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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现代大学面临的主要问题

现在的大学是
“

有研究 、无教育
”

， 即便
“

有研究
”

也是
“

没研究
”

， 因 为

现在的研究都是
“

模仿性
”

研究 ， 是
“

基本定式研究
”

， 或称之为
“

常规研

究
”

， 这些研究对于理解一些根本 问题没有好处 ， 或者说没有多大意义 。

在国际竞争中 ，基础研究的薄弱环节 日益凸显 ， 因此非常有必要强调基础

研究的重要性 。 现在大学中所开展的研究有
“

表面研究
”

却缺乏
“

深人研

究
”

， 缺乏
“

深入研究
”

自然就会影响教学 。 如果研究能够深人 ，
可 以进人

一些比较关键的问题中 ， 例如人的本质问题 、时代的 问题 、 中 国是什么或

者世界是什么 的问题 ， 等等 。 如果很多学科都能基于这些 问题进行讨论 ，

那么人们 自然会关注教育问题 。 但实际上 ， 人们对于
“

表面研究
”

的重

视 ，导致对大问题或基本的 、 基础的问题越来越失去兴趣和耐心 ， 从而导

致我们对于培养人的 问题也失去耐心 。 这就是今天社会 面临 的最大

问题 。

“

大问题
”

，某种意义上讲是前沿问题或者说是溯源性问题 。 任何学

科 ，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 ， 如果没有溯源性的 问题就没有前沿问题 ， 换句

话说 ，前沿问题很多情况下是根据溯源问题来确定的 。 所以说 ， 我们对原

初的经典问题拓展的深度 ，决定 了我们在前沿能走多远 ，这是一个很有意

＊ 渠敬东 ，
北 京 大 学 人 文 社会科 学研 究 院 常务 副 院 长 、教 授 。

１



通识教育评论 ＿２０２０ 年 （
总第 ７ 期 ＞

义的辩证情况 。 今天的问题在于 ， 人们希望不断地通过模仿寻找到便捷

的研究方式 ，但越是这样做 ，越不会
“

前沿＇

二 、 重新定义通识教育

（

一

） 教育的根本 目 的在于培养人

通识教育最关注的仍然是本科阶段的教育 ， 其根本性问题就是我们

怎样理解人 。 在这个时代培养什么样的人 ， 需要作一些根本性的判断和

探索 。 不同历史时代 、不 同境遇 中 ， 我们对
“

人
”

的认识与理解都有一些

变化 ，但其中也可能有一以贯之的脉络。 只有把这些问题弄清楚 ， 才能知

道本科教育或通识教育究竟要达成什么 目标 。 当我们重新 回到通识教育

的基本问题中进行讨论时 ， 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我们培养的学生有多大的

竞争力 ， 而是要讨论现在年轻人的处境和状态是什么 。

因此 ，教育首先要 回到最根本的问题 ， 就是我们要培养健康的人才 。

在现在竞争激烈的社会 中 ，

一个人如果要保证长久的竞争优势和能力 ， 首

要的基础就是健康 ，包括人的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和精神健康 。 古代人追

求
“

修身养性
”

，

“

养
”

的就是人 自在的平衡 ， 如果没有这个前提 ，任何教育

所力求培养的人才都是短期的人才 ，是不可持续的 ， 而且是会
“

夭折
”

的 。

现在很多人到 ３０ 岁时对做学问 已经没什么兴趣了 ， 因为这类人已经提前

对所生活的世界失望了 。 表面上每个人都在积极进取 ，但实际上 ， 我们对

人类最纯粹的知识和 自 我的探求是不单纯的 ， 我们还是会在竞争的模式

中来理解教育 。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教育 ， 我认为不是长久大计 。 所

以我们要明 白 ，教育首先要培养健康的人 、健全的人 ，就像洛克说的
“

健康

心灵寓于健康的身体
”

一样 。

那么什么是健康的人 ？ 第
一

， 身体健康 。 身体健康是指保证一个人

能够均衡地运用 自 己 的身体和心智 ，坚持长久的兴趣和研究 。 第二 ，
心理

健康 。 心理健康是指具备与周围的人和周围世界打交道的 比较均衡的能

力 。 假设学生学了很多专业知识 ，
也包括通识教育的相关知识 ， 但是最

后的结果却是人变得非常脆弱 。 在一个大的竞争格局里 ， 这不应是教

育要达成的 目标 。 第三 ， 精神健康 。 精神健康并不仅针对精神失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