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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开大学津南新校区路桥命名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一、遵循的原则

1. 特色鲜明

充分展现南开人独有的校训文化和崇高的价值追求，彰显南

开大学的办学特色和育人传统，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如：“公能”

“日新”“月异”“敬业”“乐群”“尚智”“尚勇”“尚真”“尚纯”

“尚诚”“尚信”“尚友”“尚善”“尚德”“尚仁”“尚毅”“尚美”

“尚新”“尚实”等）

2. 指位性强

路桥名称尽可能与路桥所在功能区或相邻建筑物相对应，便

于参照功能区或建筑物确定路桥方位。（如：南校门周总理像前的

“翔宇桥”，北校门主体育场馆周边的“尚体道”“尚勇路”，文科

学院组团区域的“尚文路”，理科学院组团区域的“尚理路”，新

兴学科组团区域的“尚新路”“尚实道”，天南合作办学组团、对

外办学组团区域的“尚合路”“尚同道”“乐群北路”，教师活动中

心西侧的“敬业南路”，通往校史纪念区的“思源道”等）

3. 规范有序

按照通行命名规范，东西向为“道”，南北向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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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南开创办人严修、张伯苓和杰出校友周恩来、陈省身外，

不再采用其他人名作路桥名称（对上述四人也仅取其名或字——

“范孙”“伯苓”“翔宇”“省身”，且“翔宇”“省身”有双重内涵）。

中心区域 6条主干道以南开校训命名（“公能南道”－“公能

北道”－“公能西路”－“公能东路”，“日新道”－“月异道”）；

纵贯校园南北的 4条次干道以南开传统命名（“敬业南路”－

“敬业北路”，“乐群南路”－“乐群北路”）；

20条支路统一以校父严修所提“尚公、尚实、尚武”句式中

的“尚”字开头，与南开人崇尚的价值观（如“智”“勇”“真”

“纯”“诚”“信”“友”“善”“德”“仁”“毅”“美”等）组合在

一起，表达一种希冀和追求。

二、命名及释义

中心区域的主干道（六条，按“公能”校训分为两组）

公能南道－公能北道－公能西路－公能东路（南、北两个半

环东西向为主，曰“道”；西、东两个半环南北向为主，曰“路”）

日新道－月异道（两条环路内南北两条东西向主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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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能南道－公能北道－公能西路－公能东路

中心区域的两条环路（环一路、环二路），相互交叉，形似风

筝，拆分成四条主干道，以“公能”校训命名之：

环一路的南、北半环分别命名为“公能南道”“公能北道”；

环二路的西、东半环分别命名为“公能西路”“公能东路”。

2. 日新道－月异道

两条环路中间，构成“风筝”翅膀骨架的南北两条东西向主

干道，依照由南向北（南门为主校门）顺序，分别命名为“日新

道”“月异道”（若按由北向南顺序，则又是校歌中的“月异日新”）。

纵贯南北的次干道（四条，按“南开传统”分为两组）

乐群南路－乐群北路（校园西区连接西南、西北两桥纵贯路）

敬业南路－敬业北路（校园东区连接东南、东北两桥纵贯路）

“乐群”“敬业”源自周恩来 1914年在南开学校创立的“敬

业乐群会”，同时也是南开的光荣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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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乐群南路－乐群北路

以“乐群”命名校园西区连接南北两座桥梁的纵贯次干道，

因其邻近天南合作办学组团、文科生活组团、文科学院组团、理

科学院组团、理科生活组团，没有“乐群”精神，交流合作、协

同创新便无从谈起。

2. 敬业南路－敬业北路

以“敬业”命名校园东区连接南北两座桥梁的纵贯次干道，

因其紧邻教师活动中心、生活组团和学生生活组团，“敬业”承载

着学校对教师和学生的共同要求。

支路（二十条，西区、东区各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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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西区道路（十条支路，按功能区域分为四组）

尚文路－尚理路－尚新路－尚实道（文科学院组团、理科学

院组团、新兴学科组团区域内）

尚合路－尚同道（天南合作办学组团、对外办学组团区域内）

尚俊路－尚美道－尚毅路（西区南端体育场西侧、南侧和理

科生活组团东侧）

尚体道（北门西侧、主体育馆西北端）

1. 尚文路－尚理路－尚新路－尚实道

以“尚文”“尚理”“尚新”和“尚实”分别命名文科学院组

团、理科学院组团、新兴学科组团区域内道路，指位性强，易于

识记（新兴学科注重创新能力与务实精神，故曰“尚新”、“尚实”）

2. 尚合路－尚同道

“尚合路”位于国际交流中心东侧和天南合作办学组团西侧，

“合”寓意着交流合作；

“尚同道”位于天南合作办学组团和对外办学组团区域内，

“同”寓意着“同心同德”“同心协力”“协同创新”。

3. 尚俊路－尚美道－尚毅路

以“俊”“美”“毅”命名西区南端体育场西侧、南侧和理科

生活组团东侧道路，有四则依据：

一则有通过体育运动塑造“英俊”“健美”的体魄和“刚毅坚

卓”的精神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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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则“俊”“美”“毅”三字均富有南开历史文化内涵——“俊”

取自长期任南开大学秘书长的黄钰生教授 1987年为西南联合大

学纪念碑所书碑文中的“集三校之俊彦，育四海之英才”一语，

“美”取自南开校歌中的“美哉大仁”，“毅”取自西南联大校训

“刚毅坚卓”；

三则南门西侧的“尚美道”与南门东侧的“尚德道”、北门东

侧的“尚智道”、北门西侧的“尚体道”正好构成“德智体美”四

字，体现了南开“四育并进”的育人传统；

四则“尚毅路”位于南门周总理像西侧，与周总理像东侧的

“尚仁路”遥对，寓意着周总理的“刚毅”精神与“仁爱”之心。

4. 尚体道

北门西侧的“尚体道”，位于主体育馆西北端，与南门西侧的

“尚美道”相呼应；

而南门东侧的“尚德道”、北门东侧的“尚智道”、北门西侧

的“尚体道”、南门西侧的“尚美道”，正好构成“德智体美”四

字，体现了南开“四育并进”的育人传统。

校园东区道路（十条支路，按价值观序列分为两组）

尚智道－尚勇路－尚真路－尚纯路－尚仁路－尚德道（公能

东路以东由北向南依次位于“学生生活组团 3－学院组团 3－学院

组团 4－学生生活组团 4”区域内的 6条支路）

尚诚道－尚信路－尚友道－尚善路（东校门以西由北向南依

次位于“生活组团 5－学院组团 6－学生生活组团 6”区域内的 4

条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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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尚智道－尚勇路－尚真路－尚纯路－尚仁路－尚德道

“智”“勇”“真”“纯”和“仁”取自南开校歌中的“美哉大

仁，智勇真纯”，共同构成了南开人传统的“德”。

“尚勇路”正好位于北校门内体育场馆东侧，其北端为北门

东侧的“尚智道”，与南门东侧的“尚德道”相呼应。

2. 尚诚道－尚信路－尚友道－尚善路

“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两项重要内容，又

可化为“诚”“信”“友”“善”四字，寓意“诚实”“守信”“友爱”

“向善”，亦是新时期南开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

桥梁及通桥道路（八桥、五路，分为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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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 宇 桥（南 门）－伯 苓 桥（北 门）

翔宇西路、东路（南门）－伯苓路（北门）

范 孙 桥（西 门）－省 身 桥（东 门）

思源道（西门）－启新道（东门）

乐群南桥（西南门）－乐群北桥（西北门）

敬业南桥（东南门）－敬业北桥（东北门）

1. 翔宇桥（南门）－伯苓桥（北门）

翔宇桥：南校门内有南开杰出校友周恩来总理塑像，且塑像

后的图书馆与东西两座办公楼构成了“一体两翼”的建筑格局，

形似大鹏展翅、翱翔天宇，故曰“翔宇”。连接翔宇桥的道路，相

应命名为“翔宇西路”、“翔宇东路”。

伯苓桥：北校门内为位于南北中轴线北端的主体育馆，而老

校长张伯苓高度重视体育，被称为“中国奥运第一人”，故以“伯

苓”命名。连接伯苓桥的道路，相应命名为“伯苓路”。

2. 范孙桥（西门）－省身桥（东门）

范孙桥：西校门内为校史纪念区，以校父严修之字“范孙”

命名西门桥梁，有饮水思源之意。

连接“范孙桥”通往校史纪念区的道路，仍取饮水思源之意，

命名为“思源道”。

省身桥：东校门内为学生生活组团和教师活动中心，以“省

身”命名东校门桥梁，有双重含义：一是“省身”作为中国人的

修身传统，是对教师学生的共同要求；二是陈省身作为南开杰出

校友代表，与另一杰出校友周恩来正好是“一文（科）一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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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界）一学（界）”，是教师与学生共同学习的另一榜样，

并蕴涵南开学术走向世界之意。

连接东校门“省身桥”的道路，与西校门的“思源道”遥对，

为表达“开启南开新的百年”之意，命名为“启新道”。

3. 乐群南桥（西南门）－乐群北桥（西北门）

4. 敬业南桥（东南门）－敬业北桥（东北门）

上述两组桥名，取自连通桥梁的路名，便于师生识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