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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一、基本思路 

1.指导思想 

围绕学校“以艺为主，服装引领，艺工融合”的办学特色；

秉承“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面向纺织服装、时尚和文化

创意产业，培养专业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身心健康，具有多

学科交叉思维和国际视野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的人才培养的

总目标；突出学校“以艺术学为主，艺、工、经、管、文等学科

交叉融合、协调发展”的学科定位。 

2.文字要求 

字数以四至八字为宜； 

可为四字成语或四言句式，也可为二至四组的两字词语； 

要求文词简练、表意清晰。 

二、备选方案释义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系统阐述了“大学”的定位。备选

方案以此为依据，希望能体现新时代的大学担负着“满足人民对

美好生活向往”的职责，在继承和创新中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 

1.尚艺明德 美衣新民 

2.尚艺崇德 美衣新民 

（1）“尚”有尊崇、注重的意思；“艺”，泛指艺术、才艺、

工艺、技艺；“尚艺”意指学校注重培养艺术品格高雅，工艺水准

精湛，技艺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具有跨学科和国际视野的应

用型高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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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崇”是推崇的意思。“德”，是道德、德行，人的品质

或品格。“崇德”即主张推崇高尚的品格，体现学校“立德树人”

的办学根本。 

（3）“明德”相较于“崇德”，“明德”是一种以人自身为出

发的内修与自明，明辨是非、树立德性，提高修养，是“明德”

的目的，也是大学“育人”的目标。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其办

学宗旨是“为学与做人贵在能齐头并进，融通为一”，所提倡的是

学校不仅要指导学生求真求知，也能注重指导学生如何做人。以

德育树立人格，以美育滋养心灵，以艺术承载思想。 

（4）“美”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衣”涵盖了艺、

工、衣三重内涵。 

（5）“新民”朱熹将《大学》原文中的“亲民”解释为“新

民”。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自明其明德。即后天的教育具有促

进人们不断革新，弥补不足，日臻完善的作用。 

3.美衣载道 尚艺崇德 

4.美衣载道 尚艺明德 

“美”、“尚艺”、“崇德”、“明德”释义同上。“载道”，出自

“文以载道”。宋代理学家周敦颐《通书·文辞》有云“文所以载

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 “文”像车，“道”

像车上所载的货物，通过车的运载，可以达到目的地。寓意“文

学”是传播思想的手段和工具。“衣以载道”，中国自古注重服饰

的礼仪和文化，《左传》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

美，谓之华。”故“无服饰之美，无礼仪之重，难以称华夏。 

校训中的“载道”，旨在结合学校“以艺为主，服装引领，艺

工融合”的办学特色，传承五千年中华文明“华章之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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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服装外化体现出的思想、创意与内涵，展现新时代中国服饰

文化的新风尚和新风貌。 

5.衣载道 明明德 

6.衣载道 艺明德 

7.艺载道 衣新民 

“衣”、“艺”、“明德”、“载道”、“新民”。六字的结构音韵更

加明快，朗朗上口，易于识记。 

8.崇德尚艺  衣以载道 

（1）“崇”、“德”、“崇德”、“尚”、“艺”、“尚艺”释义同上  

（2）“崇德尚艺”，体现学校 “育人”为先、“育才”为本的

教育理念，突出学校以艺术学为主，艺、工、经、管、文等学科

交叉融合、协调发展的学科定位，培养“德艺双修”的北服学子。 

（3）“衣以载道”，出自“文以载道”。宋代理学家周敦颐《通

书·文辞》有云“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

虚车乎。” “文”像车，“道”像车上所载的货物，通过车的运载，

可以达到目的地。寓意“文学”是传播思想的手段和工具。“衣以

载道”，中国自古注重服饰的礼仪和文化，《左传》云“中国有礼

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故“无服饰之美，无礼

仪之重，难以称华夏。 

校训“衣以载道”，以“衣”代“文”，旨在结合学校“服装

引领，艺工融合”的办学特色，传承五千年中华文明“华章之美”

传统，传播服装外化体现出的思想、创意与内涵，展现新时代中

国服饰文化的新风尚和新风貌。 

9.明德、尚美、精艺 

“明德”、“尚”、“美”、“艺”释义同上，“精”体现了钻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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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精益求精的品质。 

改八字的结构为六字结构，且两字为一组字词，音韵方面更

加简洁，易于识记。 

10.修身、明礼、载道、共美 

（1）“修身”出自《礼记·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

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必修的

“八目”，其中，修身是“八目”中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修身”

是双关语，既体现了服装的道德修养功能，又体现了服装保护人

体、装饰人体的实用功能。 

（2）“明礼”出自《论语》：“不学礼，无以立。”中国是礼仪

之邦，礼仪的规制主要体现在服装上。《左传》：“中国有礼仪之大

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词的来源与服装和礼仪关

系甚大。“明礼”体现了服装的社会治理功能，是公民道德基本规

范的重要内容，也是教育的重要目标使命。 

（3）“载道”：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当穿上衣服时，人才懂得

廉耻，才真正可以称之为人，所以有“衣以成人”之说。从古至

今，服装承载的是人类文明的血脉，蕴含着中国人“天人合一”

的思想，记录着中国人各朝各代的风尚，镌刻着丝绸之路的交流，

集合着工业、工艺、美术、人文的荣光……这些都是人间大“道”。

没有一件物品能象服装这样立体地承载着这么多人类的文明。  

（4）“共美”：源于费孝通先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

与共，天下大同”。“共美”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

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和使命在服装领域的表现，既

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更体现了服装

学院为人民做衣裳、美化人民生活、建设美丽中国的豪迈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