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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书的写作源自我一段时间以来关注的三个独立的领域，即：知识社会学、现代性社会理论以
及从启蒙运动时期到全球化时代有关大学理念的争论。
本书的目的即在于把这些差别非常大的论题整合在一起，以此为基础对21世纪大学的身份认同
（identity）进行再思考。
我曾经尝试着将大学视为现代性的关键机构，同时也是知识、文化和社会交汇的场所。
我认为现代大学本质上是科学知识与文化知识的生产者和改革者。
绝对不能认为大学仅仅包括科学或者文化，因为它是一种对社会上各种知识起协调或联系作用的机构
——尤其是使学术知识与文化中原有的、清晰的认知结构相融合的重要机构。
这种对大学非常谨慎的“带普遍性的”（universalistic）观点意味着大学最重要的职责与其自身的交往
能力和公民身份有关。
尤其在今天，它需要承担表述技术公民身份与文化公民身份这样一种职责。
因此我想说明，大学的特性既不取决于技术策略或管理策略，也不取决于纯粹的学术追求：在“知识
社会”中，知识不能被简单地“利用”或被看做仅仅是知识本身，因为它已经融入了处于社会深层的
认知联合体、概念结构以及权力与利益的认知结构中。
除了做一个被动的参与者，无助地被拖进市场，大学还可以起到引领改革的作用。
这样，与其谈论（抱怨）大学的消亡是后现代背景下知识变得支离破碎导致的结果，或者是民族国家
逐渐消亡的结果，或者是引入市场价值观的结果，还不如说是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理论的方法促使大学
形成新的特性，即根据自身的能力来扩展以反映社会广泛的需求，并以此来巩固大学在知识社会中的
公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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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详尽地介绍了知识社会学、现代性社会理论及全球化理论等三个领域中有关大学理论的争论，并
深入思考了知识社会中的大学身份问题。
　　杰勒德·德兰迪将大学视为现代性的关键机构，同时也视为知识、文化和社会相互联系的场所。
他追溯了自由民主理念、组织现代性与现代大学的历史关联，评析了全球化、信息时代、民族国家、
学术资本主义、文化政治学、知识生产新模式等新兴话语对大学理论的阐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
对现代大学使命的独到看法。
他反对“大学消亡”的观念，认为在当今的知识社会中，大学应该成为一个交流的场所，并担负起三
个使命：重新沟通大学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恢复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构建大学与社会、国家之间的
新型关系。
　　本书适合对知识社会、现代性、高等教育和大学前途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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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杰勒德·德兰迪（Gersrd Delanty），英国利物浦大学社会学教授，研究全球化问题的有影响力的学者
。
目前主要研究领域是全球化视野下的现代性和欧洲的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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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前一章中，我提出大学已经成为社会中有助于民主价值培养的最重要机构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不能从文明社会中分离出来。
帕森斯认为大学有四种职能，其中一种是有助于社会文化的自我理解。
这种职能不是源于一种形成认知理性的特殊的学术角色，而是在参与公共生活的过程中被发现。
学术专业人员，如专家、专业的教练或教师，在科学专业领域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中工作。
然而对知识的追求，除了为社会提供有用知识外，还发挥公共作用。
它有助于公民身份的形成和文化价值观在社会中的广泛传播。
　　在本章中，我将论述大学的公共角色。
大学不仅仅是简单地再生产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同时，它们也对社会的文化模式提出质疑。
这一点正是对知识分子的角色进行探讨的原因，知识分子不仅是社会文化模式的复制者，也是社会文
化模式的改造者。
在前一章中我从学生激进主义的角度来思考大学的变革构想。
校园中的抗议和反叛在民主价值的阐述中是具有讽刺意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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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们一直在等待一本记录现代大学理念的著作，现在，我们终于等到了。
它就是杰勒德·德兰迪的这部新著。
这本著作不仅忠实地记录了关键人物的观点，并且展示了德兰迪自己的大学理念。
我们将为此而感激他。
　　--伦敦大学教授罗纳德·巴尼特（Ronald Barnett）　　杰勒德·德兰迪教授是目前英国最富成果
的、发人深省的社会理论家。
他的著作带给我们深思熟虑的观念和宽广宏大的国际视野。
本书所展现的精辟分析令人钦佩。
本书将激发所有的思想者，尤其是那些试图探究大众化高等教育及其困境的人的思考。
　　--伯明翰大学教授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　　在社会理论中，知识社会学和高等教
育研究一直在互相忽略对方。
杰勒德·德兰迪作为《欧洲社会理论》杂志的主编，是将这二者引入对话的最合适的人选。
事实上，“对话”和“交流”，也是他倡议的重塑大学使命的号召。
　　--沃维克大学教授史蒂夫·富勒（Steve Fu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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