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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报

我喜我生 独丁斯时
——在辽宁大学2025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的讲话

校长 余淼杰

亲爱的同学们亲爱的同学们、、尊敬的各位嘉宾尊敬的各位嘉宾、、校友校友、、老师们老师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隆重举行辽宁大学2025年毕业典礼暨学位

授予仪式，共同见证本届毕业生圆满完成学业、拨穗礼成。在此，我谨

代表潘一山书记及学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代表全体师生员工，向获得

博士学位的131名同学、获得硕士学位的2510名同学、获得学士学位

的4549名同学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向始终奋战在立德树人一线，丹心

育才、弘道授业的老师们，躬身力行、润心化人的辅导员们表示最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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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敬意！向长期关注、支持辽宁大学发展的家长、校友和社会各界朋友

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回望你们在辽宁大学求学的这些年，我们共同见证了这个伟大时

代的深刻变革，共同见证了“你我向上、家国向前”的璀璨征途。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时代的责任赋予青

年，时代的光荣属于青年。我喜我生，独丁斯时。这句话穿越千年，恰

是今日中国的生动写照，也是今天毕业惜别，我们送给同学们的话。这

句话出自《后汉书》，意思是“我多么欣喜，能生在这个美好的时代。”当

你们的青春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频共振，当你们的专业能力遇

上产业变革的浪潮奔涌，当你们的创新潜力融入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

洪流，你当如何？你们当如何？“没有个人的时代，只有时代的个人。”在

你们远行之时，我想用以下六句话，作为毕业前的“最后一课”，与大家

共勉。

第一，要破小我，融大局

“我喜我生，独丁斯时。”这份喜悦，源自国家迈向“强起来”的伟大

征程，青年建功立业的广阔天地前所未有。真正的成长不是独善其身

的孤芳自赏，更不能是精致利己的个人优先，而是将个人理想熔铸于时

代家国。这既是你们人生的必修课，也是你们在辽大“红色基因，长子

情怀”中淬炼的政治底色。

要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本里的教条，而是照亮时代前行

的火炬、破解现实困境的密码。希望你们用辩证唯物主义看待世界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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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变幻，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中国发展逻辑。大国担当，始于青年之

志。你们身在一个需要信仰而且一定能够成就信仰的时代。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青年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坚

不摧的前进动力。”当每个青年都能将个人奋斗的小目标融入民族复兴

的大蓝图，就能汇聚成改变中国的磅礴力量。

要坚定信念。我们亲眼见证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

大奇迹”。要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历史的必然选

择，更是现实的最优方案。李大钊先生曾言：“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

后，乃在我们面前。”希望大家在坚定的信念中追寻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当你们人到中年时，回望今日，可以自豪地说——我没有在“躺平”中错

过浪潮，没有在“佛系”中虚度光阴，虽然我不比别人跑得快，也没比别

人牛，但是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一生一世，默默前行，不问收获，只

求不虚度光阴，只求无愧我心，用努力和奋斗，融入和助推了这个时代。

要坚定信心。今天的你们风华正茂，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萌

动。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你们每个人都是中坚、都是

栋梁，你们的信心比金子更重要，你们要一直保有“时与势在我们一

边”的深刻认知，以清醒的政治站位和坚实的战略定力，乘时代之风，

浩荡前行。请记住，你们怎样，中国就怎样；你们绽放的光，就是照耀

民族复兴的光！

第二，要关小情，藏大爱

“我喜我生，独丁斯时。”这份喜悦，源自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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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投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舞台前所未有。去年我用“已识乾坤

大、犹怜草木青”的话赠别你们的学长们，“关小情”就是“犹怜草木青”

的温柔俯身，“藏大爱”则是“家国天下”的胸怀担当。真正的情怀是对

人民、对国家、对人类的持久热爱，是比地理坐标更深刻的精神“故乡”。

要有扎根热土的故园情。就在你们学习生活的这片热土上，东北

全面振兴正处于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辽大全体师生始终融入真实世

界，以助力东北振兴为己任，用自己的才智，多角度、全方位为辽宁发展

资政献策，亲力亲为。东北是个好地方，辽宁是个聚宝盆，更是很多毕

业生的老家新巢，的确，“谁不说俺家乡好？”今年，我们很高兴地看到，

又有很多毕业生留在东北、扎根辽宁，希望你们在这片承载着共和国工

业荣光的黑土地上，与家乡共拔节，与振兴共脉动。

要有心怀天下的家国情。青春从来系家国，青年勇挑重担、勇克难

关、勇斗风险，中国就充满活力、充满后劲、充满希望。家国情就是要在

个人叙事中书写集体史诗，就是要以个人成长托举时代使命。从今天

开始，你们将用同样的努力、不同的奔赴，验证这样一个真理：书里的山

河是平的，只有踩上去，才知道哪里是沟壑，哪里要攀登；你们将用同样

的赤诚，不同的奔赴，交出这样一份答卷：这山河之所以壮美，正是因为

有无数的你们，正在成为它新的脊梁。

要有关照人类命运的世界情。今天的世界，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

你们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思考问题。这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

现实的担当。早在2013年，我在北大上课时曾讲过：“西方理论早已无

法解释中国的发展奇迹。立足中国实践、观照世界发展的自主理论创

新，一定大有可为。这不仅是对一般学理的深化和补充，更是将中国智

-- 4



慧淬炼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范式。”12年后的今天，这一历史使命更

加紧迫而真切：希望你们既做中国故事的讲述者，更当全球治理的参与

者；既在实验室攻克技术难题，也为人类福祉贡献智慧；既传承中华文

化精髓，也推动人类文明互鉴。希望你们携辽大气质远行，让东方哲思

与西方文明在碰撞中共鸣，在“各美其美”中彰显特色，在“美美与共”中

创造未来。

第三，要汇小智，谋大略

“我喜我生，独丁斯时。”这份喜悦，源自青年投身关键核心技术攻

坚、锻造科技自立自强的机遇前所未有。大略源于小智的积累，创新始

于常识的重构。希望你们永远保持“空杯心态”，甘当“小学生”，永远虚

怀若谷，一生学、学一生。这些沉淀在时光里的知识，终将成为你们面

对世界的底气与从容。

要有跨界融通的智慧。当今时代，单一维度的知识结构面临严峻

挑战。伟大的突破，常在学科的交叉路口喷薄而出。你们成长于辽宁

大学，这所文理交叉、兼容并蓄的综合性大学，在你们成长的刻度上，融

入了多元、综合的元素，让你们既有理工的严谨，又有人文的情怀。希

望走向社会的你们，永葆开放胸襟，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惕

励之心孜孜不倦，既深耕专业领域，又拓展认知边界，成长为博观约取

的博雅人才。

要有革故鼎新的勇气。如今，知识半衰期正以月为单位急剧缩短，

若只蜷缩在专业舒适区，即便拥有再闪亮的学历，也可能被时代悄悄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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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我

们昨日引以为傲的专长，今日或已被算法迭代；昔时奉为圭臬的模式，

明日恐会成转型的桎梏。只有始终保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开

放心态，才能撕裂认知茧房，成为那个从0到1的推动者。

要有技术向善的坚守。技术的价值，不在于短期利益，而是让人类

变得更好。坚守技术向善，对你们而言，不仅是一种选择，更是一份责

任。当你们编织算法之网，请为边缘者预留公平的经纬；当你们雕琢产

品之器，请为自然生态划定不可逾越的道德红线；当你们推动变革之

轮，请为子孙后代守护文明的根基。你们创造的每项成果，都该烙印着

“民胞物与”的东方哲思，推动的每次革新，都要经得起“为万世开太平”

的历史考量。

第四，要越小径，见大观

“我喜我生，独丁斯时。”这份喜悦，源自青年纵览文明兴替、洞悉时

代经纬的径路前所未有。两年前的毕业典礼，我曾用张载的“横渠四

句”赠别你们的学长们，其中蕴含的格局与担当，根基也在于视野的广

度。站在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潮头，唯有将目光投向世界、历史与未来

的纵深，才能在时代坐标中找准自己的方位。

要有提前布局的前瞻视野。时代赋予每个人平等的机遇，关键在

于你是否具备前瞻的眼光。你们要有“站在未来看现在”的思维，未来

已来，不要等待机会，而要用前瞻思维创造机会；不必追逐风口，而要定

义风口。希望你们以远见超越局限，用行动兑现预见，在时代的大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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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要有东西互鉴的国际视野。真正的国际视野不是简单地模仿西

方，也不是固守东方，而是培养“文明对话”的智慧。你们要有“和而不

同”的包容胸襟，理解不同文明的价值逻辑；也要有“择善而从”的鉴别

能力，在交流中保持文化定力。当你们在跨国公司用专业能力赢得尊

重时，在学术论坛用中国智慧贡献方案时，在异国他乡用文明素养传递

友谊时，就是用自己的努力站高致远。

要有贯通古今的历史视野。当你们步入社会，会发现许多看似崭

新的问题，其实在历史长河中早有回声。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

失。没有历史视野的创新，就像无本之木；没有文化根基的突破，终成

昙花一现。你们要带着历史的纵深感前行，要有“大历史观”思维：既要

读懂《资治通鉴》里的治乱兴衰，又要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

脉搏，在历史长河中洞察发展规律，在时代浪潮里把准前行方向。

第五，要慎小微，至大成

“我喜我生，独丁斯时。”这份喜悦，源自价值观多元时代对青年精

神高度与自律品格的呼唤前所未有。真正的自律不是外在的约束，而

是内心对卓越的执着追求。慎小微就是要自律，当你们把每一个必须

转化为自觉，就能在纷繁世界中守护心灵的澄明，抵达“从心所欲不逾

矩”的人生大成。

要有不贪不狂的操守。老子所言：“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

得”。知进退，明得失，才能得长远。我曾看到一首词，感触很深：“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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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途莫迷惘，勿贪妄。纵使生前灯辉煌，厚名录，有文章，试问身后能留

字几行…多读书，常远望。”人生最大的财富，是能为这个世界留下些

什么。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你得到了多少，而在于你创造了什么。希望

你们为做事而入世，不为入世而做事。

要有探问本心的自觉。真正的成长，始于对精神世界的深耕。我

们每个人这辈子都应该期望有那么一次像王阳明“龙场悟道”那样，经

历一种心灵的洗涤和提升，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新境界，探问自己对人

生对未来的奋斗目标。这种向内求索的过程，比任何外在的成功都更

接近教育的本质。走向社会，你们或许会遭遇价值观的剧烈碰撞，或许

会陷入暂时的困顿，叩问本心会让你变得达观和澄明，也会让你变得通

透而坚韧。

要有格物致知的穷究。人的一生，要想被人们所纪念、为历史所记

载。一般来说有“立德、立功、立言”三种途径，也就是古人说的“三不

朽”。这种至高境界虽非人人可达，但却可以成为我们永恒的追求。向

先贤学习，与楷模同行，不在于能否抵达同样的高度，而在于始终保持

向上的姿态。也就是说，不论你们是开疆拓土、建功立业，还是扎根基

层、静守平凡，都应当寻求内心的自省自律自重，这样才能实现从“必然

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第六，要拘小节，明大德

“我喜我生，独丁斯时。”这份喜悦，源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

人心，青年锤炼品德修为的自觉前所未有。由“拘小节”的行为习惯，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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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于心、外化于行，彰显光明磊落、顶天立地的“明大德”，便能将“正心

诚意”的千年古训转化为“修身齐家”的现代实践。

要尊重弱者以养其仁。真正的人格端正，始于对每一个生命的怜

惜。北大林毅夫老师说过，只要天下有一个人在受苦，我们也感同身

受，如同自己在受苦。只要天下有一个人在受难，我们也亲临其境，就

像自己在受难一样。这种尊重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发自内心的

共情，是人格中最质朴也最高贵的底色。走向社会，你们既要铁肩扛大

义，又要对微弱的生命个体保持怜爱与关心；你们既要意气风发、纵横

天地，也要以仁存心、博爱苍生。

要敬畏规则以正其形。人格之正，在于对规则有畏，更要有敬。畏

是底线意识，敬是主动选择。真正的能力，不在于突破底线，而是在厚

基中创造价值。在学校，你们学会了科研伦理的底线，诚信为学的规

则。走向社会，你们更要坚守原则、恪守规则，对底线心存敬畏。君子

有所为有所不为，正因有“不为”，才能有所“为”。希望你们在既定轨道

上跑出最快的加速度，跑出辽大人特有的畅快人生。

要担当责任以成其大。未来，不管是时代翘楚或是默默奉献的螺

丝钉，我们每个人都承担着不同责任，有关乎修身的家庭责任，关乎立

业的职业责任，关乎社会的济世责任。这些责任背后是人间烟火，是行

业进步，是民族复兴。我们何其有幸，生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每一

分努力，都可能得遇良机；每一寸光芒，都可能被世界看见；每一点进

步，都可能改变人类文明的轨迹。我们以天下为己任，时代自会为我们

铺就星光大道。

同学们，我们正处于五千年来最好的时代。毛主席指导我们，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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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中国正以思想之光、

制度之力、文化之魂为青年撑起一片舒展枝干、茂盛枝桠的天空，你们

脚下是呼啸前行的时代，你们手中握着自己滚烫的未来。此一行，天辽

地大，愿你们长歌有和、独行有光；此一别，山河阔远，愿你们如根深种、

如浪翻涌。

亲爱的同学们，辽大繁花织锦，相送成歌。所有辽远的路，都是回

家的路。等岁月有情，待春风得意，愿我们在银杏绽绿的时节里再相

逢，见证你们的高光时刻，美好前程！

作者简介：余淼杰，1976年生，联合国国际经济学会会士、长江学者特

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家监委特约监察员、辽宁省纪检监察协会

副会长、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系全球经管类前 1%高引论文

经济学者，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英国皇家经济学奖”的华人学者。

是首届青年长江学者（2015年）、北京市卓越青年科学家、北京大学博

雅特聘教授、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财政部“中美研究智库联盟”

理事、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名誉教授、俄罗斯联邦财政金融大

学国际顾问理事、美国戴维斯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系中国

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

副理事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全国人大财经预算工作联系代

表、辽宁省社科联副主席、辽宁省人大法制委委员。被联合国、亚洲

发展银行、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参事室和多个地方政府聘为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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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被专门邀请到联合国总部做中国经济发展报告。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

余 淼 杰 教 授 研 究 领 域 为 国 际 贸 易 和 中 国 经 济 发 展 ，曾 在

Economic Jour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经 济 研

究》《管理世界》等国内外顶级、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 200余篇，出版

中英德文专著、教材、时评随笔 32部。任经济学国际顶刊 Economic

Journal副主编、国际著名学术期刊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副主编，商务部《国际贸易》名誉主编，《辽宁大学学报》主编、《日本研

究》主编、《长安大学学报》执行主编。

曾获得教育部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三次）、吴玉章人文社科研

究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五次）。代表著

作《加工贸易与企业生产率》获刘诗白经济学奖、胡绳青年学术研究

奖、全国贸易发展研究奖、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

学奖成就奖、北京市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等。

在北大百廿校庆中，作为优秀中青年教师代表受到习近平总书

记的专门接见。作为国家杰青 25周年优秀代表参加时任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主持的高规格座谈会。2024年作为全国人大青年代表团成

员访问俄罗斯联邦议会及地方杜马。作为国家监委特约监察员列席

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作为中方高水平大学校长代表出席中意

校长论坛和中白校长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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