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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之舟：美国大学的源流与变迁

———《智慧的摇篮：现代大学的兴起》序①

渠敬东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一

常有一种比方，说一个民族的文明抟成与进步就像一个人的成长，要有好

的营养和环境，也能在命运周折中坚持不懈，创造发明。这样的人，才能兼容并

蓄，精神自成，成就出一个独特的世界来。不过，比方归比方，真能将一种面向

世界的文明与一个人的身心结合起来，真能在一个人那里见到千年文明的传承

发扬，简直是天方夜谭。

可历史就是这样诡异，任何一种文明，之所以称为活着的文明，就是因为她

们都想方设法要做这件异想天开的事情。且不说欧洲和中国这样绵延数千年

之久的文明如此，仅有几百年历史的美国，自打建国之始，便以之为大业，从而

成就了当今的洋洋局面。
《智慧的摇篮》（Ｗｉｓｄｏｍ’ｓ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讲的就是这样的文明故事，而所有的故事又都发生在大学之中。就像书中题记

所引用的约翰·梅斯菲尔德（Ｊｏｈｎ　Ｍａｓｅｆｉｅｌｄ）的话：“凡 尘 俗 世 间，唯 有 大 学 最

为华美。”（Ａｘｔｅｌｌ，２０１６：ｘｉｉｉ）①或 者 如 马 修·阿 诺 德（Ｍａｔｔｈｅｗ　Ａｒｎｏｌｄ）所 说，
“沉于省察生命，整体的生命”，才是大学里真正发生的事。

美国现代大学的兴起，就是美国文明得以塑造的轨迹，也是美国人寻找自

身精神的历程。作者遍览历史档案，重拾曾经以往那些点点滴滴的断片，将一

幕幕图景蒙太 奇 般 地 交 织 在 一 起———各 种 人、各 种 事、自 然 的 样 貌、历 史 的 处

境、制度的推进、观念的碰撞，皆具体而微，穿梭其间，着实会带给读者一种万花

筒般的感觉。不过，依照本书的说法，之所以要去“追溯美国那些研究型精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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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独特而明显的崛起过程”，“是因为它们代表着主流模式，心怀抱负的国家和

竞争对手基本上都想效仿”。（ｘｉｖ）
作者说 得 没 错，晚 近 几 十 年 的 时 间 里，有 多 少 国 家 比 学 赶 帮，争 相 模 仿 着

“全世界的标杆和领跑者”，每个动作、每个姿势、每个步点都似乎要做到亦步亦

趋，有的甚至于乱了自己的方寸。而反观美国大学自身的成长历程，则是“在一

系列彼此相近却从不完全相同的机构那漫长的流变过程中，由特定的时间、地

点和条件所造就的产物，姿态纷繁而又受限于具体的情形”。这好比人的成长，
彼此天性不同，条件殊异，不能死板地诉诸同一种既定的模式。

他山之石，若可攻玉，决不在一招一式，而在于如何从“整体的生命”那里获

得真正的启迪。我们只有在完整的人生中，才能获取启发，调动能力，真正活出

自己的人生。假如时光倒推两百年左右，那时候从欧洲的眼光来看，美国还没

有一所真正的大学；可如果我们不去观察这一文明起步的童年，如何才能知晓

长大成人的艰辛。单靠简单的模仿，人是没法成熟的，一个民族的精神更是如

此。美国人起先也曾像孩子一样，对欧洲的文明羡慕不已，努力效仿德国大学

的样子，但最终，还是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大学之路。

二

任何人都不是凭空而来的，他身上总有祖先的基因、父母的印迹、周围世界

的影响，甚至是久远观念的注入。大学也一样，它离不开最久远的传统的种子，
也离不开培育自己生长的土壤，离不开当下诸多政治经济条件的作用，就像是

每天的阳光和雨水。这意味着，即便要考察美国现代大学的兴起与发展，也须

得溯往千年以前大学的源头。
“与教堂和议会一样，大学是西欧和中世纪的独创”。作者的此番说法，包

含着一个重要的论断，即宗教、政治与学术是现代世界之原初构造的三个支点。
这让我想起了涂尔干在《教育思想的演进》中给出的相似定位：“‘教会’、‘帝国’
和‘学术’（ｓａｃｅｒｄｏｔｉｕｍ，ｉｍｐｅｒｉｕｍ，ｓｔｕｄｉｕｍ），这是基督教世界的三根支柱。教

会的基地在罗马；世俗权力（帝国）在皇帝手上；而学术则以巴黎为中心”（涂尔

干，２００３：１１８—１１９）。这说明，大学之形成，要从 这 三 重 关 系 来 理 解，必 须 具 备

三个最重要的条件：一是信仰，或者说是价值之终极诉求；二是统一的世俗政治

的保障；三是求真意志及知识的探究。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或者说，从中

世纪中期起，在西方世界的构造中，大学便开始逐渐具有与政教体制同等重要

的地位了（参见韦尔热，２００７）。
欧洲的大学虽诞生于１２世纪，但在加洛林文化复兴时期便已初现端倪，就

是因为在基督教的信仰世界里，查理大帝建立了统一的欧洲世界，并将古典文

化的复兴作为勾 连 帝 国 与 宗 教、理 性 与 信 仰 的 桥 梁。１２—１３世 纪 的 情 形 也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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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大学作为学问所（ｓｔｕｄｉａ），这种类似于法团（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①的组织，之所以能

够行使高度的法律自治权，既要在教皇那里获得承认，也需要获得国王的认可。
不过，大学的自主性，更在于一种追求真理的独特路径。虽然那个时候，还谈不

上今天所谓的“研究”，“真理”依然源自《圣经》的教义，但要能够正确并精确地加

以理解和解释，却少不了重新发现古典时代的技艺，史上常说的“三科四艺”，特别

是三科中的文法、修辞和逻辑（辩证法），便是“用理性来检验信仰”的思维器具。
因有信仰的指引，学术自然不可以随处探究，但信仰的世界足够博大精深，

足以耗费学者的毕生精力。面向信仰的知识，当然不同于今天我们熟知的面向

自然的知识，而皆以《圣经》文本和古典文献为基础，在语词、逻辑和义理的世界

里钻探。因 此，学 问 也 常 以“诵 读”（快 读［ｒａｐｔｉｍ］和 慢 读［ｔｒａｃｔｉｍ］）、“演 讲”
（ｌｅｃｔｉｏ）和“辩论”（ｄｉｓｐｕｔａｔｉｏ）的形式展开。这种情形就像今天仍然在中国甘南

拉不楞寺见到的“辩经”那样，场面热烈、充满智慧的较量，以坚实的义理服宥于

自己的信仰。
那时的大学遍处是“经院哲学”的风格，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很风靡，成为“学

问之王”。不过，人们更感兴趣的是像《范畴篇》《辨谬篇》《前分析篇》和《后分析

篇》这样的文献，注重思维逻辑的训练，因此，《工具论》成了教育中的最高典范

（涂尔干，２００３；渠敬东，２０１５）。从建制上说，大学也颇类似于行会组织，教师或

师傅们（ｍａｇｉｓｔｒｉ）被安置在各个学院，除了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这些做职业

训练的院系，文理学院成了规模最大、地位最高、职责最强的机构。那些从欧洲

各地来的学生自行结合成为“同乡会”，后来发展成为寄宿制学院（ｃｏｌｌｅｇｉｏ），通

常住在封闭的方院里，就像今天依然在牛津诸学院看到的那种样子，多少带有

些修道院的味道。
今天，无 论 世 界 上 哪 个 地 方 的 哪 所 大 学，都 离 不 开 其 始 源 意 义 上 的 基 因。

万变不离其宗，回顾大学的最初样态，是要强调几个方面。一、学术是一个独立

的领域、一项专门的职业，并处于与宗教和政治同等重要的位置。二、此三大领

域相互之间有着重要且微妙的关系，学术无法脱离信仰或价值的向度，不可能

因独立而绝对中立，因理性而丧失精神；同样，学术与政治的关联也不可忽视，
且不说所有大学都需要资源上的支持，就其本身而言，也必有公于天下、经世致

用的目的。三、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大学都担负着激活传统、延续文明的历史

使命，而 且 这 一 使 命 是 借 助 师 生 之 间 的 知 识 通 道 加 以 传 递 的———研 究 即 是 教

育，教书即是育人，活着的文明必然寓于活着的生命之中。

①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一词在词源学上就有着“一体性 的 法 团”之 意，而 且 经 常 与ｓｏｃｉｅｔａｓ、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等 词

换用，只是在 有 关 学 术 或 教 育 的 表 达 中，会 用 诸 如 教 师 法 团（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ｍａｇｉｓｔｒｏｒｕｍ）或 学 术 法 团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ｓｔｕｄｉｉ）的概念来明确其具体的指涉。当 然，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也 可 指 涉 一 种 知 识 的 整 全，或 所 谓 人

类学问的总体，就像是一个手艺行业中必须掌握的所有手艺一样。参见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李康

译，收入渠敬 东 编：《涂 尔 干 文 集》第４卷，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０１年 版；Ｈａｓｋｉｎｓ，Ｃｈａｒｌｅｓ　Ｈ．，Ｒｉｓｅ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Ｉｔｈａｃａ　＆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７。



第４期 文明之舟：美国大学的源流与变迁 １７１　　

三

当然，从 原 初 的 大 学 到 现 代 大 学 的 成 型，其 间 的 历 史 过 程 是 相 当 复 杂 的。
作者以牛津、剑桥为例，进一步追溯了大学与教会和王国之间若即若离的关联。
这两所大学的 现 代 崛 起，归 因 于 一 个 伟 大 的 历 史 时 刻———“伊 丽 莎 白 和 解”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ａ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作者指出：到了１７世纪初期，“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

新教改革、国家形成、民族主义和社会经济变革的挑战，英国的反应却促进了其

文化和学术机构，向着欧洲探险家所谓的新世界最充分、最直接的移植”（４６）。
究其原因，早前在亨利八世时期，大学开始面临一种新的局面，需要改变游

戏规则：一是活字印刷的书籍取代了手稿文本；二是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潮

传播到了英国；三是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逐渐兴起；四是大学更加

世俗化了，人才培育的目标从神职人员转向国家栋梁。此时，牛津和剑桥对王

权的依附依然是很强的，不过，学者们对于英国重新厘定政教关系也起了极其

关键的作用。

１５３０年，亨利王朝要求学者们判定：“神授法和自然法是否禁止迎娶自家兄

弟未曾生育的遗孀？”（４７）后经学者搜肠刮肚，寻找大量历史证据，终于裁定：此

种做法不仅过去不合法度，也永久不合法度。① 此事的意义非同寻常，六年后，
英国政府正式否认了罗马教皇在所有事务上的权威，于是，英国在亨利治下弃

离天主教会，后由爱德华六世使英国国教完全转向了新教，不仅废除了独身禁

欲和弥撒仪式，礼拜日服侍也改用英语，拉丁语退出了知识主宰的地位。后来

的三十年间，这样的转变反复拉锯，但牛津—剑桥的学者们却始终站在改宗的

前列，直到伊丽莎白继位的第二年（１５５９），议会恢复了国王对国家的宗教和精

神事务的管辖权，才尘埃落定。这是决定英国未来的文明命运的大事件，王权

与学者们共同发动了政教关系的变革，这个国家从政治、文化和精神上才开始

走出了一条独立的现代道路。
接下来，王权与大学的关系如何调理，便成了主旋律。在伊丽莎白一世（以

及后来的詹姆斯一世）看来，大学是“我们的教会和国家的摇篮和源泉”，树立了

宗教统一、意识形态控制、道德诚信和社会秩序的典范。君主们亲自督导大学

的关键事务，巡视教学活动、听取学者纳谏、选拔任命要职，给予了极其充分的

重视。教员和学生们也是活跃异常，不仅为国王授予名誉学位，还踊跃表达自

己的见解，甚至连“君主制是不是国家的最佳状况”这样的尖锐敏感话题，也纳

入公开的激辩。
不过好景也不长久，国王和廷臣们对大学的干涉越来越多，而学者们竭力

① 此事的起因是亨利八世迫不及待地想要与凯瑟琳解除婚 姻，但 两 任 罗 马 教 皇 都 明 确 反 对，亨 利

只有被迫在国内寻求解决，便求助于自己麾下两所大学里博学的教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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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守持住自己的章 程，保 护 内 部 事 务 的 自 决 权，一 时 间，大 学 秩 序 再 度 陷 入 混

乱。直到１６世纪７０年代，在伊丽莎白一世的亲自督促下，牛津大学和剑桥大

学的校长和改革者 最 终 制 订 了 新 章 程，强 化 了 校 长 权 力 和 学 院 的 地 位 以 及 入

学、授 课、学 位 等 方 面 的 礼 仪 和 纪 律，并 成 立“校 务 评 议 会”（ｃｏｎｖｏｃａｔｉｏｎ）等 机

构，使得大学最终有了完整、细致和系统的建制，进入发展的鼎盛阶段。
今天大学里通行的导师制度，就是那个时代英国人发明的。导师本来归于

学院的体系，常以语言及文理方面的业务来对大学讲师的课程作以补充。虽说

导师制一开始是一种学生管理、学术附属的制度，但在方院内学生与导师常形

影相随、切学磋艺，不免会带来治学和做人的持久影响。由此，牛津和剑桥便越

来越将本科生教育作为重心，文理学士成为关注的焦点。１６世纪，牛津和剑桥

所构建的课程体系已经带有“折衷文化”的特点，“融合了旧与新、经院哲学和人

文主义，但在抱负方面仍然是百科全书式的。……在笛卡尔、牛顿及他们的那

些作为新科学化身的同伴之前，无人能与亚里士多德在文化上的主导地位相抗

衡”（８２）。到了１７世纪，牛津校长开始设立了一些专门研究的教席，如阿拉伯

语、几何学与天文学、历史学、透视学等等。这其中，“伊丽莎白和解”起了关键

的历史作用，正是这一时刻，“为大学带来了急需的发展和稳定，并消除了政治

和宗教的大多数不确定性”。此后，大学在教职、学位、专业、课程、学院、图书馆

甚至是出版社等方面进入一个全面建设的时期，成为现代大学的典范。
难怪作者这样评述道：

无论牛津和剑桥如何成功地回应了时代的变迁和挑战，它们总能在一

种中世纪的神话中找到安慰，这种神话把它们牢牢地置于一个伟大的传统

中。两所大学为自己塑造的血统，比严格遵循历史事实的血统更 有 抱 负，
这种血统将它们置于从雅典到罗马、从罗马到拜占庭，继而到达巴黎以及

伊希斯的草坡和剑桥等主要的知识中心这条直线上。在基督教社会的三

元结构中，它帮助这两所大学和其他新兴的１２、１３世纪的欧洲大学在老式

的教会和国家之外，成功地争取到了一个位置，作为学问所。（１０５）

四

讲英国的事，是为了讲美国的事。美国最先的 移 民，是 新 英 格 兰 人。１６３６
年，马萨诸塞法院通 过 法 案，决 定 在 北 美 创 建 的 第 一 所 学 院，不 仅 落 户 在 名 为

“剑桥”的地方，而且执掌学院的院长也多是剑桥培养的人才。更为重要的是，
有历史学家认为，哈佛学院是严格以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为范例建立的———
“哈佛是英国清教主义的温床，即剑桥伊曼纽尔学院的继子”（１０９）。

尽管作者依据大量历史材料，对这样的说法有所订正，但上述判断大体上

也是站得住脚的。据记载，“１６４６年前，接受过剑桥教育的１００名新英格兰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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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来自伊曼纽尔学院的人数达３５人之多”（１１１），超出了牛津全校派出的人数

总和。连出资创立哈佛学院的约翰·哈佛（Ｊｏｈｎ　Ｈａｒｖａｒｄ）牧师本人，也是伊曼

纽尔学院的文科硕士。不过，作者的另一番考证倒是很重要，对于理解美国文

明的基础很有意义，即伊曼纽尔学院的底色并不是典型清教徒的神学院，而是

“一批致力于改革的牧师和世俗领袖精英”，属于加尔文宗的温和派，在“完全服

从”和“完全不服从”英国国教教规和仪式的两极行为之间“游走”。在教会—国

家—大学的三维结构 中，深 入 理 解 美 国 教 育 形 成 之 初 的 宗 教 背 景 是 特 别 重 要

的，它注定为美国大学未来３００余年的发展并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起到关键

的作用。
最早的哈佛学院像一 所 微 型 大 学（ｍｉｎ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为 殖 民 地 培 养 各 类 职

业精英———律师和医生、公务员和教师以及“在流动社会等级中获取和巩固地

位的种植园主、绅士和商人”（１１５），当然，还有大量的清教牧师。不过，这里需

要注意，虽然学院教育以职业为目标，但在培养计划上凸显了一种未来的倾向，
即不是依照现有的职业要求，而是着意于经典学习的统合作用。这样的经典课

程系统，不仅将欧洲的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传统严格继承了下来，而且也体现出一些不

同于老剑桥的特色———除了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来研习修辞、逻辑和哲学等领

域的学问，还指定了所有三种《圣经》语言的作品（希伯来语、迦勒底语［阿拉姆

语］和古叙利亚语），目的是更为精细地贯彻美国这所“先知学校”的职能，强化

清教徒们有关“神圣知识”的素养。（１１７）
理解美国大学的起源，我们必须再次强调其独有的宗教背景，这种带有强

烈革新派清教徒色彩的精神取向，决定了美国文明未来的发展方向。在新大陆

落实他们的理想，本就是充满诱惑且激情振奋的事业。对新教徒来说，无论价

值体系、生活哲学，还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视角，以及对教义的天职意义上的理

解，都贯穿于他们最初的践行之中。即便是在哈佛学院早期的课程体系中，我

们也会看到那种疏离主流教会传统、促进世俗化进程的独特宗教观，勤劳与节

俭、虔诚与审慎的生活态度亦通过教育渗透在现代的职业活动之中。同样，美

国的大学虽表面上看似以私立的形式存在，但若进一步考察，便会发现从一开

始它们与国家的联系就是极其紧密的。自１６５０年起，殖民地议会发布了一系

列特许状，对中世纪以来大学的特权传统给予保护，在免税、兵役、设施、薪金等

方面都赋予大学最惠的待遇。
在接下来的百年时间里，随着世界各地的移民纷纷涌入，在北部各殖民地，

新的学院，特别是 像 耶 鲁 学 院、新 泽 西 学 院（后 为 普 林 斯 顿 大 学）、罗 德 岛 学 院

（后为布朗大学）、王后学院（后为罗格斯大学）这样的机构也按照私人—公共联

合式的模式建立起来，以适应新来的人口、城市化以及各类社会需求。１８世纪

中叶的教派大觉醒，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在种族、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多元特征，各

个学院也应时代所需，“要想吸引所有类别的新教徒并生存下去，就要超越自己

的宗派渊源和倾向”（１２６）。于是乎，新建学院从资金、教员和学生来源上也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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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更大的范围，甚至很多农民、商人和工匠的子弟也有了求学深造的机会。
相比于欧洲，美国新教徒始终致力的“本土化”工作在各学院持续推展。１８

世纪，各学院相继中止了拉丁语在教学与研究中的统治地位，以及中世纪思维

的那种三段论逻辑，转而用日常化的英语关注法律和公共生活中的各类问题，
记诵和论辩的教学形式让位给了主题演说，更切近于联邦制、奴隶制、税收制以

及国家政策等经世的学问和话题。与此同时，启蒙运动带来的新科学也全面落

实到课程体系之中，数学被确立起更高的地位，随之天文学、物理学、光学等自

然科学以及相应的实验课程，将学生引入对自然之神的认知。这些改变为北美

建国做了具有根本意义的铺垫。

五

从独立战争到南 北 战 争，是 美 国 政 治 文 化 得 以 孕 育 和 构 型 的 关 键 历 史 阶

段。在国父们所创立的共和主义的意识形态下，政治、宗教与社会之间形成了

一种全新的连带关系。
托克 维 尔 曾 指 出：“在 美 国，联 邦 所 统 治 的 不 是 各 州，而 只 是 各 州 的 公 民。

……以前的联邦政府直接治理的是加盟政府，而美国的联邦政府则直接治理公

民个人。它的力量不是借用来的，而是自己创造的。”（托克维尔，２０１０：１４９）美

国北部形成的尚金、勤劳以及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消除了旧世界所存留的那种

贵族气质，立法机构废止了长子遗产继承权和其他遗产继承的限制，使土地的

所有权分配更为广泛，社会身份的流动性得到了强化。同样，托克维尔也说过：
“宗教，在他们所赞扬的共和制度下，比在他们所攻击的君主制度下更为需要，
而在民主共和制度下，比在其他制度下都尤为需要。当政治纽带松弛而道德纽

带并未加强时，社 会 怎 么 能 免 于 崩 溃 呢？如 果 一 个 自 己 做 主 的 民 族 不 服 从 上

帝，它能做出什么呢？”（托克维尔，２０１０：３４１）
有趣的是，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也曾提到过托克维尔的上述发现。

他说：“不管怎样，正像波蒙、托克维尔和英国人汉密尔顿异口同声认定的那样，
北美主要还是一个宗教盛行的国家。……问题在于：完成了的政治解放是怎样

对待宗教的？既然我们看到，就在政治解放完成了的国家，宗教不仅存在，而且

表现了生命力和力 量，这 就 证 明，宗 教 的 存 在 和 国 家 的 完 备 并 不 矛 盾。”（马 克

思，１９６５：４２５）
的确，这一片充满机遇和自由流动的土地，将人们的宗教信仰与世俗欲望

巧妙地结合起来，并突出地表现在美国式的教育形态上。在１８～１９世纪的大

多数时间内，美国高等教育的主要机构仍然是专门学校（ａｃａｄｅｍｙ），到了鼎盛时

期，约有６１００所、２６３０００名学生。这种类型的学校，将传统的语法科目与各类

实业培训结合起来，古典学问上并不高深，实用知识上常以“客户”为导向。但

从根本上讲，则是韦伯所认为的那样，美国的学院教育以培养公民为目标，“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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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于美国政治和社会基础的世界观的培养”（韦伯，２００６ａ：３７—３８）。
与此相应，更根本的事情，是类似于马克斯·韦伯所关注的现象，即美国教

派林立，其作用渗透在教育、社会和实业各领域（韦伯，２０１０）。早先的教派来自

东北部和中大西洋 地 区，如 公 理 会、长 老 会、德 国 和 荷 兰 改 革 宗 以 及 新 教 圣 公

会，他们依然很在意神职人员应在神学院接受正规教育，但１８３０年代起涌入西

部和南方的新福音派教士，尤其是浸礼会和卫理公会，更强调精神体验的内涵；
而那些来自爱尔兰、德国和南欧的移民群体的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却更关心

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方面，期待自己的信徒在纯正的天主教环境中受训。韦伯在

美国教派的研究中，特别强调了新教教派对于社会伦理化的重要作用，作为道

德人格的遴选组织，教派也同样促进了商业和实业经济的发展。事实上，正如

作者所说的那样，无论从道义上还是经济上，美国极其发达的宗教社会化进程

都发挥了巨大优势，各学院最为关键的支持都来自各宗教教派和会众———“一

个社区一旦建起了 教 堂，就 通 常 会 办 一 所 专 门 学 校 或 一 座 有 预 科 系 的 小 型 学

院，供那些没有掌握足够拉丁语或英语语法的人注册入学”。“耶鲁团”也曾强

调“福音派的宗教和教育必须齐头并进”，“教会和学校跟上移民潮的步伐……
否则即将到来的数百万人，将落入贪婪无度的罗马那迷信或无神的异端恐怖之

手”。（１６５）
于是乎，在这个被称为“学院之邦”的时代，无数捐款纷纷而来，教学楼、礼

拜堂、图书馆和宿舍楼都依照华丽、复古和复合功能的标准建设起来。今天看

到美国著名大学的样貌大多是在那个时代形成的。比如耶鲁大学，就提供了两

种建筑范例：砖砌的康涅狄格堂有三层，两个入口；“老砖 排”（Ｏｌｄ　Ｂｒｉｃｋ　Ｒｏｗ）
则是一组壮观的宿舍、小教堂和讲学所，沿着学院街排成一行，面向体量庞大的

“纽黑文绿地”（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Ｇｒｅｅｎ）。（１７１）
这个时代，也是一个酝酿着改革的时代。起先，各个学院还以类似 于 严 格

教规的办法来管理学生，学校成了父母般的“全控”机构；课程体系也同样按照

老规矩来操作，教师念啊念，学生背啊背，没有什么有组织的体育活动，上的课

单调乏味。当然，学校管得越严，学生也就闹得越凶，常常胡作非为，酗酒赌博，
寻衅滋事，让人不免想起早年北大的学生在京城里做的糗事。

但到了１９世纪中叶，这种情形在新的几轮改革中发生了根本转 变。先 是

学术生涯的专业化，那些历史久、规模大的学院开始改革人事和教学系统，导师

被专业化的教授取代，教授的课程也不再依照规定的教材，而采用完整的科目；
学院形成了完整清晰的职业阶梯，教师不再是教士，而成为终身的专门职业，职

级明确，工资提高，成果依照明确的学术标准评鉴，职业流动性也随之上升。第

二项改革是将广义 的 科 目 细 化 为 专 业 学 科，如 自 然 科 学 分 化 成 物 理 学 和 天 文

学，自然 史 分 化 成 化 学、植 物 学、动 物 学、地 质 学 和 矿 物 学，如 此 等 等。每 个 科

目，都有自己的学术组织、研究工具、学术期刊和标准教材。新人文主义的思潮

也最终占领了这片新大陆，语文学、古物学、历史学等学科终于登上了学术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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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心，努力实现“从文字转向世界”的现代学术变迁。
从此刻起，美国的学院（大学）走入鲜活的世界，学者们尤其受到德国历史

主义思潮 的 强 烈 影 响，开 始 形 成 由 今 及 古、由 古 通 今 的 知 识 上 强 烈 的 生 命

感———“不仅要阅读令人钦佩的希腊人，还要在思想和精神上成为希腊人”；“不

再把希腊人的幽灵召唤到我们面前，而是把我们自己搬回希腊人生活的时代”
（２０１）。这一切，并不是靠着教条地守持传统法则，而是从学科思维的专业角度

出发，努力落实德国人那种“自我教化”之理想。由此，美国人迈出了探索自己

的大 学 理 念 的 关 键 一 步，就 像１８５１年 密 歇 根 大 学 校 长 亨 利·塔 潘（Ｈｅｎｒｙ
Ｐｈｉｌｉｐ　Ｔａｐｐａｎ）说的那样：

做好准备充分研究各个知识分支，进行全面的科学探 索；学 术 研 究 永

无止境。

六

当美国人埋下了这颗理想的种子，朝圣之旅便开启了。
虽然美国的各大学院始终在寻求突破，但直到１９世纪中叶，仍然没有一所

可与欧洲媲美的像样的大学。改革者的心愿和努力转化成为一种淳朴的热情，
特别是那些拥有远大抱负的学者，向着内心的学术圣地而期盼。１８７０年代，哈

佛的希腊语教授查尔斯·史密斯（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ｍｉｔｈ），一位莱比锡大学的博士，曾

说：“若想成为学者，德国非去不可。”（２２７）这句话，可以说是一批批美国学生前

赴后继地奔向 欧 洲、尤 其 是 德 国 的 留 学 大 潮 的 形 象 写 照。这 情 形，颇 类 似 于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代中国的留美大军吧。那时候，美国的学院没有研究生院的设置，
若要走上学术生涯，留学便是唯一的出路。据作者统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

前，美国学院的毕业生赴德留学已有９０００人的规模。
美国人对德国大学有这种执念（ｆｅｔｉｃｈ），就像 德 国 人 有 什 么 学 术 研 究 的 独

门秘笈似的，常常被那些教授的鼎鼎大名所震慑。不过，从现代科学的意义上，
德国人确实走在了前面，这个相比于西欧后知后觉的民族，在洪堡和费希特等

学者的鼓舞下，将普遍意义上的科学（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与充满历史价值的民族精

神（Ｖｏｌｋｇｅｉｓｔ）结合起来，将理性与激情融汇一处，使学术成为现代事业中“最高

的召唤”。德国式的“狂飙突进”，与美国人探索一种全新文明的追求是契合的，
他们有着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去实现在世俗化的自由世界之上的那种精神的

自由。
德国的研究型大学，有三件东西让美国人着迷，即讲座、研究班和 实 验 室。

首先，德国大学为高级研究工作提供了最好的制度和条件，无论学生还是教授，
都享有充分的自由（Ｆｒｅｉｈｅｉｔ）。学 生 可 以 自 行 决 定 学 什 么，在 哪 里 学、跟 谁 学，
课程多以选修课为主，若找不到称心如意的教授或课程，可自由转到全德２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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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大学中的任何一所。教授在研究和教学上也获得了最大程度的自由，他们可

以不受外界干预，教授自己认为最具学术、最有心得、最为前沿的内容，并有着

稳定的职业流动预期和津贴的保障。相比而言，当时美国学院里的课程为一般

知识的重复教育，课程固定不变，学生只有记忆和复述的义务。因此，在德国大

学，基于精深研究和特殊训练的高端讲座不仅带来了发现的乐趣，而且展现出

探求真理的极致精神，其中蕴含的艰辛和快乐、慎思与灵感、沉着与痛快，都充

满着无穷的魅力，承载着自由的真谛。
研究班，也就是我们熟知的ｓｅｍｉｎａｒ，显然是一项以发现新知识、培训研究

者为宗旨而设计的制度。在美国留学生看来，这里“能最深入地学到德国治学

方法的长处，领略伟大的德国教师的精神”（２４７）。原创性学术，是以新材料、新

方法和新视野来带动的，而且，参与讨论的学术也享有充分的自由度，可以大胆

提出假想的方案，自由地批评与争论，在人数不多的密集空间内，形成一种小的

学术共同体，其间的各种想法和发现，最后交由教授来品评。美国人从１８７０年

开始效仿这样的制度，研究班最早出现在密歇根大学和哈佛大学，仅仅十几年

的时间，便在各大学流行起来。
同样，实验室作为科学探究的必备条件，在德国大学中 普 及 得 较 早。１８２５

年，尤斯图斯·李比希（Ｊｕｓｔｕｓ　ｖｏｎ　Ｌｉｅｂｉｇ）创建了德国第一家化学研究实验室。
后来，也正是他的美国学生埃本·霍斯福德（Ｅｂｅｎ　Ｈｏｒｓｆｏｒｄ），１８４８年在哈佛大

学建立了第 一 个 教 学 实 验 室。约 翰·霍 普 金 斯 大 学 教 授 艾 拉·雷 姆 森（Ｉｒａ
Ｒｅｍｓｅｎ），这位曾经在哥廷根大学留学 的 化 学 家，也 毕 生 致 力 于 建 设 实 验 室 的

工作。而且，在美国主导各实验室工作的学者绝大多数有着留德经历。
那时候，在一部分 学 术 领 导 者 眼 里，只 有 德 国 的 大 学 才 是“纯 粹 的 大 学”。

塔潘曾说，大学就是能够将人类知识的所有分支及其最杰出的学者聚合在一起

的地方，而图书馆、实验室以及各类促进知识增长的制度，是实现上述目的的最

佳保证。因此，大学的使命，就是采取一切手段，推动知识的进步，探讨高深学

问，通过专业课程、博 士 学 位 以 及 职 称 晋 升 等 来 确 保 这 一 目 的 得 到 有 效 达 成。
此外，学术期刊、协会、出版社等建制，亦为提升研究和教学专业化的重要要件。
对此，美国主要学院的改革者也是亦步亦趋，希望迎头赶上，颇类似于这十几年

来中国大学致力于“美国化”改造的盛况。
不过，正如作者所说，尽管那些具有德国留学经验的美国教授更羡慕他们

导师的教学自由，即以任何方式讲授自己偏爱的知识的无限自由，但是，“在德

国，这种自由是由国家的教育部长、教员的公务员身份以及大学自治和教员流

动的既定传统加以保障的”（２６８）。的确，德国研究型大学的兴起，不惟是知识

领域的事情。在普鲁士民族发动的现代进步中，学术专业化与国家官僚化以及

历史遗留的封建精神是密切相关的。韦伯曾举例说：“无可否认的是，单独设立

商学院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商业和工业领域的新一代生意人中，存在一种

愿望，即佩戴同窗会的徽章、留下决斗的伤疤，最重要的是有人提出决斗时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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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答应决斗，由此就能取得‘预备役军官的资格’……取得资格的目的是出于追

求封建性的威望。”（韦伯，２００６ｂ：６２）这种贵族化的欲求，是德国自身文明带有

的独特气质，与德意志国家之绝对精神的结构不可分割，也同样得到了君主制

国家的整体体制的庇护。

因此，对美国而言，“无论学院改革者和大学创建者在意图上如何接近于条

顿人，他们都不得不裁剪其学术模式以适应美国国情”（２５４）。比如，美国人对

德国博士学位的改进，就是设立德国大学所没有的研究生院。其次，美国人把

获取学位作为学院 或 大 学 教 学 的 唯 一 条 件，而 德 国 人 若 要 步 入 大 学 的 教 学 生

涯，必须撰写第二篇博士论文，才能成为编外讲师。第三，在美国，研究生院与

职业学院截然不同且互不相关，而且，美国大学拥有很多与学科相对应的系，而

德国大学只保留 四 五 个 较 大 的 院（ｆａｃｕｌｔｉｅｓ），其 主 管 享 有 很 大 的 独 立 裁 决 权。

最后，在学术培养中，美国研究生院制定了多种有关测试、论文、成绩和语言的

标准化要求，而德国大学相对自由得多。

与那些德国的铁 粉 相 比，美 国 有 些 学 者 并 不 赞 同 全 面 复 制 德 国 大 学 的 制

度，其原因还不是仅仅限于水土方面的考虑。早在１９２８年，耶鲁校长就反对将

德国大学的每个特征都复制到美国学院之中。也有人认为，“我们宁愿利用在

本土找到的现成资源，再从德国人那里嫁接上一根幼枝”；但更重要的判断是：
“大学和学院一样，都应该是美国式的，满足美国文明的需要，并打下美国的民

族性格的印记。”（２５４）这不免让我们回想起，当初亨利·詹姆斯（Ｈｅｎｒｙ　Ｊａｍｅｓ）
满怀希望，笃信去欧洲才能完成美国人的文化朝圣之旅，却在晚年的作品中，又

重新回归到美国人的“纯真”。

事实上，条顿人所信奉的科学，并非只是表面上的那些学科体系、选课制度

和专业水准，而是浸润了其独特的民族认同、历史精神以及价值传统，其内涵要

比早期美国效仿者的理解丰富深刻得多。若美国人仅在制度层面上加以教条

化的移植，必然会产生南橘北枳的效果，使单纯的形式脱离了美国人的心智，揠

苗助长，适得其反。而且从现实来看，一旦大学单纯以学术作为职业，以研究替

代教育，本科生的培养就会被严重弱化，民主社会的基本民情也无法得到涵育，

清教徒所奠定的美国文明之根基便随之动摇了。

七

如果说，内战前的美国是一个魁梧的青年，寻求着自制、目标和可行的

未来，内战后的美国则学会了驾驭自身的力量并安然进入了抱负远大的成

熟期。（２７６）

作者的此番话，也恰恰说明，在马克·吐温称之为“镀金时代”的新时期，美

国的大学也同样探寻着自身在美国文明中的位置，如何用更为成熟的方式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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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未来。的确，基础性学院和研究型大学之间的关系，即在改革中试图超

越自身传统的这种努力，呈现出正与反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改革是持续推进

美国人创建学术化、专业化的新型大学的动力；另一方面，将学术创新的动力重

新注入并激活基础教育的传统，将“人”的培育与“才”的培训结合起来，是美国

大学从自身文明传统中尝试走出的一条独特道路。（李猛，２０１７）
回顾历史，我们都知道，１９、２０世纪之交的前后三四十年里，美国社会经由

内战后的新秩序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突进，不仅迎来了新的世界移民浪潮，人

口大量增长，城市化程度迅速提高，而且，工业革命引领技术、交通、企业组织发

生巨大 变 迁，中 产 阶 级 群 体 扩 充 得 很 快，有 闲 阶 级 也 像 凡 勃 伦（Ｔｈｏｒｓｔｅｉｎ
Ｖｅｂｌｅｎ）说的那样，成为美国极其独特的新社会形态。当然，美国的高等教育在

这个时期实现了重大飞跃，四年制学院和大学的数量大幅增加，学校规模增大，
学生入学规模在１８８０～１９４０年间增长了１３倍，获得学位的数量是此前的近１５
倍。其中，州立大学急速发展，私立大学向着更高的水平演化。

不过，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值得关注。与近年来中国大学在经济发展期普

遍追求的“美国化”冲动不同，美国在一百年前的发展高峰里，反而延缓了大学

“德国化”的潮流，并未急不可耐地将所有学院改造、扩充和提升为研究型大学，
反而是在那些顶尖大学的内部，展开了一系列有关大学教育之基础和目标的重

大争论。这场以哥伦 比 亚 大 学、芝 加 哥 大 学 的 学 界 领 袖 为 代 表 的 反 思 旨 在 强

调，研究型大学的专业研究和职业训练之优势，虽然对于推进科学发现、知识积

累和国家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这些领域的发展并不能涵括美国文明的

全部内容。一个人的道德人格、社会角色和公民责任，以及对于文明之精神内

核的传承和延续，是美国大学必须担负的义务。因此，大学自中世纪以来从未

断绝的博雅教育传统，以及美国学院融合美国自身情境所确立的文明认同，都

应该与学术进步融合起来，以“全人”的培育来统领本科教育的基础，以“专才”
的培训来指导研究生教育的方向。

早期学院的留存，以及在大学之内学院的“复苏”和“重生”，同样与美国特

有的政治结构和宗教文化密切相关。正如作者所说：“逐渐成形的高等教育体

系适合自由放任的经济和民主政体，它不是联邦甚至各州立法的产物，而是经

由自愿协议、模仿、内部竞争和泛化的行为准则产生的。其力量寓于‘院校的多

样性和彼此竞争以服务公众的方式’，及其特定的拥护者。”（２８３）这就是美国大学

所独有的“连贯的异质性”。基础性学院、研究型大学以及顶尖大学内部的学院系

统，相互竞争并补充，如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那样，呈现一种多形态并存的局面。
也因此，美国的大学体系既有一致性的目标，也是等级性的。在１８９０年后

的二十年里，美国大学运动的“绽放”，“其标志是两个平行的趋势，即通过赋予

高等教育体系足够的统一性来平衡其明显的多样性”。这其中，位于最高等级

的大学，即 是１９００年 以 来 由 美 国 大 学 协 会 确 立 的 所 谓“标 准 美 国 大 学”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简称ＳＡＵ）的协定。或者说，这种标准，既是



１８０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２０２０年

一种衡量大学教育目的的普遍标准，也是确立大学地位的最高标准。由此，美

国大学建设基本有了共识：基础性的文理学院应在本科前两年提供“完成或补

充高中学习的通识教育和文科教育”，并在后两年提供“专门的、高等的或大学

的指导”，培养学生的科学发现精神（２８６—２８７）。高中教师应有四年制的文学

学士学位或文科硕士学位，学院教员应有博士学位或同等学力。也就是说，“传

授知识”和“塑造品格”，依然是美国学院和大学本科学院的传统职责，但学院教

师则必须通过“研究和发表”来锻造自己的学术水准和教学技巧，来激发学生的

学习和研究热情。
事实上，世纪之交美国大学的改革和提升，花了约二十年时间，确立了基于

自身文明并面向科学世界的成型模式，高等教育的目标也最终得以明确：１）精

神纪律、虔诚和品格塑造，文明传统中的价值取向再次得到了确认；２）现实生活

的“务实”准备，为“实用”所作的职业训练；３）以德国模式为典范的学术研究之

专业化；４）借助人文学科，塑造“全面发展的”人而培养“自由文化”。正像加州

大学校长本杰明·惠勒（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Ｗｈｅｅｌｅｒ）所说的那样，“现代大学……把所有

学院、所有课程、所有生活目标以及实现它们的所有慷慨方式合而为一”（２９３）。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研究与教学相结合，让所有学术上的新进展融入

文明文本的经典解读，让所有科学专业的新发现受到青年生活之现实感受的检

验，这是美国建国以来的政治准则及其特有的宗教文明的取向。公民政治和宗教

信仰的社会化和自由化，最终通过学院教育转化为一种新的人格的精神塑造———
具有完备的知识基础，并葆有实用化的真理观和文明化的世界观。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大学也同样是美国社会之伦理化的必要保障，甚至

可以说，它们担负起原初政治和宗教的职能。美国的大学，是广大的社会捐助

者、政治支持者、教师、学生、校友等共同聚合的产物。美国社会中的各类教派、
协会、委员会、基金会和校友会等组织都是为大学提供各类资源的平台和通道。
比如，小约翰·洛克菲勒（Ｊｏｈｎ　Ｄ．Ｒｏｃｋｅｆｅｌｌｅｒ）、弗雷德里克·盖茨（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Ｔ．Ｇａｔｅｓ）牧师和托马斯·Ｗ．古德斯皮德（Ｔｈｏｍａｓ　Ｗ．Ｇｏｏｄｓｐｅｅｄ）曾说服老

洛克菲勒创建了美国第一所伟大的浸礼会大学，即芝加哥大学，并在大学成立

最初２５年里长期 担 任 理 事。各 个 大 学 的 校 友 会 亦 是 学 校 持 续 发 展 的 推 动 力

量，他们常为大学年度基金和周年庆典筹集款项，也将大学认同作为平生最引

以为豪的事业。
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与欧洲的大学相比，惟有美国

的大学有真正意义上的校园（ｃａｍｐｕｓ）。美国大学校园的布局，既有广场的公共

空间，也有专属的教堂，既有相当规模的绿地，也保留了传统上的学院方院与共

享部门，如图书馆、体 育 场 馆、博 物 馆 都 处 于 最 核 心 的 区 域，而 办 公 场 所、实 验

室、教学楼、师生宿舍也依照特定的次序规划布置，俨然借由知识的体系和人生

的成长来呈现的世界之构造。校园的公共性，知识和生活的共享空间，哪怕是

各类大型的体育比赛，都是年轻人生命交融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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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指出，大学校园，既是高级学问所在之处，又是一种特别却同源的“地

域精神”，为学生、校友、邻居和全国各地心怀仰慕的公众赋予生气，“没有什么

符咒比‘校园’这个词更能让人强烈地回忆起大学的时光”（３００）。的确，校园生

活，是一个人的一生都值得无限回忆的亮色，青春、友谊和爱情，连同其知识和

精神上的成长，都是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八

对于美国大学当代变革和发展的影响，“二战”和“冷战”是最为关键的两个

环节。
二战前的经济大萧条以及二战期间的紧迫状态，一方面使大学的经营产生

了短缺效应，进而间接强化了各大学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将各大学融入全国

性的“研究生态系统”之中，越来越依赖于基础研究部门所获得的联邦支持和应

用项目的民间支持，依赖于基础研究的技术发展所获得的工业支持以及军事支

持。战争期间，因美国几无本土战场，大学没有遭受物质性损坏，但美国的学院

和大学也倾注了几乎全部的力量贡献给国家的事业，特别是大量的学生流向军

队，基础研究的重心亦向战争的需求转移。
与之相应，１９４４年６月，战争尚未结束之时，国会通过了一项重要法案，即

《退伍军人重新安置法案》。此后，退伍老兵大量涌入学院和大学，十年间，总数

达到２２３万余人。芝加哥的罗伯特·哈钦斯（Ｒｏｂｅｒｔ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曾说，大学校园

成了“教育流浪汉的丛林”，虽然后来的事实表明，退伍军人在教育中的表现并

不算差，甚至给校园带来了新的气息（３２０），但客观上却代表了一种国家化的趋

势。从二战后美国作为西方世界领导者之地位的确立，到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

国之间的全面战略竞争，都使得大学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支撑点之一。
二战期间，美国将最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海外流亡而来的大师部署

在大学和国家的研究所和实验室内，并将“心灵与思想”的软实力同样作为战略

发展的重点。１９４０年，美国创立了国防研究委员会（ＮＤＲ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和 医 学 研 究 委 员 会（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ＭＲ），一年后，再 成 立 战 略 研 究 和 开 发 办 公 室（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ＳＲＤ），将两个机构统合起来。办公室主任万尼瓦尔·布什

（Ｖａｎｎｅｖａｒ　Ｂｕｓｈ）宣布：“通过与大学、研究机构和工业实验室签订简短的合同

来防止行政上僵化和危险的拖延，从而创作一个资源充足、问责程度最低、创造

能力最强的软性金字塔。”（３２０）他的副手全部来自军方之外的大学，如哈佛校

长詹 姆 斯·科 南 特（Ｊａｍｅｓ　Ｂ．Ｃｏｎａｎｔ）、麻 省 理 工 校 长 卡 尔·康 普 顿（Ｋａｒｌ
Ｔａｙｌｏｒ　Ｃｏｍｐｔｏｎ）、加州理工研究生 院 院 长 理 查 德·托 尔 曼（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ｏｌｍａｎ）
以及贝尔电话实 验 室 主 任 兼 美 国 科 学 院 院 长 弗 兰 克·朱 厄 特（Ｆｒａｎｋ　Ｊｅｗｅｔｔ）
等。这一年度，国防研究委员会与３２所大学和１９家工业企业签订了１３２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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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总价值超过３亿美元（相当于２０１５年的３９亿美元）。当然，在这些项目中，
最有名的要属“曼哈顿计划”，以及为各类军事战略服务的专项实验室。

这样的项目计划不仅主要涉及理、工、医领域，对于文科、特别是社会科学

的研究来说，也表现出明显的特征。战争期间，由国家重大项目实施的军队调

查便是社会学名著《美国士兵》（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ｌｄｉｅｒ）的统计来源。特别是冷

战期间，美国从国际政治战略出发而形成的区域研究体系，以及各类跨学科研

究机构，更凸显了重大项目在大学的影响。据作者引证的材料，二战期间与政

府签订大量合同的那些大学，依然依赖于联邦的规模化资助协议。加州理工从

“山姆大叔”那里 获 得 了８４％的 资 金 支 持，麻 省 理 工 为７８％；而 文 理 综 合 的 大

学，如芝加哥和普林斯顿所得资金也占到５５％和５４％。到了２１世 纪，上 述 情

况依然存在，斯坦福大学在军方和企业的双重支持下，形成了硅谷创业带，一举

成名。此前，斯坦福大学名不见经传，但正由于实施了关键性的发展战略，才异

军突起。斯坦福的做法是：与联邦政府，尤其是武装部门建立联系，获得研究合

同；不要仿效哈佛对所有机密工作加以拒绝，此类项目的获得既有助于获得研

究资源，也有助于提升声望；通过渗透墙来培育产业，吸引无约束的补贴而非分

包合同，保持研究的 独 立；在 产 业 区 域 附 近 扩 充 空 间，以 便 推 进 技 术 开 发 和 发

明。事后说明，这些秘笈确实成为大学获得竞争优势的制胜法宝。
不过，作者敏锐地指出：“山姆大叔的慷慨赠予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即要部

分失去，通常是要紧地失去学校和系科按自身的计划进行学术和知识研究的自

主权。”（３３８）大学治理的准则，已经不再是促进系科之间的平衡，而是每个系科

从外部源头获得大部分资金来保证“自食其力”。这样一来，不仅在学科内部，
而且是所有学科都只能通过量化的数据来进行评价，课题经费和研究生毕业人

数成了评估每位教师“生产率”的指标。“不发表即出局”（ｐｕｂｌｉｓｈ　ｏｒ　ｐｅｒｉｓｈ），成
了大学教师的命运指征。以研究为准绳的科研体制，逐渐占据了大学的核心，
那些 与 联 邦 或 企 业 很 难 关 联 的 学 科，即 非 ＳＴＥ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学科，愈加 萎 缩。由 此，先 是 经 济 学、管 理 学 越 发 靠

近理工科的思维，接下来社会科学也不断贴近“科学的方法”来寻求生存，到后

来，人文科学也不得不顺从大势，尽可能将各色各类的思维方式转化为标准化、
规范化的模式。

大学之中，研究生的地位提高，本科生的地位自然会下降。当“基础研究越

来越降格为应用研究”的时候，本科生的学院教育便越来越失去大学中的核心

地位，文理学院也不免没了精气神。难怪克拉克·克尔（Ｃｌａｒｋ　Ｋｅｒｒ）说：每一所

演变而来的研究型大学，都是“一整套社区和活动”，更像是“种类无限多”的“联

邦共和国”或“城 邦”，而 不 是 实 现 了 的 统 一 或 具 有 统 一 功 能 的“王 国”（Ｋｅｒｒ，

２００１：６４—６５）。当大学的知识体系往往来自“研究中心”和“研究所”的时候，其

有关公民价值和文明价值的累积效应自然会严重弱化，教育的目标再次从本科

生转向更具学术生产力的研究生。“项目至上”，成了生存和发展的越来越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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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途径。这里还是再引述一些克尔的观察吧：

教学负担和接触学生的时间都减少了。
班级的平均人数一直在增加……教师更为频繁地休假 或 暂 时 离 开 校

园……
最优秀的研究生更愿意担任研究员和研究助理，而不是助教……
一所巨型大学（ｍｕｌｔ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本科教育更有可能是差强人意，而非出

类拔萃……
教师们，陷入于越来越狭窄的专业化之中……（Ｋｅｒｒ，２００１：６４—６５）

另一方面，若从价值领域出发，１９６８年席卷西方社会的学生风潮将人文教

育中的经典传统连根拔起，而二十年后冷战的终结将世界卷入资本主义洪流之

中。面对这个越来越单极化的世界，当美国人再次构建自身的价值诉求时，则

将绝对意义上的多元文化和平等政治当作终极的价值关怀来对待。所有这类

文化政治的倾向，都对美国自建国以来所确立的以西方文明为底色、以新教价

值为蓝本的文明体和世界观构成挑战，无论课程体系、研究项目还是校园文化，
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事实上，学术研究项目化的趋势与文化多元化的诉求并不是矛盾的，反而

配合得很好。学术生产率是推进意见合法性和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保障，而多元

价值的追求反过来也会为专业学术罩上明亮的光环。由此，大学课程的内容迅

速扩张，几乎将全球所有地区、社会各个阶层以及文化多面表达等等都学术化

了，并纳入课程系统。事实上，无限度的专业化，并非学术本来的要求，反而所

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是最深的。多元文化和平等政治的“正确性”，突破了文明传

统为研究和教学设定的各种界限，具有强大的解构能力，使学术朝向去中心化、
去传统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也变得愈加琐碎。

虽然上述趋势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美国顶尖大学的既有体系，但仍然发生了

动摇的作用。这是晚近以来发生的根本性变化。特别是，当美国大学也像早先

的德国大学那样，成为全球大学竞相效仿的模板，上述学术、教育乃至文化政治

的影响，亦像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那样持续扩展开去。这对于人类文明、特别是

那些有着悠久传统的各大文明来说，究竟是祸是福，就见仁见智吧。

九

从西方的历 史 经 验 看，大 学 自 产 生 以 来，文 明 的 构 造 便 开 始 以 宗 教—政

治—学术的三重结构来确立，这也是现代社会得以成立的基本秩序。这 三 者，
虽皆自成体系，却无法存于真空中，而是彼此之间始终存在着极其复杂微妙的

关联。理解任何一方，都失不掉其他两方；理解大学，也同样要从其制度和精神

内核以及信仰和政治的外部条件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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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着自身的文明系统，以及独特的宗教形态和政治构造，其大学的兴

起也恰是应和这样的条件而生的，并始终努力与两者保持着互补的平衡。也惟

有大学，才能将人与公民、知识与价值、经典传统与现实经验结合起来，注入年

轻人的身心之中，承担文明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得到传承和创新的使命。也

因此，大学在现代世界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不过，倘若大学越来越屈就于外部的条件，仅为没有得到学术检验的信仰

服务，或丧失独立而成为政治的用具，整体的现代秩序就会因失去三角支架的

一端而坍塌。反之，倘若大学无视文明在其他两个领域呈现的样态，仅仅满足

于营造自己的幻象，也会像泡沫那样最终破灭。
美国大学的历史，懵懂过，纯真过，迷失过，也向着自己的本来回归过，更因

觉得自己拥有了整 个 世 界 而 沉 于 幻 想 之 中……无 论 怎 样，美 国 大 学 的 发 展 历

程，就是这一文明的成长轨迹。读懂别人的人生，是为了映照出自己的真相，中

国的大学建设，路还很长。

参考文献

［１］ 〔美〕阿克斯 特 尔．智 慧 的 摇 篮：现 代 大 学 的 兴 起 ［Ｍ］．何 本 国 译．北 京：生 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２０（即出）．
［２］ 李猛．在研究与教育之间：美国研究型大学兴起的本科学院问题 ［Ｊ］．北京大学教育

评论，２０１７（４）：２—２２．
［３］ 〔德〕马克思．论犹太人问 题 ［Ａ］．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 第 一 卷 ［Ｍ］．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６５．
［４］ 渠敬东．教育史研究中的总体史观与辩证法———涂尔干《教育思想 的 演 进》的 方 法 论

意涵 ［Ｊ］．北京大学教育评论，２０１５（４）：２３—５０．
［５］ 〔法〕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 ［Ｍ］．李康译．渠敬东编．涂尔干文 集 第４卷．上 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６］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Ｍ］．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
［７］ 〔德〕韦伯．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 ［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 义 精 神 ［Ｍ］．阎 克 文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
［８］ 〔德〕韦伯．美国的大学与德国的大学 ［Ａ］．韦伯论大学 ［Ｍ］．孙传钊译．南京：江苏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９］ 〔德〕韦伯．商学院 ［Ａ］．韦伯论大学 ［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０］ 〔法〕韦尔热．中世纪大学 ［Ｍ］．王晓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１］ Ａｘｔｅｌｌ，Ｊ．（２０１６）．Ｗｉｓｄｏｍ’ｓ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２］ Ｈａｓｋｉｎｓ，Ｃ．Ｈ．（１９５７）．Ｒｉｓｅ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Ｉｔｈａｃａ　＆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３］ Ｋｅｒｒ，Ｃ．（２００１）．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责任编辑　李春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