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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藏高原生态文化建设与“教育援青”的价值
史培军

习近平主席在近期一系列重要演讲中指出：“当今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叠加全球疫情，面临重重困难。”为此要充分认识在全球大环

境下做好我们国家工作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带领中国人

民，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放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近五年来，教育部大力实施西部支教计划，而“教育援青”正是充分

落实习主席系列指示的实际行动。

青海师范大学地处祖国青藏高原战略要地，是党和政府在世界屋

脊上建立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也是在祖国古老的丝绸之路和新兴的

“一带一路”腹地，在长达66 年的时间里长期建设的一所高等学府。

比起远在内地的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家重点高校，它虽然经过众多努力

还有很多不足。但它也有三大优势为内地高校所不具备，那就是青藏

高原生物多样性的地理环境，多民族和谐聚居的人文传统，以及南亚

和中亚多个国家历史上丝路交往和民心相通的历史经验。这是三颗璀

璨的明珠，镶嵌在高峻而静穆的青藏高原上。它们让这里质朴的人民、

这块丰茂的大地、这片纯净的蓝天白云，为之骄傲。自 20 世纪 60 年代

至我国改革开放的四十余年，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当“两弹一

星”在这里冲天升起，当青海湖张开怀抱迎接五洲宾客，当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格萨尔王传》以它特有的中国话语传向世界，谁能说，

古老的青藏高原在祖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没有焕发青春？中国科学院院

士陈发虎教授近年来在青藏高原科考，发现了诸多中原文化对青藏高

原的影响。所有这些都说明了青藏高原对国家发展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教育援青”把中国发展、人文进步，与西部边疆建设相统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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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全球战略大框架中定位，让西部高校建设迅速腾飞。在此背景

下，青海师范大学的任何发展，都与内地、与全国与世界联系在一起。

北京师范大学带头组团，对口援助，让青海师范大学焕发了新的生机。

在今天，“教育援青”新书发布会暨跨文化中国学与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研讨会的召开，正是这种全球定位的标志性成果。青海师范大

学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与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共同申

报了“跨文化丝路研究”的重大项目。从青海师范大学来说，实施这

个项目的重点工作，是加强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科的建设，主要针对

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和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两个中国语言文学

学科单位。为此我们对所有来自北京的专家学者委以重托，对青海师

大文科领导班子委以信任并提出具体的要求。今年春季学期以来，由

青海师大高科院推进，青海师大研究生院特别组织，配合“教育援青”

新书的出版，以青海师大文学院为平台，我们开设了“跨文化中国学

研究方法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研究生通识课程，来自中欧一流

高校的十位著名教授，也是“教育援青”丛书的作者，全部上阵，精

彩授课，超过两千人次的青海师大文科研究生和研究生导师，以及北

师大和国内其他高校的研究生师生，还有欧洲高校的研究生，前来听

讲，本校原副校长扎布教授应邀参与课后的专家对话，文学院副院长

刘晓林教授全程主持讲座，民族师范学院藏族教授、全国教学名师吉

太加和青年学者卓泽加副教授参与教学活动。青海师大高科院和在京

的专业研究人员同步参加听课。课程反响强烈，展现了人才培养的教

学需求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空间。

在加强人文学科建设的同时，青海师范大学领导班子同时抓紧文

理工科的综合建设、交叉学科建设和创新成果建设，我们近期获得

10 个国家级和省部级的一流学科建设支持，在国内高校的排名也大

幅递进。通过这类学术活动和教育教学活动，我们将青藏高原的生态

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凝聚力建设和“一带一路”国际化建设的扎实成

果，在青海大地扎根，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贡献青海师大的一



301青藏高原生态文化建设与“教育援青”的价值

份力量。

在此，我代表青海师范大学领导班子和全校师生，向北京师范大

学领导的大力支持表示 衷心感谢！向参加“教育援青”人文科学基础

建设用书的撰写和教学工作的中外专家学者王宁先生、程正民先生、

董晓萍教授、李国英教授、王一川教授、李正荣教授、金丝燕教授、

白乐桑教授和路易萨教授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向应邀投入西部高校

支教的北京大学著名东方学家和印度学专家王邦维教授表示真诚的感

谢！特别向董晓萍教授组织此项重要的学术工作表示敬佩！

我们要向承担这套丛书出版工作的“中华老字号”商务印书馆，

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表示由衷的感

谢！在疫情期间，你们与北京高校和西部高校的师生团结一道，克

服重重困难，在艰难时刻的“最后一公里”，保证了这套书的高质

量按期出版。

我还要特别向支持这次重大合作项目并给予社会公益慈善捐助的

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敦和学术基金负责人、

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理事长陈越光先生，表示最真诚的感谢！

您从“开头一公里”到“最后一公里”，都在默默投入和无私奉献。这

次工作也让我们切身意识到，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支持对加快西部高

校教育工作发展的必要性。这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而且是建设现代

公益精神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启

示，更是对落实习总书记加快青藏高原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指示的重要

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