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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塞特的高等教育思想

闫晓云 ,熊华军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在奥尔特加· 加塞特看来 , 19世纪是个“大众人”的世纪 ,懒散草率的 “大众人”充斥于社会的每个角落 ,就

连作为培养人才的大学竟也沦落为“大众人”的附庸。为此 ,奥尔特加· 加塞特提出 ,大学要面向“大众人”的反叛

进行改革 ,必须彰显其独有的引领社会风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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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尔特加·加塞特 ( 1883- 1955) ,西班牙著名

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 在《大学的使命》和《大众的

反叛》这两本著作中 ,奥尔特加·加塞特把犀利的

目光投注于大学这个培养人才的知识殿堂 ,并且认

识到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已沦为“大众人” ,大学的

使命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大学必须进行改革 ,那

么大学将从哪进行改革 ,以及如何进行改革?

一、大学为什么要进行改革?

奥尔特加· 加塞特认为“大众人”是这样的一

个群体。他认为社会是由少数精英和大众所构成的

一种动态平衡:少数精英是指那些具有特殊资质的

个体或群体 ,而大众则是指没有特殊资质的个人之

集合体。在以往的时代 ,大众人知道自己在社会中

所扮演的角色 ,然而 ,在当时的欧洲的公共生活中 ,

“大众人”开始掌握最高的社会权力。在奥尔特加看

来“大众人”根本不具备领导社会的能力而他们却

处于社会领导的最顶层 ,这一崭新的现象意味着这

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危机 ,这种危机如果得不到及

时的扭转的话将危急整个社会 ,这就是“大众的反

叛”
[1 ]( P. 3-4)

。那么 ,大众人的反叛是如何体现在大学

中的呢?

1. 漫步大学的校园和每一间教室 ,都可以听

到吵闹声 ,见到学生的各种各样的姿态 ,让人感到

一种几乎窒息的沉重的懒散草率的气氛。这种恶习

就像瘟疫一样在大学里肆意地蔓延 ,甚至生根发

芽 ,这不得不让人痛心疾首。正如奥尔特加·加塞

特所说的: “大学就像是机器 ,由于长期滥用已变得

破损不堪了。” [1 ]( P. 2)难道这就是知识的殿堂散发出

来的气息吗?难道这就是因人类进步而必须要面对

的现实吗?全然不是的 ,所以大学必须进行改革。而

当时的西班牙的统治者认为大学的改革是一个渐

进的过程 ,也就是说改革只能是一步一步向前推

进 ,不可逾越的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改革的目的。然

而 ,大学的改革如果仅仅局限于纠正大学懒散草率

的弊病 ,对大学的目标只做一些调整、修饰和变更 ,

那么改革最终只是空欢喜一场。考古学家直接从金

字塔底下挖掘出新石器时代的遗迹就充分说明了:

历史不是渐进的 ,也可能是跳跃式的。历史跳跃式

的突变能跨越广阔的时空距离。 这不得不让人想

到 ,大学的改革如果也是渐进式的改革而没有任何

创新的话 ,那么改革将真的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2. 西班牙过去的改革都是在模仿别国的模

式 ,并在模仿中犯下了致命的错误。 他们模仿英国

的初等教育和德国的高等教育 ,理由却是让人啼笑

皆非的 ,因为他们认为英国和德国曾打败过曾经不

可一世的拿破仑一世和拿破仑三世 ,所以就理所当

然地认为英国和德国的教育模式是值得模仿的。他

们单纯地认为一个国家的伟大是因为拥有良好的

学校 ,这种把学校认定为一种军事力量的看法犯下

了致命的错误。 他们根本没有看到一个事实: 如果

一个国家政治腐败的话 ,那么拥有再好再完善的教

育也是徒劳的 ,一个国家的伟大是取决于诸多因素

的 ,而不仅仅是教育 ,这种把教育看成一种万能的

力量的态度早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

过去 15年来 ,西班牙国内对教育所做的改革

是徒劳而没有结果的 ,所以需要一种全新的改革模

—25—

　 2011年 9月

　第 29卷　第 5期
　　　　　　　 　

煤炭高等教育
　 M EIT AN HIGHER EDUCATION

　　　　　　　
　　　　　 Sep. , 2011

　　　　Vo l. 29　 No . 5

DOI : 10. 16126 /j . cnki . 32 -1365 /g4. 2011. 05. 016



式来实现大学改革的目标 ,那么面对大学的种种弊

端 ,该选择从哪儿入手进行改革呢?

二、大学从哪进行改革?

对大学进行改革前 ,先看看滋生大学生长的这

片土壤 ,这片土壤已被糟蹋的惨不忍睹。当时西班

牙所谓的领导者“大众人”是怎样一个群体呢?他们

就像“被宠坏了的孩子”
[ 1] ( P. 5)

,在他们看来生活总

是处于既定的状态中 ,没有必要做出任何改善的努

力 ,就像水流中飘动的浮标 ,漂移不定 ,随遇而安。

他们相信自己是唯一存在的 ,并习惯于唯我独尊。

在以往的时代 ,“大众人”很清楚自己在一个动态而

有序的社会体系中扮演的角色 ,那就是各安其位。

然而在当时的西班牙的公共生活中 ,“大众人”却开

始掌握最高的社会权力。奥尔特加· 加塞特指出 ,

就“大众”一词的涵义而言 ,大众人既不应该也无能

力把握他们自己的生活 ,更不要说统治这个社会

了。因此这一崭新的现象实际上意味着国家正面临

巨大的危机 ,这一危机将导致生灵涂炭 ,国运衰危 ,

乃至文明没落 ,这就是所谓的“大众的反叛” [ 1] ( P. 4)。

大众的反叛不但表现在社会生活中 ,同时也渗透到

大学这片神圣的土壤里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 有文化的野蛮人、有知识的无知者。随着科

学专业化发展 ,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 ,即使是处于

最顶端的科学家也成了“大众人”的原型 ,这是为什

么呢?因为我们从科学家身上看到的都是专业化取

代了整个文化。除了一个能够做出良好判断的人所

必须具备的知识外 ,他们只熟悉某一门的学科 ,甚

至对这门学科 ,也仅仅知晓其中的一小部分 ,只有

在这一领域里 ,他们才算得上是有文化的人、学有

所长的研究者 ,然而他们对其他领域却一无所知。

造成这种“科学家”只通晓自己方寸土地中的一切 ,

即“有知识的无知者”的原因绝非偶然 ,当然也不能

归咎于科学家个人的缺点 ,而是作为文明之根基的

科学本身自动地把他变成一个“大众人” [ 1] ( P. 107-108) ,

也就是一个有文化的野蛮人。

2. 有科学的文盲、有修养的白痴。当时的大学

只重视专业学科 ,对于文化学科已近乎遗忘。导致

培养出来的“科技人”对政治、文化、艺术、社会习俗

及其他一切科学所持的看法是那么愚昧无知 ,但是

他们还竟然固执己见 ,自以为是 ,拒不接受这些方

面专家的意见 [1 ]( P. 109)。文明使他们变成了专门人

才 ,结果却把自己禁锢在自己的局限性中 ,并且对

此颇为满足 ,不仅是“科技人” ,就连医生、工程师、

教师等也都加入了“大众人”之行列。他们同样只守

着自己专业的一片禁土 ,从不跨越雷池半步 ,固步

自封 ,还自以为是。这不正是“大众人”的特征吗?

“大众人”的特征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

现 ,如“他们不愿从善如流 ,不愿服从更高的权威

等” ,就像奥尔特加· 加塞特所说过的“他们就像为

科 学而劳作的工蜂” ,已完全沦为科学的机

器 [1 ]( P. 52) ,成为有科学的文盲 ,有修养的白痴。

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都沦为“大众人” ,并且这

种“大众人”还居于社会的统治地位。这不得不让人

们怀疑大学—— 这个培养人才的殿堂 ,是否已偏离

自身的轨道 ,毋庸置疑 ,大学已偏离其中心越来越

远。所以我们要从“大众人”身上所散发出来的这种

懒散草率的气息中 ,寻求大学改革的方向 ,即: 面向

社会上的风貌——大众的反叛进行改革。

三、大学如何进行改革?

重要的是大学应该重新认识其使命 ,使大学真

正发挥出应有的力量。

1. 大学应该把文化学科和专业学科融合起

来。大学是为了把普通学生教育成为有文化修养 ,

具备良好技能的人。 而当时西班牙 ,国内大学已把

专业教育这颗大学唯一的种子演变成了一项巨大

的活动 ,并增添了研究的功能 ,却几乎完全遗忘了

文化教学和传播活动 ,以致于培养出来一大批“科

学的文盲”。这种做法的危害性在国内已得到充分

地体现。所以在大学里应该再度重视文化教学 ,向

学生传授一些装饰性的知识 ,从某种程度上说培养

学生的道德品质是至关重要的。加塞特甚至认为 ,

应该把文化学科确立为大学乃至高等教育的核心 ,

并勾勒出了文化学科的基本框架 ,其中任何一个学

科都有两个名称。 如关于世界的自然体系 (物理

学 )、有机生命的基本主题 (生物学 )、人类发展的历

史过程 (历史学 )、社会生活的结构和功能 (社会

学 )、一般概念的体系 (哲学 )等一些基本课程构成

了文化学科的基本框架
[ 2] ( P. 88)

。

2. 学生只是普通的学生 ,没必要培养成科学

家 ,并且也不可能全部培养成科学家。这就是说 ,

假如一个学生极其渴望成为一个外科医生的话 ,那

么大学就不需要向他灌输如何成为一个生理学家

的知识 ,尽管他可以接触到一些需要的生理学知

识。因为他掌握了作为一个外科医生所必须的知识

和技能 ,学会如何成功地完成手术 ,知道如何治愈

疾病足以。 作为一个历史老师也同样如此 ,他只要

掌握了教授这门学科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足矣 ,而不

要期望其成为历史学家。毕竟社会需要的科学家的

数量是很少的 ,如果社会需要很多科学家的话那将

会是一场灾难 ,不是吗?大学要做的恰恰相反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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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更多的是像医生、教师、工人等之类的从事

具体工作的专业工作者 ,这些具体的专业工作者才

是撑起社会大厦的基石。所以 ,大学应该把科学研

究降低到最低的限度才是适当的。

3. 教学要面向学生的需要。在过去 ,教育一直

是以知识和教师为中心的 ,学生在教育中不是一个

基本的要素。以至于学生对学校和教师安排学生接

受的知识不感兴趣 ,最终导致教学质量的下降。 为

此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到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地位 ,

大学的建设必须以普通学生为起点 ,大学课程的设

置也应该以普通学生为中心 ,把迫切需要学生掌

握 ,并且一个正常的普通学生能够真正掌握的知识

作为一所大学教学的核心 ,把它看作是大学教学的

中心内容和基本组成部分 ,然后根据学生的需要、

兴趣爱好以及自身的特点进行因材施教。

4. 大学课程的设置要坚持教育的经济学原

理。专门的教育活动不是生而就有的 ,它是随着人

们获取知识的需要与人本身缺乏学习的能力之间

产生不平衡时才出现的。学生具有两个特点: ( 1)他

是学习能力有一定限度的人 , ( 2)他为了生存必须

掌握知识
[2 ]( P. 70)

。大学就像一位园林工匠一样把果

树上所有的废枝全部都剪掉 ,剩下果树生长必须的

枝叶 ,只有这样果树才能结出累累硕果。所以 ,大学

应该在对学生自身的特点深刻了解后 ,弄清楚那些

知识是学生将来生活必不可少的 ,对学生所学的课

程进行修剪 ,保证修剪后留下的知识是学生必须的

同时也是学生能够真正学会和掌握的 ,这样才能保

证学生学到最有用的知识 ,学校的教学资源也能得

到充分的运用 ,这就是教育的经济学原理。

5. 教师职称的评审要以综合能力和教学能力

为标准 ,而不以科研能力为标准。造成大学和科学

之间混乱状态的原因之一是教授职位的授予问题。

在这里有必要对科学和专业来做一个区分 ,从真正

严格意义上讲 ,科学单指调查研究 ,即问题的提出、

研究及解决的方法等 ,科学就是创造。然而 ,一旦得

出问题的解决办法后 ,随后依据问题的解决办法所

做的一切事情都不是科学研究。这就是教师教授一

门学科和运用科学都不是科学研究的原因。对于担

负起学科教学任务的教师来说 ,如果同时是一位研

究者当然更好 ,但是事实上 ,许多研究人员都不擅

长教学 ,而许多出色的学科教师都不是调查研究

者 ,并不像科学家一样 ,虽然他们对本学科的知识

非常熟悉 ,但熟悉并不等于研究。教学只是旨在传

播和吸收已创造的东西 ,引导学习者去吸收已创造

的知识 ,所以教师的选择更多的要依据教学能力而

不应该是科研能力。

奥尔特加· 加塞特的高等教育思想中 ,提倡把

专业学科和文化学科结合起来 ,教学要面向学生的

需要并且坚持教育的经济原理等思想对现代大学

教育很有启发意义。 但是 ,在对教师的职称进行评

审的过程中 ,提出的以教学能力为主而不以科研能

力为主的思想 ,对于一些以教学为主的大学很有借

鉴意义 ,但是对于一些研究型大学来说未免有失偏

颇。另外 ,对于学生的培养也应该把专才教育和通

才教育结合起来 ,不应该一味地重视学生知识掌握

深度 ,还忽视学生知识了解的广度 ,把二者很好的

结合才是现代大学教育的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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