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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机构自中世纪发端于欧洲以来，历经千年岁月的洗礼，不断发展壮大，并
成为当今社会重要的组织机构。
时至今日，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建立起自己的高等教育机构。
据国际大学协会（IAU）的统计，目前全世界的高等教育机构总数已超过17000所。
各国高校虽然兴起与发展的背景不同、动力各异，但对于很多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却存
在一些共同的因素，其中最显著的就是高等教育模式的国际移植。
正如伯顿·克拉克教授所指出的，“如果我们想系统地描述决定变化的诸多因素，我们很快就会遇上
高等教育形式从一国移入他国的问题。
许多高等教育系统的许多基本特点都是从国外搬来的”。
　　尽管高等教育模式的国际移植具有外部强加和自愿引进两条途径，但对于作为接受国的广大发展
中国家来说，由西方国家通过殖民统治进行外部强加显然是更为普遍和主导的方式。
正所谓，“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最基本的变革——即现代系统的建立——是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移植
外国模式而引起的”。
从历史上看，西方高等教育模式的输出主要是由葡萄牙、西班牙、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等国通过对拉
美、非洲和亚洲大面积的殖民化来实现的。
所有这些国家都以建立高校的形式在殖民地留下了它们的文化印记。
在16世纪初期和中期具有强烈天主教倾向的西班牙语拉美地区的主要城市，大学成为殖民者首先建立
起来的一种机构。
法国在其主要殖民地首都城市移植法国大学模式已成为它“直接统治”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这
种带有强烈国家管理色彩的中央集权模式被移植和嫁接并深深嵌入了殖民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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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模式的国际移植比较研究》共分七章，主要探讨了越南高等教育的国际移植与
发展变革，马来西亚高等教育的模式移植与发展，菲律宾高等教育的模式移植与发展，印度尼西亚高
等教育模式的国际移植，巴西高等教育的国际移植与现代化策略，加纳高等教育的国际移植与现代化
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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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宗教信仰　　佛教是泰国事实上的国教，在泰国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全国95％以上的人
口信奉佛教。
①同时，“宗教”连同“国家”和“国王”也是泰国立国的神圣三原则。
佛教在泰国当代社会中仍然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其“德行”、“因果报应”、“现世和来世”等思
想就是“生而不平等”、“服从权威”、“等级观念”的世俗化，从很大程度上说，就是传统文化价
值观的基础。
有泰国学者曾指出，从古代的素可泰王朝至今，“佛教一直是泰国文化形成的过程中起着支配作用。
佛教对泰国人的信仰，有关尊严和忠孝的价值观，以及社会各阶层和团体之间的关系、行为有极大的
影响”②。
例如，遍及各地的佛教寺院，不仅是举行各种庆典、仪式的场所，也兼具着很多社会功能，如集会场
所、娱乐中心、教育中心、信息和新闻中心甚至官方的行政办公处。
　　由于佛教深深地融入了泰国人的日常生活，对泰国高等教育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泰国的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是通过佛教来紧密相连的。
就像朱拉隆功所强调过的：“不与寺院相联系就不可能建立起一种教育制度，我在各府做过调查，我
们看到不信佛教的泰国人堕落，道德沦丧。
我主张与宗教相联系的教育制度。
”⑧因此，佛教在泰国起到了泰国传统文化载体的作用，其本土文化传承尤其能在佛教文化和佛学中
体现。
　　泰国最早的教育形式就是产生于600年前的佛教寺院中。
19世纪中叶，蒙固王在登上国王宝座之前，曾当过20年的僧侣。
期间他在僧院修行时创立的法宗派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这个教派更多地注意知识和习惯，而很少注重仪式。
它特别强调教育，并在促进村一级的世俗教育方面起着主导作用。
它的文化中心在波旺尼威寺佛教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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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外教育现代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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