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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美国体制内知识分子,阿尔特巴赫既具有美国人普遍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 同时严格恪守体

制内知识分子的学术责任; 作为一个心怀天下的学者,他在力求使自己的研究客观公正的同时关注弱势、不满

霸权、祈望世界知识网络中不平等的祛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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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 an intellectual within Amer ican system, A lt bach is arr og antly Western-center ed and scrupulously

abides by the academic responsibilities o f intellectuals w ithin national academic sy st em. As a far-sighted

scho lar , he is impersonal and impartial in his study and attention to the disadvantag ed, cr itical of the supremacy

and look forwa rd to elimina tion o f the inequality in the academic circle of the w or 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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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利普·G·阿尔特巴赫,美国波士顿学院终

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卡内基教学促进

会资深会员,担任 Rev iew of Higher Educat ion 和

Educat ional Policy 杂志编辑, 在高等教育、比较教

育、出版和知识传播方面著述颇丰,是国际知名的

比较高等教育专家。

在比较高等教育领域, 阿尔特巴赫对多个问题

都有深入涉猎。《比较高等教育: 知识、大学与发展》

是较近的一本专著。说是专著,其实是论文集,收集

的论文写作于 20世纪 80、90年代。阿尔特巴赫将

专著内容分为四部分, 即几种视角、教师与学生、交

流(人员与思想)及边缘的中心(新兴工业化国家和

地区)。从研究的理论支持和方法上看,他以依附论

的观点阐明了各类大学之间的联系, 指出留学生的

作用、西方高等教育理念对亚洲的影响以及学校体

系中存在的不平等模式;在比较的框架内讨论了作

为学校核心的教授和学生的作用问题,以及在新兴

工业化国家中高等教育的发展。在分析和说明大学

发展中的国际交流和趋势、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学校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复杂性时,阿尔特巴

赫运用世界各国的例子作为论据以加强论证的说

服力。在这些问题之外, 阿尔特巴赫还对世界一流

大学、学术腐败等问题有深刻关注。阿尔特巴赫是

一个多产的学者, 因而, 几乎不可能对他所关注的

所有问题在一个框架内进行分析。在此, 我仅就研

读阿尔特巴赫专著和文章中发现的一个有意思的

问题进行探讨。

这个问题即:阿尔特巴赫在研究中采用的是何

种立场?是否像有些“新马克思主义”者(阿尔特巴

赫也被人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者)标榜的那样

“进行的是‘无立场分析’”?我认为研读学者的文章

时揣度和解剖作者的立场是很有必要的事情, 至少

有这种意识是必要的,这将有助于我们客观、理性

和全面地评价作者的思想。

提出这个命题蕴涵着一个预设: 纯粹的“无立

场分析”是不可能的, 尤其在社会科学领域,尽管这

是学者追求的目标和使研究不至于陷入偏激的学

术法则。同样昭然若揭的是一旦研究有立场,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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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立场明显时, 研究的学术价值必然受损。从这个

意义上说,没有研究是绝对没有限度的。所以,在我

们与阿尔特巴赫在文字中或者面对面进行交流时,

也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他是大人物而不敢对他提出

质疑。

在对阿尔特巴赫的研究立场进行解读之前有

三个问题需要澄清:首先,我认为, 尽管纯粹的“无

立场分析”几乎不可能实现, 但在一些问题的研究

中会比另一些问题的研究中更容易实现,尽管这种

实现也不完全。两类问题主要的分野或界限在于它

是否牵涉到作者所希望维护的某些利益,这些利益

有可能是个人利益、阶层利益、国家利益等等。其

次,学者在研究中往往不是站在单个立场进行问题

的研究。这里又有两种情况:第一,同一个问题在不

同的场合学者可能会恪守不同的“场合道德”而得

出不同的结论。第二,学者在同一场合研究同一问

题时可能多个立场同时发出声音,它们彼此矛盾但

也统一。学者研究时立场的复杂性是无可非议的,

因为学者本身是多重身份的合一。因此,在解读学

者的研究立场时,理解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态度, 这

也即道家所说的“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

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最后,现实中不同立场

统一在学者和他们的研究中,但是在对这些立场进

行分析的时候分解是必要的。反过来说, 分解仅仅

是一种方法, 并不意味着现实的存在方式。

以下是对阿尔特巴赫的研究立场的解析:

一、美国体制内知识分子的立场

作为美国体制内知识分子, 阿尔特巴赫既具有

美国人普遍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同时严

格恪守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学术责任, 即对现有制度

进行理智的审视,包括怀疑、批判并提出建设性思

考。傲慢也好、批判也罢,皆是出于对美国制度和独

霸地位的认可与拥护的立场。

以《比较高等教育:知识、大学与发展》第一部

分理论依据依附论为例,有学者曾经指出: “阿尔特

巴赫的比较教育理论有两个危险的预设:其一是第

三世界国家没有民族文化, 或者说这些国家的传统

文化都是前科学、前现代社会的产物,因此,其发展

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其二是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教

育体系和学术领域里的先进状态是无可挑剔的,而

且将会永远地保持下去。⋯⋯阿尔特巴赫上述预设

其实既是对第三世界民族传统文化的忽视,也是对

西方文化的自我崇拜。”“并没有跳出西方中心的唯

心史观。”而思想上的唯心主义必然妨碍他正确认

识他所触及到的那些社会现象的本质。

观念的片面和机械在文章《为什么美国不会成

为外国高等教育产品的市场》中也有表现。文章列

举了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种种优势, 并引用外国高

等教育进入美国市场失败的例子反复强调 GATS

并不能为外国进入美国高等教育市场提供可能,相

反只能为美国进一步打入外国市场提供方便。文章

仅以美国现有优势和一两个国外失败的例证作为

对未来形势的判断证据是不充分的。惟一的结果是

暴露了立场意识过强带来的(或许是本能)傲慢和

偏执。

这样的判断在我后来对阿尔特巴赫的访谈中

得到了证实,同样得到证明的是这种傲慢和偏见的

不堪一击。在访谈中, 我针对《为什么美国不会成为

外国高等教育产品的市场》一文, 向他提出两个问

题: ( 1) 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是否也面临一些困境或

问题不能解决? ( 2) 历史总在重复上演,美国 19世

纪向德国学习的历史和现在世界各国对美国的向

往其本质是一样的。短短 50年,世界高等教育中心

从德国转移到美国,事实证明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

的,是否可以预料下一次中心的转移?

对第一个问题阿尔特巴赫没有否认,但也不愿

做深入探讨。至于第二个问题, 阿尔特巴赫认为德

国地位的丧失是战争的原因,这种情况不太可能重

演,如果有朝一日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转移, 只可能

是一种情况,那就是美国教育系统自己异化或“自

杀”。可见, 阿尔特巴赫既否认其他国家从边缘走向

中心潜在的可能性,同时又不愿与美国体系外的人

员探讨本体系的弊端。美国人的“西方中心主义”或

“美国中心主义”的傲慢立场在这里体现得非常

充分。

那么阿尔特巴赫是否真的目光短浅、自以为

是?莫非他真的因为身在美国体系内而看不清事情

的真相?事实并非如此。在他的多处研究中,流露出

对美国高等教育现状的忧思。可见他是善于自省、

敢于批判的。更为可贵的是,他的研究并没有止于

批判, 而总是富于建设性的意见,旨在革弊扬利。

身为美国的比较教育研究学者,阿尔特巴赫的

处境其实是尴尬的。首先, 在美国,比较研究被认为

是低级的研究, 甚至不算真正的研究,不过是拿着

别人的东西堆砌一下而已。在美国人眼里, 美国的

教育制度根本不需要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因为美

国的就是最好的。其次, 美国学者的地位远不如中

国学者在本国的地位,他们在美国所能发出的声音

是微弱的, 因为政府根本不关心、不理睬。正如阿尔

特巴赫自己所说, 美国学术自由不假,可是问题也

在这儿, 太自由了, 久而久之没有人在意别人在做

什么。比较起来,中国学者受到的政府和舆论礼遇

倒让美国学者羡慕。

尽管处境尴尬,阿尔特巴赫依然严格恪守作为

体制内学者的责任。他关注着世界范围内教育形势

的变化,对美国在世界知识网络中霸主地位的危机

和维护有着冷静思考。以留学问题为例, 在《美国国

际教育中即将到来的危机》一文中,阿尔特巴赫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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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见山,忧心忡忡地指出:“美国留学生的增长幅度

已有所减缓。如果政府还不采取措施, 美国将会失

去其作为外国学生留学首选的独有地位。”接着陈

述了留学生和外国学者对美国教育、经济、文化的

巨大意义和贡献, 并分析问题出现的深层原因。阿

尔特巴赫认为:“当前的美国政策将导致两个基本

点极端不利的后果。美国将不再是最具吸引力的留

学之地。同时,美国高等教育将发现国际化的过程

更加困难了。如果美国打算保持实际范围内学术领

袖的地位,将需要扭转目前这种趋势。”阿尔特巴赫

建议美国政府放宽移民政策、增加接受留学生高校

数、促进国内外学生和学者的交流、为交流提供资

金支持而且呼吁美国政府鼓励美国学生去国外留

学。当然,阿尔特巴赫所做的一切努力,正如他自己

所认识到的那样, 没有引起政府和教育部门的足够

重视。无奈的阿尔特巴赫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前景其

实并不乐观。这样的思想在《留学:类型的变化和充

满竞争的挑战》、《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质疑》等文

章中均有体现。总之,在这些研究中, 我们看到了另

一个阿尔特巴赫: 他勇于直面现实、具有忧患意识、

谦虚谨慎、思维开放、同时富于批判精神。

在美国体制内知识分子这一立场的框架内,阿

尔特巴赫将傲慢与谦虚、偏见与客观、自负与忧患、

保守与批判等矛盾的特性完美地结合,看起来不可

思议,其实不难理解。“内外有别”是解释这些矛盾

与统一现象的钥匙。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想象“傲

慢的美国人关起门来也可能是谦虚的”, 其实谈不

上虚伪,只是面子要紧而已。可见阿尔特巴赫也是

真实的阿尔特巴赫,是人,不是神。

二、心怀天下的学者的立场

尽管头上顶着美国体制内学者的帽子,阿尔特

巴赫并不仅仅属于美国, 在美国的背景之后,还有

一个世界的背景。后者能为他的研究提供更宽阔的

视野, 尤其对于比较教育研究的学者而言,狭隘立

场是不能产生智慧的。作为国际比较教育研究的泰

斗,阿尔特巴赫不可能没有这种认识。所以,在他的

很多研究中, 可以感觉到他试图进行“无立场分析”

的努力。无立场是纯粹学者追求的纯粹理想,也是

阿尔特巴赫追求达到的境界。在《学术殖民主义在

行动:美国认证他国大学》一文中,阿尔特巴赫表现

出客观、批判的学者品质, 体现了作为“社会良心”

的知识分子的无立场之立场意识, 也可以说,阿尔

特巴赫正在努力走出依附论的局限。文章对美国认

证他国大学这一新生现象提出批判。这种批判不是

单向的,而是对双方“各打一棒”。他认为: “对于美

国来说,原则上, 对他国的学术项目以及院校进行

认证是一个坏主意。就像世界军事超级大国对海外

进行干预需要小心一样, 即使特殊的美国‘学术侵

略’在国外受到欢迎甚至受他国之邀,美国作为一

个学术超级大国,也有义务不在全球滥用其学术强

势。”同时, 阿尔特巴赫客观地提醒有认证意向或已

经在引入美国认证的国家: “美国认证是针对美国

高等教育的现实而设计的,它反映了美国学术系统

的历史、规范以及价值观。”他国采用美国认证则可

能承受“美国化的压力”,“自愿接受的、与当地情况

并不相关的外部规范存在潜在的危险结果”,“质量

保障和认证的复杂性必须深入探讨——解决办法

必须考虑到国家和地区的实际”。在访谈中,阿尔特

巴赫进一步揭示了美国认证的本质和弊端,认为利

润是推动美国认证机构向海外拓展业务的最根本

驱动力。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 阿尔特巴赫是一

个观点客观的、对国际间不平等十分敏感的、心怀

天下的学者。之所以说他心怀天下,因为他关注弱

势、不满霸权、祈望世界知识网络中不平等的祛除。

坦白地说,阿尔特巴赫的大部分研究采用的都

是比较客观的学者立场,即使很难做得很完美,至

少他是努力这样要求自己的。除此以外,阿尔特巴

赫的心怀天下并没有停留在单纯表达愿望的层面,

而是同时试图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例如,在

《比较高等教育: 知识、大学与发展》第二章“作为中

心和边缘的大学”中, 尽管他指出大学从边缘走向

中心格外难以实现,他还是提出了包括本国学术系

统的定位与评价、独立学术文化的创建、资助与本

国经济或农业发展有关的或能培育民族文化的领

域的科研、在知识交流、政治生活及学术活动中本

国或本地区语言的使用、留学类型和数量的仔细审

视在内的六条建议。对一个发达国家的学者而言,

能提出这样六条虽不全面但十分中肯的建议是很

难得的。可以说,类似的研究对于发达国家的学者

是学识和胸怀的双重挑战。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多重身份和立场的阿尔特

巴赫,一个美国体制内知识分子、一个心怀天下的

学者、一个智慧的德裔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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