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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学术职业其本真就是信仰与理性的统一,溯其根源可追踪到中世纪。中世纪是

一个唯信仰的时代, 面对这样的身不由己,中世纪大学学术职业对信仰充满着热情,用其独特

的方式守护信仰。然而这种热情并不是盲目的尊崇, 而是带着希望激情, 那就是用理性去捍

卫信仰, 保持信仰与理性的平衡。这正是学术职业的真正价值所在。正因为这样,使得中世

纪的大学成为了后世一颗璀璨的启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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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揣着倾听的思想去纪念那过去曾有的真实 。在人类社会任何精神的进步过程

中,都应回到那历史的源头,追根溯源, 使本真显现 。探索学术职业也应如此 。职业

( profession) ,不仅是需要有专门的训练或技能的某一职业的意思,它还表示对信仰

的表白与承诺, 内含宗教的超然性和神圣性[ 1] 。学术( academic) , 也不仅仅是学业

的,教学的(尤指与学校教育有关)意思,它还表示通过原创性的研究去追求科学的理

智和真理[ 2] 。因此,学术职业自身就包含着信仰与理性的统一。追寻学术职业的历

史可以上溯到中世纪 。那么, 中世纪大学的学术职业是怎样叩响其本真,达到信仰与

理性的统一的呢 ?它对后世又有哪些深刻启示呢 ?

一 、“我信故我理解”

从五世纪末到十四世纪上半叶, 是西方封建社会形成和发展的时期,史称中世

纪。中世纪的天空被浓厚的宗教色彩所渲染, 信仰是它的主题 ———即信仰基督教的

“上帝” 。全知 、全能 、全善的上帝是预言家,他用恩惠哺育和滋润了万事万物 。从事

学术职业的大学教师,作为时代的先锋斗士,首先会为自身寻找心灵的归宿, 用信仰

来充实自己。安瑟伦说, 我们相信,“没有什么可以想到的东西比上帝更伟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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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去理性,那么就得先信仰,即“除非我相信,我将不会理解”
[ 3] 155

。

1.大学教师首先是一教士

教士即教会的神职人员, 是为基督教和上帝服务的 。大学教师作为一个教士,一

个最根本的职责就是寻找真正的信仰, 并把信仰的知识传播开来。在知识秩序中,

“知识的最高层次是关于上帝的知识”[ 3] 131 。于是, 用语言诠释《圣经》就具有了百科

全书派的价值, 其目的是通过语词解释让学生坚定对上帝存在的信仰 。他们采用的

方法是:经院哲学。诠释首先表现为对语词意义的评注 。在经院哲学家看来,文字的

意义至少有四种:字面上的 、譬喻的 、道德的和通往的, 即通往或通达神圣以及不可言

喻之物 。里拉的尼古拉以诗的形式报道了这四种意义, “字面的意义说明事实, 譬如

的意义说明信仰的内容, 道德的意义指明应当要做的事情, 而通往的意义则指明你应

努力争取的东西 。”
[ 4]
通过对《圣经》的诠释,大学教师不仅坚固了自身的信仰,而且使

得神圣的信仰得到了传承 。

2.大学教师还是一虔信的宗教信仰者

大学组织应该完成敬神动作和良好行为,参加一些礼拜仪式,加入到一些宗教仪

式的行列中去, 并经常做某种祷告 。位于首要地位的, 无疑是对佑护圣徒的朝拜 。十

四世纪巴黎“圣母”学会的规章,就反映出教师与大学生参加风行一时的圣餐礼拜和

参加“基督复活”的游行活动。教师们中间的圣母朝拜是富有教益的, 它极有生命活

力。从 13世纪初,在大学就广泛流传着专门献给贞女玛丽亚的诗篇和祷文, 其中最

有名的例子是巴黎大学教师的集子《玛丽亚之星》
[ 5] 74-75

。大学教师富有生命活力的

虔信精神,使得自身不再随波逐流,心灵获得了一个温馨和充满抚慰的归宿 。

二 、“信仰寻求理智力”

中世纪的大地被严酷的教权和王权所控制, 他们宣扬“君权神授”和“上帝创世

说”, 推行严厉的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 给人们套上宿命论的枷锁,严重禁锢了人们的

思想, 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然而,在这样一个遮天蔽日的时代, 光明与智慧却在

学术职业那里凸显了出来,即理智力的凸显。因为, 信仰并不等同于迷信, 追求信仰

但不能被盲目遮蔽了双眼 。那么, 这就需要理性来指路,运用理性去理解一直信仰的

东西,理性与信仰之间必须是积极的统一
[ 3] 153

。大学教师正是从这点出发, 去“追求

真理,做时代的女儿”[ 5] 11 ,充分体现了其学术职业的理性精神 。

1.争取理性的自治特权,为了更好地信仰

争取自治的权利是学术职业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他们在有时与教会势力 、有时

与世俗王权势力开展斗争中获得了自治权 。斗争的主要形式是:罢课 、迁校 、游行和

示威 。与教会势力的博弈表现在以下事件中:在巴黎, 1213年大学教师通过罢课,使

得为主教服务的大学总监事实上失去了颁发执照即授课准许证的特权,这一权利转

移到大学教师手中。在 1229到 1231年的大罢课期间, 主教被剥夺了对大学的管辖

权。在牛津,大学教师使为主教服务的大学总监变成了大学自身的中间人。在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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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王权势力的博弈中 。1229年巴黎学生与国王的警察发生流血冲突, 巴黎大学大部

分人员参加罢课 、游行和示威,并迁校撤往奥尔良。有两年之久的时间,巴黎几乎没

有再开任何课程,直到 1231年王权给予了大学的特权 。在牛津, 同样是通过大学与

国王之间发生的一系列冲突, 通过迁校和罢课的形式最终获得了自由
[ 5] 60-62

。

以罢课和迁校为基础,中世纪大学享有了如免纳捐税 、平时免受征召服兵役 、不

受普通司法机关管辖 、教授参政和自主管理内部 、学院审定教师资格和授予学位等特

权。这样,大学教师就拥有了相对自由的学术研究环境,他们可以在自由中释放学术

的魅力,在研究中展现理性的光辉,自由与理性也使得信仰得到了升华。

2.自主选择生活依靠方式, 保障自身生存权益

中世纪大学教师解决生活问题的办法或者靠工资,或者靠领地的收益。工资可

以有两种形式:教师可从自己的学生那里得到酬金,或者从世俗权利机关方面得到报

酬。领地的收益是通过依靠教会薪俸, 并得到一份领地 。选择工资收入的话,大学教

师就像一个生产劳动者;选择领地的话,又会成为特权阶层的一员 。面对这些境况,

大学教师必须作出抉择。虽然很难抉择, 但仍可以确定总的趋势。教师倾向于依靠

学生付给的报酬为生 。这一解决办法, 对他们来说,有不依赖世俗势力———即不依赖

地方当局 、封建王侯 、教会以及资助者的长处 。同时,也利于他们向世俗教徒转化,促

进学术职业的自由。但是为了阻遏知识分子转化为世俗教徒,教会宣布了一项原则:

教学无偿 。教会把知识看成是上帝的赐予,出卖知识就是犯了买卖圣职罪,并把教师

的收益称为“可耻的利润” 。对此, 大学教师辩解的理由是, 每一项工作都应该有报

酬,作为工作与辛劳的代价,教师可以接受学生们的金钱。所以, 即使有教会极其顽

固的阻力, 数目众多的大学教师仍是世俗教徒, 尽力摆脱教会的控制。另外, 大学教

师也会向教会索要领地, 维护自身的权益
[ 5] 85-88

。中世纪大学学术职业通过一系列的

抉择和斗争获得了自己生存的依靠,维护了自身的权益 。

3.“打扫干净屋子”,创设大学内部和谐氛围

中世纪大学教师通过理性勾勒出了一幅合理有序 、安定和谐的大学美丽画卷 。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设置内部管理和职业结构,开设相对稳定的课程,保障大学的有序发展 。

以巴黎的大学为例, 大学由四个学院组成:“艺术” 、“政法” 、“医学” 、“神学”,它们构成

大学内部数目同样多的学院组织。所谓高等学院, 也即法政学院 、医学院和神学院,

是由院长为首的名誉教师团或董事会领导的 。艺术学院规模要小得多,它是按民族

系统组成的,各个民族的艺术院分别由各民族代表领导 。开设的课程主要是“七艺”

(算数 、几何 、天文 、音乐 、文法 、修辞和辩证法)和“三学”(神学 、医学 、法学)
[ 5] 66-67

。

第二,制定严格的教授准入制度,保障学术职业教学质量。成为一个教授必须通

过一系列个别考试, 再经过公开考试或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只有当他通过了所有的

考核标准,才能被接收准入,给予授课的权利 。他将被隆重地引入大教堂, 在那里发

表讲演;他还要做一个关于法学问题的报告, 随后针对提出反对意见的学生为自己的

观点辩护 。这样,他第一次在大学的辩论中充任教师的角色。然后副主教隆重地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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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他授课准许证,另外还有人把他荣任这项任务的奖励品交给他:一个讲椅, 一本打

开的书,一个金指环和一顶礼帽或便帽[ 5] 71-72 。

第三,实行教授治校,保障大学自治权利 。中世纪大学其中一个形式就是教授治

校,而不是教权或者王权治校。其中巴黎大学是“以教授为主体”管理学校的典型 。

由教师组成学者社团组织,选举校长,并确定和管理选择学生 、制定教学工作范围 、举

行考试和授予学位等项工作[ 6] 92 。

第四,建立严格的人才培养制度,保障学生质量。学生一般在十三四岁时进入大

学,先学习文科五至七年,学习内容有拉丁语和“七艺”,这也是大学的基础教育阶段 。

学生在修毕“三艺”和“四艺”, 通过考试分别取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后,才能够继续

选学一个专门的学科 。可见大学的基础教育阶段带有“预科”的性质, 学士和硕士学

位则是取得大学专门系科入学资格的一个标志
[ 6] 93

。经过基础教育阶段之后,选择

医学专业的学生,还需要学习六年,通过考试才能获得博士学位;神学专业期限很长,

需要八个学年, 并且至少要到三十五岁,才能获得神学博士学位 。若获得博士学位,

即可担任大学教授。

第五, 采用“研究” 、“辩论” 、“随意性辩论”的课程练习方法, 保障大学成员探究 、

辩驳 、推理思维习惯的培养。当大学的教授对经文的评注超出对经文简单理解的范

围,更多的是处理一系列疑难问题时,那么“评注”就转变为“研究” 。这时知识分子不

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再是注释者,而成了思想家 。在 13世纪, “研究”甚至完

全脱离经文。它是独立存在的 。在教师和学生的积极参与下,它成了讨论的科目,从

此它成了“辩论” 。辩论的题目事先由提出辩论的教师确定 。这些题目在规定日期内

通知学院的其他部门 。辩论在该教师的指导下进行。但实际他不是辩论人 。他的学

士担任答辩者的角色 。当有学术辩论时,学院里同一天上午所有其他教师和学士开

设的课程全部取消。在辩论的这一范围内,同时发展出一种特殊形式:随意性辩论 。

教师每年可以举行两次会议,他们在会上即兴发挥, 讨论“不论什么人提出的不论涉

及何种题目”的问题 。在随意性辩论中,有时候问题十分明晰与有趣, 有时候问题又

含义双重, 确实叫教师感到实在为难, 难以把握它的确切外延及真实内涵 。所以,谁

要是打算经历一场随意性辩论,他就必须具备非同寻常的决断能力, 和几乎有通晓万

物的学识[ 5] 82-85 。

由信仰启迪的理性, 使得中世纪大学充满生机与活力, 使得大学教师富有智慧与

创造,为此理性理应永远保留它的印记 。

三 、信仰与理性统一的意义

对中世纪大学本身和其大学教师来说,理性完成于理智力, 其闪电扩展为明灯 。

再没有比中世纪大学学术职业更具有信仰与理性统一的活力的团体了,他们所持有

的精神特质就像光芒万张的火焰, 照亮了那个时代, 更照亮了后世, 到如今其智慧与

理性之光依然闪烁, 指引着大学的前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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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中世纪大学自身:黑暗时代的绚丽奇葩

中世纪大学是“信仰寻求理智力”的产物。在迷雾缭绕的中世纪里,正是由于大

学教师的理性指引, 使得它没有迷失方向和信仰。有人称中世纪大学为“象牙塔”,这

是因为它具有相对于政治专制和教会专权的独立性;具有相对于崇尚信仰的自由性;

具有相对于其它职业社团组织的特殊性;具有相对于组织自身与社会现实的批判性;

具有相对于社会实际生活现实特征的理想性;具有相对于重视功利价值而重视教学

和研究价值的超脱性 。于是, 在中世纪大学的芬芳环境中, 学生成长了,教师发展了,

知识科学化了, 信仰理性化了,所有的所有自由化了。中世纪大学的黑暗时代的绚丽

奇葩的特性就这样被限定了, 并且是永恒的被限定了。

2.对后世的意义:要信仰更要理性

首先,中世纪大学学术职业寻求真正信仰的精神给后世以深刻的思考。大学教

师首先应紧扣时代发展的特点,从实际生活出发去追求信仰,为自身寻求一个合理的

定位 。在此基础上, 大学教师还要发挥其理性特质,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在追求信仰

时不能被极端主义和功利主义蒙蔽了智慧的双眼 。在遵循社会制度和必然法则的基

础上,应远离社会的浮躁与急功近利,潜心探索真理,带着奉献的精神去研究学术,发

展知识,在为社会发展服务过程中仍保持一份真实的自我 。最终通过理性之光找到

属于自己的信仰 。

其次,中世纪大学学术职业在为教学事业献身的同时, 合理的追求物质回报的精

神给后世以深刻的启发。教师首先必须专心于自身职业, 为教育做出自己应有的贡

献。但是教师并不是只能讲奉献, 而不能讲索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教师

连最基本的经济生活条件都得不到保障, 那么又怎么会乐于教育事业呢? 所以对大

学教师来说,不管是物质诉求还是精神诉求都应得到提高和升华。大学教师不应成

为“春蚕” 、“蜡烛”,只讲奉献, 不求索取,而应成为“长明灯” 、“一汪活水”, 照亮自己,

也照亮别人;滋润自己,也滋润别人 。

再次,中世纪大学学术职业追求学术自由 、教授治校和理性的科研精神给后来的

教育思想家以深刻的启示 。19世纪中叶的教育家赫胥黎指出:“理想的大学应该是

个学术思想不受任何束缚的地方 。” 19世纪德国教育家洪堡也想组织一个从全欧洲

吸收成员的学者社团,通过对科学的探索而为民族的复兴做出贡献。在洪堡看来,大

学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校, 那里不应再有教师和学生, 而只有“独立的研究者”(教

授)和“受到指导的研究者”(学生) ,他们都是探索高深知识的学者 。为了学术自由,

在洪堡努力之下建立了柏林大学。柏林大学各学院教授负责讨论决定本院内部事

务,院长从他们中间自行选出;全体教授组成校评议会,共同就全校性事物做出裁决,

这也正是对中世纪大学“教授治校”的进一步深化 。在 20世纪, 德国教育家雅斯贝尔

斯认为,社会希望在它的疆域之内的某个地方开展纯粹的 、独立的 、没有偏见的科研,

提高探索真理的服务,那么大学就是社会需要的这种机构, 它把以探索 、传播科学真

理为职业的人联合在一起,共同追求真理
[ 7]
。

重温那早已远去的中世纪时代,我们会发现黑暗之中有光明的闪现,这光明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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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大学教师所创造的。他们的身体力行给了学术职业一个最本真的诠释 。他

们努力追寻着信仰与理性的平衡, 用理性的智慧去信仰那信仰的神圣,在信仰的圣洁

之星下去寻求理性的科学之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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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公布 2010年世界大学排行榜

9月 16日,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正式发布了 2010 年世界大学排名, 中国内地有

两所高校进入前 50强,其中, 北京大学位列全球第 37 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位列第

49位。全球前五名被美国大学包揽, 依次是哈佛大学 、加州理工学院 、麻省理工学

院 、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英国的剑桥和牛津大学并列第六。在 200强当中,

美国一共有 72所,英国 29所,中国内地 6所 。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2004 年与 QS 公司(高等教育调查机构)合作发布世界大

学排名,现已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和认同度的大学排名之一, 其每年的排名结果被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等媒体广泛转载 。2010年,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与世界著名

信息提供商汤森路透( Thomson Reuters)合作, 并在以往排名标准的基础上继续完

善, 于 2010 年推出全新的世界大学排名标准体系。新标准主要包括教学能力

( Teaching,占 30%) 、研究能力( Research,占 30%) 、论文引用( Citation,占 32.5%) 、

商业融资( Indust ry Income,占 2.5%)和国际化程度( International mix, 占 5%) 5个

大项和 13个细分标准。

资料来源:http:// w ww .huaue.com/ new s/ 201092192110.htm

(平　古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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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 f professional maste r's educa tion in a scientific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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