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2005-06-03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作者 简 介］1.林为连（1971-），男，浙 江 云 和 人，浙 江 大 学 宁 波 理 工 学 院 副 教 授，主 要 研 究 方 向 为 高 等 教 育；2.张 国

昌（1979-），男，浙江萧山人，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3.许为民（1951-），男，浙江宁波人，浙江大学宁

波理工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研究生教育管理；4.郁怡汶（1961-），男，浙江大学港澳台办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

① 哈佛有人认为，耶鲁的校训是剽窃哈佛校训的。因为耶鲁的校训同哈佛非常接近且确定的时间在哈佛之后，而耶鲁人显然

不同意这种观点。其实，耶鲁的校训比哈佛确立得早。虽然早在1643年，“VERITAS”就出现在哈佛的有关资料里，但哈

佛并没有把“VERITAS”当作校训，直到耶鲁选好校训的一个世纪后，哈佛才正式定下其校训。哈佛的一个历史学家认为，

可能是在耶鲁和哈佛呆过的神学家威廉的教学理念影响了两个学校校训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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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内外高校校训在不断的演化进程中，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无论是高校校训的来源、

类型，还是高校校训的特点与内涵，均体现着高校的个性与特色。国内外高校校训，鲜明地折射出不同

的文化背景与价值取向。我国高校校训大部分来自于儒家经典著作，注重强调人的道德义务与人伦关

系，强调内心修养和精神生活的充实，反映了我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而国外高

校校训则具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体现的是宗教思想文化，主要强调对真理与学术自由的追求。此外，国

内外知名高校在校训继承、诠释、培育等方面的经验，可以为高校校训的继续发展提供相关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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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校训？中华书局的初版《辞海》这样解释：“学校为训育上之便利，选若干德目制成匾额，悬

之校中公见之地，是校训，其目的在使个人随时注意而实践之。”校训对于一个学校的校风建设非常

重要，是学校的灵魂，也是学校精神的表征。无论何种校训，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着学校创办者或

办学者的某种教育理念。一定的教育理念通过校训这种载体，“抒发（办学者的）理想、明确（对受教

育者的）要求、激励师生，追求对社会的贡献与价值”［1］。同时，校训作为高校的声誉招牌和特色之

一，可以向社会宣传学校的办学理念，发挥对校外社区的积极影响，提高学校知名度，从这一角度而

言，校训是一所大学最好的广告词。

古今中外的高校都非常重视校训。耶鲁和哈佛的校训之争①，恰好说明了高校对校训的重视。

在国内，不少大学的校训就刻在校门口非常醒目的碑石上，潜移默化地影响学校师生。正是由于校

训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研究高校校训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高校校训的起源

校训在英语中称为Motto，Motto起源于意大利，翻译成中文就是格言之意，用在学校校徽上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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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翻译成校训。目前对校训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源自军事口号（warcries）。16世纪，徽章和格言

开始组合使用，有许多关于格言主题的书籍提出了如何创作格言的规则，如，格言既不要太模糊，也

不能太直白，在字义上应该积极向上等。正是通过格言这一中介，最初的军事口号逐渐演变成现代

大学的校训。

在国内，在现代大学出现以前，古代一些书院用精练的语句教导学生做人的道理，这些语句一

般是教育家自创或引用名家的佳句。例如，长沙岳麓书院的院训是“忠孝廉洁”，无锡东林书院的院

训是“依德之行、庸言之谨”等，这些可以说是现代大学校训的先声。

二、高校校训的分类

（一）引经据典类

我国高校的校训绝大部分来自儒家经典或古籍。香港城市大学的校训“敬业乐群”，典出

《礼记·学记》①；香港中文大学的校训“博文约礼”亦出自《论语》；浙江大学的“求是”，取的是

王阳明的“君子之学，惟求其是”之意；天津大学的校训“实事求是”一词，出于《汉书·河间

献王刘》，等等。

西方高校的校训出自典籍的也比较多，尤其是在世界文学史上有着极为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圣

经》。例如，牛津大学的校训出自《圣经》诗篇的第27篇，哥伦比亚大学的校训来自《圣经》诗篇的第

36篇，耶鲁的校训来自《圣经》诗篇的第43篇，等等。正是由于不少高校校训出自《圣经》，使它们

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二）名家题词类

高校校训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名家题词，其中大学校长的题词特别多。古往今来，大学校长

的办学理念对大学的发展有十分深远的影响。1934年，在南开大学创办三十周年的校庆纪念会

上，校长张伯苓先生正式宣布“公”和“能”为南开校训；斯坦福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乔丹（DavidStarr
Jordan）则深受自己视为典范的洪堡门徒阿革西兹（LouisAgassiz）的科学探索精神影响，提出了“自

由之风吹拂”作为斯坦福大学的校训。在我国历史上，蔡元培、竺可桢、张伯苓等校长分别对北京大

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时至今日，这些学校仍受到这些校长办学理念的

影响。

（三）推陈出新类

一些高校在传统校训的基础上，经过不断演化、提炼，推陈出新，最后形成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大

学校训。南京大学最早的雏形是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李瑞清提出了“嚼得菜根，做得大事”的校训，

倡导俭朴、勤奋；到了南京高等师范时期，以“诚”字为校训，突显诚信；发展到中央大学时期，罗家伦

校长提出以“诚朴雄伟”四字为校训；2002年，该校喜庆百年华诞，将新的校训定为“诚朴雄伟，励

学敦行”。这一校训基于对历史的继承和尊重，又含承上接下之意。哈佛大学早期的校训是“In
Christigloriam”，意思是“为了耶稣的荣誉”，后来演变成了“VeritasChristoetEcclesiae”，意思是“为

基督教和耶稣追求真理”。现在的“VERITAS”校训是在老校训的基础上进一步演变而成的，它是

哈佛文化世俗化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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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新恢复类

一些历史比较悠久的高校，在经历了校训变革之后，回头发现原有的校训比现有校训更能反映

学校的办学理念，于是，这些高校又恢复了原有校训。东南大学在庆贺其百年诞辰之前，为了进一

步弘扬百年大学的优良办学传统，决定恢复在上世纪20年代国立东南大学时期曾使用过的“止于

至善”的校训。我国台湾地区的“中央大学”校训是“诚朴”，在对日本抗战时期，限于当时社会环境

的需要，罗家伦校长加了“雄伟”两字，提出了“诚朴雄伟”的校训，1992年，该校恢复校训为“诚朴”

二字。

三、高校校训的特点

（一）稳定性———字面表达保持长期的相对稳定

校训的延续反映的是高校文化的传承，高校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所变的是核

心价值观外的浅层次文化，即本质没有变，变化的是外围的形式。

成立于1209年的剑桥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世界著名大学，其校训是“从大学（母校）里，我

们可以得到知识”（herelightandsacreddraughts，拉丁文为：Hinclucemetpoculasacra），该校训从

1600年开始使用，至今未变；加州伯克力分校的校训“让知识绽放光芒”（LettherebeLight，拉丁文

为：Fiatlux）延续一百三十多年没有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现有校训始于1885年5月4日。从

我国比较著名的高校来看，高校校训同样也比较稳定。清华大学的校训始于1914年，复旦大学的

校训始于1915年，南开大学的校训始于1934年，浙江大学的校训始于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的校训始于1958年，这些高校的校训从启用之日起一直沿用至今。然而，从高校校训现状

看，稳定性特点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如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等都有一个

变化的过程。

（二）特殊性———反映学校的办学特色

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办学定位与办学目标，不同层次、各具特色的高校，其校训具有与众不同

的个性。例如：以工科为主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使用的是“规格严格、功夫到家”这样极富专业个性

的校训；以工程教育闻名于世的麻省理工大学（MIT），一直传承的是精研学术、致用实行、贡献国

家、开创未来的实学精神，选用“手脑结合”的校训也就理所当然了。

（三）时代性———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高校办学具有目的性，而这目的性必然受到当时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的影响。高校办学如

果脱离当时的社会实际，就很难获得发展，甚至连生存都是问题。从校训的角度来看，高校的校训

必然是根据当时的实际办学需要提出来的，因此，校训是某一历史时期的产物，具有一定的时代性。

耶鲁大学的校训的提出也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1701年，一些清教徒牧师在新英格兰康涅

获格殖民地的蛮荒之中发起并创立了耶鲁学院。他们希望通过自己培养牧师来教化新移民，发展

其教派，光大其教义。耶鲁大学“追求光明和真理”校训中的“光明”指“自由教育之光明”，“真理”指

“旧新英格兰宗教传统之真理”①，充分反映了耶鲁大学建校时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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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时俱进———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

“规格严格，功夫到家”这是哈尔滨工业大学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校训。这一校训的最初

含义，前半句是指要有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和严格的教学要求，后半句是指整个教学过程中应该渗

透着教师、管理人员、学生工作干部以及学生们深入细致的、兢兢业业的工作和学习态度。改革开

放后，哈工大将原来的理工科大学建设成以工为主，理、工、管、文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学。“规格严

格，功夫到家”这一优良传统也在时代发展中得到锤炼与升华。在发扬“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优

良传统中，更注重从培养擅长工程技术的专业性人才为主，向培养专业、能力、素质相结合的创造型

人才为主转变：从单一的培养规格、模式，向多品种、多规格、多模式、因材施教式的培养转变：从“严

管”、“严教”为主，向学生自我严格要求为主转变，从而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

得“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优良传统具有了新的时代内涵，使得哈尔滨工业大学培养的学生，更适

应知识经济和科技迅猛发展时代对创新人才的需求［2］（p.32）。

四、高校校训的内涵

校训是学校办学理念的体现，而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办学理念，因此，校训的内涵也各具特色。

（一）追求知识

以“追求知识”为主旨的校训最为普遍。学校办学的重要目的就是教学，传道授业是学校最基

本的任务，因此，许多校训都是对追求知识的表达。中山大学的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来自《中庸》。《中庸》第十九章讲到：“博学也，审问也，慎思也，明辨也，笃行也。”孙中山在建立广东

大学（中山大学的前身）时，把这十个字作为校训提出，意在培养学生以博学为目的，养成勤于提问、

善于思辨的习惯，并最终把学问落实到实处，亲自躬行，从“学”到“行”五个环节，精辟地概括了学生

学习知识、创新知识、传承文化的过程。

国内高校强调追求知识，国外的高校也是如此。剑桥大学的校训是“从大学（母校）里，我们可

以得到知识”；芝加哥大学的校训是“提升知识，以便充实人生”；加拿大皇后大学的校训是“智慧和

知识将是未来时代的稳定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校训是“愿知识之光普照大地”；等等，这些校

训都强调了知识的重要性，追求知识是这些大学共同的理念。

（二）追求真理

求学的过程就是求真的过程，就是要探索、掌握知识，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的人，追求真理是大学

教育的最终目的，理应受到所有高校的重视。国外大学校训就十分重视对真理的追求，例如，哈佛

大学的校训“追求真理”，耶鲁大学的校训“追求光明和真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训“真理令你

自由”等。这些高校的校训虽然确立年代不同，但是都强调追求真理，折射出这些大学严谨的办学

理念。

国内的不少大学的校训（包括港澳台地区）也体现了对真理的追求。如，浙江大学的“求是”校

训，就强调寻求规律，追求真理；天津大学的“实事求是”校训，强调以严谨的态度来对待学术，以执

著的精神来追求真理，等。

（三）服务社会

西安交通大学的校训“爱国爱校，追求真理，勤奋踏实，艰苦朴素”，香港理工大学的校训“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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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务，励学利民”，“国立台湾大学”的“敦品、励学、爱国、爱人”校训，都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爱国奉献

的精神。早稻田大学的校训“学问独立，培养模范国民”，普林斯顿大学的校训“普林斯顿———为国

家服务，为世界服务”等等，也折射出了这些大学师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热忱的爱国情感。

（四）完善人格

台湾“国立中央大学”的“诚朴”，北京林业大学的“养青松正气，法竹梅风骨”，清华大学的“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集美大学的“诚以待人，毅以处事”等校训，都体现了教化育人、完善人格的办学理念。

（五）突显特色

国防科技大学的校训为“厚德载物，强军兴国”，体现着军校立志保家卫国的使命与决心；北京

舞蹈学院的校训“文舞相融，德艺双馨”，体现出舞蹈学院强烈的艺术气息；中央党校的校训“实事求

是，不尚空谈”，则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科学的思想路线与人民公仆脚踏实地的作风。

五、高校校训的比较

（一）校训文字构成的差异

从校训文字的构成上看，我国高校的校训以四言八字为多，其次是二言八字，再次是四言十六

字，这三种格式基本上代表了当前我国高校校训的主要句式。由于我国高校的校训绝大部分来自

儒家经典或古籍，因此，在句式上对称、简洁，读起来也朗朗上口。在校训的构成上，常用的词有：

“创新”、“德”、“求实”、“团结”、“博学”、“求是”、“勤奋”。在笔者收集的我国138所高校校训中，上

述词语出现的频率很高（见表1）。这些词使用的频率如此之高，说明了我国高校校训的雷同现象

比较多。

表1 高等学校校训常用词语分析

团结 勤奋 求实 创新 德 求是 博学

17 12 24 25 24 13 17

国外高校的校训侧重于对知识、真理和自由的追求，欧美高校尤其如此。在笔者收集的欧美高

校的17个校训中，跟“知识”有关的校训有8个，与“真理”有关的有7个，与“自由”相关的校训为3
个。此外，欧美校训经常出现上帝、主、神灵等宗教色彩的词汇，反映了欧美高校校训的宗教色彩。

从校训文字表达内容的多少来看，我国高校校训表达的内容比较多，四言八字往往表达了四个

方面的意思；而欧美高校校训表达的内容相对集中，且比较突出，往往只涉及一到两层含义。

（二）校训文化积淀的差异

从我国知名高校的校训来看，很大一部分来自儒家经典著作。复旦的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

而近思”，出自孔子《论语·子张篇》；东南大学的“止于至善”，出自《四书》的《大学》：“大学之道，在明

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武汉大学校训中的“弘毅”，出自《论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一语；南京大学校训中的“敦行”，见于《礼记·曲礼上》：“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

这些高校校训无论是来源还是内涵，都反映了我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特色。

欧美高校的校训，具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体现着宗教文化。英国剑桥大学办学始于13世纪初，

剑桥大学第一个学院彼得书舍在1284年由伊利主教创办。1318年，教皇约翰第二十二世下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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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提升到“总学”的地位，剑桥大学由此而“受洗”成立。尽管剑桥大学不断世俗化，但是剑桥

的学生仍时时感觉到宗教的存在。例如，一个学年分三个学期，分别称作米迦勒学期、四旬斋学期

和复活节学期，这些名字都有浓浓的宗教气息。美国早期移民多为信奉新教的清教徒，早期的教育

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教会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办起了神学院之类的学校，以期在社会上推广宗

教和一般文化知识教育。美国几乎所有老牌名校都是教会学校或起源于教会学校，如耶鲁大学、哈

佛大学等。这些大学的成功发展奠定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基础，并在美国的教育界发挥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显而易见，在美国，宗教对人的道德和行为具有强大的规范和约束力，对文化教育具有持

久的渗透力［3］。欧美高校校训的宗教色彩颇受这些国家的宗教文化的影响。不少早期大学也正

是宗教信徒为了一定的宗教目的而创立的，反映在校训上，也就体现出了宗教色彩。

（三）校训价值取向的差异

孔子创始的儒家学说对教育极为重视，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仁”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也是伦理

道德教育的核心概念。儒家教育思想强调要强化人生责任、改善人伦关系、完善人格修养。孟子进

一步发展了儒家教育思想，强调“善”的重要性。他的基本思想是人通过受教育达到“至善”的境

界［4］。我国校训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强调人的道德义务与人伦关系，强调内心修养和精神

生活的充实。例如，在我国校训中，“德”字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厚德、明德、弘德等词多次出现在校

训中。正如陈寅恪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中所说的，“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内容，为一

种人文主义之教育”，［4］我国高校校训的价值取向具有明显的人文主义色彩。

从国外高校特别是欧美高校的校训来看，反映人文取向的校训少之又少，但是，不能据此认为

欧美高校不重视人文教育，毕竟校训并不是高校办学理念的惟一载体。事实上，人文主义教育与科

学主义教育在欧美高校呈现出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5］。西方高校校训反映的价值取向主要是对

学术和自由的追求。西方最早的大学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那时的高等学府是一些大哲学家和

教育家创办的。他们崇尚对真理的追求，培育的多是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中世纪具有现代意义

的大学一开始就在地方政府和教会之间取得了自治权，而近代如19世纪的洪堡思想则深刻影响着

西方国家的办学理念。洪堡认为：“从事学术是在进行一种精神活动，而精神活动需要‘必然的自

由’和‘不受干扰’才能进行。只有保证学术自由，才能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的个性，才能最大限度

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6］（p.170）从古希腊时期起，西方就开始有追求学术自由的传统，近

代又将洪堡思想加以强化，无怪乎西方高校的校训有着追求学术自由的烙印。

六、国内外知名高校校训比较的启示

（一）校训文字不宜轻易修改

从国内外知名高校校训演化的历史来看，校训应该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因为校训影响的不仅是

在校师生，还包括校友及其他人士。校训可以凝聚校友，是扩大学校影响、提高学校声誉与美誉的

无形手段。更改校训，在一定程度上将割断校友与母校之间的联系，影响校友对母校的认同感。同

时，那些具有悠久历史的校训，其影响已经渗透到学校的各个层面，学校师生耳濡目染，已经认同了

校训，如果贸然提出修改校训，就是对原有办学理念的更改甚至否定，因此，校训的修改要慎重，可

改可不改的就不要改。

当然，校训并不是一定不能改，校训需要相对稳定，但并不是一成不变。在继承学校原有校训

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发展，对高校校训作适度修改也并非不可。武汉大学在一百多年的办学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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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就修改了三次校训；办学历史跟武汉大学差不多的南京大学，也改了四次校训；华中科技大学在

2003年修改了校训；东南大学在其百年华诞之际，决定恢复“止于至善”的校训。

（二）校训的内涵应有与时俱进的品质

知名高校的历史一般比较悠久，其校训原来的内涵自然会带上当时时代的烙印。随着社会环

境的变化，其内涵可能会与实际有点脱节。在不改变校训的情况下，就要赋予校训新的时代内涵。

哈尔滨工业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就是非常好的例子，在保持原有校训的前提下，该校把原有校训与

新时期的办学理念很好地结合起来，既继承了老校长提出的期望，延续了优秀的办学传统，又根据

新的办学环境，提出了当前的期望。

（三）校训要有鲜明特色

校训要有自己的特色，不能人云亦云。在国内诸多校训中，“团结、勤奋、求实、创新”是组合频率

最高的，也是当下最流行的。但是，使用这四个词作校训是否就是好校训呢？不见得。至少它没有特

色，大众化的东西，大家都可以用，用到哪里都可以，用得多了，特色就没有了。哈佛大学用简洁明了

的“追求真理”作校训，让人们记住哈佛人不断追求真理的宝贵品质，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不同区域，不同办学历史与现实条件，决定了不同的高校应该有不同的校训。秉承历史，保持

特色，是校训应该具有的基本要求。

（四）校训内容需要精练与简洁

“校训如同一所学校的灵魂，是有别于学校校规。列入校训的，应为价值原则，校训作为价值原

则的组合，集中体现一所学校的价值取向，故校训宜乎采用精练的口号式陈述。”［7］

校训有点像企业的宣传口号，有宣传的功用，对外就是宣传学校，扩大学校的声誉，对内就是宣

传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对师生的要求，自然要求简洁明了。如果校训拖沓冗长，效果反而比较差。造

成校训承载内容较多的原因，是很多学校把许多应是学校守则的内容加入到校训中来，原意是想突

出这些内容，殊不知内容太多反而记不住。其实，校训无非是在各种通行的价值原则中，集中体现

本校着力建树的一种精神，不求多，但求精。那种认为理想校训是“既出典有据，又暗合时代之精

神，既寓意深远，又深谙教育目的与大学理念，既指明了求学做人之方法，又晓谕了治国平天下的道

理，既追求了崇高的品格，又关怀了大学所承担的社会责任”［1］的想法，更多的是良好愿望，而不适

合实际运用。

（五）校训精神需要培育

一个好的校训对一所大学良好校风的形成非常重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正日渐重视并

重新审视自己的校训。然而，一个经典的校训确立后，不能将其刻在石头上，拓在石碑上，置于学校

门口前让全校师生观赏就可以了，而更需要学校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体现校训精神，在校园文化

建设中注重宣传和弘扬校训文化，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强化校训教育，让师生领会校训的

底蕴，进而塑造和提升师生的校训理念。

从中外大学校训的发展历史来看，校领导（尤其校长）是学校校训建设的主要力量，校领导的办

学理念直接影响着学校的发展思路与道路，因此，校领导要以身作则，充分利用自身的示范作用，加

强学校的校训文化建设。浙江大学老校长竺可桢先生在提出“求是”校训时，就深切地认识到，要真

正形成“求是”校风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他时刻注意身体力行，以此来推行“求是”校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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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mottoisthespiritofaschoolandreflectstheidealsofthepeoplerunningtheschool.In
thelasthundredyears，mottoesoffamousuniversitiesbothathomeandabroadpresentedatendencyof
diversityinthecontinuouscourseofevolution.Despitetheirdifferencesinthesources，types，

characteristicsandconnotativemeanings，mottoesofprestigiousuniversitiesallincarnatedifferent
universities’personalityandfeatures.Themottohasplayedanactiveroleinexpressingtherunners’

ideals，theirdemandsonstudentsandthefaculty.
Acomparisonofmottoesofprestigiousuniversitiesshowsthattheyhavedifferentcultural

backgroundsandvalueorientations.ChineseuniversitiesareaffectedbytheConfucianisteducational
thinkingforalongtime.Themajorcontentsoftheirmottoescomefromtheclassicalworksof
Confucianism.Theyinsistonthemoraldutiesandhumanrelations，emphasizetheinnercultureand
theupliftingofspirituallife，reflectourprofoundculturaldeposits，andareinfluencedbyhumanism.
IntheWest，religionhasabindingforceonmoralsandplaysanimportantroleineducation.Many
universitiesareevenrunbychurches.MottoesofmanyWesternuniversitiesarereligious，reflectinga
religiousspiritintheirpursuitoftruthandacademicfreedom.

Thestudyofmottoesofprestigiousuniversitiesathomeandabroadsuggeststhatthedevelopment
ofamottoshouldkeeparelativestability.Thetextofamottocannotgothroughconstantchanges.Its
connotativemeaningsshouldadvancewiththetime.Thecontentsofamottoshouldberefinedand
compact.Thespiritofamottoshouldbecultivatedbyallthepeopleinvolved.
Keywords：prestigiousuniversity；motto；review；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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