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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中的教育主权与文化安全*

殷小平

摘  要: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交流的日益增多, 我国的教育主权和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着

潜在的挑战。历史和比较研究告诉我们, 面对问题, 我们应该保持一种审慎的质疑态度而非盲目乐观的态

度, 要警惕外国在与中国开展高等教育交流的背后存在着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文化用心, 防止国家主权的旁

落、让渡、转移, 要采取平视对话和差异互动的文化交流模式, 坚持文化自觉和学术自立, 确保国家文化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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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ducational Sovereignty and National Cultural Security

during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of Higher Education

Yin Xiaoping

Abstract: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of higher education dramatically increase, which will potentially threaten our

educational sovereignty and nation. s cultural security. By the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study, we can find that facing the challenges, we

should not take a blind optimistic attitude but a critical one, and be on guard against the economic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ntions of foreign

countries, and make sure that our educational sovereignty not be trespassed and succeeded by others. For the sake of our nation. s cultural se-

curity, we should take a model of equal dialogue, and insist on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academic in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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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

动下, 世界范围内兴起了新一轮的高等教育国际化

浪潮。在这种浪潮的推动下, 我国高校与国外高校

之间的国际交流呈现出空前的强劲势头, 交流项目

之多、范围之广, 属前所未有, 取得了令人振奋的

成果。然而, 在喜看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取得丰硕成

果的同时, 我们也要冷静地看到这种 / -交流. 是
盘根错节的思想文化问题, 它把时代的种种自我冲

突编进了自己的代码之中0, [ 1]要警惕外国在与中国

开展高等教育交流的背后潜存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文

化用心。因此, 在积极推进高等教育国际交流的进

程中, 我们时刻不能忽视教育主权与国家文化安全

问题。

因为, 维护我国的教育主导权, 确保我国教育

主权的不旁落、不让渡、不转移、不受侵犯与干预

是我国开展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也就是说开展高等教育国际交流要坚持独立自主、

平等互利、相互尊重, 以不违反我国法律, 不损害

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前提。鉴于教育

主权的重要意义, 围绕 /能否维护教育主权0 和
/如何维护教育主权0 的话题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焦

点。其中, 不少学者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他们认

为, /在当今国际教育交流合作和教育贸易中, 只

要把境外教育纳入到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的管

辖之下, 我国的教育主权是不会旁落的0, [ 2] /上个

世纪20年代中国能够依靠民众的力量收回部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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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主权, 那么, 80年后的今天的中国, 作为一个

正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主权国家, 完全有

能力保障教育主权不受任何侵犯。有人担心随着教

育服务的开放, 国家的教育主权将要受到挑战。其

实国外教育机构来我国办学必须要遵守我国的法

律、法规, 接受我国政府的管理, 它不可能对我国

教育主权构成威胁。0 [ 3]还有学者认为, 即便是外国

独资大学, 只要有 5宪法6、5教育法6、5高等教育
法6、5国际法6、5中外合作办学条例6 和中国政府

签订的WTO教育服务贸易承诺 /减让表0 作制约,

即使授予它一定的大学 /自治权0, 也不会因此使

学生受到 /侵蚀0 或 /演变0, 更不会侵犯国家教

育权和教育主权[ 4]。概言之, 他们认为, 因为中国

有独立的国家主权, 所以只要中国在高等教育国际

交流中依法管理、依法行政、依法监督, 就能保证

教育主权的不受侵犯; 因此, 对高等教育国际交流

中教育主权问题的担心是多余的和不必要的。对以

上学者的乐观论断, 笔者心存疑虑, 不能 /照单全

收0, 有必要从以下两个视角来展开辨析和商榷。

一、国家主权和教育主权的视角

以上学者的乐观论断可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

实前提, 即在全球化时代, 不仅教育主权可能会受

到威胁, 就连一些民族国家的主权都会不同程度的

弱化。全球经济创造出了一个不再是以国家政策主

导经济力量的世界, 而是一个由超越国家的地缘经

济力量主导经济政策的世界。全球化的本性不仅具

有潜在的排斥性, 存在着剥夺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

弱势地位的各种参与者的发言权的危险, 而且似乎

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掩盖着全球化进程中

的权力关系、等级差别以及矛盾冲突。冷眼观之,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某些发达国家所倡导的 / 全球

化0 意识形态, 确实有借用全球 /共同繁荣0、/全
球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0 的旗号, 推行其 /经济霸

权0、/文化霸权0 乃至 /军事霸权0 的嫌疑, 在一

定程度上 /全球化0 浪潮已经弱化了发展中国家的
主权。例如, 大家熟知的 /人道主义干预0 就是人

权高于主权理论的必然结果, /先发制人战略0 就

是无视国家主权的新帝国主义理论的自然延伸,

/全球治理战略0 就是世界主义理论的逻辑要求。

另外, 国际体制之所以使世界秩序得到稳定是由于

霸权国家提供了体制这一国际公共物品, 维护了秩

序, 并通过这一认识得出了新的结论。在落后国家

加入这一体系时, 所拥有的获得双赢博弈的余地是

十分有限的。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 同样也存在

着这种潜在的危机。

具体来看, 随着中国加入WTO, 国外各种高

等教育机构纷纷 /抢滩登陆0 中国的高等教育市

场,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高等教育国际交

流与冲击。外国教育机构来华合作办学等高等教育

国际交流项目的主要目的是来 /淘金0, 而非 /教

育扶贫0;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大

学把目光投向中国留学生, 成为 /人才收割机0,

既 /收0 人, 又 /割0 钱。据介绍, 美国一年就接

受中国留学生 5万人, 这相当于中国 20多所著名

大学一年毕业生的总和。/有糖的地方就有蚂蚁。0

这种经济利益是显见的, 这是教育作为一种服务贸

易的内在要求, 是容易按照法律、法规来约束的,

尽管这些法律法规都是西方发达国家按照 /利己0

的原则制定的 /游戏规则0。然而 /教育可以被看

作是 -外交政策的第四个层面. 0, /商业追随精神
上的支配, 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0, [ 5] /传教士已成

为世界上的一股势力。政治家已确信, 传教士是一

种媒介, 通过他们, 西方的意志必定要对中国起作

用0, 这种交流背后的政治和宗教方面的用心则是

潜在的, 是 /于无声处0、 /随风潜入夜0, 是不容

易按照法律法规来约束的, 也是很难判断的。说到

这里, 有学者或许会说, 高等教育国际化交流中也

有不少是非敌意的交流与合作, 甚至不少是和善的

援助。对此, 笔者不是急着要去否认这种可能, 只

是觉得不能单纯地、不加分析地看待它, 因为它从

来就不是单纯的。不妨让我们仔细听听来自美国的

国际著名比较教育学家菲利普#G#阿特巴赫给我们

的告诫: /工业化国家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专门知

识, 部分原因是为了维持它们对第三世界大学的影

响, 部分原因是出于利他的动机, 可能还有部分原

因是出于他们的知识优越感0, /给第三世界的国外

资助项目、技术援助及其他方面的援助有复杂的动

机以及通常不可预料的各种后果。捐赠国在提供资

助时往往怀有好几种目的, 其中之一便是教育和政

治结构的渗透, 这种渗透能确保稳定及普遍地模仿

西方的趋向0, /这种援助维持了第三世界的依附模
式0。[ 6]回到国家主权和教育主权这个问题上来, 尽

管笔者承认中国作为一个有着独立主权的民族国

家, 其国家教育主权旁落的可能性是甚小的, 但却

并非绝不可能, 也更不能由此断定教育主权不会被

部分让渡、转移和干预。因此, 在全球化时代,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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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保持一种审慎而非盲目乐观

的态度。

二、教育主权和国家文化安全的

视角

与上面提到的经济、政治、宗教因素相比, 我

们更容易忽视的是教育主权中的文化因素, 即国家

文化安全问题。国家文化安全指一个主权国家的文

化价值体系, 特别是主流文化价值体系, 免遭来自

内部或外部文化因素的侵蚀、破坏或颠覆。国家文

化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有着极其重要的

意义。我们关注文化安全, 也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注

意到来自文化领域里的不安全因素的困扰、侵蚀乃

至威胁。当维系国家、民族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念或

主流意识形态受到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副作用而发生

扭曲、变形时, 当国家的文化立法权、文化管理

扫、文化制度、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独立自主权

等等受到干涉或限制难以正常发挥作用时, 国家文

化安全乃至于整体的国家安全就只能是一种期望

了。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 在温情脉脉的文化交流

和整合的背后, 价值冲突以血与火的形式上演着,

全球化与价值冲突的关联日趋明显。随着全球化进

程的加快, 价值领域的冲突异常激烈, 表现形式也

异彩纷呈。政治、经济、文化的冲突, 其核心是价

值冲突。自由主义、新干涉主义甚至以武装冲突的

形式肆无忌惮地表达西方的价值理念。东方主义与

亚洲价值观的式微使传统价值观前景堪忧, 也直接

影响到其民族利益的表达。在全球化时代, 价值的

困境, 是一个民族前进方向的迷失。为什么这样说

呢? 打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 如果我们将国家比

喻成一个有机体, 那么军事是其骨胳, 政治是其头

脑, 经济是其血肉, 文化就是其遍布于全身的神经

系统。神经系统的 /中毒0 或 /紊乱0 会使国家这

个巨人无论拥有多么坚强的骨胳、多么智慧的大

脑、多么丰满的血肉也不能挺立于世。这也就是

说, 一个民族国家失去了文化特性, 民族独立性也

就失去了依托。拿 /苏联解体0 这个活生生的例子
可能更好说明这个问题。中国社科院陈奎元院长曾

深刻指出: /苏共丧权、苏联解体, 当然有体制僵

化、经济缺少活力、决策失误等多方面的原因, 但

精神信仰的崩溃, 在 -西化.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

冲击下, 党和人民的思想陷于混乱, 则是更为深刻

的根源。0 [ 7]那么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 20世纪 90

年代初, 美国一本专门从事中国研究的杂志说:

/在中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中, 核心的危机是自性危

机 ( Identity Crisis) 0, /中国正在失去中国之所以为

中国的中国性。0[ 8]回顾历史, 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

看到, 举凡那些破坏或企图破坏其他主权国家安全

的侵略者, 总是在进行军事威胁与占领、政治遏制

与颠覆、经济剥削与掠夺的同时, 进行有预谋的文

化侵略, 丑化、解构甚至从根本上摧毁主权国家的

主流文化价值体系, 从而达到危及和侵犯主权国家

的文化安全和国家安全的目的。针对这个问题, 爱

国诗人闻一多先生早在 1925年就曾振聋发聩地道

出: /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在政治、经济有被人征
服之虑, 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虑。文化之征服甚于

其他方面的征服千百倍之。防微杜渐之责, 舍我辈

其谁堪任之! 0 闻一多先生的这句提醒对今天来讲

仍然不乏警示作用。因为, 当前随着我国加入全球

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与国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 教

育国际化至少在现阶段具有促使发展中的第三世界

国家成为已发达国家的文化和教育附庸的危险, 国

家文化安全面临着严峻挑战。

此言绝非危言耸听。近代以来还存在着 /中心

) 边缘0 结构为特征的民族国家体系, 而且中心与

边缘不仅仅存在于国与国之间, 同样也存在于工业

化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学之间。正像菲利普#

G#阿特巴赫所言, 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型大学是

知识和教育的创造者, 处在国际知识和教育体系的

/中心0 地位, 第三世界的大学则是知识的传播者

和教育的模仿者, 处在 /边缘0 的地位。[ 9]这位美

国学者还一针见血地指出, /第三世界的大学是殖

民机构0, 因为 /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建立在某种
西方模式上, 反映着西方体制下的多种价值观念和

组织形式。在许多情况下, 教学语言用的是外语,

很多教师曾在国外受训0。更深刻的在于, 这种情

况已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 而且已经变成一种制

度安排。就其现实发展过程的内在文化逻辑而论,

教育全球化的后殖民特征日趋明显, 发达国家借助

其先进的科技、拥有众多的文化输出渠道, 再加上

其领先的政治经济地位, 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新

的文化殖民主义。其社会价值观、思维和行为模

式、生活方式甚至包括政治观点等方面都会随着知

识技术的输出而传播到发展中国家。这样, 在现实

的教育全球化过程中, 我们看到的是第三世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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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更加西化、非西方的文化传统从主流教育中

的迅速消失、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才流失和西方文化

主导下的世界趋同等现实的后殖民过程。可以说,

在文化思想上的这种不加选择地全盘西化, 实际上

是进入了一个很大的误区。这种误区是以 /赶超0

的高压迫使得中国长期处在以他者为标准和尺度的

自卑又自傲的狂躁情结中, 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人

的眼光和标准来审视自己的一切作为, 甚至为了西

方的喝彩而做秀 ) ) ) 割裂中国传统, 消解传统中国

精神, 放弃中国立场, 丧失中国身份。按照这种虚

矫模式加以推论, 即使在文化上做到不比洋人差,

甚至比洋人玩得更好时, 却已将中国文化的 /太极

剑0 玩成了西式的 /拳击0 ) ) ) 邯郸学步、南辕北

辙而已。

/观今宜鉴古0, 以上提到的这种种种情形在我

国历史上依稀可见。北京大学的学生罗章龙在回忆

上个世纪 20年代在北大的经历时写道: /留学教员

中, 从美国回来的, 有亲美派。他们推崇美国的

-民主制度. , 大力奉倡杜威的实证哲学。而从英国

留学归来的, 则歌颂英国的 -议会制度. , 羡慕英

国的生活。甚至有人公开说: -假如中国有一天亡
国了, 我希望亡在英国人手里. 0。[ 10]几乎与此同

时, 北大的教员沈尹默提到当年的预科学长徐敬侯

/一开口说是 -我们西国. 如何如何0。[ 11]北大教授

陈百年在 1923 年也曾注意到: /今日的思想以为
-凡是新的就是好的. 0, 同时 / 现在的人以为外国

来的都是新的, 所以 -新的就是好的. 的思想, 一

变就成了 -凡是外国的都是好的. 。0 趋新大势与尊
西倾向的结合是非常明显的。对此, 蔡元培曾敏锐

地指出: / 吾国学生游学他国者, 不患其科学程度

不如人, 患其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所谓特性,

即地理、历史、家庭、社会之影响于人之性质是

也。学者言进化最高级为各具我性,,能保我性,

则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 吸收而消化

之, 尽为 -我. 之一部, 而不为其所同化, ,尽吸
收其优点, 且发达我特性也。0 [ 12]否则, 只能造成

/留德者为国内增加几辈德人, 留法者、留英者,

为国内增加几辈英人、法人0 的结果。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0 再看看我们的东邻日
本, 也不无镜鉴意义。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 采取

所谓 /脱亚入欧0 的政策, 其结果是教育被西方模

式所同化。日本学者井深大指出: /日本近代教育
是以 -赶超欧美. 为出发点的, 因此, 其教育内容

也全部吸收了欧美的教育内容, 开始时连教科书等

也是翻译欧美学校使用的教科书来使用。令人吃惊

的是, 甚至连国语课本也是翻译美国的威尔逊读

本, 在全国各学校使用。0[ 13]
另一位日本学者池田

大作也说: 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 由于热衷于向欧

美各国学习, /特别是有这样一种倾向, 一提到知

识分子, 不是根据一个人有多少智慧, 而是看他懂

多少欧美思想和学说来判定。0 [ 14]
这样的教育模式

除了能够培养出一大批 /香蕉人0, 还能有别的可

能吗? 从日本近代以来教育的命运中, 我们分明看

到了自己的影子。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 还美其名

曰 /与国际接轨0, 这是近两个世纪以来东方民族

陷入的一个误区, 其结果只能是民族自信心丧失殆

尽, 以至于出现一种极度的反弹。1970年 11月 25

日, 日本文学大师三岛由纪夫以日本传统的自杀方

式结束了自己 45岁的生命。他在死前发表的演说

中指出: /我们看到, 战后的日本受经济繁荣所陶

醉, 忘记了国家的基础, 丧失了国民精神, 舍本求

末, 陷入敷衍和伪善, 自动地跳进了灵魂空虚的深

渊。0 [ 15]他的绝望在于日本文化传统在现代性的挤

兑中逐步消逝。由此可见, 文化上的原因乃是三岛

由纪夫之死最深刻的原因。它归根到底源自一种难

以排解的文化焦虑。三岛由纪夫的自杀, 无疑是一

个具有浓厚象征意味的事件。类似的文化焦虑在中

国学者那里也有深切的体验。例如, 对中国文化有

一种生命般关怀和担当的钱穆先生, 以其特有的对

中国文化命运的敏感和忧患, /看到一旦传统被抛

弃, 新的中国就会产生一大批 (西方式的) 技术人

才, 同时中国也就把灵魂卖给了西方。0 [ 16]

综上观之, 在为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浪潮

欢欣鼓舞之余, 我们也不得不以批判的睿智审视其

普世主义乌托邦理念下面涌动着的 /后殖民主义0

的暗流, 警惕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中教育主权的显性

和隐性的旁落、让渡和转移。笔者之所以着重墨于

此予以强调, 并非意在否定对外来文化采取开放的

态度, 也决非狭隘的民族主义情节作祟, 更不是极

度自卑心理引发的自大狂式心态使然, 问题仅仅在

于文化开放只有建立在一种文化自觉和平等对话关

系的基础上才可能是建设性的。基于对中西文化关

系的主体态度和文化意向, 我们应该坚持的是 /平
视对话和差异互动模式0, [ 17]求平和求生态求多元

是其基本特征。平视对话就是坚持继续拿来, 但又

不满足于仅仅拿来, 而是要超越拿来思考拿来之后

的事情; 抵制要么媚俗迎合要么狭隘民族主义地排

斥西方的思维模式, 而是继续学习西方之长处却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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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仰视迷信西方, 当然也不自我迷恋, 只是将本土

话语与人类共性共识相结合, 用中国当代的全球性

眼光而非西方人的眼光 /重新0 发现和阐释中国,

精心打造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0 的文

化品牌, 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那种自我

保守僵化或者自我虚无的殖民心态都已过时, 需要

的只能是开窗 (拿来) 和开门 (输出) , 才能使那

种所谓的 /聋子对话0 的时代成为过去。应该以不

卑不亢的胸怀, 不屈不挠的志趣和不偏不倚的气

度, 走出一条充分体现 /沟通理性0 的既利己又利
人的康庄大道来, 纠正我们在西方人视野中的 /妖

魔化形象0。值得指出的是, /文化输出0 不是强势

地位征服别人, 而是一种对等交流和对话重新确

立, 是在几个世纪以来不断边缘化的中国文化自己

发言的机会, 寻求中国形象和中国文化身份的重新

阐释和重新确立, 进而在中国知识界重新发现和创

造中国文化的魅力中实行 /文化输出0 战略, 进而

打破全球化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单边主义, 在新

世纪世界文化中发出中国的声音, 展示出新世纪中

国文化的精神魄力。只有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国家

文化安全, 才是积极的, 而不是消极的; 是开放

的, 而不是关闭的; 是发展的, 而不是停滞的; 是

维护文化多样性的, 而不是推行文化单一性的。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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