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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西方世界中仅次于基督教堂的第二古老

机构，而高等教育又一直在发展。 在大学的古老与年

轻之间、守正与创新之中，回归大学理念一再成为热

门话题。 2015 年 3 月 21 日，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
期刊数据库中，以“大学理念”为“主题”进行检索，共

有相关记录 1316 条，始见于 1987 年，其后 12 年间只

有 12 篇论文；2000 年达到 18 篇后快速增加，在 2007
年 达 到 峰 值 158 篇 后 又 呈 下 降 趋 势 ，2014 年 有 71
篇。 国内研究大学理念的文献不少， 但存在认识泛

化［1］和简单化倾向，特别是关于回归大学理念的呼声

很高， 但对要回归什么样的大学理念却含糊不清、莫

衷一是， 出现了一些人云亦云、 似是而非的观点，因

此，有必要进行梳理和厘清。
一、基本概念与意义

“理念” 对应的英文单词是： ①idea/concept；②
belief/conviction。 金耀基《大学之理念》的英译，就是

“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2］。 而在英文中，“the idea”
的含义是“the aim or the purpose”（目标和目的）。 有

文献认为，理念是一个哲学范畴，是同类事物最完美

最完全的本质，是事物的共性 ［3］，是人们对于某一事 # 基本盖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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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和内涵产生不同的看法，引发了对于大学理念的

争论［11］。 此外，大学理念的每一次变迁和功能扩展都

带来了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了世界科学中心

的转移［12］。
1. 中世纪的大学理念。 早期的中世纪大学是教

师和学生组成的行会， 生存十分艰难。 进入 13 世纪

后，大学相继归顺罗马教廷，受到教会的严格控制，以

神学和古典学科为主要内容的经院哲学成为大学教

学的基本内容。 由于抵制科学研究和创新，严重滞后

于时代发展的要求，中世纪大学逐渐衰落，有的早已

不复存在。
2.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大学理念。 15 世

纪后半期，在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下，把人文和自然科

学纳入教学内容的主张逐占上风， 带动了大学的变

革 ，文 学、艺 术 、科 学 、哲 学 的 繁 荣 ，催 生 了 近 代 科

学［13］56-63。 16 世纪初，宗教改革运动提出普及教育的

思想，新教教派创办了一些新型教育机构（包括新教

大学）；反对宗教改革、维护天主教统治的耶稣会教团

也创办了一些高等学校，为扩大受教育范围和建立近

代教育制度奠定了基础［14］91-94。 但是，当时的人文主义

教育只是资产阶级教育的开端， 并未真正改革大学。
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传统系科组织和学术管理体系都

没有什么重大变化，经院哲学方式依然存在，教学内

容也没有彻底摆脱宗教的影响［15］83。
3. 英国绅士教育的大学理念。 英国红衣主教纽

曼宣扬自由、公平、理性、自律和智慧的大学理念 ［16］，
尽管从字面上看很美，但所代表的是英国绅士教育传

统， 主张大学以传授知识而不是以创造知识为主，试

图维护“博雅（或译为文理、自由等）”教育。 纽曼理想

中的大学是他当年毕业的牛津大学，是只为极少数人

服务的高等教育，对社会的贡献十分有限。 如牛津大

学和剑桥大学对英国工业革命的作用甚微［17］4。
当纽曼《大学的理想》一书出版时，德国大学正在

成为新的主流模式。纽曼的大学理念未能挽救英式传

统大学的命运。因此，尽管纽曼的大学理念是“现代大

学形成中最具影响力的理念”［18］， 但就连牛津大学与

剑桥大学后来也未能坚守不变。 今天，似乎更没有多

少大学愿意回归只关注培养绅士的“经院”。
4. 德国近代大学的办学理念。 从 18 世纪到 19

世纪初，德国经历了三次大学改革运动，使其基本完

成了传统大学的改造任务，并首创了近代大学模式。
第一次大学改革运动， 使得大学教学内容更新，

宗教神学和古典主义的性质削弱； 教学方法调整，拉

丁语在大学讲课中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可以使用德语

授课；学院设置变化，哲学院成为相对独立的学院，取

得了与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基本平等的地位［19］7。
第二次大学改革运动，政府及大学以外的教育改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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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德国学术自由的理念，但由于哈佛大学与耶鲁大学

等传统大学一时难以改造，便创建了一批新大学。 创

建于 1876 年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把科学研究放在

首位，努力培养献身科学的青年学者，被称为美国第

一所现代大学，不仅给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等大

学提供了模式，也促使老牌精英大学投身改革。 哈佛

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西法尼亚大学等传

统大学相继聘任留德归国的学者担任校长，开展研究

生教育和科学研究［15］42。 到 1910 年，以研究为导向的

美国现代大学的基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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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无法独立于外部环境而存在。 一些文献将纽曼的

“僧侣居住的村庄”描述成“圣地”般庄重典雅，将洪堡

的“象牙塔”描述为“桃花源”般纯洁宁静，既与事实不

符，也不具指导意义。 大学理念付诸办学实践不可避

免地要受到学校与外部环境之间动态变化的影响。高

等教育早已不再是社会上少数精英才能享有的特权，
对于绝大多数高校来说，不能忽视应用科学技术的教

学和研究， 不能放弃专门技术人才和劳动者的培养。
因此，大学不仅要走出象牙塔，还要超越象牙塔［31］。

但是，大学在庆幸和欢呼突破了传统高等教育理

念的束缚后， 却发现自身新的角色定位并不清晰，对

于社会各方的多元诉求感到有些无所适从；在面对来

自社会各方激烈的批评以及内部的反对声中，有些大

学遭遇新的迷茫和困惑，在遇到校内难题和外部环境

的挑战时，有些准备不足和应对不力。对此，就有人怀

念过去的“好时光”，把问题归结于大学理念的缺失和

偏失［32］，并试图通过回归历史上的大学理念来回避矛

盾和绕开问题，以此远离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而特

立独行。
要充分肯定纽曼和洪堡对大学理念和发展作出

的贡献，但也正是对于纽曼大学理念的批判，科教融

合成为一种经受挑战仍然延续下来的大学理念［33］，促

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也正是对洪堡大学理念的批

判，促进了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加快了技术转移和成

果转化的步伐。 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还

能回归只关注培养贵族、社会统治者、上层管理者的

大学理念吗？ 在现代社会中，大学还能远离国家富强

和民族振兴大舞台、脱离世界发展大环境吗？
3. 分层定位的多样性。 每一所大学都是一个独

特的个体，都有其他大学不可替代的地位［34］。 一些文

献不加区分地泛谈回归大学理念，有可能导致千校一

面的办学主张。 进入大众化高等教育发展阶段，高校

分层定位尤为重要，而不同层次和类型高校的大学理

念有所不同。重视科研和社会服务在研究型大学体现

得非常充分，而高等教育的普及任务，社区学院承担

的更多。另外，美国 4634 所高校中，有 98 所文理学院

（Arts & sciences focus, no graduate coexistence），校均

学生 1500 多人［35］，主要传授人文和科学知识，较少关

注专业教育，没有研究生教育，保留了一些博雅教育

的传统。
在我国， 不同层次高校的办学理念也会有所差

异。 即使都是争创一流的“985 工程”高校，综合性大

学、理工科大学、农业大学的办学理念也会有所不同，
必须坚持内涵和特色发展。对于我国两千多所高校来

说， 确立建设世界一流目标的大学可能只有百分之

几，而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却是所有高校的最

大公约数。
4. 中国特色的必然性。 宗教改革后，教育的领导

权逐渐转到各国教会手中，大学就开始具有明显的民

族特性［36］115。 20 世纪以来，伴随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对

抗，各国都把为国家服务作为教育的最高目标，强调

教育在促进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发展方面的功能，
倡导民族主义，培养爱国主义精神［37］25。

赶超世界高等教育先进水平，要少走弯路，不走

歪路。 我们既要善于借鉴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
又要向全世界传播中国优秀教育文化传统［38］，着力发

掘和弘扬中国文化传统，继承和发扬“大学之道，在明

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教育思想，充分认识中

华独特价值观 ［39］，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破除学术话

语权长期被西方垄断的局面［40］，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

育的评价标准和研究话语体系。这既是办好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大学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强我国高等教育思

想体系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必然要求。
（张 炜，北 京 理 工 大 学 党 委 书 记、教 授，北 京

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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