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何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大学何为>>

13位ISBN编号：9787301107188

10位ISBN编号：7301107188

出版时间：2006-5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陈平原

页数：312

字数：247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何为>>

前言

将近年所撰关于大学的文章结集成书，总该有个理由。
比如，跟本人已刊诸书相比，是否有所推进？
相对于学界同仁的著述，又有哪些特点？
即便没能在理论上独树一帜，起码也得在学术思路或写作策略上显示自家面目。
记得小时候过年，最常见的对联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可这不能成为爆竹声中编
排新书的充足理由。
还是略为回顾各文的写作经过，也算是给自家著述添加若干略带广告性质的注脚。
作家查建英采访时，曾追问我在2003年北大改革论争中的立场：“那场争论当中，人文学者是反对张
维迎改革方案的主力，而社科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们，则是支持的主力。
我觉得你的态度在人文学者里比较少见，你始终保持一个温和的调子来讨论问题，你赞成的似乎是一
种‘保守疗法’，一种稳健的逐步的改革。
”这是一个很敏锐的观察。
确实如此，我谈北大改革四文，虽然也人各种集子，但不是这场论争的代表性论述。
因为，针对性不强，基本上是自说白话；作为论辩文章读，不过瘾。
为什么？
并非不晓得报章文体倾向于“语不惊人死不休”，只因我更欣赏胡适创办《独立评论》时所说的，作
为专家而在公共媒体上发言，要说负责任的话，既不屈从于权威，也不屈从于舆论。
大学改革，别人说好说坏，都可以斩钉截铁，我却深知兹事体大，休想快刀斩乱麻，毕其功于一役。
历史证明，那样做，不只不现实，而且效果不好。
相对于论战诸君，我之立论稍微不同，很大原因在于，我对百年中国大学（尤其是北大）有过若干研
究。
已经刊行的《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北大精神及其他》《中国大学十讲》等，不敢说有多精
彩，但起码让我对中国大学的历史与现状有较多的了解。
理解大学问题的复杂性，理解改革的代价，也理解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背后，很可能隐含着利益争夺
甚至各种卑污的权谋。
因此，与其说我在参加论战，不如说我在延续已有的叩问与思考——叩问大学的历史与现实，思考大
学的理念与实践。
正如德里达说的，“大学存在于它企图思考的世界之中”，要想承担起历史责任，组织一种创造性的
抵抗——“抵抗一切（政治、司法、经济等）（对大学）的重占企图，抵抗一切其他形式的主权形态
”，其实是十分艰难的。
尤其在当代中国，谈论大学改革，涉及理想与现实、中国与西方、制度与精神、个人与国家等，远不
只是制订若干操作手册那么简单。
在《大学三问》中，我特别强调：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
”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
而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中，我又认定：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
，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
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
你可以批评她的学术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入历史进程，这一点不应该被嘲笑。
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
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
如此强调大学植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情境，无法简单复制，故全书以《大学之道》起兴，而不以关
于北大改革诸文开篇。
在我看来，后者只是波澜壮阔的中国大学改革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好戏——或者烂戏——还在后头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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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验”，尤其是百年中国大学史，是我理解“大学之道”的关键。
我当然明白，今日中国的大学制度，主要是“旁采泰西”而不是“上法三代”的结果。
因此，在思考及论述中，除了孔夫子以降的历史经验，更倚重西贤有关论述。
比如，关注“大学的理想”，也探究“大学的功用”；思考“学术责任”；也努力“走出象牙塔”；
进入“美国校园文化”，也面向“21世纪的大学”。
教育学家的著述固然精彩，以下三段关于大学的评说，同样或者更让我感动：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
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
每一任务借助参与其他任务，而变得更有意义和更加清晰。
为了实现人的潜能，为了克服我们政体不易于理解各种重要政体形式的倾向，大学必须站出来帮助孤
立无援的理性。
大学是容纳探索和思想开放的地方，它鼓励人们不是功利性地而是为了理性而利用理性，它提供一种
气氛使哲学怀疑不致被道德风尚和占上风的势力吓倒，它保存伟大的行为、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思想
，以使对潮流的挑战和置疑能够得到滋养。
大学，与所有类型的研究机构不同，它原则上（当然实际上不完全）是真理、人的本质、人类、人的
形态的历史等等问题应该独立、无条件被提出的地方，即应该无条件反抗和提出不同意见的地方。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布鲁姆（Allan Bloom，1930－1992）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这三位大学者，政治立场以及学术面貌迥异，或存在主义，或保守主义，或
解构主义；但作为哲学家或政治学家，他们都聚焦大学在急遽变化着的当代世界中的地位与作用，都
将人文学作为大学的核心，关注其跌宕起伏的命运，这是我所感兴趣的。
或许，正因为他们不是教育专家，不太考虑技术层面的教育组织、教育管理、教育经济等，而集中精
力在文化、精神、价值层面上思考大学问题，这样一来，反而能在“教育名著”视野之外，开辟广阔
的思考及论述空间。
而这也正是我切入“大学”的角度——在我看来，中国的大学改革，需要教育学家、历史学家、哲学
家以及一切对教育感兴趣的读书人的共同参与。
谈论中国大学，可以是专业论文，也可以是专题演讲，还可以是随笔、短论、答问等。
不完全是为本书之体例驳杂辩解，假如希望兼及历史与现实，确实不一定非高头讲章不可。
或长枪，或短棒，或匕首，或弹弓，只要有效，不妨十八般武艺一起上。
我之不薄“演讲”，是因为特别看重公众对于“大学”这一社会组织及文化传统的自我反省能力。
书中好些章节，是作者应邀在北大、清华、华师大、首都师大等为大学生、研究生所做的演讲稿。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的前四节是在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大学精神、大学理念与校
园文化”研讨会（成都）上的专题演讲，后两节则是在陕西电视台“开坛”节目中与各民办大学校长
的对话。
《大学之道——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教育》以及《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虽是专业论文，却
也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和日本京都大学组织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并获广泛好评。
至于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上所做的专题演讲“中国大学百年”，因主要观点已见《中国大学十
讲》中的同名论文，这次不再收录。
一般说来，“演讲”以及“答问”，远不如“论文”专深，好处是体现一时代的文化氛围。
假如你的拟想读者不是教育专家，而是关注中国大学命运的读书人，那么，采用这种现场感很强的“
对话”姿态（包括保留听众的提问），未尝不是“讨巧”。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类型、一种论述策略、一种影响极为深远的独特文体，“对话”是人类
探索真理以及认识自我的有效途径。
不满足于传递或接受专业知识，更希望学习思考，追求真理，参悟人生，那么，永无止境的“叩问”
与“对话”，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这么说，类似胡适《再版自序》所自嘲的“戏台里喝彩”。
其实，将论文与随感、演讲与答问、历史与现实、宏大叙事与私人记忆等掺和在一起，造成一种明显
的“对话”状态，在我，不是有意为之，而是歪打正着。
本书之“未完善”，正好对应着中国大学改革的“进行时”——正因为中国大学仍“在路上”，既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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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全十美，也不是朽木不可雕，这才值得你我去追踪，去思考，去参与。
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学术思路”比“著述文体”更值得重视，那就是：从历史记忆、文化阐释、
精神构建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思考“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有什么、
还能做些什么。
丙戌正月初六，是日阳光普照，最低气温零下十度，浓郁的水仙花香中，编定全书并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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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平原教授在文学史、学术史研究领域卓有建树，在教育史研究领域也独树一帜。
在本书中，他立足于自已对百年中国大学（尤其是北大）的若干研究，聚焦大学在急遽变化的当代世
界中的地位与作用，将人文作为大学的核心，集中精力在文化、精神、价值层面上思考大学问题，以
人文学者里少有的冷静温和的调子来讨论大学问题的复杂性和改革的代价，赞成“保守疗法”。
陈平原教授强调：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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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现为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
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
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等从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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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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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甚解”——我的“读博”经历  　博士论文只是一张入场券——答《中华读书报》记者问　学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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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的“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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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为彻底的，当
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
今日中国之大学，其价值趋向与基本路径，乃舶来品的University，而非古已有之的太学。
因而，尽管教育史家喜欢谈论“四千年的中国大学教育”，古今中外“大学”之巨大差异，依然使得
二者很难同日而语。
这其实正是本世纪中国大学教育的困境所在：成功地移植了西洋的教育制度，却谈不上很好地继承中
国人古老的“大学之道”。
 积弊已久的传统中国教育，其“无裨实用”，在晚清，成为传播福音的传教士和寻求富强的士大夫集
中攻击的靶子。
时人之“破旧”，主要攻击的是科举取士；至于各式书院之利弊得失，反而无暇细究。
只是在新学制已经创立的二三十年代，有过研究书院的小小热潮。
此后，又是长期的沉寂，直到80年代方才有复兴的迹象。
可即便如此，今日中国的大学，依旧是欧美模式的一统天下。
这就难怪Ruth Hayhoe在描述百年中国大学教育历程时，用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断语：“欧洲大学的凯旋
。
”但这不等于说，本世纪中国的教育家，不曾有过借鉴书院教学、发扬传统教育精神的愿望与努力。
本文借勾稽康有为、章太炎、唐文治等十位身兼教育家的学问家或政治家融会中西教育的尝试，探讨
精神渗透与制度建设之间的巨大张力，力图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大学的健康成长提供也许是不可或缺的
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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