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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外地的新闻，牵涉到咱镇江。
上个月，教育部同意江南大学新修订的章程。随即江南

大学在12月13日，正式发布声明：学校名称为江南大学，简
称“江大”。无锡的江南大学叫江大了，那么咱镇江的江苏大
学咋办？

不禁想起当年一场热热闹闹的网络争论。2015年6月，
南昌大学发布由江西省教育厅核准发布的章程，将“南大”定
为自己的学校简称。消息传出，引发了部分南京大学师生的
不满。包括有报道称，2001年南京大学就注册了“南大”商标，
南昌大学如果使用“南大”简称就侵犯了知识产权。7月，南京
大学有关方面也在校园BBS“校长信箱”版回应，表示“学校
已向教育部、江西省教育厅表示了我校及广大师生对此事的
严重关切。”而教育部的回复则是让两校自行协商。但这场舆
论纷争的结果，或许并不如南大人的意。网终最终留下的，却
是一连串高校简称“撞车”名场面的梗。南大师生的怒气，终
成就了网络舆论场的欢乐。

且看看这些“撞车”的梗吧。“南大”简称之争一起，就有
网友呼叫南宁大学。然后，南宁大学：你叫南大，让我叫啥？网
友建议叫“宁大”吧。紧接着，“我宁夏大学不服！当初就为了
照顾厦门大学，不让厦门大学叫‘门大’，我都让步了！现在怎
么又有人抢我‘宁大’这个名号！”下面的宁波大学都快哭了：

“宁大”都不让叫，难道你们让我叫“波大”？还有“两强相争”，
东南大学和东北大学都认为自己是“东大”，互不相让。以及

“三足鼎立”，广西大学、西北大学、西南大学，三所学校也都
在不同网站和领域对“西大”商标进行了抢先注册……

高校简称就凝聚着校友与民间社会对这所高校历史声
誉的共识。在日常使用场景中，简称出现的频率也要远远高
于全称。所以，高校有一个恰到好处的简称，是相当必要的。
于是，高校简称之争，确实一度乱成一锅粥。有分析说，许多
大学都卷入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因为，有的高校想向综
合性大学发展，有的高校基于突出校史考量，有的高校仅仅
就是想要“高大上”，有的高校就是想“蹭点热度”，但正如有
媒体评论，说到底，一个学校的好坏，跟简称半毛钱关系都没
有，大学想博取社会关注，要靠科研、靠大师、靠教育质量、靠
毕业生能力。另有评论更为犀利，南京大学同山寨“南大”打
嘴巴官司，与其说是在保护知识产权，不如说是在争“名校”
的面子，生怕“南大”名号被抢，“名校”便荣誉扫地。可见，南
昌大学山寨“南大”，是一种不自信；南京大学害怕别人山寨

“南大”，也是一种不自信。换言之，高校“简称之争”，折射出
了教育自信的迷失。事实上，东西南北，东大西大南大，皆有
争，独独北大，无人挑衅。北华大学自觉地简称“北华”，更名
的北部湾大学，也不敢造次，只能简称“北部大”。为什么，网
络上一句笑语足可说明：“只有北大在旁边邪魅一笑：无敌，
是多么的寂寞。”国外亦有案例。世界上有近十个大学的缩写
都是MIT。加拿大有MIT，坐落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汉密尔顿
市的麦克马斯特大学；欧洲，则有荷兰代尔夫特理工、瑞士苏
黎世联邦理工、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德国亚琛工业大学、英国
帝国理工学院、俄罗斯莫斯科物理技术大学等一众高校；还
有澳大利亚的科廷大学、日本的东京工业大学。但一说起
MIT，我们的唯一印象或曰指向，注意是“唯一”，只有麻省理
工学院。事实上，人家MIT们也没争，他们有一个共识，那就
是：国际上用全称，区域内用简称。

于是，想起了一句俗话：面子是别人给的，脸却是自己挣
的。事实上，此前，南昌大学本有简称“昌大”，南昌大学也注
册了涉及多个领域类别的“昌大”商标。但为什么到了2015
年就一定要来争一个“南大”？想想二三十年前这两所大学的
学术实力、社会声望，以及这二三十年的消长变化，或可隐见
一斑。

回到“江大”的简称。颇有些意外，与前些年桥名之争引
发的网络声量相比，这一次，咱镇江网民却有些波澜不惊的
造型，更有着反省自身的自觉。引述论坛上网友的发言吧：

“江南大学无锡人一直都称江大，又不是今天才开始的。”“无
所谓了，南昌大学在江西还是叫南大。关键是抓紧申请双一
流，再评上几个院士是正事。这个称呼无所谓。”“人家是211，
还有A+学科，干不过不冤。”“要实打实投入的。”

名之争且先放一放，谋自强当先行。即使面子先丢了，抑
或是“耻”，知耻而后勇，然后奋发图强，做好我们自己的事
情。丢了，还能再一次赢回来。这个舆论的变化，应该就是可
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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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新的一年，万象更新。一直以来，《镇江周刊》以丰富的内容，不同的角度，
多样的稿件，为读者提供阅读享受。我们高度关注本地各类热点事件，包括新闻事
件、文化动态、本地特色、行业亮点、社会热点等。

回首是为了更好的出发。让我们——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谢谢 勇勇

《镇江周刊》2023年 3月 31日发表头
版文章《从<镇江日报>历史报道中溯源“四
千四万”精神》，文章指出，“关于‘四千四
万’的发源地，江苏省内比较一致的观点是
镇江扬中市。”

扬中当地新媒体“扬中发布”报道：对
于扬中“四千四万”精神的首次提及，是在
1990年2月。但通过查阅《镇江日报》历史
报纸时，有意外发现：早在 1989年 3月 15
日的《镇江日报》4版组合稿件《城乡并举
以城补乡——拓宽城乡建设综合开发新
路》中就提到“四千四万”精神。

由此可以发现，《镇江日报》更早提出
“四千四万”精神，“四千四万”真正源于民
间，源于实践，早于官方的表述。

此后多年，《镇江日报》的多篇报道也
体现了“四千四万”精神被不断传播，“四千
四万”精神已经被广泛应用到镇江各行各
业的发展实践。

“赛珍珠”是镇江的文化品牌之一，也
是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与纽带。2023年4
月14日《镇江周刊》头版刊登了《镇江相逢
未相识 荷兰相会再相谈 中荷学者跨越
万里的“赛珍珠”情缘》一文。文章讲述了
一位中国访学教授和一位荷兰知名作家，
因“赛珍珠”结缘的故事：吴庆宏是江苏大
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镇
江赛珍珠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是
英语语言文学和文化。她在访学欧洲期
间，发现了一本荷文版“赛珍珠”著作。作
者贝蒂娜·弗里斯科普，早年是一名荷兰乒
乓球运动员，曾在中国接受过训练。退役
后成为记者和作家，到北京工作过 3 年
多。回国后，她先后出版了几本关于中国
的书，并在各地举办有关中国的演讲。

两人因为一本荷兰文的《赛珍珠的中
国情怀》而在异国相会；两人有着共同的爱
好、研究方向；两人还曾同场出席过镇江的
赛珍珠文化公园开园典礼……

2023 年 5 月 5 日，是个特别的日子，
《镇江周刊》迎来第600期。当天的周刊头
版文章是《经历岁月 坚守文心 <镇江周
刊>600期啦！》。

“从 2010年 12月 31日起创刊的《镇江
周刊》，历经13年，600期周刊，3000多个版
面，数以万计的稿件和图片从编辑手中走
过……”《镇江周刊》全刊4版，每周五定期
与读者见面。《镇江周刊》版面栏目众多，内
容十分丰富，体现新闻报道和文化稿件并
重的特点。

《镇江周刊》的版面承载量大，稿件可
读性强，一直深受读者喜爱。头版的深度
报道，更是视角灵活，近年来，一直高度关
注本地各类热点事件，包括新闻事件、文化
动态、本地特色、行业亮点、社会热点等。

《镇江周刊》凭借准确的定位，丰富的
内容，独特的视角，不仅为读者展现一期又
一期精彩内容，也为自己赢得一个又一个
省级、国家级奖项。

2024年，这份以记录城市变迁、品味
城市文脉、分享美丽生活为己任的周刊，还
在继续前行。

《情满镇江 共襄发展 听乡贤说他们
心中的乡愁》是 2023年 5月 26日《镇江周
刊》的头版文章。文章背景是 5 月 20 日
第三届江苏发展大会镇江行活动，从几
位镇江籍乡贤的角度解读乡愁，让人感
叹良多……

人民教育家、最美奋斗者、全国教书育
人楷模于漪曾深情回忆她的中学时光。她
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了老师教辛弃疾的词

《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的情景。中
国当代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清华大学文

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主任格非，创作源泉始
终离不开家乡。在他的小说《江南三部曲》
中，“镇江元素”比比皆是。

中国科学院院士、古鱼类学家朱敏认
为，乡愁是美好的中学时光，更是深情展望
和祝福。香港凤凰卫视驻法国首席记者柳
怡表示，乡愁是中山路上茂盛的梧桐树，是
林荫道上金色的夕阳……

从几位乡贤的表述中，分明可以感受
的是，这乡愁不是忧伤，而是感怀，更是感
恩；是思念，是珍藏，更是展望，是一切关于
故乡的无限深情，是解也解不开的情结，更
是忘也忘不掉的情怀……

2023 年 7 月 27 日是抗美援朝战争胜
利 70周年。在这场战争中，2.2万名镇江
青年参军，10249人开赴朝鲜前线；150名
医学院师生及医务工作者报名参加医疗
队，30人获准；41名汽车驾驶员获准赴朝
支前；不少人长眠异国他乡。这些优秀的
镇江儿女，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
巨大贡献。

为了铭记历史、致敬英雄，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与《心连心》杂志编辑部合作编印了
一本《致敬最可爱的人：那些跨过鸭绿江的
镇江儿女》画册。画册第一部分采写了 34
位老兵故事。第二部分是镇江部分志愿军
名录，共收录 295人。第三部分收录了 10
名镇江已故志愿军事迹。

2023年 7月 21日《镇江周刊》头版文
章《致敬那些跨过鸭绿江的镇江儿女——
一本画册讲述的英雄故事》，选取了画册中
的三位英雄人物代表，通过他们的故事，希
望能进一步浓厚全市铭记历史、崇尚英雄、
关爱功臣的氛围，在全市涵养英雄之气，培
育英雄之志。

《镇江周刊》2023年 8月 11日刊登文
章《让镇江学子成为讲好名城故事的“小小
代言人”——记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
会专家校园行》。文章以暑假期间镇江实
验学校一次送书活动为由头，介绍了市历
史文化名城研究会“镇江历史文化进校园”
系列文化推广活动。

2023年4月以来，“镇江历史文化进校
园”系列文化推广活动先后走进江苏大学
文学院、镇江高等专科学校、市江南学校、
市江滨实验小学等。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
会把“镇江历史文化进校园”系列文化推广
活动作为年度一项重要工作，旨在打造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品牌，立足
于镇江历史文化名城的实际，通过塑造“一
校一品”特色文化，推动优秀历史文化在大
中小学校园中形成浓郁氛围，在广大学子
中点亮传统文化之光，培养具有名城文化
自信和城市精神的新时代镇江公民，辉映
镇江这座3000年历史文化名城的荣光。

“增华阁”，名城镇江一张响当当的文
化名片！今年是“增华阁”系列活动开展的
第 36个年头，也是镇江市坚持时间最长、
覆盖面最广的传统阅读项目。

弥散书香的“增华阁”阅读写作大赛，
年年获评镇江市优秀阅读活动项目，成为
镇江全民阅读的重要标志性品牌。2015
年起，“增华阁”阅读写作大赛被纳入全民
阅读领导小组“书香镇江”建设之中。2019
年，“增华阁”阅读写作大赛被认证为江苏
省一类公益阅读推广活动……

2023年 10月 27日《镇江周刊》头版文
章《“增华阁”，让更多人爱上阅读——镇江
市第二届“增华阁”阅读推广人评选活动侧
记》，介绍了当月开展的镇江市第二届“增
华阁”阅读推广人评选活动：

本届“增华阁”阅读推广人评选共有来
自全市 50多所学校的 130多人参与，不仅

延续评选了学生阅读推广人，还增设了教
师组阅读推广人评选。这也是我市教师首
次参与“增华阁”阅读推广人评选活动。

新的一年，《镇江周刊》还将继续关注
文化行业，关注文化热点，为读者奉献更多
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