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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1 月 25 日, 西北大学百年校庆筹备委员会全体会议研究确定: 沿用 1938 年 10 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第 45 次会议

提出的“公诚勤朴”校训为西北大学校训。其具体出处和注释已不得而知, 这里仅据有限资料和字面涵义予以解释。

公, 即公正, 公平。《新书·道术》有“兼履无私谓之公, 反公为私。”《礼记·礼运》也有“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后者被孙中

山先生赋予革命的新意。公正或公平, 是人们从既定概念出发对某种社会现象的评价, 亦指一种被认为是应有的和理想的社

会状况。它反映社会生活中人的权利和义务、作用和地位、行为和报应之间某种相适应的一种关系。公正也是一种道德要求和

品质, 指坚持原则, 按照一定的法律、道德、政策等社会标准, 实事求是地待人处事。人常说的“主持公道”, 就是匡扶正义, 扶助

公正的道理, 诚如《汉书·萧望之传》中所言:“如是, 则庶事理, 公道立, 奸邪塞, 私权废矣。”明永乐十二年 (1414 年) , 山西霍州

学正曹端的学生郭晟乡试中试, 授西安同知, 临上任前, 去拜别曹师并讨教为政之道, 曹曰:“其公廉乎! 公则民不敢慢, 廉则吏

不敢欺”。这一名言, 后改为:“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 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 公则民不敢慢, 廉则吏不敢欺, 公生明, 廉生威”。公

门不言利, 公法不阿亲, 办事公道, 出以公心, 只有如此, 百姓才能心悦诚服, 否则民会侮慢犯上; 公生明, 只有公才能明察秋毫,

使假借官威或诱官以私, 陷官失廉的小吏畏惧律己。一则“官箴”, 赋予“公”字何等深刻的意义。

诚, 即真心实意。唐李咸用《和友人喜相遇十首》之三有“人生心口宜相副”。《后汉书·马援传》有:“开心见诚, 无所隐伏。”

孟子在《孟子·离娄上》中将“诚”定义为自然界和人事社会的最高道德范畴, 提出:“诚者, 天之道也; 思诚者, 人之道也。”《中

庸》认为:“诚”这一精神实体起着化生万物的作用:“诚者, 自成也, 而道自道也。诚者, 物之终始, 不诚无物。”诚, 亦指诚实无欺

或真实无妄。诚实也就是言行与内心一致,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内不自以诬, 外不自以欺。就像刘禹锡所说的:“去敌气与

矜色兮, 噤危言以端诚”, 即去掉敌视的态度和骄傲的神色, 不要说危言耸听的大话, 而要正直、诚实。若不推之于诚, 虽三令五

申, 而令不明矣。古有“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和“有能推至诚之心而加以不息之久, 则天地可动, 金石可移”的说法, 即只要心

诚, 即使坚硬的金石或者不可动摇的天地也会为它开裂, 也会为之移动。诚亦有诚实讲信用之意。常言道:“大丈夫以信义为

重”、“国以信而治天下, 将以勇而镇外邦”和“信, 国之宝也, 民之所凭也”, 以及“胜敌者, 一时之功也, 全信者, 万世之利也”等说

法。这其中的“信”, 就是诚信、信义、信誉、信用、信任、信赖, 而其实质内容, 都可归之于“诚”, 所以“诚”和“信”是不能分离的, 言

而有信者, 必定是一位诚实的人。一则故事说: 某战士为部队开道, 不惜以身引爆敌之地雷阵, 以致身负重伤, 命在旦夕。一老

将军知其将不久于人世, 遂亲赴医院为之授勋。将军问其还有什么话要说, 战士则称长官不让说。在将军的追问下, 战士才说:

“我不是用身体引爆地雷阵, 而是不小心跌倒碰上地雷的, 我不是英雄”。将军极为震惊, 沉思良久后道:“把事实真相诚实地说

出来和用身体引爆地雷阵同样需要巨大的勇气。你仍然是名副其实的英雄!”这是诚实所应受到的褒奖。

勤, 即劳, 出力。《论语·微子》有“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汉代孔臧《与子琳书》有“取必以渐, 勤则得多”, 就是说获取一定来

自逐步的积累, 勤奋才能收获得多。在历代警世格言中,“勤”字更是随处可见, 如:“勤能补拙, 学可医愚”;“学知不足, 业精于

勤”;“修业勤为贵, 行文意必高”;“智慧源于勤奋, 伟大出自平凡”;“知识无涯须勤学, 青春有限贵惜阴”;“书山有路勤为径, 学

海无涯苦作舟”;“术业宜从勤学起, 韶华不为少年留”;“业精于勤荒于嬉, 行成于思毁于随”;“一年之计在于春, 一日之计在于

晨, 一生之计在于勤”; 等等。这些至理名言说明: 饱食终日, 无所用心, 四体不勤, 尸位素餐者, 是很难有什么学问、什么事业

的, 要有满腹经纶, 要成就一番事业, 就必须勤奋。王国维说过:“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经历三种之阶级:‘昨夜西风

凋碧树。独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 此第一阶级也;‘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 此第二阶级也;‘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

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此第三阶级也。未有不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这里, 王国维巧妙地运用晏同

叔、欧阳永叔和辛幼安的三首词作, 将通过博览群书、吃尽苦头以致消瘦憔悴和终获成功作为三个重要阶段来形容成功之道,

可谓恰到好处, 但贯穿始终的还是一个“勤字”。自古以来, 勤奋求学的故事层出不穷, 像头悬梁, 锥刺股, 囊萤夜读, 闻鸡起舞

等不一而足, 无一不透着一个“勤”字。总之, 人一能之, 己百之; 人十能之, 己千之。果能此道, 虽愚, 必明; 虽弱, 必强。

朴, 本指树皮, 亦指未经加工的木材,《论衡·量知》即有“无刀斧之断者, 谓之朴”。朴, 又有敦厚、质朴之意, 陆机《羽扇赋》

即有“创始者恒朴, 而饰终者必妍。”在老子的《道德经》中,“朴”指原始自然质朴的存在, 即“道”。老子认为:“道常无名, 朴虽小,

天下莫能臣。”“朴”亦无名, 称“无名之朴”。“朴散为器”, 朴的散失, 就成为世间的具体器物。但是, 人们只要守雌, 守辱, 使“常

德”充足, 也能“复归于朴”。朴还可用来镇止一切欲望, 即“不欲以静, 天下将自定”。校训中的“朴”, 恐主要还是“朴素”, 即质朴

无华和俭朴。《释名·释采帛》有“素, 朴素也, 已织则供用, 不复加功饰也”。《汉书·马皇后纪》亦有“车骑朴素, 无金银之饰”。朴

素是西北汉子独有的特性, 多身出寒门, 布衣着体, 少有浮华习气, 质朴敦厚、纯洁真率中透出一股灵气, 以这种自然天成的禀

赋作为西北大学的校训, 颇为得体。假如“宫中积珍宝, 狗马实外厩, 美人充下陈”(《战国策》) ; 假如“王公贵人, 处于重屋之下,

出则乘舆, 风则袭裘, 雨则御盖, 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苏东坡集》) , 哪还有进取之心呢? 可见, 归真于这种“朴”, 保持这

种“朴”, 起步于这种“朴”, 是进取的根本之一。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 空乏其身, 我想其

目的不外乎返朴归真, 使其具有“朴”的秉性, 如此才能担当大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