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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平民教育徽章

1919年春，北大学生创建平民教育讲演团，

开始走出书斋，深入群众，开展对民众的教育

和启蒙工作。随后不久，北大学生会又创办平

民学校，开展平民教育工作，部分热心平民教

育事业的北大同学还成立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

研究社。北大师生开创的平民教育工作在当时被

社会认为是“学生界最有价值的建设”。

北大学生苏甲荣 1919年 5
月4日日记

北京大学学生苏甲荣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

他在日记中记录了 1919年 5月 4日当天发生的

事件，包括 3000多人参与游行，痛打卖国贼章

宗祥、火烧曹汝霖宅邸赵家楼等。苏甲荣后来

成为一位地图学家，抗日战争时期，他编制了

《日本侵略我东北地图》 等一批抗日地图，记

录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毕若旭/整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蔡华丽 王军利 毕若旭 刘俞希

在北京大学校史馆，有一块古朴而

略显斑驳的匾额，上面写着“大学堂”

三个楷书大字。

有人说，这块匾额是中国大学的祖

牌。

这块 127岁的匾额从晚清救亡图存的

风雨中走来，见证过百日维新的草草收

场，也忍受过八国联军的炮火所带来的

屈辱。

穿过这块匾额，1919年 5月 4日，上

千名北大学子带着北大学生许德珩所起

草的 《北京学生界宣言》 走向天安门，

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亲历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苏甲荣，

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下了这一天的惊心

动魄。

这本日记，如今被妥善地安置在北

大校史馆恒温恒湿的展柜里。

同样被悉心珍藏的，还有上海交

通 大 学 校 史 博 物 馆 里 的 一 份 96 分 的

试卷。

这是我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

1933年 6月在上海交大求学期间的水力学

期末考卷。当时，上海交大的老师出题

时总会在最后一道大题上“难为”一下

学生，大多数学生很难解答出来。在面

对这份“交大配方”的考卷时，青年时

期的钱学森以其极高的天赋和努力，给

出了近乎“天花板级别”的解答：这份

试卷解题思路清晰，过程简洁完美，英

文书写优美工整。然而，这位“超级学

霸”在最后一道题誊写时，漏写了一处

公式缩写“Ns”中的“s”，被老师“猛扣

4分”，最后得到 96分。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航天博物

馆，被悉心珍藏的镇馆之宝则十分“硬

核”：这是一架名为“北京一号”的轻型

旅客机。1958 年，1000 多名北航师生仅

用 100个昼夜就试制出了新中国第一架轻

型旅客机。

同样“硬核”的还有哈尔滨工业大

学（以下简称“哈工大”）航天馆里的明星

展品。在哈工大航天馆二楼，有一组中

国空间站模型，其中由哈工大与中国科

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联

合研制的问天舱小机械臂，多次支持航

天员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2024年 10月，中国青年报·中青校

媒 发 起 “ 百 所 高 校 校 博 联 展 计 划 ”，

将镜头对准高校博物馆、校史馆，通

过 直 播 ， 讲 述 一 个 个 校 博 背 后 的 故

事，一幅波澜壮阔的高校文博图卷徐

徐展开……

让人“大开眼界”的校博

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里，有全国首

个以家书为主题的博物馆，收藏了 8万多

封家书，其中既有名人的家书，也有普

通人的家书，时间跨度达四五百年。中

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副馆长张丁是家

书博物馆的“发起者”和“守门人”，

2005 年，他牵头发起全国抢救民间家书

项目，并用长达 20 年的时间呼吁社会公

众参与到抢救民间家书项目中来，一起

留住家书。

坐落于电子科技大学清水河校区的

电子科技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座综合性电

子类博物馆，该馆收藏了约 1.5 万件藏

品，记录了中国电子科技的完整工业体

系。一台装载着“中国芯”的梦兰 12 寸
笔记本电脑是这里的“明星展品”，它装

配了中国首款自主研发、自主设计、自

主制造的 CPU——龙芯，标志着中国在

芯片领域的创新和突破。

走进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语言博物

馆，一场语言文化的溯源之旅便拉开序

幕 。 通 过 馆 内 的 互 动 装 置 “ 语 言 星

球”，观众可以学习用 36 种不同的语言

说“你好”，感受世界语言的多样性。

世界语言博物馆定位于全面展现丰富多

彩的语言世界，在展示语言、语言现

象、语言实物，保护语言资源、拓展语

言研究的同时，实现语言教育、研究、

欣赏等目的。

在江西财经大学，学校结合学科特

色建立了中国税收票证博物馆，江西服

装学院也以服装之名成立了中华服饰博

物馆，上海音乐学院里面则藏着一座东

方乐器博物馆……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院教授、

博物馆馆长，北京高校博物馆联盟秘书长

施光海介绍，世界上第一座博物馆发轫于

大学，高校博物馆在教学和科研领域富有

价值，是教学和实践的重要场所，也是高

校里重要的研究机构。同时，不容忽视的

是，高校博物馆是依托高等学府的、拥有

优势学科资源的、知识富集的宝库，具

有极高的社会价值。

校博是大学生身边的“传
统文化”课堂

第一次走进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

馆时，民族学专业学生于晓（化名）有些惊

讶：“虽然馆比较小，但海南黎族的几何纹

服饰、赫哲族的鱼皮衣，还有口弦、冬不拉

这些乐器，全都真实地摆在眼前。”这座位

于校园内的博物馆，成为他理解课本知识

的“立体字典”。

目前上大四的于晓回忆，自己大二

时偶然得知学校有一座对外开放的民族

博物馆，出于专业好奇前去参观。“学

《中国民族志》 时，课本上提到赫哲族的

鱼皮衣，在博物馆里就能看到实物究竟

是什么样子。”这种“从文字到实物”的

印证，让抽象的文化概念变得具体可感。

作为民族学专业学生，于晓常把博

物馆当作“第二课堂”。“比如研究北

方民族渔猎文化时，馆里的鱼皮制作

工具就是最直观的教材。”在他看来，

这座“小而美”的博物馆最大价值在

于真实：“不用去全国各地，就能及时

看到各民族文化的精华，这对专业学

习是种幸运。”

作为我国知名的高校博物馆，吉林

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通过开展活色生

香的活动，让同学们在学校博物馆里

“玩出花”。从去年起，博物馆陆续推出

“夜游宋市”“华庭秋月——博物馆 Social

夜”等活动。在“华庭秋月——博物馆

Social夜”活动中，博物馆工作人员设计

了“竹林七贤”“曲水流觞”“雅歌投

壶”等游戏环节，并建议同学们穿着汉

服前往活动现场，让活动更有氛围感。

每次活动都有上千名学生参与其中，还

吸引了周边的市民和游客。

在长江流域上中游的咽喉要道处，

三峡大学三峡民俗文化馆通过历年来收

集的民俗文物，集中展示了长江文化和

荆楚文化的深厚底蕴。馆内展陈了史前

时期的中堡岛遗址出土的石锛、石斧，

传统农耕的犁、耙等，它们作为生产工具

印证了三峡地区是长江文明的重要源头

之一。

在施光海看来，高校博物馆可以成

为区域文化的枢纽。“高校博物馆有其

独特性。与社会公共博物馆相比，高校

博物馆能纳入高校科研人员近几年的研

究成果，科学普及更具有或更注重时效

性。此外，它的科学普及往往具有专业

性、系统性，藏品来源多样且全面。高

校博物馆除了有很好的教育科研功能，

还是青少年参观、研学、创新的理想殿

堂。”施光海说。

在校博上一堂“思政大课”

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史研究分

会理事长，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

校史党史办主任汤涛参观过上百所各类

型大学的校史博物馆。他说，校史博物

馆展示的每一桩历史事件、每一份历史

档案、每一件校史实物、每一幅历史图

片都是思政教育的珍贵素材，将场馆育

人融入思政教育全过程是高校校史博物

馆重要的建设目标和理念。

在“百所高校校博联展计划”直播

中，张丁向观众们介绍了一系列令人动

容的“抗战家书”。

走进哈尔滨工业大学博物馆，观众则可

以深入了解哈工大土木工程学院沈世钊院士

团队用8年时间为“天眼”“开眼”的故事。

在哈尔滨华德学院东北烈士纪念馆

分馆，哈尔滨华德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师尹迪经常向来参观的师生讲述“八

女投江”的红色故事。

为了增加“沉浸式”的体验效果，

云南大学在校史馆里复原了至公堂的

场景。1946 年 7 月 15 日，闻一多先生在

至公堂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

此外，云南大学校史馆里还陈列展出了

1953 年周保中写给云南大学升学团的

勉励词，其中写道 ：“ 伟大和光荣的任

务，将落到新时代青年们的肩上，必须从

头坚持奋斗到底。”

“校史博物馆通过展示杰出校友和先

进典型事迹、招聘学生担任志愿者以及

在馆内开辟‘沉浸式’活动区等方式，

发挥着场域育人的价值。”汤涛认为，高

校校博对于培养青年的文化认同和家国

情怀有着独特的价值。

中国青年报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报

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史研究分会联合

推出“百所高校校博联展计划”，旨在通

过直播向社会推广高校文博资源，打造

贴近青年的“云思政课”，发挥“以史育

人”“以文化人”的教育作用。“百所高

校校博联展计划”将持续邀请高校博物

馆和校史馆馆长、负责老师以及大学生

讲解员等嘉宾做客直播间，分享高校的

文博故事。

让校博成为青春的课堂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毕若旭
实习生 赵 涵

120 多年前的京师大学堂入学考卷、

100多年前的北大社团徽章、五四运动亲

历者的日记……北京大学校史馆中的一份

份文物、一面面展板，让观众可以“触

摸”100年前的时光。5月 4日，由中国青

年报·中青校媒发起的“百所高校校博联

展计划”走进北大校史馆，通过一场两个

半小时的直播，让北大的历史记忆展现在

全国各地的观众面前。

一段校史不仅是过往的荣耀，更是

未来的灯塔。北京大学档案馆、校史馆

馆长余浚介绍，校史馆是北大构建“大

思政”育人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无

论是北大学生还是广大青少年朋友，在

参观过程中都可以真切感受到，北大

127 年发展历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始终

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希望

展览能够启发青少年进行更多的阅读和

思考，进而了解历史、认识当代、激励

自我。”

北大自创办以来，与国家民族同呼吸

共命运，其辉煌历史影响和启迪着越来

越多的人。余浚介绍，仅 2024 年，北大

校史馆接待参观者就达 142774 人，其中

散客 106117位，团队 1105个。“百所高校

校博联展计划”北大校史馆专场的在线

观看量超过 100 万人次，更多的观众在

北大校史的感召下收获榜样力量、得到

思想启迪。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袁之杨是

校史馆志愿讲解服务队的队长，他对百

年北大的每个历史片段如数家珍。“比

如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后，严复

担任首任校长。当时的北洋政府由于

财 政 困 难 ， 曾 试 图 停 办 北 京 大 学 校 。

严复给教育部上了 《论北京大学校不

可停办说帖》，指出大学不仅是为了造

就专门人才，而且兼有‘保存一切高尚

之学术，以崇国家之文化’的宗旨。在

严复和北大师生的共同抗争下，北大得

以继续开办。在国家动荡之际，能够维

持一所涵养学术的大学，是一件非常不

容易的事情。”

北大校史不仅是一座学校的历史，

更是一部浓缩的百年中国近代史，和中

华民族复兴历程息息相关。北京大学信

息科学技术学院的张盛垚对五四运动前

后的北大印象最深。“北大历来有爱国主

义的传统。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我们都

可以看到北大学子的活跃身影，或是与

黑暗势力誓死斗争，或是为真理振臂疾

呼，或是投身向科学进军的队伍，或是

发出时代的呐喊，或是传达人民的心

声。作为新时代的北大学子、新时代的

青年，我们有责任去继承这种爱国主义

传统，为国家、为民族贡献属于这一代

青年的力量。”

在余浚看来，“百所高校校博联展计

划”让北大校史和其中的精神力量与更多

观众连接。“能亲身来到北大校史馆的观

众毕竟是少数，新媒体受众广泛，特别是

受到广大青少年观众的欢迎。我们盼望能

够用各种方式来进行充分展示，让更多的

朋友了解北大历史。”

“百所高校校博联展计划”北大校

史馆专场告一段落，但这场“云思政

课”传递的精神力量将持续感召青年朋

友。来自浙江的 95 后史云鹏通过“百

所高校校博联展计划”的直播了解了北

大校史。“在国势衰微、军阀混战的年

代，北大掀起了一场彻底的思想革命。

他们高举科学、民主大旗，解构了封建

思想。这种学术追求与社会变革紧密

结合的担当意识，在今天依然发人深

省，真正的做学问不应该是在书斋或

者在学堂里做文字游戏，而应当成为

推动社会进步的源头活水。作为当代青

年，这种精神也会一直激励着我。”史

云鹏说。

穿越时空的“云思政课”：让北大百年风云“活”在当下

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学生范熙壬1902年入学考试复试试卷

1902年，时任内阁中书的范熙壬作为京官，报名参加了京师大学堂速成科仕学馆的首届招考，并取得初试第一名、复试第一名的成绩。北大校史馆珍藏的这份试卷，是范熙壬复试所答之中文试题试卷。全篇通过比较张

居正与俾斯麦（毕士马克）的改革措施与政治功绩之优劣，申述了优秀政治家及其政治改革对国治民安的重要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

陈独秀致胡适等人的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航天博物馆：

“北京一号”轻型旅客机

上海交通大学校史博物馆：

钱学森水力学期末考试卷

北京大学校史馆：

“大学堂”匾额

电子科技大学电子科技博物馆：

860型炮瞄雷达车

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