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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矿业大学苏轼研究院揭牌仪式上的讲话

校长 葛世荣

（2011 年 5 月 28 日 10：30，南湖图书馆报告厅））））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

今天，在大家的共同见证下，中国矿业大学苏轼研究院正式

成立了。这在中国苏轼研究学术史上，在徐州传统文化传承与弘

扬史上，在中国矿业大学事业发展史上，都将是一个值得铭记的

日子。在此，请允许我代表中国矿业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对莅临

大会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各界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

挚的问候！对在中国矿业大学苏轼研究院筹备期间予以关心、支

持、帮助的各级领导、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经济是现代城市的力量，景色是现代城市的形象，文化则是

现代城市的灵魂。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竞争日趋激烈的今

天，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增强，提升文化品位，充分发

挥文化对城市发展的带动作用，已经成为一个城市快速发展的主

要因素。徐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人杰地灵，人才辈出，留下

了许多人文佳话，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代表性的独特城市文化。苏

轼作为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以其高尚的品格和辉煌的文学

艺术成就，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苏轼曾在徐州任两年

知州，其间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遗迹和众多脍炙人口的诗

文，给徐州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古老彭

城城市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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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除了负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任务，还具

有文化传承及创新的功能。我想，我校创立苏轼研究院，就是对

大学上述功能的最好注解。苏轼是国内外研究得最多的文学家，

不仅与徐州有着不解之缘，同中国矿业大学也有共同心声。他在

900 多年前亲自组织的白集镇周边的煤炭探查与挖掘，因此而成

就了其名作《石炭行》，印刻在校园南侧草坪上，所描绘的徐州

人采煤场面，是中国古代文学殿堂当中最知名的咏煤作品之一。

现在，我校凝聚全校、全市乃至全国人文学者之力量，加大苏轼

研究力度，既是传承苏轼文化的举措，也是矿大人发扬优秀文化

的使命。

中国矿业大学经历了 102 年的风雨历程，在它确立之初我们

的先辈就立下了“教育英才，备物质建设之先锋；从事研究，求

吾国学术之独立”的大学使命，担负“开发矿业，开采光明，建

设祖国，造福人类”的历史责任，现在我们又确定了“特色鲜明、

国际一流的高水平矿业大学”的办学目标。我们坚信，借助 102

年办学的历史积淀，勤奋求实的学术传统，凭籍徐州特有的地利

与地缘的优势以及全新的研究体制和机制，在中国苏轼研究学

会、苏轼文化研究会的有力指导下，还有徐州乃至全国学术同仁

的大力支持与合作，以及长期潜心苏轼文化研究、德高望重的王

希龙先生的加盟，学校一定会不负众望，坚持高起点、高水平的

学术标准，在尊重学术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努力促进国内外苏轼

研究的交流与合作，在提升我校人文学科研究水平的同时，使徐

州城市的“苏轼文化品牌”在海内外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力，让不

同文明、不同文化在我们搭建的平台上交融生辉！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