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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动人的人文景观，从来不重复。虽然我没有那么幸运亲自去听于漪
老师的课，但她对教育永不满足的精神会一直激励着我，无论我身
处何地，无论我在教学的哪一岗位上，只要站在讲台上我都要全力以
赴，力争让每堂课都是师生互动的公开课。

五、结束语
“教育奠基中国”——作为一名普通的专业课教师的确深感任

务之艰巨，责任之重大。在PLC课程教学中所谈到的几点体会还有待
于进一步完善，俗话说：“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在教

与学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努力开创适合自己的教学风格和教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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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人文精神亟需“返魅”
——读金耀基《大学之理念》的思考

◎宋路平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摘要】金耀基的《大学之理念》倡导大学人文精神返魅，对重构大学理念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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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耀基先生的《大学之理念》并非皇皇巨著，全书仅十二万
字，却涉及大学的精神、科学与人文教育、通识教育、学术自
由、现代性全球化与华人教育等诸多问题。仔细研读后发现，这
本薄薄的小书浸透了一个知识人对文化的热爱和对教育的虔诚，
是金耀基教授对大学理念的哲学思考和对人文精神的高扬。

在科技教育独占大学话语权的今天，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
当下，在工具主义冲击下大学精神迷失的如今，对金耀基教授的
《大学之理念》进行科学的解读，有助于我们对当今大学教育许
多问题进行深层和深刻的思考。

“巴黎、牛津、剑桥等是经典学问的古老中心”，曾经“它
们对经验科学的注意只是第二位的”。如今“科学成为当阳称尊的
显学。在剑桥，攻读自然科学的越来越多，而人文教育则越来越萎
缩”。出现这种局面的大学何止剑桥一间！金教授写剑桥的目的并不
止于剑桥，而是要以剑桥为参照，梳理科学与人文之争的历史脉络，
引发对当代文化及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的思考。

《大学之理念》认为，今日科学与人文的紧张性在于科学
主义建立在一种错误的信仰之上，“以为只有科学的真理是唯一
的真理”“将一切知识科学化，并造成知识的阶层性”，为此，
书中对科学的局限性作出了令人信服的阐释并且借罗素之口指出
“科学能处理手段，却不能处理目的；目的必须依赖感受”，主
张“今日的文化必须包括科学与人文，今日如不懂科技文化是不
足以言‘完全的人’或圆通的文化人的。同时，……人文学不是
科技的婢女，而是伴侣”，还重点探讨以人文弥补科学的局限。
字里行间透露出两种文化整合的不对称性，这当然与作者的个人
经历和学术背景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作者有感于“近数
十年来，世界大学教育的趋势显然是科学压倒了人文”。

两种文化的整合与两种教育的整合具有本质一致性。因此，
《大学之理念》认为大学应该加强通识教育。鉴于对通识教育的不同
理解及实施的方略不同，金先生对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相当推崇，把罗
索维士其的“核心课程”视为实施通识教育的理想范式。但“核心课
程”由哪几部分构成，各自包括哪些学科与基本概念原理及其比例关
系等详细方案不是《大学之理念》所能给出的，它只是深深关切“知
识人”的合理的知识结构与人格修养。金教授在《大学之理念》中还
花了不少篇幅专门探讨书院制。书院制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古大学超国
界的世界精神的体现，在现代化大学大而杂的体系中能较好地起到解
决“喧闹”和保留人文精神的作用，不失为现代大学的思路借鉴。

“今日，大学之最流行的形象不是‘象牙塔’，而是‘服务
站’了。社会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政府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
市场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大学不知不觉地社会化了，政治化了，
市场化了。”这是金先生对大学日益成为“服务站”的不满和呐喊。
目前，大学正陷入越来越深的现代性二重困境之中：不随世俗潮流，
大学难以生存发展；跟随世俗潮流，大学就离其内在精神越来越远，
越来越“异化”。大学作为“知识性组织”，服务社会是其根本职
能，大学依靠其“智力输出”来服务于社会。但大学教育是指向未来
的事业，适应与超越是其本质特点，大学服务社会的同时不能走向媚
俗与短视。

对此，《大学之理念》有较为深刻的说明。“从大学的本质
与长远的发展看，大学虽然应该以其专有的知识来服务社会，以
解决或疏导当前的问题，但它不能太过重视‘当前’的问题，或
有急功近利的做法。大学为社会之一分子，它与社会间心里上的
高门危墙应该拆除，但它必不可在‘当前’与‘实际的’问题之
下，放弃或影响到它探求真理，造育人才的‘长远’而‘根本’
的使命”。“大学学者与学生不能萧然物外，对社会无所萦念，
对生命无热情。但假如急急于走出‘象牙塔’，则不啻放弃了大
学之为学习与创建知识的目标”。“大学之对社会保有一定距离

是必需的，此一距离是维持一观照反省的智慧之客观条件”[1]。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象牙塔”的风格应保持和维护。

“学术自由”是一个古老的学术理念，“学术自由本质上是精
神自由，它意味着学者在从事学术活动时所作的任何选择或学术结
论，遵从的都是他自己的理性判断和对真理的执著信念，而不是对任
何权威的盲目遵从”。《大学之理念》认为，学术自由离不开社会的
一般自由，只有在开放的民主法治社会，学术自由才有实现发展的机
会。于是，提出了学术自由的制度性保障问题。首先，要减少来自政
治方面的压力与阻力，以尽量保护学术自主；其次，要克服“有奶便
是娘”的心态，以防止对学术自主的侵蚀。金教授认为“大学不能遗
世独立，但却应该有它的独立与自主；大学不能自外于人群，但却不
能随外界政治风向或社会风向而盲转、乱转。大学应该是‘时代之表
征’，它应该反映一个时代之精神，但大学也应该是风向的定针，有
所守，有所执著，以烛照社会之方向”。

金教授的《大学之理念》绝大多部分在讨论具有普适意义的大
学理念及与大学相关的问题，同时他也花了一定篇幅探讨全球化、现
代化背景下的华人教育，这对于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或将要面临的问
题具有方法论上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大学之理念》通过详实的考察与论证，认为“全球化虽然为
世界带来了一些普遍的现代性格，但世界并未出现单一的现代文明，
恰恰相反，正由于全球化，亚洲及其他区域因为在现代化上的成功，
激发了自觉与自信，而寻求文化上的身份与认同”，使得全球化一方
面表现出全球性，另一方面则激发地方性。“全球地方同在性”是全
球化与地方性的一种辩证动态。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也深同此理。事实
也证明，中国的高等教育必须面向世界才能获得发展，国际化是我们
不能回避的事实潮流。但在坚持国际化办学的同时，一定不能放弃民
族化方针。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伴随其独
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逐步形成的，是民族性及其实现方式的浓缩，
每一种外来的文化都不可避免地要经过这种文化的过虑和选择，正是
民族文化的这种过虑、选择的作用，使各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在频繁交
流的今天，仍然保持了各自的特色。所以，高等教育的发展应该走民
族化和国际化相结合的道路。

《大学之理念》言，“华人的高等教育在国际化的同时，在
担负现代大学普遍的功能之外，如何使它在传承和发展华族文化
上扮演一个角色，乃至于对建构华族的现代文明秩序有所贡献，
实在是对今日从事高等教育者的智慧与想象力的重大挑战”。

大学的理念即为大学的灵魂，没有理念的教育等于失去了灵
魂，而人文精神是大学理念的文化价值核心。近年来大学人文精神滑
坡现象令人担忧。金耀基先生的《大学之理念》正是对大学理念的诠
释，更是对大学人文精神“返魅”的呼唤。其详略精当的描述与独到
深刻的见解，引发了人们对探索新时期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理念深层问
题的思考和对中国大学前景的关注，是对大学理念的集大成之作，是
激人深思、颇见功力的一个范本，是一部值得细细品味的佳作。

参考文献

[1]金耀基.大学之理念[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8.

[2]秦晨.人文科学与大学的通识教育——读金耀基大学之理念的思考[J].前沿,2007(4).

[3]张应强.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整合[J].高等教育研究,1995(3).

[4]李从浩.科学与人文的此消彼长——金耀基大学之理念读后感[J].复旦教育论坛,2005(5).

[5]王建平.大学之道的本质探寻——金耀基著大学之理念评析[J].长沙铁道学院学

报(社会科学版),2009(4).

作者简介：宋路平（1984－），女，河南辉县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2009级硕士

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学。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1445148?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