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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大 学 的 理 想
宣 勇

纽曼《大学的理想》问世已一百多年了，什么是

大学的理想依然一直是高等教育理论界和教育家们

孜孜以求的。原因是显见的，因为大学的一切实践活

动都源自于对大学理想的追求，无论哪个时代哪个

国家的高等教育方向都受大学理想的支配，主动探

寻和实现大学的理想是每一个大学肩负的神圣使

命。

“大学的理想，就其本质而言，是人们对大学的

一种展望、追求和向往，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设计与构

想，是引导大学乃至整个高等教育发展的航向。”& % ’在

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上，英国的牛津大学、德国的柏

林大学以及本世纪美国的大学代表了大学发展的方

向。有关大学理想的研究和总结可以以纽曼、洪堡、

弗莱克斯纳和科尔为代表，既反映了他们各自所处

时代和社会的特征，也揭示了大学理想演变的历史

轨迹。他们的大学理想建构各有侧重，也有诸多偏

颇，但透过他们人本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和工具主义

的大学理想，可以发现其中一个共同的恒久不变的

内核——— 知识，并都是以围绕着知识的发现、整理、

传承和应用这些环节来进行描述和展开的。

因此，能完整地整合他们的思想并能简约地做

出表述的，我以为是“穷理尽性”四个字。《易· 说卦》

有云：“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后孔颖达疏“穷理尽性”四字为联：“穷极万物深妙之

理，完尽生灵所禀之性。”进一步地阐发了“穷理尽

性”四字所具有的独特内涵，“穷极”和“完尽”的用词

到了极至，体现了理想的现实超越性。理想作为一种

合理的设想总是高于现实而存在的，它是一种“从无

生有”的创造，是指向“尚不存在”的未来。“万物之

理”和“生灵之性”涵盖了大学一切活动的对象性，被

誉为“终生校长”的梅贻琦先生就明确主张：“办学

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

是造就人才。”& ! ’著名教育家孟宪承先生将大学的理

想表述为“智慧的创获”和“品性的陶熔”& # ’，说的都是

一个意思。“穷理尽性”显现了大学人求真、求善、求

美的积极态度，是大学理想与使命最好的也是最高

度的概括。

一、穷极万物深妙之理：高深学问的探究

(一 )穷理与高深学问

蔡元培曾断言：“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 ’

强调以认识论为高等教育哲学基础的人“趋向于把

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认为“探

讨深奥的实际知识是学术事业不证自明的目的”。约

翰·+·布鲁贝克把大学看作是研究高深学问的社

会机构：“在某种意义上，所谓‘高深’只是程度不同。

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这种程度在教育体系的上层是

如此突出，以致使它成为一种不同的性质。教育阶梯

的顶层所关注的是深奥的学问。”& , ’然而，知识的发现

是永无止境的，因为“这些学问或者还处于已知与未

知之间的交界处，或者虽然已知，但由于它们过于深

奥神秘，常人的才智难以把握。”& - ’所以洪堡断言，“大

学应视科学为一尚未完全解答的问题，因而始终处

于探索之中” & . ’，完全性的结论取决于对真理和知识

的永无止境的探求。换言之，大学发展的过程是一个

不断“穷理”的过程，大学与高深知识之间的关系是

一种动态的关系，“已知”知识的上限不断地突破“未

知”知识的下限，使得“已知与未知”之间的知识不断

地向前滚动；过于“深奥神秘”的已知知识，由于笼罩

其上的面纱被不断撩开，其神秘性也逐渐地丧失并

最终被新的已知知识所代替，已知知识也不断向前

发展。正是基于对知识的执着和“穷极万物深妙之

理”的大学理想，使得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前赴后

继，才有今天的学术繁荣和大学昌盛。

(二 )穷理与学术自由

摘 要 笔者认为用《易·说卦》中“穷理尽性”四字来概括和整合各种大学理想的表述是最为简约和

贴切的，从“穷极万物深妙之理”的意义上对穷理与大学的高深学问、穷理与学术自由、穷理与

大学自治以及从“完尽生灵所禀之性”的意义上对尽性与人的全面而自由地发展、尽性与教育

目的、尽性与素质教育等方面对“穷理尽性”四字所蕴含的大学理想之内涵作了简要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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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深学问的探究是一项“穷极万物深妙之理”的

活动，它是一项极具创造性的活动，有其自身创生和

发展的规律性。要求学者们充分发挥创造性思维，学

术活动的环境不能有丝毫堵塞这种创造性思维空间

的障碍。如无学术自由，哪来学术创新？而且“高深学

问忠实于真理，不仅要求绝对忠实于客观事实，而且

要尽力做到理论简洁、解释有力、概念文雅、逻辑严

密”。’ $ (真理的价值在于它的客观性，学术的客观性或

独立性来自于学者们的价值自由，不受其他价值的影

响而排除所有的感情色彩，充分享受学术自由所给予

的权利。“因此，按照逻辑推理，忠实于高深学问看来

需要尽可能广泛的学术自由。”’ & (

大学学术自由的意义还远不只此，它不仅是研究

高深学问的地方，也是培养高级人才的场所，没有学

术自由，只能培养庸才，培养不了具有高度创造力的

人才。因此，大学的学术自由也应包括大学生的学习

自由，内容包括学生选择学什么的自由、决定什么时

间学和怎样学的自由，更重要的是有独立思考和形成

自己思想的自由。在后面关于“尽性”的论述中我们

还将展开。在这里，引用朱九思先生极为高度概括的

话来强调我们的论证：“大学生命的真谛是学术自由，

追求真理。”’ %" (

)三 *穷理与大学自治

倡导学术自由和追求真理会十分自然地引出学

术活动如何管理的问题，以利于实现“穷极万物深妙

之理”的大学理想。这个问题有二个层面：一是学术

活动的内部管理，它主要涉及专家治校。由于学术活

动的特殊性，需要在知识上占有优势的人执掌学术权

力，教授在学校的教学和研究事务中应具有决定性的

权力，同时也应广泛地参与学校的其他事务，这是容

易使人理解的事实。“既然高深学问需要超出一般

的、甚至是神秘的知识，那么，自然只有学者能够深刻

地理解它的复杂性。因而，在知识问题上，应该让专

家单独解决这一领域中的问题。”’ %% (问题的关键在于

学术活动管理的第二个层面，即大学自治与政府控制

之间的相互关系。 因此，怎样在政府控制与大学自

治之间保持恰当的张力，处理好控制与自由之间的关

系，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

题。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中脱胎出来，建立既合乎

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需要，又遵循高等教育自身规律

的要求；既继承历史上大学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传统

中积极的成分，又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依法自主办学

的大学模式，无疑是我国大学管理体制现代化改革的

方向，也应是现代大学的管理理想。

二、完尽生灵所禀之性：人的全面而自由地发展

)一 *尽性与人的全面而自由地发展

“性心”之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特别是

关于性及性善还是性恶的议论甚为纷繁。关于性论

诸子百家各有不同，概而述之，最少有三项不同的意

谓 ’ %! (：一是“生而自然”。如告子“生之谓性”之性，荀

子“性者天之就也”之性，韩愈所谓“与生俱生”之性，

及宋儒所谓气质之性。二是人之所以为人者。孟子讲

性就是这层涵义，强调了人与禽兽的差别在于人之所

以贵于禽兽的要素，亦必生来即有其萌芽；但非必生

而完俱，待后天的学习而后完成的。三是人生之究竟

根据。宋代张子、程子、朱子等所谓“天地之性”或“本

然之性”，也即“极本穷源之性”。此性是全宇宙之本

性，乃人所禀受以为生命之根本的。如无此性，即无

宇宙，即无人生。暂且不论性善还是性恶，至少从以

上三种不同的意谓中可以得到三条启示：一是人是具

有潜在智能的；二是人的智能通过后天是可以激发和

习得的，即孔子所谓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三是人

性的穷尽与对宇宙的认识和穷尽是密切相关的，穷理

与尽性是不可分割的。

照此理解，这不正是教育的价值与使命吗？《大

学》开宗明义深刻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

民，在止于至善。”在《三字经》中，“人之初”是“性本

善”的，此“性”此“善”是先验的、朴素的、低层次的。

而“止于至善”中的“善”是经过教化的、自觉的和高层

次的 + 是人性之中的“智”和“能”经过培养而由“智”至

“善”、有“能”达“善”的善。“智”和“能”从何而来？只

有通过教育，通过知识的传递发掘人的潜能、开启人

的心智、唤醒人的良知而达到“尽性”之目的。

从一定意义上讲，“尽性”的涵义与马克思所讲的

人的全面而自由地发展的涵义是一致的。马克思在

论述个性的发展时认为：个性的充分发展就是“一切

天赋得到充分的发挥”’ %# (，人的“全部才能的自由发

展；”’ %, (实现“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 %- (因而，

我以为孔颖达对“尽性”二字的注解是极为深刻而生

动的，“完尽生灵所禀之性”与马克思“人的全面而自

由地发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二 *尽性与教育目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是制定我

国教育目的之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全面发展的人

只能通过全面发展的教育来培养和造就。马克思曾

作过如下的论述：“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

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

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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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

一方法。”% &’ (通过这种教育，实现那种“把不同社会职

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

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 &) (。

教育目的涉及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它是以观念

的形式反映着社会发展对受教育者成长的客观要

求，体现着社会对造就的社会个体成长的方向、性质

和质量规格的总的设想或规定，是教育的出发点和

归宿，也是大学理想的核心。教育目的的不同就会有

不同的大学理想，人本主义、理性主义和工具主义的

大学理想的对立与冲突就源自于此。其矛盾的焦点

在于：大学教育应该着眼于人的培养还是劳动力的

训练，是应该注重“人”还是注重“人力”？三者的偏颇

是显见的。特别是 &* 世纪后期以来，大工业生产发

展和社会现实的需要，使大学向更加功利的方向发

展，工具主义的大学理想占了上风，直接的后果导致

了科技与人文、物质与精神的分裂，于是人们开始反

思片面强调科技和物质增长的工具主义和工业化模

式，呼吁把科学与人文、物质与精神、理性与感情两

种文化与两种教育结合起来，呼吁重新思考马克思

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地发展的思想在当代的深远意

义。

+三 ,尽性与素质教育

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为指导的教

育目的的实现，必须从工具主义的大学教育理念中

脱胎出来，向素质教育转轨，以实现“尽性”的大学理

想。从根本上看，素质教育的理念来源于人的全面发

展的学说。素质教育的提出，无疑是对现实教育缺失

的批判和纠正，是教育本质的复归，是对现代教育价

值的正确定位。

“所谓素质教育，是指以提高人的素质为目的的

教育”% &$ (。人的素质指人作为人的质量，人不仅有着

区别于动物的文化意识，更有着动物所不具有的精

神力量。人的素质是人的先天素质即人“生之谓性”

之性与后天的教化即“由习而成”之性的有机结合

体，是人的先天禀赋和后天环境与教育共同作用的

产物。这种素质的形成，必须以“生而完具”、“与生俱

生”之性为基础，离不开后天知识的内化、经验的获

得和技能的训练，但这种素质又不等同于知识、能力

和经验，而是一种基本的、内在的、相对稳定的、浑然

天成的身心组织结构和质量水平，具有“内在性、整

体性和基础性”% &* ( 的特点。因此，素质教育也是一种

“尽性”教育，它尊重人的主体性和人的主动精神，注

重开发人的智慧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 注重

人的全面、自由和和谐的发展，是实现“尽性”的大学

理想的必由之路。它真正培养学生具有创新能力、判

断和选择能力、批判精神、责任意识和独立人格等现

代人才必备的素质。

（本文作者是浙江工业大学副校长，浙江杭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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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指出，!""# 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的招生类别

为：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包括法律硕士 + 2/ 3 ,、教育硕

士 + 45/ 3,、工程硕士、农业推广硕士、兽医硕士、公共卫生硕士

+367,、军事硕士、工商管理硕士 +389,、公共管理硕士

+369,；高等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中等职业学校教师

在职攻读硕士学位。

在职人员报考攻读硕士学位应具备的条件，国务院学位

办对不同的招生类别规定了不同的要求。

报名采取网上报名和现场报名相结合的方式。现场报名

时间为 !""# 年 $ 月 !) 日至 #& 日；网上报名时间为 $ 月上、中

旬。

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考试实行全国联考。不同招生类

别的入学考试科目有不同的规定和要求。

全国联考时间为 !""# 年 && 月 & 日、! 日。

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发出“关于 !""# 年招收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工作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