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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GE声音即将付梓，身为38位作者之一，有几点想法想与读者朋友们交 流。
 其一，GE声音，意在通识。
通识教育有各种别名，或日博雅教育，或 日全人教育，或日素质教育，可见通识教育也是世界的共识
。
这些名称中 ，我们以为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更好些。
通识，从字面上看， 也可以理解为通门跨类，广闻博识。
不唯思能通学，学亦能通思；不唯文 能通理，理亦能通文；才、学、识、技，各备其长；体、心、德
、智，尽 情发展。
这对于生活在应试教育大环境中的中国内地同胞而言真的是太重 要了。
我听过这样一个传说，北京某顶级重点大学，有一位报考中国哲学 博士学位的考生，面试时，导师问
他：“读过哪种儒学经典？
”回答：“ 读过《论语》。
”又问：“读过哪种版本？
”回答：“《于丹论语心得》 。
”此言一出，导师晕了。
我知道一本小小的《GE声音》不能解决通识教 育这样的大问题，但有点声响，总比无好。
 其二，GE声音应该是真实的声音。
这些声音，不见得都是美声，不见 得都正确。
然而，它一定是独立思考的结果，一定是真实的情感表达。
所 谓：“我说的都是我信的，我信的才是我说的。
”过去的时代，一些同胞 特别好讲真理，其实真理哪有那许多，能够做到真实就很不容易了。
真实 代表的乃是对文字的敬畏，对读者的尊重，同时也代表了书写人的自爱与 自尊。
在这一点上，GE声音保证品质纯粹，不屑虚言。
 其三，GE声音属于场外声音。
现代人的一个脾气，是不但要知道幕前 ，尤其想知道幕后，大家喜欢的是全息性信息。
GE声音写的往往是书后的 话，台下的话。
虽非庙堂之声，却是心底之声；虽非高头讲章，却是性情 之言。
不拒小言，不藐微辞，即使生活细事，也能有情有调；纵然风急雨 骤，不掩本性真情。
 其四，GE声音理应是快乐声音。
其实，博客的本性就是快乐。
古人云 ，诗穷而后工；西人云，愤怒出诗人。
然而，穷困不能出快乐，愤怒不能 出幸福。
虽然真情写作，不会矫情，郁闷就郁闷了，悲情就悲情了。
然而 ，现代文明的方向是愉悦，现代生活的主调是快乐，现代文字的主色是好 玩儿。
如果说，旧时的文明，贵在以暴易暴，那么，今天的文明，就该用 快乐消解愚昧，用快乐颠覆阴暗，
用快乐张扬光明。
你没有游戏规则，没 法和你玩；你垄断游戏规则，干脆不和你玩儿了。
我希望，各位读者朋友 可以在本书收入的各种情态文字的背后读出某种笑声。
我们不掩饰自己的 深层快意，因为我们对自己很有信心。
 其五，GE声音代表了多样化声音。
声音不可一律，一律预示死亡。
我 们欢喜众生众相，我们满：意众说纷纭，我们甚至有些高兴网友的众口难 调。
言及此处，我想起奥巴马的一段话。
奥氏所为，在我们中国内地颇有 些不同意见，但这段话，说得却好：“我认为，博客的危险在于，我
们谈 话的对象仅仅是我们自己和与我们观点相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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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意味着，在一段时 间内，我们自己的偏见不断被强化，我们不能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不同的意 见
和不同的观点。
我一直都在极力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用什么样的 方法使不同的博客作者能够相互交流，不同的
观点能够相互交流，使博客 成为一种谈话或对话的方式，而不仅仅是我们相互喝彩的场所。
” 奥氏斯语，深得我心。
 2010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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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文章皆选自天涯网与北方工业大学素质教育与现代文化研究所合作开设的集群博客—
—GE-Voice(ge_voice.blog.tianya.cn)。
此集群博客的缘起是在编辑《大学生GE阅读》一书时，汇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大家愿意有一
个公共平台交流思想，发出声音。
集群博客于2009年12月9日正式上线，时至今日，半年时间，点击量已突破300万次，影响不断扩大，
广受好评。
到目前为止，群博客共有61位成员，其中不仅有吴思、邵建、熊培云等著名公共知识分子，亦有于建
嵘、何中华、黑马、陈锐等专家学者，还有诸如柴静、庄永志、王志刚等媒体精英，此外，王俊、曹
瑞涛、郭洪体、王永忠与北方工业大学一众新锐学者们也都参与其中，共襄此事。
    其中的文章不是高头讲章，也不是真理回响，但是，这是一群深爱中国的公民发出的真诚的声音。
这些言语深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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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学精神的要旨在于其“大”，所谓“有容乃大”。
当年蔡元培先生 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的治校理念是“兼容并包”。
这 里的“大”，不仅是指能够宽容、包容，更重要的乃在于能够融科学人文 、荟旧学新知。
蔡先生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 《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他还指出：“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我们固 然要研究各种科学
；但不能就此满足，所以研究融贯科学的哲学；但也不 能就此满足，所以又研究根据科学而又超绝科
学的玄学。
”（《蔡孑民先生 言行录》）这就是“厚德载物”的精神，它既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境界。
 只有自觉的人文关怀和对人文精神的目的性追求，才能够为这种胸怀和境 界提供内在的理由和不竭
的动力。
大学对于整个人类文明所担负的“载道 ”、“传道”之使命，正是其基本精神所决定的宿命。
 然而，在现代性的语境下，工具理性所特有的方法论局限，使得大学 精神面临着被日益缩减的危险
。
诚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各门科学千差 万别。
它们探讨对象的方式根本不同。
这许多支离破碎的学科，在今天只 是被各大学科系的技术组织维系在一起，并且只是靠各学科的实际
应用目 的而保持其意义。
反之，各门科学的根株在其本质深处则已经死亡了。
”（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是什么》）大学精神无疑是文明的产物，但经过现代 性的修饰之后，其
人文内核越来越被日益技术化的体制所遮蔽。
 现代管理的扩张，已经逐渐渗透到大学教育之中。
“将工业管理的模 式及不同的管理学论述引进到学校管理上”，这是现代大学教育的必然命 运。
它已经为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所充分证明。
而“学校引入管理学的原 则及技巧，不但对施教者与办学者带来深远影响，就连教学工作的性质及 
内容也要重新定位，这些深层问题，在一片管理热中，鲜被考虑”（沃勒斯 坦等：《学科·知识·权
力》）。
把一切统统缩减为一个技术甚至技巧问题 ，恰恰是现代性的要求，也是其表现。
现代规训技巧说到底乃是韦伯所谓 的现代社会所特有的“科层制”的内在要求和表现，它充分体现了
福柯关 于知识与权力同构的逻辑。
当年清华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潘光旦先 生就曾深有感慨地指出：“学校里庞大的行政机构，好
几百的职员，至少 有一半是用在填表格，做报销，写呈文的案牍工作上的。
”（潘光旦：《政 治信仰与教学自由》）现代技术和技巧的价值中立性质，决定了它一旦变成 目的
本身，就必然排斥人的意义世界和价值追求。
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 本末倒置，这一现代事实足以证明这一点。
 更深刻的在于，现代理性对必然性的过度推崇，瓦解了人们做出选择 的可能性空间，从而消解了人
的道德责任。
这一事实决定了人们在现代性 的语境中难以充当价值主体。
这是人文精神失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 在所谓普遍理性之光的烛照下，加上市场社会这一现实土壤的塑造，进化 论的逻辑大兴。
它把人们“抛人了”一种生存竞争的格局之中。
当年赫胥 黎所揭示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之间的对立，以及马尔萨斯人口论作为市民社 会条件下人的存
在方式的描述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启示，都证明了生存 竞争的非道德性质。
人的利益被诱发和强化，使人们越来越疏离了对善的 渴求。
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兴盛，极大地妨碍了人们对终极价值的追求 和对意义世界的捍卫。
它直接导致了现代大学精神的迷失和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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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 先生说得好：“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 图精神之救药，势
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
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 。
西国前史，陈迹昭著，可为比鉴也。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 然而，人终究是一种意义的存在物。
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人作为一 种特殊的“在者”，乃是“此在”。
而“此在”总是从它的存在中领会自 己本身。
科学研究也是人作为此在的一种可能的在的方式，但不是这个在 者的最切近的在的方式（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
对于人及其存在而 言，真正具有始源性的是对存在意义的追问，这种追问本身就是人的存在 方式。
然而，由于科学技术的作用，人越来越疏远了“大地”，存在之“ 谜”从而被遮蔽和搁置了。
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人被从大地连根拔起。
 人的本体论式的存在首先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存在方式的问题 。
现代性对人的存在方式的重构使得那种本然的和始源性的存在方式变得 隐晦不明。
 大师的“缺席”和“难产”，是今天大学教育面临的一个真正的尴尬 。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是衡量大学教育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一尴 尬不过是人文精神匮乏的一个必然后果。
陈寅恪先生当年曾就留学生存在 的偏颇深刻地指出：“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幕富贵，
不肯 用力学问之意则一。
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 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
⋯⋯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 ）为根基。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
）此可谓一针见血之言。
大师之 所以是大师，就在于他的境界之超拔、知识之渊博、修养之深厚、人格之 卓绝⋯⋯都是划时
代的。
这一切离开了人文精神长时间的涵养和熏陶，是 不可能被孕育出来的。
记得黑格尔就曾说过：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哲学，就 像一座富丽堂皇的庙宇中没有神一样。
有大学却没有大学精神，其情形不 是同样如此吗？
我们呼唤大师，首要的是应促成大学精神的复兴和回归。
 而这就不能回避对现代性及其文化后果进行一种认真而严肃的批判性反省 。
 王夫之说过一段充满忧患意识的话：“天下不可一日废者，道也。
天 下废之，而存之者在我。
故君子一日不可废者，学也。
⋯⋯一日行之习之 而天地之心昭垂于一日，一人闻之信之，而人禽之辨立达于一人。
”（王夫 之：《读通鉴论·卷九》）这固然反映了儒家的拯救情结，但今日大学不正 担当着“我”
的使命和责任么？
问题是，大学精神本身的拯救要靠谁呢？
 P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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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GE声音：我们不谈真理》的编撰缘起于素质教育与现代文化研究所同天涯网合作开设的集群博
客“GE-Voice”（ge_voice.blog.tianya.cn）。
博客群自2009年底开通以来，在短短数月内就汇集了400余篇博文，并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取得了
高达300万次的点击量。
作者中，不乏吴思、于建嵘、邵建、熊培云、黑马等重量级学者，以及柴静、庄永志、王志刚等媒体
人物。
　　该书由这些文章中的74篇精选而成，共分为“教育天地”、“电影《孔子》”、“春节文化”、
“世事探索”和“文化杂谈”五个栏目。
“尊重事实”、“尊重逻辑”、“尊重理性”为全书标举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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