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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背景下的中外大学校训翻译对比
———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训英译为例

张久全ꎬ孟　 焱

(淮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ꎬ安徽 淮南 ２３２０３８)

摘　 要: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训为例ꎬ从汉英语言“动静对比”视角探讨中外大学

校训用语特征的语言学依据ꎬ总结了国外大学校训用语表达的 ４ 种基本句型ꎬ更好

地服务于校训的英译工作ꎬ以此加强国内高校教育理念建设和知名度建设ꎬ以期为

校训英译翻译工作者提供参考和借鉴ꎮ

关键词:“双一流”ꎻ校训ꎻ大学ꎻ翻译对比

中图分类号:Ｈ３１５. ９　 　 　 文献标志码:Ａ

　 　 ２０１７ 年ꎬ教育部等国家三部委联合公布

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

学科名单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

国科大)入围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ꎮ 在此

背景下ꎬ作为“双一流”高校的中国科大如何

建设好“双一流”成为当务之急ꎮ 这一目标

既离不开高校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整合优质

教学资源ꎬ更离不开高校凝练的办学特色ꎮ
应开展校园文化建设ꎬ尤其是校训文化建设ꎬ
以此来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和美誉度ꎮ 总体来

说ꎬ大学校训是全体师生共同遵循的基本行

为准则、道德规范和精神追求ꎬ它凝练了大学

的办学传统、教育理念和核心价值ꎬ体现了校

园风气、文化和特质ꎮ 中外大学在办学性质、
人文理念和教育特色等诸多方面差异较大ꎮ
所以ꎬ在校训用语和特色侧重上也不尽相同ꎬ
但无不体现着各自的建校精神与理想追求ꎬ
无疑是大学品牌、个性等整体形象的最佳代

言ꎮ 因此ꎬ对中国大学校训ꎬ尤其是 “双一

流”大学校训进行译介将成为高校开展国际

文化交流、内涵建设和争创一流的重要手段ꎮ

一、中外大学校训缘起

１.国外大学校训探源

西方大学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ꎬ当时的

大学由教会主导ꎬ教师也大多由神职人员兼

任ꎮ 追根溯源ꎬ西方的大学校训都浸润着宗

教色彩ꎮ 英国牛津大学前校长柯林卢卡斯

爵士在 ２００４ 年接受中国央视国际采访中曾

这样解释:“我们的校训由拉丁文写成ꎬ意为

“上帝是我的亮光”(拉丁文:Ｄｏｍｉｎｕｓ Ｉｌｌｕｍｉ￣
ｎ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ꎬ英译:Ｔｈｅ Ｌｏｒｄ ｉｓ ｍｙ ｌｉｇｈｔꎬ出自

«圣经»中的赞美诗)ꎬ这是有宗教意味的ꎬ因
为我们的学校是在宗教和教堂盛行的时候建

立的”ꎮ 美国明尼苏达圣约翰大学的校训

“吾主之光普照”ꎬ语出«新约马太福音»
(拉丁文:Ｓｉｃ Ｌｕｃｅａｔ Ｌｕｘ Ｖｅｓｔｒａꎬ英译:Ｓｏ ｌｅｔ
ｙｏｕｒ ｌｉｇｈｔ ｓｈｉｎｅ)ꎬ英国阿伯丁大学校训“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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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是智慧的开端”ꎬ语出«旧约诗篇»(英
译:Ｔｈｅ ｆｅａｒ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ｒｄ ｉｓ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ｗｉｓｄｏｍ)等ꎮ

总体上说ꎬ西方大学校训除宗教渊源之

外ꎬ大致可归为 ３ 种来源ꎬ一是引用经典诗

篇ꎮ 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校训“Ａｒｄｕｕｓ Ａｄ
Ｓｏｌｅｍ”(面朝太阳ꎬ引申为:用知识启蒙心

灵)出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叙事诗«埃涅

伊德»ꎻ新西兰奥塔哥大学校训“Ｓａｐｅｒｅ Ａｕ￣
ｄｅ”(智勇双全)源于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

«书信集»诗文ꎮ 二是领袖人物或历史名人

题定ꎮ 如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校训“Ｃｏｅｌｅｓｔｅｍ
ａｄｓｐｉｃｉｔ ｌｕｃｅｍ” (目之所及ꎬ天光妙契)由国

王克里斯蒂安一世选定ꎻ泰国朱拉隆功大学

校训“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ｉｔｈ Ｖｉｒｔｕｅ” (知识与美德

并重)由当时的泰国国王朱拉隆功题定ꎮ 三

是大学校长或奠基人拟定ꎮ 如荷兰阿姆斯特

丹大学校训“Ａ ｔｉｍｉｄ ｐｅｒｓｏｎ ｃａｎ′ ｔ ｂｅ ａ ｆａｔｅ
ｃａｔｃｈｅｒ”(胆怯者当不了命运的捕手)是由其

首任校长查理托尼选定ꎻ美国芝加哥大学校

训“Ｃｒｅｓｃａｔ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ꎬ ｖｉｔａ ｅｘｃｏｌａｔｕｒ” (益智厚

生)是由其创办人石油大亨约翰洛克菲勒和

首任校长、著名教育家威廉哈珀共同商定ꎮ
２.中国大学校训探源

中国自唐代书院开始就出现了校训原

型ꎬ意在体现创办者的办学思想、追求和特

色ꎬ但一直没有确定“校训”这一名称ꎮ 至甲

午战争前后ꎬ英文 “ｍｏｔｔｏ” 的日文译名 “校

训”经由日本传入我国ꎮ 同时伴随着教会大

学在清末的兴起ꎬ西式教育观念和大学体制

在中国逐渐被接纳和完善ꎮ １８７９ 年ꎬ当时的

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建立了上海圣约

翰学院ꎬ并以“Ｔｒｕｔｈ ａｎｄ Ｌｉｇｈｔ” [１] 作为校训ꎬ
１９０５ 年升格为上海圣约翰大学后ꎬ时任校长

卜舫济加入孔子名言“学而不思则罔ꎬ思而

不学则殆”为中文校训ꎮ 苏州大学的前身东

吴大学也是由其首任校长、美国传教士孙乐

文在 １９０１ 年先确定了英文校训“Ｕｎｔｏ ａ Ｆｕｌｌ
Ｇｒｏｗｎ Ｍａｎ”ꎬ后于 １９２９ 年经杨永清校长提

议中文校训“养天地正气ꎬ法古今完人”ꎮ 因

此ꎬ我国的大学校训发端于唐代的书院ꎬ至清

末教会大学的出现从而实现了校训的名实统

一ꎮ 随着社会的进步ꎬ中国大学校训在高等

教育的蓬勃发展中逐渐嬗变ꎬ形成了独特的

校训风格与特色ꎮ
整体上看ꎬ中国大学校训的来源也可归

为 ３ 类ꎮ 一是引经据典ꎮ “在儒家经典或其

它古籍中撷取名言警句ꎬ秉承深厚的文化底

蕴ꎬ尽显真知灼见” [２]ꎮ 例如:南京师范大学

校训“正德厚生ꎬ笃学敏行” («左传»、«论

语»)ꎻ山东大学校训“学无止境ꎬ气有浩然”
(«昭昧詹言»、«孟子»)ꎻ沈阳建筑大学校训

“博学善建ꎬ厚德大成” («礼记学记»、«易
经»、«道德经»)ꎻ台湾师范大学校训“诚正勤

朴” («礼记中庸»)ꎻ香港树仁大学校训

“敦仁博物” («周易系辞»)ꎻ澳门科技大

学校训“意诚格物” («礼记大学»)等ꎬ这
些大学校训无不体现着中华经典的传统文化

和意义深远的儒家思想ꎮ 二是 “国家领导

人、社会名流、德高望重的专家题词或校长训

词” [２]ꎮ 例如:孙中山为中山大学亲笔题写

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ꎻ毛泽东

为鲁迅美术学院题写校训 “紧张、严肃、刻
苦、虚心”ꎻ江泽民为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校训

题词“厚德博学ꎬ强军兴国”ꎻ朱镕基为上海

国家会计学院题写校训“不做假账”ꎻ南开大

学校训“允公允能ꎬ日新月异”源自创办者张

伯苓教育报国的思想ꎮ 三是全校征集建议ꎬ
专家遴选完善ꎬ校领导批准而成ꎮ 例如:香港

公开大学校训“公诚毅朴ꎬ开明进取”ꎻ上海

交通大学校训“饮水思源ꎬ爱国荣校”等ꎮ
３.国外大学校训汉译中的对比转换

中国校训用语中动词功能强大ꎬ动态思

维特征突出ꎬ而英语语言中的动词特点是多

时态变化、重文法规则ꎬ这就造成英语在表达

形式上不如汉语随意ꎬ只能与名词、形容词、
介词、副词等搭配组合ꎬ从而表现出不同的动

态语言效果ꎮ 然而ꎬ杜争鸣[３] 教授却认为

“汉语不是曲折形的形合结构语言ꎬ而英语

是曲折形语言ꎬ有各种形合手段”ꎮ 他认为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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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整体偏静态的特征恰恰体现在大量使用

名词、形容词、介词、副词等方面ꎬ英语也可以

在零动词的情况下遣词造句ꎬ传达丰富的动

态含义ꎮ
笔者在调查和梳理世界上一百多所著名

大学校训的基础上ꎬ结合汉英语言“动静思

维”差异及中国大学校训用语特点ꎬ并参考

了龚晓斌等[４] 有关大学校训句型的研究成

果ꎬ总结了国外大学校训用语的 ４ 种基本句

型ꎬ并结合相关译例加以分析ꎮ
第一种“名词 ＋ (介词 /连词) ＋ 名词”ꎮ

例如:梅西大学校训“Ｔｈｅ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
ｆｉｎｉｔｙ”ꎬ译为学无止境ꎻ柏林自由大学校训

“Ｔｒｕｔｈꎬ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Ｌｉｂｅｒｔｙ”ꎬ译为追求真理ꎬ
捍卫 正 义ꎬ 得 享 自 由ꎻ 卡 迪 夫 大 学 校 训

“Ｔｒｕｔｈꎬ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ａｒｍｏｎｙ”ꎬ译为追求真理ꎬ
精诚团结ꎬ和谐共融ꎻ林肯大学校训“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ꎬ译为崇尚科学ꎬ
勤勉正直ꎮ 第二种“介词 ＋ 名词”ꎮ 例如:新
白金汉大学校训“Ｂｙ Ａｒ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ꎬ译为

艺术为基ꎬ工业为先ꎻ伦敦国王学院校训

“Ｗｉｔｈ Ｈｏｌ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Ｗｉｓｄｏｍ”ꎬ译为与主同

行ꎬ智慧相伴ꎮ 第三种“名词 ＋ 系动词 ＋ 名

词”ꎮ 例如: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校训“Ｗｉｓ￣
ｄｏｍ ｉｓ ｍｏｒｅ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ｔｈａｎ ｇｏｌｄ”ꎬ译为黄金有

价ꎬ智慧无价ꎻ波恩茅斯大学校训“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ｉｓ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ꎬ译为学无止境ꎬ超越自我ꎻ威
尔士班戈大学校训“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ｇｉｆｔ ｉｓ 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ꎬ译为百般才华ꎬ知识为善ꎮ 第四种

“形容词 ＋名词”ꎮ 例如:伦敦艺术大学校训

“Ａ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ꎬ译为璀璨星空ꎬ
创意无限ꎮ 总体来说ꎬ笔者在汉译上述国外

大学校训时ꎬ并没有受制于原文的词性和句

法进行简单直译ꎬ而是照顾到英汉这两种语

言在语法、词汇、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等方面

的差异ꎬ适当加入汉语的优势语言“动词”ꎬ
以弥补在语际转换时英语优势语言“名词”
“介词”“形容词”在汉语中表现力和感染力

不足的缺憾ꎬ以便更准确地表达出英文校训

所包含的意义ꎮ

二、中外大学校训用语特征

１.西方大学校训用语特征

西方大学校训在形成过程中ꎬ一方面与

宗教联系紧密ꎻ另一方面坚持真理至上和捍

卫自由民主ꎬ用语上多使用“真理”“知识”和
“自由” 等词语ꎮ 例如: 华盛顿大学校训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ｒｕｔｈ:追求真理ꎬ力量之源ꎻ
杜克大学的校训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Ｆａｉｔｈ:追求

知识ꎬ信仰宗教ꎮ 可以说ꎬ西方很多著名大学

的校训多受«圣经»内容的启示ꎬ用语都体现

着基督教的思想ꎬ以“名词”或静态特征词语

为主ꎬ形式较多样、随意ꎮ 校训用语可以是一

个词、也可以是一个名词性短语或句子ꎬ这是

西方大学校训用语的最显著特征ꎮ
追根溯源ꎬ英国语言学家 Ｑｕｉｒｋ 认为:

“名词在英文中占优势ꎬ必然也要多用介词

(介词是把名词引入到语句中充当不同角色

的最好手段)ꎬ因而英文文本中也有介词优

势ꎮ 介词优势与名词优势结合ꎬ使得英语的

‘静态’倾向更为明显” [５]ꎮ 美国认知语言学

家 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 指出:“名词、动词、介词、副词、
形容词等不同词性往往能够传达出不同的动

静效果ꎮ” [６]

２.中国大学校训用语特征

中国语言学家邵志洪[７] 教授指出:“英
语重名词和介词ꎬ汉语重动词ꎮ”翻译名家方

梦之[８]也认为:“英语趋向于少用动词ꎬ而汉

语要多用动词英语变动为静ꎬ达到既保

留动词的意义ꎬ又有使词句精炼、严密、客观、
紧凑的修辞效果ꎮ”吕叔湘先生也曾作出这

样的论述:“动词和句型是语法研究中的第

一号重要问题” [９]ꎬ即汉语是一门以动词谓

语为表述核心和主干的语言ꎬ其它句子成分ꎬ
如主语、宾语、状语等固然重要ꎬ但都可谓是

枝干ꎬ要依靠谓语动词的帮助才能构建语法

和语义ꎮ 综合中国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ꎬ胡
裕树、张斌、朱德熙、邢福义、陆俭明等学者的

意见ꎬ他们一致认同动词是一般汉语句子里

最重要的部分ꎮ
综合来看ꎬ汉语的行文与表达习惯都深



１８０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１ 卷

深植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之中ꎬ这就使

得中国大学的校训用语体现着民族文化特

色ꎬ展现着汉语的“动词思维” 特点ꎮ 可以

说ꎬ中国大学校训的语言重心一般都是从

“做”开始ꎬ以动词为核心展开遣词造句ꎬ其
中以“８ 字”“４ 字”用语居多ꎮ

例如ꎬ校训用语 ２ 字的有:“诚毅”(集美

大学)ꎬ“知行”(北京交通大学)ꎬ“责任”(常
州大学)等ꎮ ４ 字的有:“爱、真、笃、为” (成
都师范学院)ꎬ“博学济世”(东北财经大学)ꎬ
“敬业乐群”(香港城市大学)等ꎮ ５ 字的有:
“仁、义、礼、知、信” (澳门大学)ꎬ“教学做合

一”(南京晓庄学院)等ꎮ ６ 字的有:“博学、
求是、明德”(江苏大学)ꎬ“求真、至善、融合”
(延边大学)ꎬ“怀天下ꎬ求真知”(河北师范大

学)等ꎮ ７ 字的有:“求新ꎬ求进ꎬ创未来” (香
港科技大学)ꎮ ８ 字的有:“厚德、明法、格物、
致公”(中国政法大学)ꎬ“博学笃行ꎬ尚德济

世”(南方医科大学)ꎬ“规格严格ꎬ功夫到家”
(哈尔滨工业大学)ꎬ“实事求是ꎬ敢为人先”
(湖南大学)等ꎮ ９ 字的有:“为中华之崛起而

读书”(淮阴工学院)等ꎮ １０ 字的有:“博学、
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中山大学)ꎬ“博学

而笃志ꎬ切问而近思” (复旦大学)ꎬ“养青松

正气ꎬ法竹梅风骨” (北京林业大学)等ꎮ １２
字的有:“耐劳苦、尚俭朴、勤学业、爱国家”
(重庆大学)ꎬ“解民生之多艰ꎬ育天下之英

才”(中国农业大学)等ꎮ １５ 字的有:“立一

等品格ꎬ求一等学识ꎬ成一等事业” (云南大

学)ꎮ １６ 字的有:“艰苦奋斗ꎬ严谨治学ꎬ求实

创新ꎬ为人师表” (华南师范大学)等ꎮ １８ 字

的有:“自强不息ꎬ先天下之忧而忧ꎬ后天下

之乐而乐”(上海大学)等ꎻ２８ 字的有:“明时

风ꎬ达治体ꎬ文而不弱ꎬ武而不暴ꎬ蹈厉奋进ꎬ
竭忠尽智ꎬ扶危邦ꎬ振贫民”(郑州大学)ꎮ

三、中国科大校训英译中的“动静”转
换分析

　 　 汉英“动静”思维的差异体现在中国大

学校训英译上ꎬ要求译文必须符合英语的语

言思维习惯ꎬ把汉语偏动态的语言文化特征

转换成英文偏静态的特征ꎮ 下面笔者以中国

科大校训英译中的动静转换进行举例分析ꎮ
中国科大校训“红专并进ꎬ理实交融”源

于其首任校长郭沫若在 １９５８ 年建校之际作

词的中国科大校歌«永恒的东风»和 １９５９ 年

以«勤奋学习ꎬ红专并进»为题的开学典礼致

辞ꎬ后经不同时期的提炼和概括而成ꎬ看上去

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ꎬ虽用词不是很新颖ꎬ但
却引领着中国科大莘莘学子成就了“千人一

院士”的非凡成就ꎬ缔造了“科技英才的摇

篮”ꎬ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每个中国科大人

砥砺前行ꎬ勇攀高峰ꎮ “红” 已不是旧时的

“政治挂帅”ꎬ而是具有高尚的情操与品质ꎬ
强调爱国爱校ꎻ“专”体现精通业务ꎬ掌握前

沿科技ꎬ勇于创新ꎮ “理” 既指书本知识理

论ꎬ也指普世真理ꎻ“实”是“实践”ꎬ既指将理

论付诸实践行动ꎬ也指探求真理的价值追求ꎮ
换言之ꎬ“红专并进”强调品行操守与业务技

能相互渗透ꎻ“理实交融”强调理论与实践相

互作用ꎮ
从汉语词语结构上看ꎬ“红专并进ꎬ理实

交融”属于主谓结构ꎬ体现了汉语的动态思

维ꎮ 因此ꎬ在汉译英时首先要考虑如何把汉

语偏动态的词语转换成英语偏静态的词语ꎬ
同时还要兼顾原文核心意义的有效传达ꎮ 中

国科大杰出校友、中国量子光学领头者郭光

灿院士认为:“红是要有复兴中华民族的责

任感ꎬ 专则是为了国家的复兴而有所作

为” [１０]ꎬ笔者把相对应的英语静态词按照跨

文化交际的要求翻译为“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和“ Ｉｎｎｏ￣
ｖａｔｉｏｎ”ꎮ “理实交融”主要指科学真理与实

践相结合ꎬ笔者把相对应的英语静态词解读

为“Ｔｒｕｔｈ” (如有形容词修饰ꎬ也可解读为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ꎮ 鉴于此ꎬ套用

英文校训的 ４ 种基本句型ꎬ按照“名词 ＋ (介
词 /连词) ＋名词”句型可英译为“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ꎬ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ꎬＴｒｕｔｈ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或“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ꎬ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ｆｏｒ Ｔｒｕｔｈ ”ꎻ 按 照

“介词 ＋ 名词”句型可英译为“Ｕｎｔｏ Ｐａｔｒｉｏｔ￣
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ｒｕｔｈ ｖｉａ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ꎻ按
照“名词 ＋ 系动词 ＋ 名词” 句型可英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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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ｒｕｔｈ ａｒｅ ｔｈｅ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ｏｆ Ｉｎ￣
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ꎻ按照“形容词 ＋名词”
句型可译为“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ｃ Ｄｕｔｙꎬ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Ｓｐｉｒｉｔꎬ
Ｇｅｎｕｉｎ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ꎬ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ꎮ
中国科大校训的这 ４ 条译文核心词语相同ꎬ
差异体现在是否使用介词、连词、系动词等方

面ꎬ但都符合英语静态化、名词化的思维特

征ꎬ选词兼顾跨文化交流和时代内涵ꎬ兼押头

韵ꎬ读起来朗朗上口ꎮ 就笔者自身来说ꎬ更偏

爱“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ꎬ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ꎬＴｒｕｔｈ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这条译文ꎬ言简意赅ꎬ且符合西方大多数名校

的校训用语特征ꎬ更体现中国科大“双一流”
大学的办学定位ꎮ

四、结　 语

校训是大学的灵魂所在ꎬ是莘莘学子永

怀难忘的座右铭ꎬ反映了大学的历史传承与

时代心声ꎮ 大学正是在校训的激励与指引下

团结奋进ꎬ永攀高峰ꎬ争创一流ꎮ 因此ꎬ在国

内高校绘制“双一流”的宏图伟业时ꎬ校训英

译必不可少ꎮ 这就要求译者既要译出大学的

精神追求和理念特色ꎬ有利于推广大学的国

内外知名度ꎬ又要尊重汉英这两种语言的思

维和表达差异ꎬ在中国大学校训文本英译时

尽量采用静态表达方式进行转换ꎬ从而获得

更佳的译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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