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4 卷第 4期

2 0 0 3 年 8 月

清 华 大 学 教 育 研 究

T S I NG H U A JO U R N A L O F E DU C A T IO N

从
〕1

.

24
,

N
o

.

4

A
u g

.

2 ( ) ( ) 3

人文学和高等教育

杜维明

( 美国哈佛 大学 哈佛燕京学社 )

李若虹 整理

按
:
近年来

,

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

哈佛大学东亚系哈佛燕京中国历史
、

哲学和儒学研究教授杜维明先生曾

多次就人文学及其教育功能和社会效益
,

尤其是对人文学普遍被边缘化的现象
,

作过精深的阐述
。 ① 杜维明

教授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趋向一直非常关注
。

2 0 0 2 年 9 月 17 日
,

中国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刘

风泰和中国高等教育中心
、

清华大学
、

四川大学
、

西北大学
、

南京大学等高校副校长就高等院校素质教育问题

访问美国哈佛大学
。

杜教授和来访的校长们就人文学和大学教育作了一次座谈
。

本文是基于杜维明教授这

次谈话的内容整理
、

加工和编辑而成的
,

成稿后杜教授百忙中审阅并予 以首肯
。

近年来
,

高等院校大力提倡素质教育
。

素质教育是大陆普遍使用 的一种称法
,

在 美 国则称为 .iI ber al A rt s

Edu ca iot
n , ②而在香港则称为

“

博雅教育
” ,

在台湾通称为
“

通识教育
。 ”

虽然不同地区对这一类教育的推广和重视出 自

不同的教育理念和实际需求
,

但是各方都一致认为
,

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
,

高校应该注重通识教育
,

提供人文训

练
,

培养人文素质
。

通识教育与人文学紧密相连
,

人文学是通识教育非常重要 的组成部分
。

因而介绍通识教育
,

或

是博雅教育
,

或是素质教育时
,

确实离不开对人文学科的内涵作一澄清
。

何谓人文学 ? 中国大陆的学术界通常把学术领域分成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

而人文学则属社会科学之列
。

这

种分类与别的国家很不 一样
。 ③ 在美 国

,

学科通 常分为自然科学 ( s ic en ce
s )

、

人文学 ( h u m an iit e s ) 和社会科学 ( s
oc ial

sc le cn es )三部分
。

人文学为 hu m an iit es
,

顾名思义
,

是有关人的学科
。

美国在 1 9 6 5 年成立 了一个称为国家人文基金

会 ( T h e N a t io n a l C o u n e il o n t he H u
m

a n it i e s )的机构
,

旨在对人文学进行重点考察和研究
。

显而易见
,

美 国学术界的这

种分类认为科学并不涵盖人文学
,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德国的情况
,

这种学科的分类更会引起一些歧义和混淆
。

根

据德 国的传统
,

德语中的
“

科学 ( W iss en cs h af t )’’ 包括所有的学科
。

不管对人文学的内涵作怎样的理解
,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人文学具有独特的研究领域和方向
:

人文学是一门对人

的 自我了解
、

自我认
、

自我定义最贴切
、

最直接的一种学问
。

当然从广义上理解
,

所有的社会科学
,

乃至 自然科学都

是在不同程度上人对自我所作的了解和研究
,

但是不管是在方法取径
、

课题范围或知识特性方面
,

人文学 (包括文化

学
、

人类学
、

人格心理学
、

政治文化学等人文因素突出的社会科学 )确有独特的思维模式
、

研究对象和诊释方法
,

具有

难以量化的共性
。 ④文学的真情实感

、

历史的集体记忆
、

哲学的睿智和宗教学的终极关怀都是紧扣人的存 在
、

人的生

存条件和意义等方面展开的学术领域
。

任何一个民族
、

文化或地域的历史所积淀的文化
、

知识和经验使我们能更为

①杜维明 : 《开拓人文学发展的空间 》
,

(见香港 《明报 》 月刊第 4 16 期 (2 000 年 8 月 )
,

40 一 4 3)
,

《人文学 一 哈佛

燕京学社的学术事业 》 (刘海平编
,

《世纪之交的中国 与美国
:

中国 哈佛 一燕京学者 第二届 学术研讨会论 文选

编 》 序言
,

上海
: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2 000
,

1 一 7)
。

②这一称法可 直译为 “
自由艺术教育

” ,

或可大致译为重视文科的人文教育
。

美国 的 自由艺 术教育的概念源 于欧

洲早期重视文学
、

哲学
、

艺术的 自由人的教育理念
。

③这种说法近 年来引起学者的异议
,

有人提议应该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改名
。

显然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的范围远

远超 出美国所谓的社会科学 ( s
co i al s

ic en ce
s ) 范畴

。

以哈佛大学为例
,

社会科学仅仅包括人类学
、

经济学
、

社

会学
、

政治学等学科
,

而历史学
、

文学
、

语言学和哲学等等属 于人文学 ( ht
e

hu m an iit e s ) 之列
。

④哈佛大学现任的校长劳伦斯
·

H
·

萨默斯 ( L a w er cn
e H

.

S
u m m er s ) 是一位经济学家

。

他曾经是哈佛大学的经

济学教授
,

后来在克林顿总统执政 ( 1 9 93
一 20 0 1) 时任财政部部长

。

最近
,

他所谓的所有不能量化的学科都无

法判定学科成就高低的提法在学校引起很大争议
,

因为学者普遍认为虽然传统的文史哲学科不 能量化
,

但却具

有很深的学科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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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智地了解自己的过去和眼前的处境
。

如果一个人
、

民族和国家对自己的历史不 了解
,

不重视
,

那么就会对自己的

文化认同
、

自身处境的理解产生偏差
。

这也就是史家所谓的学史使人明智的道理所在
。

从实际操作和发挥作用的角度而言
,

人文学具有一种细水长流的特征
。

自然科学界
,

如物理学和数学界有 20

多岁就取得巨大成就的杰出人才
,

但是人文学者出成果的时间就 比较晚
。

20 岁就能展露头角
,

硕果累累的人文学家

就非常罕见
。

人文学界的研究成果的取得
,

除了对文本作深人和独到的研究之外
,

还需要长期的学术积累和丰富的

人生经历
。

根据 日本人文学者的经验
,

人文学界的很多重要的成果是学者在退休后才取得的
。

中国传统所谓的
“

十年树木
,

百年树人
”

确实道 出了培养人才的艰辛和漫长
,

同时也说明了除了长期的努力之

外
,

教书育人还需要传统
,

即一种文化传承的熏陶
。

自然科学如此
,

社会科学如此
,

人文科学更是缺之不可
。

我们并

不希望用大量的资金在很短的时间内开发人文学
,

而恰恰相反
,

我们可以利用相对少的资金
,

通过长期的积累来发

展人文学
。

如果有 20 至 50 万的资金在两年内完成一个项 目
,

还不如每年用五至七万资金在五年内完成
。

就以我

们所在的哈佛燕京学社为例
。

自 19 28 年成立以来
,

哈佛燕京学社主要形成两方面的 目标和意向
:

一方面是发展美

国的有关东亚地区的人文学研究
,

尤其是中国的人文学 ; 另外一方面是协助中国发展人文学
,

开拓研究领域
。

燕京

学社最早的出版物就是有关中国古典著作研究的索引
,

旨在建立扎实的人文学的基本功
。 ① 其出发点在于

:

人文学

的培养和发展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
,

需要在文史哲学科的基本功方面做长期的扎实的磨炼才能取得
。

20 世纪 60

年代初
,

杜维明教授获得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来哈佛大学 留学
。

当时他的指导教授对他说
,

这一来可不是三
、

五

年的计划
,

而是一个学者终生事业的开始
。

可见
,

对人文学科来讲
,

至少一定要有十年甚至更长的计划
,

长远之计有

利于学术积累和传统承接
。

一个学社
、

研究所一定得有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时间
,

其制定的策略和计划才见成效
。

目前全世界由于工具理性 ( isn t ur m en alt
r at ion ial t y )

、

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占据主导地位
,

普遍存在人文学被边

缘化 (m a gr ian ilz at ion )的现象
。 ② 这一现象在文化中国存在

, ③在美 国也是如此
。

在市场经济和权威政治的夹击下
,

人文学发展的空间非常狭窄
:

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文学者
,

特别是有意于人文学研究的年轻学者和致力于前沿创新

的学术精英
,

颇有
“

艰苦
”

的迫切感
。

人文学被边缘化的现象来自人文学独具的特征
:

人文学能直接产生实用价值

的领域太少
,

其中似乎只有政治学和经济学两个领域具有相对而言较为突出的实际价值
,

而其他的领域
,

如文学
、

艺术
、

音乐
、

哲学和历史等领域一般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学科事实上为现代社会创造不 可

缺的无穷的文化资源
。

如果大学不能承担创造文化资源
、

递接文化传承的社会职责
,

那么整个国家的发展将来就

会出现很大问题
。

虽然人文学被边缘化是大势所趋
,

但是美国的大学并不放弃通过人文学来发展通才式的教育
。

和中国的高等学院相

比
,

美国的大学较为重视对学生进行人文学科方面的施教
。

从学科的选择来看
,

企业管理 ( 州旧 A )
、

法律
、

医疗和建筑等专业

性突出的学科一般都不属于大学本科生 ( u n d e r『 a d u at es )修习的范围
。

本科大学生是没有资格专修企业管理
、

法律
、

医学和

建筑等职业倾向和专业性极强的学科的
。

学生必须先打好全面的知识基础以后才能进人研究生院攻读这类专业
。

虽然实用主义
、

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对整个社会的影响颇大
,

但是美国却不乏经过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科班训练

的研究人员和精英分子
,

也有不少杰出的人才立志进人人文学
、

社会科学领域
。

相比之下
,

现在在大陆
、

台湾
、

香港

和新加坡
,

最优秀的人才通常志在企业管理或科技领域
。

即使进人社会科学领域
,

他们多半是要立志 于经济学 ;要

是进人人文学领域
,

则是专攻外文专业
,

真正把专攻文史哲作为第一志愿的人并不多
。

但是在美国或者欧洲
,

学人

文学
、

社会科学这方面的人数虽然不多
,

但是进人这些领域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

通常都是以第一志愿进人人文学

领域
。

他们花 了许多年求学
、

研究
,

但是毕业以后并不一定都从事本行的纯学术研究工作
,

而是从事于企业界或其

他领域
,

在社会各界发挥 巨大的积极作用
。

他们认为
,

经过人文学研究的长期磨炼
, ④到任何领域都能得心应手地发

① 《哈佛燕京学社引得 》 ( H var ar d一 Y
e n e h i n g I n s t it u t e S ino l

o g ie a
l I n d

e x

旋
r ie s )是由洪业先生主编

,

由燕京 图书馆出版的

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学的最基本的文献参考书
。

②有关这一方面的详细论述
,

可以参考 uJ ial A
.

K us ih gn ia n a

dn eP mr y P ar se ik an 编辑的 《新世纪的国际研究
:

迎接全球

化的挑战 》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S t u

d i
e s

i
n t h e

N
e x t M i lle n n iu m :

M ee t in g t h
e

C h
a
l le n g e o f G lo b a liz a t i o n ( W

e s t ,

oC
n n e e t ie u t 乙

I刀dn on
:

rP ae ge
r ,

199 8)
。

其中的开篇文章是杜维明教授写的
,

题为《积累思想资源
,

理解变动的世界 》 ( M us t er ign t he

oC
n e e p t u a l R

e s o u r e e s t o G
r a s p a

W
o r

ld in F l
u x

)
。

③
“

文化中国
”
(uC 如

r al hC in a
)是杜维明教授近年来致力 于的四大研究项 目之一

,

区域上主要是指中 国大陆
、

台湾
、

香港
、

新加坡
、

马来西亚 以及海外华人聚居 区甚至 国外的置身于 中国学 的学者
。

见
“

uC kur al Q ha
a : T he Per 单h er ia as the

。 m t er
, ,

in T he 恤沁g 升 ee
:

het C坛m g加g N他an 沁g of 氏吨 C、 泊es e oT ds y (S加叮 fo r d
,

以
:

s 加叮 fo r d U厄扮esr 妙 rP es s ,
199 4 )

,

1
一

34
。

④ 以哈佛大学为例
,

完成人文学博士学位的平均时间为七年半
。

为了促使博士候选人尽快完成学位
,

学校多方为撰

写博士论文的学生提供奖学金
,

以便他们能全力投人论文的写作
。

前不久校方规定十年为完成博士学位的年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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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 自己的技能和专长
。

人文学研究所起的作用
,

也许从量化的角度很难显出
,

但是对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和人文关怀

方面的熏陶是其他量化的学科所望尘莫及的
。

同时
,

美国以 L i ber al A rt s Coll ge
e

为主的通识教育体制有效地弥补了人文学科的专业被边缘化导致的缺陷
。

致

力于 iL b er al A rt s 教育的本科学院在美国大约有一百多所
,

知名的有三十多个
。 ① 这些大学 的办学规模都比较小

,

每

所大学通常有两千至三千名学生
。

美国历来的知识精英
,

不管是自然科学
,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界还是企业界
、

政

界的重要人物
,

从这些大学毕业 的比例特别高
。 ② 这些小型 的 i-I b er al A rt

S

oC ll ge e 所强调的素质教育重在人格教

育
,

人数少
,

教学质量好
,

属一种精英式的教育形式
。

美国学术界基本形成这种对教育的重要性的共识
,

并不低估其

巨大的社会影响
。

不过
,

精英式教育的 目标并不是顾名思义地理解为把每一个受教育者都培养成为精英
。

虽然这

是非常好的理想
,

但是并不符合现实
。

那么到底如何去理解精英式 的教育呢 ? 精英式的教育与社会对高等教育的

需求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呢 ? 这自然引出有关大学教育 目的的议题
。

ì口r卜

,

基础研究

毋庸置疑
,

高等教育首先应当适应社会的需要
,

为接受教育者提供寻求职业和发展自己 的基本技能
。

20 世纪

60 年代
,

美国的高校 曾经就大学教育到底为何展开 激烈的辩论
。

当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校长克拉克
·

克尔

( lC ar k K er
r )提出

,

大学教育旨在为社会服务 ( s co ial se vr ice )
。

这一工具理性引导下得出的观点受到大学教育界很大

的置疑
。

人们纷纷回应
,

指出大学教育的中心并不在于经济效益
,

除了为社会服务以外
,

还应该承担基础研究的职

责 (如前面 提到的早期燕京学者致力 于编撰学术索引 )
,

形成强 大 的社会批判 力量
,

致力 于文 化传承 ( cu l t盯 al

t ar ns m iss io n) 的重任
,

并且还应该具有独立于市场机制和社会功用 的理想
。

就基础研究而言
,

比如量子论
,

刚刚出炉时 只是物理学上基础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
,

似乎难 以形成社会效益
。

但是经过一
、

两代
,

现在的影响非常巨大
。

如果纯粹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
,

量子力学当时既不能促进农业的发展
,

也没有直接的社会效益
,

完全没有做深人研究的必要
。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

人文学具有类似的巨大的社会力量
。

当然
,

我们在这里强调人文学的非社会服务效用的同时
,

并不否认其间接带来的社会效用
,

因为人文学科所具

有无可否认的社会效用之中的重要一点就是大学所承担的独特的社会批判的功能
。

!
,órk盯尸

社会批判力量

除了显而易见的服务社会和承担基础研究的功能以外
,

更为重要的是大学还应该成为社会
、

文化 以及政治的批

判中心
。

大学具备的这种齐全的察视和批判社会的力量是政府
、

企业或是社会的其他部门及其运作机制中所没有

的
。

高校 内社会批判力量的形成及其发挥的作用
,

不分学科
,

但是人文学科具有发挥这一社会功能最大的潜力
。

值

得注意的是大学作为社会的批判中心
,

并不意味着大学会完全从负面来暴露一个社会或一个政体或某一政策的缺

点
,

而是通过长期察视政府
、

社会而得知其策略上的弊病
,

从 而引起政界的关注而谋取改进
。

这就牵涉到大学教育

和所处的政治环境的关系
。

大学所具有的社会批判力量并不是 自然而然形成的
。

这种批判功能的形成和一个社会 的政治体制紧密相关
。

大学教育能取得成功的首要条件是脱离政治和其他外界因素施加的影响
。

美国的私立大学通常相对独立于政府或

任何其他政治机构和党派的干涉
。 ③ 这种独立性反映在多方面

,

如师资的选择
,

学生的录取
,

课程的设置
,

研究项 目

的规划和制定
,

学术课题的设制和评估等等
。

美国总统没有权力干预任何一所大学聘任教授的决定
,

也不能干涉教

①其 中包 括 S w 别 rt hm o r e oC lle ge
,
什川 l ik o n C o ” e g e ,

F巨v e r fo dr 。 加 ge
,

Gr
e

~
er oC lle ge

,

M o u n t 物卜
。 k e

oC ll e g e ,

We nes 卿

oC lle ge
,

哈佛大学早年的 R旧d c
ilff oC lle ge 等等都是知名的重视人文教育的学院

。

②哈佛大学
、

耶鲁大学
、

哥伦比亚
、

康奈尔大学等著名的长春藤学校 ( Ivy eL ag ue )则称为 国际性的重点大学
。

这些大学

的教育体制似乎迄今尚未受到 国内相应部门的足够重视
。

通常美国的州立大学
,

如加 州 的州 立大学
,

纽 约 的州 立

大学和米尼苏达州的州立大学以大取胜
,

教学质量并不属于上乘
。

这种以大规模取胜的州立大学却引起国内的注

意
,

从一方面解释国内合并之风强盛的原由
。

③美国政府对教育采取下放政策
,

通常并不干预教育政策
,

尤其是对私立学校的教育体制
,

因而真正具有社会影响
,

教

育质量高的是私立大学
。

这和 中国和其他东亚地区的制度大相径庭
。

日本和新加坡等国家
,

政府操纵教育体制
,

进行全面管理
,

给大学教育 留下很少 活 动 空间
。

目前
,

有 人提出大学应该起 到一种
“
忠诚 的反 对者

”
( loy al

o p p os iit o n) 的角色
。

作为一种社会力量
,

大学应该起的社会作用这一议题依然引起教育界的广泛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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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的教学理念和内容
。

而在一些州立大学
,

政府以某种形式干涉和介人大学的办学方向
,

于是政治化的需要和议题

自然而然随之介人
。

这正是 目前美 国许多州立大学面临困境的直接原因
。

最突出的一例是 目前麻省州立大学

( U in ve sr ivt of M as s ac hu se stt )所面临的资金
、

裁员和教学质量的困境
。

政治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导致教育体制陷人困

境
,

政府对公立学校教育制度的介人
,

资金 的短缺
,

师资力量 的削弱和城市居 民的 ( in en
r 。 iyt

,

相对于成为 su b ur b an

ar e a 的郊区而言 )人 口结构都极大地直接影响到教育质量
。

可以并不夸张地说
,

在很多情况下
,

政治制度甚至会导

致教育制度步入死角
。

另外
,

与人的权利意识相联系的是公 民应该具有的受教育的权利
。

教育是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
,

一个国家不仅

要保证其公民能得到最基本的义务教育
,

而且公民还应该具有选择如何接受教育的权利
。

就前者而言
,

中国做得很

不错 ;但是从后者来看
,

现在选择的空间依然非常欠缺
。

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

一个美国家庭可以为子女选择受

教育的方式
:

公立学校或是私立学校
。

甚至近年来在美 国兴起一种家庭教育 ( ho m e s e h oo h gn )的运动
,

即家长承担为

子女提供教育的教师的职责
,

尤其是对低年级的学生而言
。

政治制度和教育体制的关系在微观上放映在课程的多元选择性
。

哈佛大学的素质教育中的人文学科有较大的

选择性
,

即在同类课目里
,

学生有充足的选择余地
。

一所大学应该尽量避免的是有关某一学科开的只有一 门课
,

要

求所有的学生都得去上
。

不管从培养哪方面的素质来看
,

这种单一的强迫式的教育方式最终会出现教育政治化的

问题
。

政治化的现象不一定仅仅出现在一个国家
,

也会 出现在学校教育本身
。

美国大学生一年级一般是不会定专

业的
,

专业一般在二年级 以后才定
,

而且四年中换系的可能性很大
。

而按照国内的高考制度
,

学生报考时就得定系

科
。

十五年以前美国有的一个大辩论就是学生进大学以后
,

应不应该有任意选课的 自由
。

当时辩论的结果
,

布朗大

学 ( B or wn U in ve sr it y )决定取消学生选课的限制
。

他们认为学生所修课程的专业性并不重要
,

重要的是出色的学生

和优秀的师资力 t 的结合而产生的积极的教学效果
:

学生 四年中所受的教育熏陶和所修的课程最终会引导他们达

到自己所希望追求的目标
。

而哈佛做的恰恰相反
,

采取了
“

核心课程 ,’( 。 。 er co ur se s )的方法来拓宽学生受教育的知

识面
。

现在布朗大学是哈佛很强的对手
,

一些优秀高中学生同时被这两所学校录取以后
,

不愿来上哈佛
,

而是到了

布朗大学
,

希望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
。

柯伟林 ( w iill am iK r b y )教授于 2 002 年 7 月上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后
,

着手对本科科目作全面的评审
,

以求改进
。 ① 现在哈佛大学校方谈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是否一定要让本科学生

四年都在一个校园内度过
,

是否应该让他们到国外去留学一年以增加见识
,

发挥更大的潜力
,

培养多方兴趣
。

再就社会批判力量而言
,

在所有的社会民间力量中
,

大学的构想大约超出一般社会五年或更久
。

美 国反越战的

情绪和思潮首先出现在大学内
,

而政府对此一直持否认态度
,

但是五年后却在美国社会形成主流
。

现在世界上许多

国家
,

许多社会力量都希望美国能成为和平的协调者
,

而不是霸权的征服者
。

现今对布什政府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

一事
,

哈佛教授和学生已经联名写信反对政府的这一决定
。 ② 反战理念在大学非常强大

,

但是在社会上 尚未产生多

大影响
,

相信五年后肯定会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
。

这种强大的社会力的出现是 由于美国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移

民社会
,

除了强大的科学能力之外
,

还有各种不同的文化相互交融形成的动力 ( 。 ul t盯al co m pe et
cne )

。

这不仅反映在

学科设里上
,

也反应在列任校长的学术背景上
。

两年以前
,

哈佛大学主持了一次中国的十位大学校长和美国的十位

大学校长的会谈活动
。

中国的大学校长基本上是理工科出身的 (现阶段北京 的领导阶层也大都是清华大学
、

交通大

学等理 工 传统培养 出来 的人才 )
,

而参加 会谈 的美 国 的 十位 校 长 除 了加 州 理工学院 ( C ial fo m ia Isn it t ut e of

eT c h n ol o g y )以外
,

都是研究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学者
。

当时哈佛的校长陆登廷 ( N iel R ud en st ie n) 是研究英国文学

的
,

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加斯帕 ( eG
r h a dr aG

s
ep r) 是研究法学的

,

耶鲁大学 的校长列文 ( iR
c ha dr eL vi n) 是研究经济的

,

而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瑞普 ( G e o gr e R叩 p )却是一位神学家
。

瑞普早年从哈佛神学院毕业
,

任哥伦 比亚 大学校长之

月

!
,

l
曰勺,,

①美国的学术传统是以通识教育为导向
,

其核心是人文学
。

以 哈佛大学为例
,

通识教育是以所谓的核心课程 ( c oer
c

~
e) 为主

。

中心课程包括六个范围
:

外国文化 (orF
e吧, 。 止世 e )

,

历史研究 (施
t o心 al s 加以如 )

,

文学艺术 ( u 灯时盯e an d

匆 t s )
,

道德伦理仆如 ral R曰昭。
血 g) 佣 中国的语境来说就是伦理学

,

即教授做人的基本道理 )
,

社会分析 ( s OC 过 助吻
5 15 )

,

和 自然科学 ( cs 娜 es )( 见 2
002

一
2
003 o ur s es or Ins cutr 由

n ,
o n k 过 处g is atrr or H如, ar d u 如 er s妙

,
F即 u lyt of rA t s

adn
cs 让”

c es )
。

这六个范围内的五种科 目都与人文学有关
。

不管将来从事何种职业
,

任何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

都应该接受基本的人文教育
,

具有基本的人文素养
。

现在美国有些大学的优秀学生同属于两个系科
,

选择双重专

业加int 比唤p r )
,

比如哈佛大学的本科学生中
,

同时选经济和东亚研究两个专业的学生就 比较多
,

兼顾学成之后就业

机会和学生的文化背景和学习兴趣
。

双重专业 比较合理地满足学生的多种兴趣
,

挖掘多方潜力
,

开阔视野
,

提高毕

业后步人社会的适应能力
。

其目的似乎有些象 19 80 年代国内一些大学曾经盛行过的双学位制
.

②见 200 2 年 9 月 27 日哈佛本科生校报 T he l玉灯 v

adr C
r加招on (脉 otP

s t o yr
:
Fac u妙 s咖 P et 血沁n ag

a lr ` t Ivn as 玩 of Iaq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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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t es b r以川en

,
q ue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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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和高等教育

前
,

曾担任哈佛神学院院长多年
。

最近任职十年后刚刚荣休
,

在哥伦 比亚大学的历任校长中被评为最杰出的校长之

一
。

在国内
,

神学家当校长几乎是天方夜谭
。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

大学具有的这种社会批判的功能来自高校教育和

人文科学的紧密关系
,

因为人文学的精髓之一也在于其独具的批判精神
。l区.1

创造和储聚社会资本

大学教育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
,

即为学者和受教育者提供创造 和储聚社会资本的重要场所
。

这一点似乎人人

都能意识到
,

但是依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

在一个复杂的文明社会中
,

除了积累经济资本 以外
,

我们更需累积社

会资本
。

社会资本不能量化
,

但是对于社会的凝聚力和适应性的形成非常重要
。

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
,

除了科技能

力以外
,

还必须有文化能力
,

而且文化能力则与人文学
,

即现在高校大力推行的通识教育 (包括语言
、

历史
、

文学
、

宗

教等各个学科领域的课程 )都有密切的关系
。

全球化的趋势出现以来
,

美国的政界逐渐意识到
,

如果经济资本的储聚不和社会资本的储聚相 配合
,

国家的综

合力量就会受到极大削弱
。

哈佛大学现任校长也深深意识到
,

全球化注定大学内的知识传统和社会资本的储聚将

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

而且所起的作用将超越以往 的任何一个时代
。

对一所大学而言
,

如果内部没

有悠久的讲学传统或教授间良胜的跨系科的对话
、

切磋
、

研习之风
,

学者之间没有辩难
,

那么步人这种大学
,

人们很

快就会意识到即使有雄厚的资金
,

这大学也将很难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

很多州立大学有雄厚的资金
,

立志成立新的

系科
,

具有发展领衔学科的强烈愿望
,

但是缺乏应有的坚实的社会资本和长期积累的学者之间的相 互探讨之风
,

因

而这种发展 的愿望很难实现
。

以历史系为例
,

哈佛大学的历史系几年来在美国大学排名第五或第六位
,

而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 的历史系虽然运转的资金不及哈佛的三分之一
,

但是排名总是居于首位
。

其中最大的原 因是伯克利分

校的历史系具有资深的老教授带年轻教授
,

合作共进的传统和学风
。

研究中国历史的教授的著作得由研究其他领

域的 (如古希腊历史或研究文艺复兴历史 )教授来评阅
,

然后一起讨论
,

辩难
。

这已成为伯克利分校非常强盛和悠久

的学术风气
。

相比之下
,

哈佛大学的教授则往往倾向于惟我独尊
,

失去了很多共创大学社会资本的机会
。

原伯克利

分校的一位研究欧洲文艺复兴的知名学者威廉
·

鲍史玛 (W iill a m J
.

氏
u w s

m a) 教授
,

虽然受 哈佛重金聘请
,

前来任

教
,

但是三年后他还是决定回到伯克利
。

问他为何
,

他解释到
,

在哈佛大学两位教授见面说是一起就午餐
,

就共同感

兴趣的议题随便聊一聊
,

结果他们竟然得拿出各自的日程本商量半天
,

才能定下安排 一个月 以后见面
,

而在伯克利

分校
,

教授之间随时都可以讨论
,

由此储聚了很多社会资本
。

哈佛大学自然也有很强的系科
,

如经济 系和政府系
,

排

名始终居于首位
。

这些居首位的系的共同点就是社会资本非常雄厚
,

辩论之风强盛
,

教授之间的切磋和辩难跨文

化
、

系科
、

年龄
。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

储聚社会资本也可以看作是社会力形成的重要积累过程
。

在美国
,

九
·

一一事件 以来
,

除科技能力 以外
,

国际文化能力很弱
,

不了解伊斯兰文化
,

不了解东亚和南亚文化
,

对外国文化和历史的无知导致其

狭窄的政治观
。

这种狭隘的政治观和美国十分活跃的公民社会 ( ic vil
。
oc iet y )的 巨大力量形成强大的反差

。

据统计
,

美国的众议 院中只有 45 % 的众议院持有护照
,

可见他们并没有出国意愿
,

以前波士顿的一位众议院说
,

所有 的政治

都是地方的政治 ( lA l po ilt ics 15 l oc al po ilt ics )
,

这完全能显示美 国现今的一种政治精神
。 ①

人文传统和文化传承

素质教育所应重视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人文传统的传承
。

人文传统的传承者并不一定仅仅是从事人文学 的学

者
,

人文传统和人文关怀在各类职业 中都起着非常重要作用
。

文化能力是为人的基本功
,

不管 以后走哪一条谋生之

路
,

文史哲都是不可或缺的普通常识
。

1 9 7 7 年以来
,

新加坡进行全面教育改革
,

提出
“

创意学校和求学国家 ( C er at iv(
:

cS ho ol an d eL
a
m in g oC un tr y ) ”

的 口号
,

并以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大学改制的典范
。

其中最关键的项

目就是加强学生的文化能力
,

并以此作为提高科技水平 的基础
。

对高等院校加强文化教育所能起到的 巨大作用
,

阐述得最为深刻 的可数哈佛 中国同学会于 1 9 36 年哈佛大学

①让代表地方利益的众议员把他们的利益提升到美国的国家利益的高度 已经非常困难
,

现在要谈全球利益几乎是根

本没有可能
。

但是美国的民间社会 ( c
i vil

s
oc iet y ) 的力量远远强大于政治力量

。

联邦政府所在的白宫只是民间社会

力量中的一种
,

还有来自企业界
、

媒体
、

学术界和各种宗教 团体以及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的影响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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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校三百周年所立的纪念碑的碑文
:

文 化为 国 家之命脉
,

国 家之所 以兴也
,

由于文化 ; 而文化之所 以盛也
,

实由 于学
,

深识远见之士
,

知立 国

之本
,

必亚 以兴学为先
。

创 始也艰
,

自是光大而扩充之
,

而其文化之宏
,

往往收效于数 百年间 而 勿替
。

是说

也
,

征之 于美国哈佛大学
,

滋益信矣 !
·

~ …我 国为东方 文化 古国
,

然世运推移
,

日新月异
,

志学之 士负岌海

外
,

以 求深造
。

近三十年来
,

就学于哈佛
,

学成归 国
,

服务于 国家社会者
,

先后几达千人
,

可 云极盛
。

今届母

校成立三百年纪念之期
,

同人等感念沾溉启迪之功
,

不能无所表献
。

自兹 以往
,

当见两 国文 化愈益沟通
,

必

更光大扩充之
,

使 国家之兴盛
,

得随学问之进境以增隆
,

斯则 同人等之所磐香以祝
,

而永永纪念不 忘者 尔 !

这里所谓的
“

文化
” ,

即传统
,

尤其是指蕴含在人文学科的一种传统
,

而且这种传统往往超越人文学科领域
,

而扩

散到各个其他学科
,

成为一所大学的内在的
、

任何其他社会力量都无法抗拒的力量
。

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的深人
,

几乎没有人能否认这种文化传统的熏陶的重要性
。

人们不禁发问
:

难道只有人文学科专业的学生需要修习这类学

科 ?

对一所大学的影响力而言
,

其悠久的传统非常重要
。

校长任期长可以规划长远的策略
。

这种传统不仅反映在

学校的教学内容
,

而且更重要的是对教育风格时时起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

就哈佛大学来说
,

自 18 60 年代美国内

战结束 以来至今
,

只有七任校长
,

现任的萨默斯校长是第七任校长
。

校长任期长的达 30 一 40 年
,

而任期最短的是上

一任校长陆登廷 ( N e il R u d e n s t e i n )
,

在职只有十年
。 ①

素质教育注重的是悠久的文化传统以及由这一传统引发的人的全面发展
。

例如
,

传授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校
,

如

朱熹所创的白鹿洞书院的学规成为所有东亚学校 的模范
。

白鹿洞书院的学规基本上力足于如何做人的素质教育
,

伦理教育
。

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
,

人们易于狂妄地认为
,

越往前行进的时代越不必回顾古人经历的一切
,

因为古

人所知的信息和我们现在差得实在太远了
,

现代社会一个小学生掌握的信息和知识远远超过古时大智大德所具有

的
。

但是信息不是知识
,

而是知识的基础
。

信息爆炸的时代不一定有充足的知识力量
。

而知识不管有多全面都不

能等同于智慧
。

智慧和人的身心的体验有关
,

学到后还一定得亲身经历过
,

即我 们所说的
“

体验之知
” ( e m l〕de ide

iht nk in g )
。

知识有一种累积性
,

但是智慧却有一种超出知识
、

知识的积累所无法替代的深度
。

在这种前提下可见
,

人文学是和智慧有密切关系的学科
,

历史的集体记忆
,

最精致的语言来表现最精致的感情的文学
,

对人的最基础的

原则的反思 的再反思的哲学都是个人和群体对自我的最直接
、

最亲密的自我了解的学问
,

即作为人文学的精髓的古

希腊所谓的 自知之学 ( s e lf k no w le d g e )
。

从人文学研究本身的操作来看
,

人文传统就显得更为重要
。

研究人文学的学者没有不注重文本的
:
以虔敬的心

情对经典文本进行理解
、

诊释
、

研究
。

柏拉图生活的时代早 已过时
,

但是在大学的研究院部开柏拉图的《理想国 》课

时
,

无论是资深的教授还是研究生
,

对此书总是战战兢兢地带着虔敬的心情来拜读
,

唯恐有误
。

对柏拉图
、

亚里斯多

德还是托马斯
·

阿奎那 ( tS
.

T ho ant
s A qu ian

s ) 的著作是这样
,

对中国的四书五经也是如此
。

我们并不是站在现代人

的高度
,

带着现代人的傲慢姿态来解读经典著作
,

而是希望通过对这些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 的原著的诊释
,

得到

智慧性的启迪
。

研究希腊历史或是圣经
,

都是对经典作一字一句的解读
。

这种读书法在 日本称为
“

会读
” ,

很多学生

一进研究生院就开始这种会读的训练
,

从较为浅显的文本开始
,

然后渐渐攻读生疏又深奥的文本
。

这种会读活动从

做研究生时期一直延续到教授任职期满退休
,

从不间断
。

比如
,

京都杜诗的会读活动 40 年没有中断
,

学者们把所有

的杜甫和白居易的文本一字一句进行解读
。

他们的《六祖坛经 》的会读也是世界闻名的
。

日本把这种研究技能的培

养看作是基本功的训练
。

在德国叫 eS im an
r
(指高等学校的研究班专题讨论会 )

,

eS 而an
r
上进行研读之后

,

大家收集

有关某一主题的论文出成果
。 ② 美国也有很多有关古希腊哲学或是爱默生著作的会读

。

这些基本功的训练初看似

乎非常笨拙
,

但是储聚了很多人文学 的资本
,

挖掘出很多传统文化的内在智慧
。

这样我们就出现了另一议题
,

即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关系
。

中国现在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之间的脱节现

象非常严重
。

所谓的传统文化并不包罗万象
,

而是 指真正代表 民族文化中最精致 的人文学
,

即历史
、

哲学和文学
。

.、月,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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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哈佛大学萨默斯校长 于 200 2 年 5月和哈佛大学的一批研究中国学的教授一道访问 中国
。

他在北京大学的讲话中

提到
: “

我 坚信
,

哈佛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的原因之一就是 (校长 长期任期制 )
。

自从 1860 年代美国

内战结束以来
,

任职的校长总共只有七位
。

我非常荣幸地担任内战以来的第七位校 长
。

由颇具魄力 的领导长期任

职能使学校为适应变化的新时代的需要而在现有体制的基础上不断更新和改进
。

这是哈佛办学的悠久传统 ( I am
c on

v in c ed ht a t on e of ht e 加 po anrt
t r

eas ons for
th a t s tr e n

hgt
15 tha t 1 am ht e s e v e n th p 盯 s

oD ot b eC om
e p r

es 记即 t of H知 , ar d

U l jv er s衍 s icn e
het en d of the C污11 W ar in het l8 6( 地

.

A tr ad 让玩 of str on g b记 e r s w ho s

ver
e a b n g t

nne has en ab曰
,

朋d in dee d

has fo 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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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vum
er

s
衍 t o c o n t示au l扮

enewr
元s e lf for

c h an g ign
t

nnes
)
。 ”

② 日本 和德国的很多研究传统非常相 近
。

精读以及讨论班式的研究形式 以出成果为目标
,

而且研究精深
、

扎实
。



人文学和高等教育

}

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能把传统文化中最精致的部分带进文化传统
,

逐渐增加传统文化在文化传统

中的份量
。

以中国为例
,

大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以后
,

受全盘西化的影响
,

文化传统中长期积淀的传统文化的声音非

常弱小
。

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所用 的很多学科用语的来源
。

这些用语大都是来 自西方经转 日本 而传人中国

的
。

比如
“

社会
”

或
“

社会学
”

一词
,

以前严复曾经想用
“

群
”

或
“

群学
” ,

但是后来用了日本的 Sh ak ia
,

其实不是中国传统

所说的
“

社
”
和

“

会
” 。

经济更是一个有趣的例子
。

中国对经济的传统理解是经世济民
,

日本的译文时就包含有这层

意义
。

而西方的
“ e

co no 而 cs
”

一词却一定有这一层含义
,

西方的经济学直到 18 世纪的亚当
·

斯密 ( A da m Sim t h) 时代

才出现
。

哲学也是如此
,

至今学者们还在疑问
:

哲学到底是什么 ? 中国的道家和儒家理论能算是哲学吗 ? 印度教
、

锡

伯莱教算是哲学吗 ? 在西方
,

哲学和宗教截然分开
。

宗教是锡伯莱的文化传统
,

而哲学则是希腊的传统
。

在西方谈

哲学史则不提耶稣
,

也不讲奥古斯丁
。

而在中国
,

哲学思想和宗教思想相差无几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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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关怀

大学教育之所以要重视通识教育
,

素质教育或博雅教育是 由于人文学与人 文关怀的密切关系
。

人 文关怀就如

一个同心 圆
,

由个人涉及家庭
,

进而触及社会
,

国家和整个世界
,

宇宙
。

学术界完全是属学术研究 的领域
,

与现实无

关
,

但是重视和保护这些纯学术研究的背后有更广泛的理据
:

一个民族特有的历史和哲学问题需要不断得到研究探

讨
,

从而积累共同的财富
。

人文关怀不受学术研究领域局限
。

也许纯学术研究者的道德操守可能很差
,

但是在某一方面的学术研究造诣

很深
,

那么从纯学术的角度
,

从学术自由的角度来看
,

依然是可 以接收和承认的
。

胸怀人文关怀 的也可能是生物学

家和物理学家
,

他们所具的人文关怀甚至比专门研究人文学的人更为宽广
。

使具有人文关怀的学者培养人文学 的

素养
,

而且和他们的学科研究不仅没有矛盾
,

而且可 以相互配合起来
。

人文学中
,

除哲学以外
,

人文学科的研究 和创

造通常都是分开的
。

研究音乐的不一定作曲
,

研究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不一定写小说
。

人文精神 (或人文关怀 ) 一直和高等教育具有密切 的联 系
。

克林顿任总统期间 曾经 成立 了一个 总统委员会

( rP es id en t ial oC ~ iss io n)
,

定期在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心召开会议
,

商谈美 国人文学研究和教育的未来
。

与会者形成

的共识就是人文精神或人文关怀不一定仅仅是研究人文学的学者所应掌握的
,

研究生物学 的教授对生态环保 的关

注显示他足够的人文关怀
,

这种关怀远远超 出人文学者所能企及的范围
。

人文关怀可以在不 同的领域出现
。

湖南

大学基本上是一所理工大学
,

但是把岳麓书院纳人以后
,

要求学生在岳麓书院修学分
,

学习中国的书院史
,

儒学史等

等
,

以此倡导人文精神
。

人文学应该帮助理工科来培养人文关怀
,

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

针对这种现象
,

我们一直强调的是
“
公共知识分子

”
( pub h c i nt ell ce t

au l) 的理念
。

公共知识分子就是一群关心政

治
,

但不一定参与政治
,

对社会具有责任感
,

具有文化敏感度而且有责任感的人
。

西方的研究发现这些 人就是大学

的通识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
。

以前我们希望通过人文学来培养这类人才
,

但是现在人文学变成专门的领域后
,

人

文学研究 的价值并不在于含有多大内在的人文关怀
,

而是依据人文学学科的 自身的标准来评判
。

人文学和人文关

怀往往互不配合
:

人文学者不一定就有人文关怀
,

而有人文关怀 的人不一定就只属于人文学者
。

人文关怀的培养要

靠公共知识分子
,

即在各个不同的知识领域之内
,

除了自己 的专业研究之外
,

他还有更高
、

更宽的一些考虑
。

这样 的

人应该在高等学校和人文学界出现
,

但是学术界像是象牙塔
,

虽然有一些关心政治
,

参与社会 和具有强烈的文化敏

感度的人
,

但是毕竟为数不多
。

值得关注的是现在的公共知识分子从媒体中崛起
,

如一批拒斥政治势力影响或收买

的媒体的评论员和报道者
。

“

公共知识分子
”

的理念在现今的哈佛大学也 同样具有深远意义
。

哈佛前校长德里克
·

博克 (块 er k 均 k) 教授

指 出
,

美 国高校过于注重职业的需求 (服务社会理论 )和技能的培训
,

而 由此忽视了学校的另一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

功能
:

培养学生成为一个正直的和具有道义感的公民
。 ① 与此紧密相联的还有其他的问题和弊病

。

前哈佛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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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博克校长的原话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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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见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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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亨利
·

若索夫斯基 ( H en yr R o so vs k y ) 教授在 19% 年和中国高校校长代表团交流时
,

开诚布公地指出
,

美国的

拔尖学校
,

如哈佛和其他的长春藤高校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
,

资源丰富
,

师资力量雄厚
,

不仅具有最优秀的本国生

源
,

而且世界各地的拔尖年轻学生纷纷慕名而来求学
,

为学校注人很多新生力量
。

但是在过去的十年至十五年内
,

这些高校收到教育界的抨击
,

主要的问题在于
,

学费和其他各类费用昂贵 ;课程设置混乱
,

科目的修习没有先后
、

轻

重
、

缓急之分
,

缺乏一个中心的文化必修课程
。

① 师资和生源比较局限
,

仅仅吸收社会中一小部分阶层的人
。

由于哈

佛大学是一个研究性质的大学
,

有重研究而轻教学的倾向
,

这和小型的重通识教育的学院不同
。

终身教授没有退休

的年限
。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新考虑的体制
,

因为基于这种体制
,

年迈的大学教授为了保持高薪和优惠的教学研究

条件
,

出自各方考虑
,

自然愿意继续在自己的终身教授位置上任职
,

却给整个大学的师资和教育体制造成很多急需

解决的问题
。 ” ②

这种
“

公共知识分子
”

的理念和哈佛大学前校长博克 (块 er k oB k) 提 出的道义教育有异曲同工之效
。

针对现在

现代年轻人的特点
,

这种理念显得尤为重要
。

现在 的大学生生活环境 比较优越
,

心理承受能力弱
,

很难形成一种既

承认他人的长处
,

又勇于竞争的健康心态
。

知识的获取不一定就意味着人格培养 的完成
。

为了培养一种正确的态

度和价值观
,

我们就需要通过传授知识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
,

大学教育不仅使受教育者形成一种基本的生活态度
,

而且从更深层的角度来讲
,

知识的传授过程中还会使接收知识者形成一种独特的信仰和责任感
,

建立 文化心理基

础
,

发展更高的理想
。

这可能就是传统文化中所讨论的知行问题
:

不能真知就不能行
,

不能行的话就不能知
。

知识

能转化为行为 ;所有的智慧之学
,

不管是出自什么传统
,

都有这种功能
。

人文关怀的理念的形成是素质教育非常重要的内容
。

强调素质教育并不是转眼之念
,

而是各种因素的促成使

然
。

由于高等学校是社会中唯一一个重视文化的多元性
、

具有独立的功能的机构
,

现在很多专家认为 21 世纪是人

文科学和学校教育相结合的时代
。

与此相连接的一个更具挑战性的说法就是 21 世纪是科学和宗教结合的时代
。

位于瑞士的达沃斯 ( aD vo s )的《世界经济论坛 》 ( T he W
o r ld E co on 而 。

oF ur m )是由欧洲的企业家组织的
,

原来旨在专

「1学习美 国的企业精神
,

研究如何和美国竞争
。

后来渐渐地参加论坛的美国企业家越来越多
,

现在人数竟然 已经超

出欧洲的企业家
。

最近三
、

五年的论坛上集中讨论的主题是文化认同和宗教问题
。

三年前提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

宗教的影响是越来越大
,

还是越来越小
。

从 1 7
、

18 世纪以孔德为代表 的启蒙思想的发展以来
,

人类思想的发展是从

迷信的宗教时代到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思考
。

人类思想界本以为到了科学理性时代
,

哲学 的意识形态和宗教就会失

去作用
,

工具理性所代表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是评判世界一切的主宰
,

人的傲慢显示人对生态环保一无所知
。

同

时缺乏多元文化的构想
,

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欧洲中心论把现代西方的文化看成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曙光
,

人类文

.1,l

①即
“ a c o n u n o n c污让如 t玩

c

oer
”
课程

。

美国很多高校开设世界文明的必修课
,

以求所有学生掌握起码的世界各地的文

化和社会传统知识
.

随着全球化概念的深人
,

这种必要更为加强
。

哈佛大学近几年来有成绩严重贬值的现象
。

萨

末思校长上任后的燃眉之急之一就是控制这一现象
。

200 1
一

2X() 2学年成绩贬值基本得到控制
,

而且 自 2X() -2 2X() 3 学年

开始
,

学校改变使用了几十年的学分计算方法
,

把原来 k 于 份 相差大于别的两个紧挨着的成绩的差别拉平
。

见

The 比目 ar d Cr 加” on (S卿
。 的 b叮 20

,
200 2 )和 T h e E匕s ot n SnU ds y G ik州 Jun

e 30
,

2X() 2 )
o

②更为具体而言
,

还有选课的问题
。

美国学生选课的心理其实和 国内相差无几
。

一方面
,

选择非专业课程是要达到

拓宽知识面的 目的
,

使以后发展职业时具有相当的人文基础
;
另一方面

,

尽量取得高分
,

为以后进人研究生院开通道

路
,

尤其是对那些立志进人商学院
、

法学院和医学院的学生
。

这些学院的录取竟争非常强
,

学科成绩就成为衡 t 一

个学生素质的非常硬性的标准
。

在美国
,

学生选课当然一他们的专业兴趣有很大关系
,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专业课

仅占大学四年所有修习的课程的一半
,

那么如何选择另外的 16 们课就成为关键的问题
。

其中无法否认出于实际 目

的选课心理
。

由于这些不是专业课
,

但是成绩将起非常大的作用
,

所以课程分量的轻重
、

教师成绩打得松紧
,

以及课

程内容的趣味性等因素往往超出专业课的非选不可的心态
。

因而从某种意义来讲
,

取得高分
、

好成绩成为学生选

课的第一考虑
。

而学到多少实际内容
,

是否是将来职业发展很重要的一部分往往起不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

而且大

体来讲
,

美国教育体制对学生采取的是一种宽容和原谅制度 (a ve yr fo gr ive n s
ys et m )

,

和英国
、

德国的淘汰制很不一

样
。

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哈佛近年学分贬值现象泛滥的原因之一
,

尤其是在人文学科领域
。

另外一个问题是评

估人文学成果的问题
。

由于人文学不能量化的特点
,

如何评估人文学就 自然而然成为一个问题
。

哈佛有学生评介

教师的体系
,

同时也实行现在通常被认为评估人文学和 人文学者的最有效的办法
,

即同行之间的互评
。

一个最为

生动的例子就是哈佛哲学系的约翰
·

罗尔斯 (J ho
n

R
a
w l

s
)教授

,

《正义论 》 ( T he T h eo yr of uJ st ic e ,

20 世纪最 重要的

美 国哲学名著 )的作者
,

美国哲学系著名的教授
。

他十年内虽然有很多演讲稿
,

但是发表的著作极少
。

通常在一所

大学如果十年没有作品
,

不仅得减薪
,

而且还要除名
。

但是他的同事说
,

即使他出了十本书
,

但是罗尔斯教授的书一

出
,

他的十本书顿时黯然无光
。

学术界
、

知识界 和文化界的评介标准不能量化
,

其形成比较难
,

但是依靠同行评估会

慢慢成形
。

这种同行评估依靠的是公信度
,

虽然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
,

但是确实具有相对的公信度
。

勺
月ō日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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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和 高等教育

明的太阳最终会落在西方
。

马克思和马克斯
·

韦伯也继承了这种思想
,

认为现代化即理性化的过程
,

一定会导致非

理性的轴心文明的消减
。

但是没想到这种想法到了 21 世纪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

在公元 1 0 00 年前人类文明出现

的几个大传统
:

南亚的印度教
、

佛教
,

中国的儒家
、

道家
,

西方的早期的希腊哲学
,

中东 的伊斯 兰教
、

犹太教
、

基督教等

等到了 21 世纪依然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

而且可以预测这种影响力在将来依旧
。 ① 人类的这些传统是多元的

,

一个传

统不可能统帅所有的文化现象
。

基督教
、

英文和美国的经济实力不可能笼罩全世界
,

而且现在美国国家内部的分化

就非常厉害
。

最近有人提 出
“

宗教的美国
” ( R iel g iou

s A m er ica )的说法
:

现在美国的伊斯兰教徒可能都要超出犹 太教

徒 ; 德克萨斯州现在进行的选举中
,

共和党提名的两位候选人都是少数民族
:

加州再过一段 时间
,

西班牙语将会成为

实际生活 中的第一语言
。

在很多大城市
,

少数民族的人 口 已经超 出白人
。

据估计
,

到 2 0 20 年
,

美国的一半以上的人

口将是少数民族
,

而不是白人
。

这种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自然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对美国人的内涵作一个崭新的理解
。

美国的大学教育的最大的问题就是非西方的传统如儒家的
、

道家的或是伊斯兰教应不应该进人美国的课堂
。

其实西方文明是中国大学教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

而中国大学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开发 自己的传统文化资源
。

以不亢不卑的心态
,

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心态把传统的文化资源开发出来
,

就如冯契先生所说的摆脱古今
、

中西之争
,

把最精华的人文资源和最现代的人文理念结合起来
,

从而使我们的教育传统一 方面具有深厚 的根源

性
,

同时怀有不亢不卑
,

面向世界的视觉
。

和中国现今实行的教育改革一样
,

哈佛大学设置中心课程 的 目的是使非科学专业的学生掌握基本 的科学知

识
,

而使科学专业的学生掌握文科内容
。

根据中国大陆所面临的大学素质教育的现状
,

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之间

存在一种矛盾关系
。

这种矛盾其实不仅 中国存在
,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高校也普遍存在
。

显而易 见
,

接受高等教育

的最基本的目的是获取一种才能
,

能用之于社会
,

从而发展 自己 的职业前途
。

这就和我前面所讲的大学教育 目的

为何相联系
。

这同时也和选择怎样的学校接受教育的问题有密切关系
。

美国的大专院校有多种选择
,

如果纯粹是

以获取一项职业 为 目的
,

那么可以上一些技术性非常强而又见效快的专职训练
,

L匕如说会计学
,

电脑班等等
。

但

是对哈佛大学或是 中国的北大
、

清华一类的综合性大学而言
,

教育的 目的应该超出这些最基本的考虑
。

随着中国

的进一步开放
,

和全世界接轨
,

教育的需求和 目的应该远远超出求职的需求
。

进一步来说
,

随着社会的发展
,

即

使出于求职的需求
,

受教育者也需要接受最基本的人文学的训练
。

例如
,

哈佛商学院的学生不仅得修与商业有关

专业课
,

而且近年来还开了商业伦理 ( b us i en
s s e ht ics ) 的课程

。

在美国传为笑柄 的是某总统竟然对亚洲几个 国家

的元首一无所知
,

唯一记得的是新加坡有一位姓李的首脑
。

到世界一流的大学选拔刚刚毕业的拔尖学生是英美一

些大公司雇用新人的惯例
。

他们并不在乎这些尖子学生的专业
,

而是在乎他们超常的智能
,

就读 于世界名牌大学

的经历以及新颖的思维方式
。

这些大公司坚信
,

商界的专长无足轻重
,

这些新录用的年轻人一经培训
,

即能进人

轨道
。

另外随整个国际世界的全球化和多样化
,

行业集约化导致不断更换职业的现象
。

高等教育的另一个重要的挑

战就是如何使学生在大学里学到的技能能适应不断变化
、

更新和发展 的社会
,

从而服务于社会
。

这不仅是某一高

校
,

某一地方或 国家的问题
,

而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
。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
,

这种挑战 日益加深
,

大学毕业生不仅

要适应局部地方 的需要
,

而且还要顺应国际社会变化的需要
。

业务 ( p
r
of es is on )专一的人会越来越少

,

在一个职业上

工作五年
,

十年后更换职业的大有人在
。

职业种类和机会越多
,

跳槽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

哈佛大学梵文和印度学专

业的博士可 以在两年之 内转为专职律师 ; 多年作田野考察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能成为联合国最为得力的顾问 ;历

史学家被请人白宫提供决策咨询 ;物理学专业的博士转入神学院钻研宗教学
。

在这种情况下
,

人们 日益难 以彻底区

分人文学教育
、

通识教育的作用是在于传授专业知识
,

还是熏陶为人处世的态度和道理
。

过去那种专业定终身的现

象不再存在
,

也非常不现实
。

随着全球化进程 的深人
,

人们越发感到
,

全球化的程度越高
,

地方性也就越强
。

人类的

认同感和同源性随之加强
,

人文学的力量随之增大
。

全球化不仅是同质化的过程
,

而是多元化的过程
。

这就要求每

个人能超越 自己的局限
。

.盯.ó.r口..,ó,

..,ó..ró.Lr.口.ró叮,

结 语

针对人文学科日益被边缘化的现象
,

人文教育界极需改变原来的视角
。

如果人文学能毫无 冲突地融人一个社

会的政治
、

经济大流之时
,

也就是人文学失去其独特的功用之 日
。

由于我们难 以对人文学科作量化的价值评判 (这

不同于 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特点 )
,

教育者面临的问题根本不是去改变这种边缘化的现象
,

而恰恰相反
,

应该

① 1 9 4 8 年雅斯贝尔斯 ( K a r
l Ja s p e r s ,

1 8 8 1一 1 9 6 9 )提出轴心文明 ( t h
e A x i a l A g e

)的说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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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更好地利用这种边缘化的特征来发挥其巨大的社会作用
,

同时利用人文学科的特色来提高学生 的人格素质

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

倡导人文关怀的理念
。 ①

众所周知
,

人文学被边缘化这一现象是人文学自古以来就面临的
,

而且还将不断持续的困境
。

作为信息时代的

学者
,

人文学者的职责与其说是要消除这种困境
,

还不如说是如何面对这种困境而发挥人文学科独有的作用
。

也许

这种一直存有的困境本身已经说明
,

这是一种永远都难 以摆脱的现象
。

我们不妨换个视角来看这个问题
:

既然这是

一种自古以来就难以摆脱的困境
,

那么我们不妨就接受和正视这种事实
。

即使人文学处在弱势
,

处在边缘地带
,

那

么我们再通观所有的学科
,

反而更能清醒地意识到人文学是缺之不可的学科
。

把知识仅仅局限于 自然科学领域的

时代在西方早已过去
,

这为边缘化的人文学创造 了很好的契机
,

21 世纪具有人文学和高等教育不可分离的趋势
,

如

何把握和运用 这种契机给教育者提出很 大的挑战
。

思盖德默学 院 ( S ik dn l o er oC Ueg
e )

,

西 门子学院 ( iS

~
ns

oC l le ge ) 以及很多重视人文学 的通识教育的高校在辅理门基金会 ( rF ee m an oF
u dn at io n) 的赞助下

,

成立了教授亚洲文

化和历史的专题项 目
,

其重点是在让美国学生了解和学习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化
,

让学生了解全球化的同

时
,

更需重视整个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

哈佛的国际项 目办公室从哈佛的人力资源办公室迁到哈佛 主校园
。

这是新

上任的文理学院院长柯伟林 ( W iill am iK br y )上任后的第一项大刀阔斧的决定
,

用来加强本科生在国外求学
、

实习的

机会
。 ②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人

,

国外求学
、

生活和工作成为学生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新任的校长和文理学

院院长就非常重视这一意向
。

基于同样的想法
,

19 95 年以来中国高校对理工科学生进行人文教育
,

全面推进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导向确

实非常明智
,

可 以说是大势所趋
。

因为国内人文学科边缘化 的倾向非常普遍
,

学科丧失基本的人文关怀
,

如何阻止

这种趋势成了当务之急
。

现代学生所受的教育应该具有多层次性
。

首先面临的就是就业问题
,

即能够在学成之后

适应社会的最基本的要求
。

但是对教育的大众化要求和我们所说的精英式的人文教育存在很大的反差
。

我们不可

能要求所有的学生都成为社会的精英
,

但是强调人文教育的理念却不能忽略
。

针对势不可挡的人文学被边缘化 的

现象
,

美 国现在特别强调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

文化教育和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并不是建立在简单的基础构架和上层

建筑的相互作用的基础上
,

而在于其具有影响社会的政治
、

经济和文化等等的巨大潜力
。

大学应该成为为各种人才

培养自我发现和 自我完成的条件
。

除了培养学生的智商 以外
,

对学生在情商或伦理智慧 ( e
ht ica l i nt ell ige cn

e )方面的

熏陶毫无疑问应该也是高等教育至关重要的内容
。

总而言之
,

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
,

或是其他国家和地区
,

不管是规模宏大的世界名牌大学还是小型的人文或理

工学院
,

教育体制的完善需要持之 以恒的努力
。

中国传统所谓的
“

百年树人
”

早就道出了人类教育的一条真谛
:

在高

等教育中倡导人文学的重要意义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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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某种意义上而言
,

中国现在大学合并之风基于为大学生提供综合教育的条件
。

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合并之风形成的

同时也是专业系科被弱化的过程
,

而且原来互补相关的分散的学校合并之后依然缺乏整合
,

综合教育的设想极易

成为纸上谈兵之举
。

③近来
,

哈佛大学历史系规定历史学专业的本科生把在 国外学习和生活作为学科的基本要求之一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