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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精神”是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和文明成果。本文从中央财经大

学“龙马担乾坤”的大学精神出发，以其出处《周易》乾卦坤卦来解读其中蕴涵的“龙马”精神，坚守

的“乾坤”信仰，以及“担”字体现的敢于担当作为的行为品格。从而，在这一精神沃土上，立德树人，

培根铸魂，塑造“大人”。 
 
关键词 

乾卦，坤卦，大学精神，龙马担乾坤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University Spirit 
Contained in the Qian and Kun Hexagrams  
of “The Book of Changes”  
—Taking the Spirit of “Dragon and Horse Carrying the Universe” of the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s an Example 

Lisa Lee 
School of Government,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Received: Mar. 15th, 2024; accepted: Apr. 16th, 2024; published: Apr. 23rd, 2024  

 
 

 
Abstract 
“University spirit” is a unique spiritual form and civilizational achievement formed in the e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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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itself.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university spirit of 
“Dragon and Horse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Qian and Kun” of the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nd interprets the spirit of the “Dragon and Horse” contained in it based 
on the Qian and Kun hexagrams of “The Book of Changes”, the adherent belief in the “Cosmos”, and 
the courage embodied in the word “Dan” Responsible behavior and character. Therefore, on this 
fertile spiritual ground, we can build up moral character, build souls, and create “ad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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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入新时代，我们坚持运用“两个结合”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激活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1]。本文从中央财经大学校徽的主体部分，同

时也是校园标志性的“龙马”雕塑中蕴含的“龙马担乾坤”的大学精神出发，以其出处《周易》探寻其

中精神与信仰的解读以及对行为的指导意义[2]，坚持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 

2. “龙马”精神：精神所及，力量所在 

2.1. “龙马”意象 

《易经》乾卦，从卦爻辞上，乾卦六根阳爻，自下而上分别是：潜龙、见龙、悌龙、跃龙、飞龙、

亢龙[3]。《说卦》对乾卦的象征上讲：“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

赤、为良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由此可见，“龙马”就是一种意象。 
从乾卦之象就是龙马了，那为什么还要说坤卦呢？“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坤卦用六：利永贞

[4]。坤《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通观乾卦六根阴爻，之所以利于永久贞正，因为它是一个

大周期的终结。由此从乾卦的初爻到坤的上六爻，可以看成是事物发展的一个大的周期，它涵盖了天地

万物之理，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全息元。就像《彖》对乾卦解释：“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对

坤卦的解释：“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乾是始，坤是生。从卦爻上看，乾卦是六根阳爻，

坤卦是六根阴爻，任何事物都是在阴阳和合中生存发展的，独阳不生，孤阴不长[5]。 

2.2. “龙马”精神的内涵 

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

是对“龙马”精神最为集中的解释。仔细来看，“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前面都是有条件的，要效法

天地之道的：“天行健”，天道运行强健之时，要自强不息，自我奋发图强不懈怠；“地势坤”，地道

形势柔顺之时，要厚德载物，厚植优良品德，承载天下万物，同时，这种强健或者柔顺的形势又是不断

变化、相互转换的。另外，“自强”与“不息”、“厚德”与“载物”都不应该是并列关系，而应该是

因果、条件、假设关系：因为自强、厚德，所以不息、载物；只有自强、厚德，才能不息、载物；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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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厚德，就能不息、载物。 

3. “乾坤”信仰：德业之道，信念如磐 

有了“精神”，但如果用错了地方，就很可怕了，所以更要有“信仰”——“乾坤”信仰。 
“信，诚也。从人，从言。”“仰，举也。从人，从卬。”所以，信仰应该是从不怀疑的，抬着头

崇敬地仰望着的，是信任所在，同时也是价值所在。 
“乾”为天，“坤”为地，天地之间是人，天、地、人“三才”之道[6]，所以要清楚，作为中间的

“人”，其天地是什么？明白这个，人的精神所努力方向才不会错，才会在遇到问题和困惑的时候顺利

找到出路。 
“乾坤”信仰，乃“德”“业”之道，即化生万物的德泽和爱国强国的信念。《易传·系辞下》曰：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7]
天地最大的德泽就是化生万物，圣人最可宝贵的就是守住天子之位，通过聚拢人心来守位，通过创造财

富来守位，善理财务而正定制度、仁爱于民而安静行止，这就是处事得宜。这里化生万物的德泽容易理

解，但要明确的是，这种德泽，是不能与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相违背的，就如 2018 年 5 月 2 日北京大学师

生座谈会上所讲到的：“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孙中

山先生说，做人最大的事情，‘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国’。我们常讲，做人要有气节、要有人格。气节

也好，人格也好，爱国是第一位的。我们是中华儿女，要了解中华民族历史，秉承中华文化基因，有民

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要时时想到国家，处处想到人民。”[8]《易传·系辞上》：“富有之谓大业，

日新之谓盛德。”则进一步对“盛德”“大业”做了说明，就是使物质财富不断充裕便是伟大功业，使

精神面貌不断更新便是伟大功德。而这种化生万物的“盛德”和爱国强国的“大业”，它们共同组成了

中财大人的“乾坤”信仰，这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相吻合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 

4. “担”在 C 位：传承血脉，开拓前行 

“龙马担乾坤”5 个字中，“担”是处在 C 位，勇于担当，敢于作为。也就是，明确了“龙马”精

神与“乾坤”信仰，即有了对所“担”的行为具有了更为直接的指导意义。 

4.1. 直正方大，树标准 

即要树立做人的标准，即正直、端方、宽广的品德和胸怀。坤卦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以利。”

“做人要实，就是要对党、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怀坦白，公

道正派。”坤卦《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

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内心要正，行事要明，守仁道，有恭敬之心，就能对自己的所

做作为不产生怀疑和困惑。 

4.2. 元亨利贞，守四德 

即要坚守止于至善、会美合礼、义利万物、贞守正道四种德行。乾卦《文言》：“元者，善之长也；

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

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元是众善之首，亨是美的会合，利是义的体

现，贞是治事的根本[9]。君子履行仁善则足以为人君长，会合众美则足以符合礼制，施利于万物则足以

体现义而和谐相宜，坚守正道则足以治事而建功立业。其实换个说法就是：仁、礼、义、事(智)，这里如

果再加个“信”，就是之后儒家所讲的“仁、义、礼、智、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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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各正其位，循规律 

即认识、遵循、把握规律，认清时代，抓住时机，与时俱进。乾卦《彖》曰：“乾道变化，各正性

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万物遵循规律，各自端正性命，保全了太和的元气，就有利于守持正固，保

持发展。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提到：“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

要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人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单从个

人成长层面来讲，如果说每一爻对应人生的十年，那么乾卦六爻恰是六十年一甲子。如果把乾卦的每一

爻看成是对时机的定位，那么相对应的坤卦每一爻则是在相应时机的行为指导。十来岁的时候就是“潜

龙勿用”，这时候就应该沉下来多学习，基本功打扎实，得让自己先具备“龙”的才能和德行，要明白

事情的发展都是从小至大逐渐发展的过程，得去知晓、理解、接受、顺应规律。二十多岁“见龙在田”，

要培养“直方大”品行，这个时候要“龙德而中正”，“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

伐，德博而化”，就是说话要守信，行动能谨慎，提防邪恶保存内心的真诚，为善于世而不自夸，德行

广博而感化天下。三十多岁“终日乾乾”，恰处在不上不下的位置，要“含章”“或从王事”，要“知

至至之”“知终终之”，“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就是要奋斗不息，要能知道什么时候到来，

什么时候终止，能与时俱进，也能与时俱退。四十多岁“或跃在渊”，“上下无常”，“进退无恒”，

要“括囊”，扎紧口袋，谨慎行事，“进德修业，欲及时也”。五十多岁“飞龙在天”，“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要奋起治世，“各从其类”发挥作用，同时要“黄裳”，守中道，具备大地之德，居下不

争。六十多岁容易“亢龙有悔”，到一定程度就会“龙战于野”，当无路可走遇到困境时，那就会在斗

争跋涉的过程中，迎来新的开始，这时也更需要毅力和智慧去坦然接受不断“归零”的状态。这与孔子

所讲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逾矩”是一个道理。 

4.4. 四个自信，立底气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四个自信”是我们内心坚实

的底气，是行动中有力的支撑，更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根本力量[10]。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讲：“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

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本文通过《周

易》对“龙马担乾坤”精神进行解读，一方面是由于它本身的出处，另一方面就是源于文化自信。2016
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

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

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中华民族有着深厚

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

国的独特优势。”“龙马担乾坤”源于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四个自信”更是让精

神蕴含了更深层次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这恰是中财大人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底气。 

5. 结语：塑造“大人” 

大学精神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育人。“龙马担乾坤”的精神要塑造什么样的人呢？要塑造“大人”。

我们说儒家的最高人格是圣人，道家的最高人格是神人，佛家的最高人格是觉人，而“大人”则可以涵

盖圣人、神人、觉悟者，是这三者的集合。那么怎样才算是“大人”呢？就是要达到“四合”。乾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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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与我们现在

讲的“立德树人”是一致的，回答了立什么德，树什么人的问题。从品德伦理上要与天地合德，天人合

一；从认知上要与日月合明，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明辨是非曲直；从行为上与四时合序，要遵

规律、守规则；从结果上就会与鬼神合，就可以像鬼神那样预计未来吉凶了，当然这里并不是真的在讲

鬼神，意思是能准确判断、适应相应的时位、状态，把握规律，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为社会主义合

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就像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所讲到的：“青年要把正确的道德认知、自

觉的道德养成、积极的道德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不断修身立德，……面对复杂的世界大变局，要明辨是

非、恪守正道，……。面对外部诱惑，要保持定力、严守规矩，……。面对美好岁月，要饮水思源、懂

得回报的感恩之心，……要在奋斗中摸爬滚打，从中找到人生真谛、生命价值、事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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