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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薄的简历
厚重的成果

翻开俞祖华的简历，就像一张白

纸上写着的寥寥几笔，显得波澜不

惊。但与常人相较，却又显得异常厚

重。

“我的经历其实很简单，可以说

是一直生活在象牙塔里。”俞祖华用

“平淡无奇”来形容自己的人生轨迹。

1964 年，俞祖华出生于石柱镇俞

溪头村。1981 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

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

又 在 母 校 继 续 攻 读 硕 士 研 究 生 。

1988 年 6 月，俞祖华硕士研究生毕

业，到鲁东大学（原烟台师范学院）任

教，潜心教学和研究至今。

从步入鲁东大学的那一刻起，俞

祖华脚踏实地、辛勤耕耘，一步一个

脚印、一步一个台阶前行。从 1992 年

被确定为讲师，到 1994年破格晋升副

教授，再到 1996 年破格晋升教授。从

学生到教授，俞祖华仅仅用了 8 年时

间。此后，他又先后获得了山东省级

学术骨干、山东省教学名师、山东省

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山东省高

校人文社科基地首席专家等荣誉称

号，成为山东省智库高端人才。

与此同时，俞祖华还入围了多个

国家级人才项目。2008 年，他被批准

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014 年，他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并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

专家”荣誉称号。2017 年，他又入选

了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理论

界），并入选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

领军人才，成为国家顶级学术人才和

领军者。

从教以来，俞祖华在教学方面取

得了丰硕成果。作为国家级特色专

业负责人，俞祖华不仅是中国近现代

史国家级、省级教学团队负责人，也

是省级精品课程《中国现代史》课程

负责人。而在科研方面，俞祖华也是

硕果累累，获得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奖（人文社科类）成果普及奖 1

项，山东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4 项、三等奖 5 项；主持完

成省级以上课题5项。

2011 年，作为学术带头人，俞祖

华领军申报并获批了“中华文化传统

与中国现代思想研究基地”，经过 5 年

建设，该基地以优秀成绩顺利通过了

验收。2017 年，他领军申报的“中华

传统文化现代转换与海外传播协同

创新中心”已成为山东省培育项目。

执教三十载
桃李满天下

十几年前，俞祖华曾在《鲁东大

学报》上发表过一片短文——《静下

心来教书 潜下心来育人》，其中有一

段话是这样写的：

“面对外面精彩的世界，要心无

旁骛，一心从教无怨无悔，而不是心

猿意马；要甘为人梯，乐于奉献，全身

心地关注学生成长，做他们健康成长

与实现事业腾飞的铺路石与引路人；

要正确对待名利、得失、毁誉，淡泊自

守，任劳任怨，甘愿在教师岗位上默

默无闻地奉献；要朴实无华、脚踏实

地，认认真真地做好与教书育人有关

的点点平凡小事；要力戒浮躁心态，

潜心向学，静心思考，清心从教，专心

育人，不慕奢华，不图虚荣，不追风赶

浪，不急功近利。”

这段话，不仅是俞祖华的真实感

悟，更是他多年来一直在孜孜以求的

目标。

执教 30 年，俞祖华始终铭记“学

高为师，身正为范”，将自己最好的青

春年华奉献给了教育事业。“对于一

辈子学历史、一辈子研究历史、一辈

子教历史的我来说，还有什么能比把

自己的研究成果传授给学生更有成

就感的。”俞祖华说。

在鲁东大学，俞祖华主讲《中国

现代史》《中华民族精神概论》《中国

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等本科专业基础

课和专业选修课，以及《中国近现代

史基本问题与前沿问题》等研究生课

程。时至今日，他已经给 24 届本科

生、18 届专科生和 14 届研究生授课，

学生遍布全国各地，可谓“桃李满天

下”。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俞祖华主

持完成的《以教学团队精品课程教学

方式为重点，推动历史专业改革与建

设》和《搭建五个平台注重四个衔接

推进国家级教学团队与历史学国家

级特色专业建设》两项教学成果均获

山东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此外，

他还获得过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省研究生教学成果二

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主编国家级规

划教材1部。

在教育教学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的同时，俞祖华在著述方面也成就颇

丰，先后出版了《深沉的民族反省》

《王懿荣与甲骨文》《中华民族精神

论》《中华民族精神新论》《中国近现

代社会文化思潮研究通览》《民族主

义与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转型》等著

作十余部。此外，他还发表了学术论

文 130 多篇，科研成果在学术界有较

大的影响。

弘扬传统文化
打造城市新名片

虽然常年在外，但俞祖华对家乡

的牵挂之情从未改变，每年都要回永

康一到两回。“家乡的经济发展很快，

城乡面貌变化很大，作为一名永康

人，我也倍感自豪。”谈及永康这些年

的变化，俞祖华直言每次返乡都有不

同的感受。

而身为一名历史学者，俞祖华关

注最多的显然是家乡的历史文化，其

中就包括最具代表性的陈亮文化和

胡公文化。

说起南宋状元陈亮，俞祖华认为

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很高，事功

学说对后世的影响极大。“中国古代

‘士农工商’的社会定位长期延续，成

为中国传统社会一个固定不变的模

式，商又排在最末。商人虽然掌握着

巨大的社会财富，但是他们的社会地

位极低，甚至被人看不起的，这与封

建王朝‘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是分

不开的。”俞祖华说，“在当时的历史

背景下，陈亮能够提出‘农商并重’，

尤为可贵。”

同样，对于北宋名臣胡则，俞祖

华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胡则不仅

为今人留下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的勤政廉政文化，而其由人到神成为

民间信仰的过程，也是值得研究的文

化现象。”俞祖华还说，“陈亮文化和

胡公文化是永康的文化瑰宝，一定要

挖 掘 好、弘 扬 好 ，世 世 代 代 传 承 下

去。”

对于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

处的地位，俞祖华有着自己的独特见

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俞祖华说，经济发

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

求越来越高，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对

文化的需求。

在俞祖华看来，发展有两种思

路，一种是消耗自然资源的传统发展

路径，这是在做“减法”，而且会带来

环境污染；另一种是走文化开发之

路，这是在做“加法”，并且文化开发

越深，底蕴越具有吸引力，内涵也就

越丰富，越能满足群众对文化的需

求。

基于对文化的这一认识，俞祖华

特别希望家乡能够更加注重传统文

化保护和文化资源挖掘，尤其在推进

“优雅城市·大美乡村”建设中要更多

地融入文化元素，让城市和农村变得

更有文化底蕴、更具文化特色，打造

除“中国五金之都”之外的独具永康

地域特色的文化新名片。同时，作为

教育战线的一员，俞祖华也衷心祝愿

家乡能够统筹做好学校教育、社会教

育，不断提升市民的综合素质和城市

整体形象。

谈及永康博士大会，俞祖华甚为

期待，并表示将会尽自己所能，为家

乡的发展贡献力量。

俞祖华：静心教书 潜心育人

□记者 张赤奎

石柱镇俞溪头村人，
历史学博士，二级教
授，历任鲁东大学历
史文化学院院长、社
会科学处处长、传统
文化与现代思想研
究院院长。

□人物名片

俞祖华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

束一百周年。见到俞祖华的时
候，他正在北京参加由中国人民
大学民国史研究所主办的“第一
次世界大战与中国”国际学术研
讨会。在这次研讨会上，俞祖华
与来自海峡两岸的多所研究机
构、高校的四十余位专家学者齐
聚一堂，深入探讨第一次世界大
战对中国的影响及其相关历史
内涵。

中国近现代史，正是俞祖华
的主要研究领域。

一张茶几，几张藤椅，在北
京植物园卧佛山庄一个幽静的
小院里，我们开始了与俞祖华的
对话，关于他的人生，关于他的
研究，以及他魂牵梦萦的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