一丹组织策划下，腾讯投入超过 2000 万
元，启动“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开了互联网行业
先河。种下了因，便不断结出善果。在关注灾情、
网络寻亲、网络搜救、网络倡议、在线捐助等诸多
行动中，腾讯公益屡创纪录。

于是，对方再来募资时，干脆明确告诉陈一
丹，这不是赚钱项目，而是公益项目。一语抓准了
命门，因为骨子里他热爱公益。陈一丹逐渐投资。
不断收购之下，到2009年，他发现武汉学院只剩了
自己一家投资举办方。

陈一丹在演讲、采访中，反复提到过一个被他
称为“天人交战”的夜晚。

那时他意识到，想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就得
将这个“得过且过的独立学院”，变成“一所真正意
义上的、一流的中国民办大学”。他决定投资，并准
备好了拿出几个亿。谁想到算下来，金额远超预

期，建设预算高达20亿元。即便对腾讯主要创始人
而言，这也绝非一个小数目。

“做决定的当天，我对自己说，10 年后，会有
一批思想开明身心健康的有为之才走出校园。你
看着他们，不会后悔。”陈一丹回忆。“社会进
步，归根结底靠教育。这样的学校，是未来的方
向。”

巨额投入之后，陈一丹最底线的诉求，依然是
不盈利。他对本报记者分析，在国外考察过许多一
流大学后，觉得非营利的方式与自己观点最吻合。
于是他从在办学章程里承诺不拿走一分钱，升级到
在 《办学许可证》 中作出明文规定，就此开启了国
内非营利性民办公益大学的先河。

此举或许有些“反人性”，却最合其脾性。

看不见的改革

重金之下，效果立竿见影。
在网上，武汉学院被称作“中国最美的民办大

学”，甚至吸引了一些偶像剧来取景。新校区占地千
余亩，建筑面积超过45万平方米。中国风浓郁的校
园里，芳草萋萋，楼堂沿湖而立。就连学生宿舍，
都以兰蕙斋、竹枫斋、桂檀斋等为名，极尽风雅。
照陈一丹的说法，大学是涵养灵性的地方，“未来会
在这里养鹿养莲花，也会种丹桂种菩提”。

科技元素亦遍布校园。去图书馆占座，用的是
微信开发的系统；进出宿舍，要刷开联网的电子中
控门锁；到食堂吃饭，可以提前用 APP订餐；甚至
整个校园，都与腾讯的微校结合，实现管理上诸多
功能创新。陈一丹自己总结，“以腾讯背景和我对科
技的理解，这所大学一定有这样的基因。”

即便去过许多大学，武汉学院的设施也让人印
象深刻。但在这场高校改革实验中，基础设施的作
用非常有限。

“硬件变化是看得见的改革，看不见的改革才更
重要。”陈一丹重重强调了这句话，他将 2018 年视
作武汉学院的戊戌改革年。他心目中改革的重点，
应该是课程，是师资队伍，是教学质量，是最终培
养出的学生水平。

在世界范围内，私立高校成绩辉煌，比如，享
誉世界的常青藤大学全为私立。但在国内，民办大
学无论实力还是声誉，都不足以扛起高等教育大
旗。但也正是这样薄弱的底子，给了改革巨大的空
间。

探路者陈一丹，发现自己再一次冲到了一线。
他所面临的，是前人未曾走过的路，只能进行全方
位的改革。仅仅出资是不够的，他决定站出来，成
为武汉学院新一届董事会主席。

“这绝不是我本意，但我一定要出来，带领这一
代人建立好机制，下一代人才会更好。”陈一丹说。

这次改革至少包括三大方面。一是建立好机

制，以机制来保证学校长远健康的运行，实行校董
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二是发挥好教师的力量，
让他们有更大的空间，发挥更多自主性，“一切的前
提是要有更优秀的教师前来，营造出强大的学术、
教育力量”；三是要开放办学，把企业、行业吸引
来，共同开发课程，共同培养学生，我们要建设一
流大学，培养行业领军人才，就不能让教育停留在
课本上。

出身于顶尖互联网企业的陈一丹，同样关心学
校如何健康持续发展下去。强于财务、运营的他，
希望武汉学院生长出依靠自己成长的能力，“最终是
它可以自己健康地奔跑。”

2013年宣布从腾讯退休前，陈一丹准备了整整
两年，“确定了腾讯发展势头很好，年轻人能比自己
做得更好”，才安然离开。如今他转身对着记者，一
字一句地说，“我最期待的，是校董会主席这个职位
交棒那天，那意味着机制已经建好，下一波人可以
接上了。”

寻找一个理念

说到激动处，陈一丹忽然从沙发上站起来，踱
着步，比划着双手解释自己做教育的理念。

“互联网是什么？就是信息化。如果是改变邮政
系统，那非常简单，因为只有发信者、邮局、收信
者这么三个点，电子邮件一出现就搞定了。商业比
这个复杂些，进货、卖货、广告、售后服务等等，
但是电子商务也基本完成了覆盖。教育呢？不一
样，教育是最复杂的体系，互联网不一定能从外部
直接改变它，而应该帮助它拥抱即将到来的改变，
这改变事关全人类。”陈一丹说。

至于大学的使命，也在发生变化。现代大学出
现时，满足了工业革命后西方社会的需求。在中
国，大学在过去百年间，引领了社会发展。如今，
面对信息时代，全球教育的使命都在发生变化。

“我们的社会正在产生很多问题，比如环保、食
品安全等等。谁可以解决问题？人才。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怎么办？提高全社会的认识水平。如何
才能做到？靠教育。”陈一丹坐回沙发上。“所以，
我觉得教育才是自己一生的事业。”

此话并非说说而已。
2016 年 5 月 23 日，陈一丹宣布捐赠 25 亿港元，

设立“一丹奖”，旨在全球范围内评选并表彰对教育
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或团体，奖金额度高达3000万
港元。这是迄今为止全球奖金额度最高的教育类奖
项。

2017年，首届“一丹教育发展奖”颁给了哥伦
比亚新学校基金会创办人兼总监维琪·考尔伯特

（Vicky Colbert）。她的项目“以学生为中心”，融合
课程、教师培训、社群参与及校园管理等因素，为
乡村和不发达地区提供优质教育。这一模式后来被
推广到许多发展中国家，成效显著。

“我所寻找的，是最好的教育理念。每年找到2
个，50 年就能找到 100 个。最好的教育应该有可复
制性，最好的理念应该有实践，最终这将是全人类
的财富。”陈一丹说。

凭借着对教育慷慨解囊，陈一丹2016年成为第
十三届中国慈善榜榜首，2017年成为福布斯中国慈
善榜榜首。陈一丹却觉得，自己要做的始终是办学
人，不做金主，希望看到的是理念最终落地，大学
平稳运转，而非始终依赖投资。

如今这个阶段，比钱更珍贵的，可能是精力和
时间。采访那天中午，陈一丹匆匆吃了个素盒饭，
下午便是校董会，他得做些准备。

陈一丹手书八个字，“明德创新，解行并进”，
挂在了武汉学院办公楼和图书馆中。前四字很好理
解，后四字意思是，面对这个世界，理论与实践要
统一，理解与行动要齐头并进。这便是陈一丹正在
做的。

我们的明天需要青年人接着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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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丹办教育启示录
本报记者 刘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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