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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社会上渐起的对大学的怀旧之风，恰表明高等教育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大学的发展

既不能无视社会需求，也要与社会保持边界。应综 合 考 虑 大 学 的 社 会 性、独 立 性、公 益 性、多 样 性、专 业 性 五 方

面内容。同时，要坚信大学可以引领社会文化，先从 自 身 的 制 度 文 化 做 起，回 归 教 育 本 质，完 善 内 部 治 理 结 构，

着力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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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以来，有关大学的话题特别 多。形 而 上

有大学理念、精神、属性、关系、文 化，形 而 下 有 大

学职能、分类、制度、章程、课程，具 体 反 映 在 考 试

招生、人才 培 养、毕 业 生 就 业、去 行 政 化、学 术 评

价、模式趋同、治理结构等诸 多 方 面。应 该 说，上

述的每一点都很难达成共识，大家体会到了发 展

却并不满意，这就是改革的深水区和 攻 坚 期。因

此一些理想主义的说法甚得人心，并由此弥漫 起

对大学的怀旧之风，如中世纪大学、西 南 联 大、蔡

元培思想等等。象牙塔是好，无奈只能 小 众 而 难

以大众。

一、怀旧是一种社会符号

怀旧反映了人们的不满、疑惑和愿望，向往着

美好，是一种社会符号，不可小觑。

怀旧反映了学人的期盼，但容易自说自话、孤

芳自赏。比如西南联大：她办学时间不长，当国家

战乱之时她在后方稍得安宁，老师学生的报国 之

志转向刻苦教书和学习，一流水平的师资因没 有

科研而倾其所有精力用于教学，再加上当时大 学

生很少本身就是人中精英，只能算是一流大学 师

生实现精英教学功能而成就的一段佳话，但有 复

制、推广的意义吗？再比如自中世纪以来，大学的

环境、职能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日之巴黎

大学、波洛尼亚大学已远不是过去的那个她，历史

甚至出现过割裂；蔡元培教育思想带有的浓 浓 的

留德烙印，而蔡之后的北京大学早已深受美 国 大

学的影响。

怀旧也反映了社会的期 盼，由 于 中 等 收 入 陷

阱、社会经济转型、不稳定因素加剧等困扰着社会

的发展，因此，人们希望大学成为精神的家园。社

会可以浮躁、堕落，但大学不能。可现在大学也庸

俗化了，也时有贪污、腐化、寻租现象发生，教授都

丧失了社 会 公 信 力，人 们 的 精 神 家 园 能 不 坍 塌？

怀旧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社会的期待及社会对美好

大学精神的期待。

然而，大学已不 再 是 象 牙 塔：已 然 多 元，生 长

出多维的社会职能，满足着不同的社会需求；已然

分裂，产生了内在学术性与外在社会性的分裂，内

省式的学术工作变成了实现功利目标的手段。多

元使人彷徨，分裂使人焦虑，大学徘徊在现实与脱

俗之间。当怀旧成为一种符号，小资、矫情一把是

可以的，但需要理性的思考。

二、大学不能无视社会的需求

无疑，象牙塔是高雅的，但如果大学无视社会



的发展也只能面临淘汰。

欧洲曾经有一段大学的“冰河期”，当 时 的 大

学是僵化腐朽的象征，不思进取，经院 哲 学、教 条

主义盛行。为了满足社会蓬勃发展的 需 求，欧 洲

大陆产生了两类新的社会组织：独立的研究机 构

和技术学校。技术学校后来演变成为 新 型 大 学，

如德国的工业大学和法国的工程师学校；研究 机

构至今仍然在抢夺着大学的资源。

曾经在英国人看来，通过竞 争 来 推 动 高 等 教

育发展是低俗的，如同一位教授所言：“在一个 约

定俗成的传统和特权的国度里，像牛津、剑桥这样

的大学不必参与竞争，永远不会遇到废除牛津 大

学优等地位的挑战……牛津大学也不必像美国同

行那样花力气自我炫耀一番。牛津大学作为一所

稳固的大学在国家生活中拥有无法变更的地 位，

这给她带来了 自 信 与 尊 严。”［１－３］而 经 费 问 题 迫 使

英国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开始了多次激进的改

革，积极学习美国，引进市场 机 制。今 日，英 国 高

等教育在国际上已成为一个产业而存在，且更 为

过之。

后发国家的美国高校则高举起社会服务的大

旗，威斯康星大学把整个州当作大学的校园而 成

就出著名的“威斯康星思想”。事实证明，市场 与

竞争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繁荣，如多样化的 高

等教育结构、世界最大的留学生流入 国 等。就 是

人们十分高看和向往的密集研究型大学，其实 也

是在社会服务的推动中进化而来的。

于是，在“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 间，来 自１２个 国 家

２２所大学的教育界人士３次集聚于美国，讨论高

等教育与过去有何不同，结论是：对大学最重要的

改变力量来自外界，即‘社会需求’或‘市场力量’

改变了大学”［１，２，４］。

近年来我国高校模式也开 始 走 向 多 样 化，开

始走不同 的 路 径，如 综 合 性 大 学、行 业 特 色 性 大

学、地方高校、职业技术学院等分类发展态势已然

形成，应用型本科、技术本科、服务型高校、创业型

高校、应用技术大学等新名词不断出现。但是，评

价、支持的手段还没有跟上，并不断按统一模式被

修剪，因此大家都不满意。

目前，我国每年发表的论文 数 已 位 居 世 界 第

二，近几年来科技投入以年２０％—３０％的速度增

长，并于２０１３年越过ＧＤＰ　２％的门槛，但我们显

然还不是创新型国家。可能我们的 逻 辑 有 误，做

研究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发表论文，还 是 为 了 解

决实际问 题，或 推 动 社 会 发 展 和 改 进 生 活 品 质？

前者是学者的逻辑，后者是国家的逻辑，我们错在

用学者的逻辑代替了国家的逻辑。写论文是大学

科研的表象而非本质，是教师的需要而不是 国 家

的需要。

三、大学与社会需有边界

大学需要服务 社 会，但 大 学 在 精 神、文 化、制

度方面还需要划出与社会的边界，唯有此才 能 更

好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当然，对 不 同 的 学 校

而言，这个边界可以有所不同。

社会需求既能使大学得 到 发 展 动 力，也 会 使

其面临风险与诱惑。因此，面对社会性，大学还需

核定自己修身立世的基本原则：独 立 性、公 益 性、

多样性和专业性。否则，大学就失去 了 独 立 存 在

的社会价值。

独立性。大学虽 然 要 服 务 社 会，但 必 须 保 持

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也就是《高等教育法》所规

定的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法人。高等学校是

现代社会中独立存在着的一类社会组织，如 同 政

府、企业一样，有自己独特的使命，因 此 有 自 己 的

运行规律。大学和其他社会组织一 样，存 在 形 态

和地位上各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平等性，都具 有 不

可替代性，需要以符合自身规律和运行规则 的 方

式运转。

公益性。追究大 学 的 社 会 职 能 和 服 务 性 质，

终属满足公共利益需求、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因

此是社会的公共事业，需要践行其不可替代 性 的

大学精神。当然，作为一个现实的社会组织，大学

也会有自身包括其员工的利益。这种利益要求有

时是合 理 的 或 有 一 定 的 合 理 性，但 不 能 肆 意 放

大［５］，有其组织性质 的 边 界。社 会 需 要 新 型 理 想

主义色彩的大学精神。

多样性。大学的基本职能在不同学校的侧重

应当有所不同，“理想的高等教育应该是一个高校

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大学的核心精 神 不 变，满 足

着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健康发展需求”。但是，

“系统内的各个大学又是不一样的，每所大学以不

同的方式处理不同的学术问题，各有自己对 应 的

市场份额。每所大学以自己的特色满足着不同的

８１ 　　　　　　　　　高　校　教　育　管　理　　　　　　　　　　　　　　　　　 第８卷



社会经济需求，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和

志向选择自己心仪的学校，每个教师根据自己 的

擅长和处理问题的方式选择符合自己事业发展的

学校”［６］。

专业性。高深学问 是 高 等 教 育 的 专 属 领 域，

学术是大学的工作内涵，专业性是学术工作的 基

本要求。这需要遵循专业管理的特点：尊 重 知 识

的权威性，只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才具有专家发 言

权，对传统规则的挑战性等。而在不同的大学里，

对专业精神的要求是有所不同的，如世界一流 大

学须塑造起为人类终极使命服务的胸怀并守护学

术的高贵尊严，行业特色大学要担当起行业发 展

的技术先导并培育精益求精的学术品质，地方 性

高校要有推动区域发展的责任意识和促进社会公

平的道德情怀，民办高校要面向市场育人以培 养

起学生务实的精神。

为了促使这种统一方向原则下分类发展的高

等教育理想实现，我们需要加强高等学校的体 系

建设，促使每所学校的特色发展。只有 充 分 尊 重

独立性、公益性、多样性和专业性，才能 更 好 地 实

现社会性［６］。

四、大学可以改变社会文化

怀旧有着不满和无奈的情 怀，但 善 治 者 需 要

善用这种 情 怀，以 化 作 改 革 的 动 力，攻 克 问 题 堡

垒，走出高等教育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

应该相信，制度可 以 改 变 社 会 文 化。文 化 是

民俗、习惯、传统、机制、制度甚至潜规则等积淀的

综合体现，教育本身其实也是文化的产物，文化究

其根本是制度性的。不可否认，当前社 会 已 积 攒

了不少恶 习 和 陋 习，危 害 很 大，如 腐 败、寻 租、奢

靡、官僚、浮夸、献媚等，这些都已渗入高校。既为

多数人所不齿，但也无可奈何，甚至随 波 逐 流，结

果是劣币驱逐良币。解决的办法就是依靠制度建

设，把权力限制在笼子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当制度形成规矩、转为习俗时，好

的文化也就成型了。

大学应当走在社会的前列，在 净 化 社 会 风 气

方面起表 率 作 用，这 也 是 大 学 精 神 的 灵 魂 所 在。

即使大学暂时改变不了社会文化，也需要从自 身

的制度文化做起，坚守住自己的边界，即所谓的完

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要回归教育本 质，遵 循 教

育规律，构建先进文化，规避官学文 化，密 切 联 系

社会，以学生健康成长、教师醉心学 术、促 进 社 会

发展为衡量标准。

当前的关键是营造学术生态氛围。高手在民

间，改革的活力在基层，要鼓励多样化高等学校的

成长，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人的发展和社会发 展 的

多重需求；要着力推进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

制度去维护健康的文化氛围，即那种有利于创新、

有利于和谐、有利于通过高等教育的各项活 动 提

升我们生活品质的文化。

对大学的 怀 旧 本 质 上 是 想 通 过 对 经 典 的 追

忆，重现古旧的大学理想，然而这种梦境与现实在

时空上处于完全不同的情境。斗转 星 移，把 一 段

静态的大学情结投入新时代的大学发展语境中需

要的是全新的理性视角，不可仅仅宣泄于感 性 层

面，停留在对大学怀旧的情绪中，而应当以怀旧激

发起剖析大学现实危机的勇气并努力寻找解决危

机的途径，使大学与社会的发展改革紧密联 系 起

来，使大学的理想在更高的历史阶段同样焕 发 出

灿烂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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