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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 25日下午，
我校“珠源讲坛”第 155 期在
图书馆一楼报告厅开讲。云
南省社科联直属机关党委专
职副书记阮凤平，作题为“乡
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
化与乡村振兴”专题讲座。

讲座伊始，阮凤平引用
“木桶效应”生动阐释了乡村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水平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水平之间的关
系。之后，他围绕中国全面
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就乡
村振兴战略目标“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展开
具体论述。他介绍了我国乡
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基本现状，指出乡村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
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强调
应该坚持和加强党对乡村治
理的集中统一领导，同时对
解决农村人才短板问题的路
径进行了有效分析，重点说
明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
体系需要以德服人。

最后，阮凤平寄语同学们在发展自身的
同时，也应关注乡村的发展，鼓励同学们到
乡村创业，运用所学知识，大力挖掘曲靖乡
村丰富的旅游资源，振兴乡村。

本次讲座由党委宣传部主办，文化旅游
学院承办。文化旅游学院院长张诺主持本
次讲座。（学生记者 邹彩青）

本 报 讯 11 月 18 日 下
午，我校“珠源讲坛”第 154
期在图书馆一楼报告厅开
讲。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
传 媒 学 院 副 教 授 李 昌 博
士，作题为“正确认识网络
传播中的意识形态之争”
的专题讲座。信息工程学
院党委副书记杜常青主持
讲座。

李 昌 以 解 读 国 际 、国
内 政 治 历 史 背 景 切 入 话
题，结合网络意识形态安
全关乎国家安全、网络新
媒体传播如何把关、网络
传播中的意识形态斗争形
式等方面，阐述了“意识形
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
展道路”的观点。他指出，
当下的互联网与信息发展
进入新阶段，网络意识形
态问题愈加严峻。之后，
他列举了生活中常见的事
例，分析了敌对、负面意识
形态的表现形式、特点、危
害以及如何应对网络意识
形态存在的安全问题。李
昌提出，在思想阵地的争
夺战悄然从物理空间向虚
拟空间拓展的当下，我们
需要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
强大队伍，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党管网络，
依法依规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努力营造向
上向善的网络文化。

最后，他与同学们分享了个人学习成
长的经历，勉励同学们积极响应习近平总
书记“加强网络伦理、网络文明建设，发挥
道德教化引导作用，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
滋养网络空间、修复网络生态”的号召，主
动抵御不良信息的影响，全面提升自身网
络素养，学好信息技术，维护国家网络安
全。

本次讲座由党委宣传部主办，信息工
程学院承办，信息工程学院 100 余名学生
聆听了讲座。（学生记者 邹彩青 张良杰）

本报讯 12月 11日下午，
我校举行“侨胞之家”授牌仪
式暨座谈会。曲靖市侨联党
组书记张明道、我校党委副
书记陆选荣出席仪式并致
辞，曲靖市侨联主席许云华
为“侨胞之家”授牌。学校由
此成为全市教育系统唯一成
立“侨胞之家”的学校。

我校现有出国境经历教
职 工 45 人 、归 国 留 学 人 员
26 人、归侨侨眷 19 人，在学
校立德树人工作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近年来，校党委
坚持以党建带侨建，努力做
好归侨侨眷和留学归国人
员的服务工作，提升了归侨
侨眷和留学归国人员的幸福
感、获得感和归属感。在学
校设立“侨胞之家”活动室，
旨在为归侨侨眷及留学归国
人员搭建服务、联谊、交流的
新平台，并使之成为服务之
家、联谊之家、温暖之家、团
结之家。

张明道在仪式上致辞，
他首先肯定了学校侨联的
工作，指出学校“侨胞之家”
的创建工作彰显了学校党

委对侨联工作的高度重视，
体现了对归侨侨眷和留学
归国人员的关心。同时希
望我校在今后的工作中继
续 努 力 ，发 挥 桥 梁 纽 带 作
用，优化活动载体，丰富活
动内涵，增强活动实效，实
现组织的“建、管、活、用”的
逐步升级，为学校和地方发
展贡献力量。

陆选荣代表学校党委向

曲靖市侨联给予学校侨联工
作的支持与指导表示感谢，
并对做好学校归侨侨眷及留
学归国人员工作提出三点意
见：一是希望学校党委统战
部发挥好专责部门的作用，
认真做好归侨侨眷、留学归
国教师的服务、团结、教育、
引领工作；二是希望归侨侨
眷、留学归国教师积极发挥
自己的优势，更好地服务于

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三是希
望归侨侨眷、留学归国教师
进一步强化担当精神，立足
本职作出新的贡献。

授牌仪式结束后举行了
座谈会，归国留学教师代表、
2018年度“高被引科学家”代
冬琴博士、归国侨眷教师代
表、南洋华侨机工后人邝野
等在座谈会上纷纷发言，交
流自己的学习、生活和工作
感悟，祝贺“侨胞之家”的成
立，感谢曲师为他们提供的
温馨帮助和服务，感恩曲师
为他们提供了学习、生活和
工作的平台，并表示将积极
参加“侨胞之家”活动，积极
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为祖
国和学校的发展做出自己应
有的贡献。

学 校 归 侨 侨 眷 教 师 代
表、归国留学教师代表、党委
统战部全体人员共 20 余人
参加仪式及座谈会。活动仪
式及座谈会由学校党委委
员、党委统战部部长钱润光
主持。

（黄佳 学生记者 余丽萍）

“我们怎样做老师，怎
样做学生”，这两句话是我
在给郭兴良教授大著《人生
四季》书评中写到的。

那天，翻阅刘克敌先生
《章太炎与章门弟子》一书，
看到章太炎和他的老师俞
樾的一段生死师生情，我的
心触动了，感慨，感动，继而
又引发了我关于文题的思
考。

章太炎是近代国学大
师，当时哪怕康有为、梁启
超辈也难以与之比肩。他
最瞩目的是革命家和学者
身份，两者都堪称伟大。他
的学生，有黄侃，有钱玄同，
有周作人，有鲁迅，有许寿
裳……他们每一个拿出来
都足以在学术界、文化界引
起震动。

而章太炎的老师是晚
清硕儒俞樾先生。这位俞
樾，他的孙子是著名词人俞
陛云，曾孙是和朱自清同题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之
著名作家、学者俞平伯。俞
樾专攻朴学，成就卓著。今
天杭州西子湖畔的“俞楼”
即其退隐后的讲学之所。
章太炎因父亲和俞樾同事
的关系，在父亲死后，投师

俞门，无疑他日后是俞门最
为得意的弟子。

然而，或许是章太炎立
志要做革命家，要革清政府
的命，他太锋芒毕露，忘了
老师曾做过清廷的官，受过
清廷的恩，又或许还有其他
的原因，总之终于有一天，
俞樾将他招来，劈头盖脸骂
起自己的弟子来，并且将他
逐出师门，永不相见。章太
炎在复杂的心情下写了《谢
本师》——这大概是古代弟
子对老师无法挽回的诀别
一类的公告吧。

俞樾死后，章太炎给大
学者孙诒让上书一封，内有

“今夏见报，知俞先生不禄，
向以戆愚，几削门籍，行藏
道隔，无由筑场，悬斯心丧，
幸在天之灵知我耳”，了了
数语，字字锥心，句句痛悔。

最让人感动的是章太
炎一次做客杭州。第二天，
他特意去俞楼凭悼恩师，这
时俞楼已换主人，他叩门拜
见时，因言语隔阂而招致扫
帚逐客。章太炎想起“程门
立雪”的典故，他久立门外，
最终感动了新主人，允许他
进去凭吊。面对昔日恩师
讲学之所，章太炎三跪九拜

…… 读 到 此 ，真 是 很 有 感
触，很让人动容。同时让我
想起《西游记》中孙悟空再
返祖庭拜见菩提老祖的情
景，同样是逐出师门，永不
相见的决绝；同样是恩情永
志不忘的依恋；同样是物是
人非，光阴荏苒。

章太炎的名望此时已
经超过恩师往日，虽然他被
恩师逐出师门，内心却一点
也不记恨，始终把自己当俞
门弟子，这多么难得。

中国古代最讲师承，最
讲门第，最谨守家法。然而
并不是每一个弟子和老师
之间都是那样相得。我们
感叹孔子和弟子的至真至
性，“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
归”，鸢飞鱼跃，惠风和畅，
歆羡不已。然而稍稍了解
历史的人都知道，古往今
来，有多少师生最终反目成
仇，又有多少老师曾被自己
的弟子落井下石……

俞樾对章太炎该有着
怎样的爱恨复杂，章太炎对
恩师又有着怎样的爱和忏
悔。毫无疑问，俞樾足称人
师，他的学识魅力、他的人
格魅力，一定深深影响并感

染着弟子章太炎。而章太
炎也足称弟子，他的学问世
人难出其右，他为理想正直
前行的品行，无愧师门。

这是两位名人的师生
情义，读来感人肺腑，不胜
悲戚！

那我们常人呢？如何
做一个老师，如何做一个学
生？尤其在世风浮躁、人心
趋竞的当下。俞樾和章太
炎之间，老师对弟子欣赏有
加，弟子对恩师尊崇礼敬。
他们最终都学问如山，渊博
如海，令人肃然起敬。我们
恐怕几辈子都难以达到他
们的学问境界，然而我们可
以学习他们的言行之德，努
力呵护好自己的一颗良心，
培养更高层次的良知。这
样，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
好老师，一个好学生。内心
常怀公平、正义、善良、爱和
感恩……诸如此类，仍是存
于大众心中的普遍标准吧！

理 学 家 云 ：“ 正 心 诚
意”。无论是谁，当得了这
四个字，就一定是一个大写
的人，一定可以做好老师，
可以做好学生。心正意诚，
已 了 无 愧 疚 ！ 足 矣 ！ 足
矣！努力为之，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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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侨胞之家”正式成立

“我们怎样做老师，怎样做学生”
人文学院 李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