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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传承与弘扬哈军工文化的有效途径 
◆殷承泰 

（哈尔滨工程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150001） 

 
摘要：近年来，哈军工文化理论研究主要在哈军工文化的概念、核心价

值体系、思想内涵、文化特色等方面，但是对于立足于新建成的哈军工

纪念馆来说，从哈军工纪念馆的功能出发来传承与弘扬哈军工文化的途
径、方法、受众对象等方面还没有系统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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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建哈军工的目的和办学成就 
哈军工办学十几年，为国家培养了 12139 名又红又专的合格

毕业生，其中包括一批党、政府、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和以“两弹
一星”元勋、两院院士为代表的科技领域里的领军人才，诞生了
诸多的共和国第一，这些杰出人才和科研成果融合在一起，为世
人展现了一所具有光荣传统的高等学府的独特气质和魅力，由
此，哈军工不仅创造了一系列辉煌成就，也形成了底蕴深厚、内
涵丰富、特色鲜明的哈军工文化。哈军工纪念馆的建成，展馆文
化功能的日渐显现和发挥，必将成为哈军工历史与文化的权威研
究机构，成为推动哈军工文化在当代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动力，成
为向世人深度展示哈军工优良传统、可贵经验以及哈军工文化核
心要素的重要基地，对于丰富以哈军工文化内容为主流的文化产
品，充分彰显哈军工文化的核心价值，繁荣哈军工文化特色产业，
也将起到更加深远的促进作用。 

二、建设哈军工纪念馆的必要性 
高校校园文化只有在传播的过程中，才能被大学生等受传者

广泛接触、吸纳，并且只有通过传播才能实现校园文化育人的作
用。现今校园文化传播的形式多种多样，比较常见的便是博物馆、
校史馆、纪念馆等展馆的传播形式。哈尔滨工程大学为了更好地
发挥哈军工以来所传承下来的历史文化的育人作用。从校园功能
差异性出发，对校园进行了重新布局，产生了“三区一馆”的布
局，“三区”指的是历史景观区、船海特色区、文化景观区，“一
馆”指的是哈军工纪念馆。哈军工纪念馆于 2011 年筹建，2013
年正式开放。哈军工纪念馆将哈军工历史作为核心，将重要的事
件、任务以及成果作为主线，将主题展览以及人物事迹作为重要
形式，弘扬哈军工精神与文化，集中展示了哈军工发展每个阶段
的重大事件，揭示了哈军工对于我国国防工作所做出的突出贡
献，对于我国军事教育领域的发展所做的卓越贡献。对哈军工文
化的深入讲解与挖掘有助于哈军工精神的弘扬与传承，为我国军
事教育工作以及竣工文化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三、立足于哈军工纪念馆传承与弘扬哈军工文化的策略 
（一）立足档案弘扬哈军工文化 
近年来，哈工大从办学思路以及顶层设计上明确了文化育

人、文化铸校的基本理念，充分意识到了档案对于校园文化发展
的重要意义，并且从传承文化的层面，推动了哈工大文化校园建
设。从 2005 年开始，学校整合多种资源，采取开放运行、突出
重点的方针，形成了文化景观区、历史景观区以及哈军工纪念馆
一体化格局，打造了哈军工传统文化的传承平台。哈工大对于哈
军工档案的利用有助于建设校园文化。为此，我们可以充分使用
哈军工纪念馆中所珍藏的各种档案，对其进行加工，制作成奖状、
徽章以及明信片等多种产品。除此之外，哈工大还可以在学校的
正门位置确立校训墙，设计出校旗帜、校标等标识。这些标识可
以广泛的用于校园广场、道路以及大楼等建筑中，甚至还能够用
在教职工的办公室门牌、名片以及电梯指示牌上。重新命名校园
内部的大楼、广场以及道路，为学校历史著名人物树立雕像，保
证哈军工文化能够和校园文化结合在一起。 

（二）立足建筑弘扬哈军工文化 
建筑不单单可以传承文化，同时也能够形成独立的文化特征

以及体系。在对哈军工历史建筑保护的前提下，在纪念馆建设过
程中也要注重合理化的应用隐性传承的形式，通过继承传统建筑
创作思想、设计方法，从根本上掌握传统净化，发扬以及延续高
校建筑文化。 

大学物质文化是大学多年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而来的，由校
园内部的校园环境以及物质设施体现出的物质形态文化。哈工大
文化中包含的办学理念以及大学精神都通过大学的校园环境以
及物质设施体现出来。我们需要在哈军工校址的基础上加强对文
化设施、文化标识的建设力度，成立文化建设经费，为大学文化
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资金保证。在校园景观建筑以及校园环境的
建设与美化过程中要掌握国防教育以及爱国主义精神的主题，凸
显哈军工文化。在哈军工旧址上建立的哈军工文化园，能够为充
分发挥哈军工精神本身的育人作用创设载体。 

（三）立足伟人事迹弘扬哈军工精神 
实现陈赓大将办学理念和哈军工精神的深度融合，是哈军工

纪念馆文化价值传承的基础。在学生进入纪念堂之初就可以接受
陈赓办学理念的影响，这对于他们深入了解哈军工精神有积极的
推动作用。在主展厅的入口位置，复原了毛主席接见首任军事学
院院长陈赓的历史时刻。纪念馆成果厅以及历史厅当中宣传两老
办学的思想。陈赓大将在创建哈军工之初就明确了尊师重教的教
育理念，充分发动老干部与老教授参与到教育工作中，将学校的
教育以及管理主体完全交还给教授、专家。通过对伟人事迹的阅
读，不单单可以让参观者深刻感受陈赓传奇的一生，同时也能够
深刻体会哈军工精神，大学生理应坚守哈军工文化与精神，将其
作为作为自身的行为准则以及远大理想，将哈军工文化与自身的
抱负融合在一起，成为指引大学生奋斗的信念与时代情怀。 

结语： 
纪念馆在文化价值传承着力点在于校园发展历史的集中体

现，可是并非局限与此。每个学校都有着独特的校风、校训，不
同高校在人才培养以及科研工作中都获得了突出的成就。这些成
就是值得纪念的，那些具备一定文化价值的内容更加值得传承，
它能够引导学生产生信仰。当代大学生面对网络资讯的冲击，容
易迷失在信仰迷宫当中。纪念馆是大学生进入高校以后的第一课
堂，它既能够帮助学生理解大学精神，也可以全面了解文化传统
与革命精神。哈军工纪念馆以其爱国主义精神感染者一代又一代
的青年才俊，以其为基础开展的文化传承活动必然会绽放出绚烂
的光芒，帮助学生为远大的理想目标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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