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大学教育　　　　　　　　　　　　　2008年第4期
多域参较

收稿日期：2008－03－25
作者简介：安心 （1962－ ）�男�甘肃兰州人�教育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从事高等教育管理

研究；王姝 （1978－ ）�女�甘肃天水人�西北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生�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兰州�730070。

做人为先与知事为先：中美大学理念的重心差别
安　心　　王　姝

摘　要：大学理念始终是高等教育学研究的最基础和最前沿问题�因为它是大学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和
表征�是引领大学前进的灯塔和标帜。纵观中美高等教育发展史�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背景
的不同�两者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大学理念。透视它们的不同发展脉络和历史意蕴�我们认为中国大学理念
以做人为先�美国大学理念以知事为先。中国大学理念秉承传统文化的精神�通过 “人 ” 来统一知事与
做事�而美国大学理念却通过 “知识 ” 来统一做人与做事�基于不同的出发点�两种大学理念具备不同
的内涵�但双方均牢牢地坚守着各自一些永恒不变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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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是一个传播知识、培养人才的殿堂。大学
理念作为对大学世界的总体看法、对大学本体所持
有的看法以及对大学本身的理性认识的一种元理

念�蕴含着知事、做人和做事这些不同的方面。尽
管中美大学理念都包含这三方面的内容�但囿于发
展轨迹各异�其大学理念也是花开两枝�各有千秋。

一、中国大学理念以做人为先
中国教育的发展�历来以德为先�做人要先于

知事、做事�这是根植于中国五千年深厚文化底蕴
之上的教育思想�也是中国大学理念的特色之所
在。古往今来�这种做人为先的大学理念一直被中
国大学奉为圭臬而一以贯之。

（一 ） 中国大学理念做人为先意识的源与流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

家�古代曾出现过成均、稷下学宫、太学、书院等
探究高深学问的机构。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思想的基
础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的主
流思想�其在形成的过程中不仅融合了各家流派学
说之所长�而且顺应时事�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自
身。其大学理念的核心内容即为儒家经典 《大学》
中所阐述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

止于至善 ” ［1］3。这里清晰地表述到�大学的根本原
则�首先就在于彰明光明�完善德性�进而去旧维
新�教化人民�最终提高人民的道德修养�而达至
天下太平、和谐之目的。到了宋代�朱熹在 《四
书或问》中说道： “所谓明明德于天下者�自明其
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
……至于身之主则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则
身无所主�虽欲勉强以修之�亦不可得而修矣�故
欲修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 他将儒家对于个人
品德的修养做了更进一步的阐释�明确指出� “修
身 ” 必先要 “正心 ”。［2］由中国古代这些初具大学
理念雏形的教育理念来看�与获得高深的知识相
比�具有良好的道德素养是更为难能可贵的。也就
是说先要修身、做人�进而才能齐家、治国、平天
下。由此可见�古代中国的教育理念将做人置于知
事和做事之前。这种做人为先的精神追求早已渗透
到中国文化的各个角落�而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历
代中国人的价值观。

到了19世纪末�受西方大学的影响�中国建
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这种现代大学虽然与中国
古代的高等教育机构没有直接的渊源�但与中国传
统文化却有着密切的联系�可谓是生长于中国璀璨
文化之上的一朵奇葩。清末民初�经过中西文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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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碰撞、融合�中国高等教育在 “中学为体�西
学为用 ” 的基础上�开始了仿效西方大学之路。
它为中国以后高等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民国以后�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和 “五四 ” 运
动以后�各种西方模式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
来。这种大规模的学习最初是由一些具有开拓精神
的海外留学人士所倡导的�因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
理念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西方经典大学理念的影

响。 “传播知识 ”、 “发展知识 ” 这些西方高等教育
理念弥补了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对认知本身追求的

不足�使我国高等教育理念在 “明明德 ” 的基础
之上�增加了学习先进科学文化进而拯救民族、复
兴国家的思想。20世纪初�欧美大学理念纷至沓
来�促使我国一些具有时代精神和创新精神的大学
理念应运而生。这一时期�蔡元培先生独具特色的
大学理念为我国大学理念的发展做出了难以估量的

贡献。高平叔在 《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一文
中提到杜威对蔡元培的一段评价： “拿世界各国的
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
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
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
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
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
个。” ［3］这个评价的确切中肯綮。蔡元培的大学理
念被韩延明在 《大学理念论纲》中总结为 “完全
人格 ”、 “诸育和谐 ”、 “教育独立 ”、 “大学自治 ”、
“思想自由 ”、 “兼容并包 ”、 “昌明学术 ”、 “倚重
研究 ”、 “读书不忘救国 ”、 “救国不忘读书 ”
…… ［4］这些兼具中西的经典大学理念不仅使北京
大学从 “官僚养成所 ” 变成了一所真正意义上的
现代大学�而且也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引来源头活
水。曾任清华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认为�中国近代大
学教育的宗旨�归根到底仍应是儒家 《大学》所
说的 “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 这些独具
中国韵味的办学理念。［5］这些大学理念�不仅使清华
大学造就了一大批融通中西文化之长的大师�也影
响了中国后来的办学理念�至今仍是弥足珍贵的。
1949年以后�中国高等教育主要以苏联教育

为蓝本�大学理念集中于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服
务�为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服务。
虽然中国的高等教育在50年代的反右斗争和文革

十年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
又得以重塑大学理念�恢复大学传统。窥一斑而见
全豹�让我们通过梳理北京大学的大学理念来深入
了解中国大学理念所倡导的做人为先的真正意义。

（二 ） 北京大学大学理念中所体现的做人为先
的精神

中国历来所谓的 “士 ”�不仅指有知识的人�
更指兼具高尚品德的人�所谓士人即为崇尚道德的
有德之人�而且中国人历来认为只有这种人才具备
济世之能力。具备优秀品质、高尚人格之人才堪当
重任�学以致用�求济世�谋发展�这就是北大精
神。中国人常说�做学问难�做人更难。在精神缺
失、道德失范的社会里�这种对传统道德素养的追
溯和继承则更具深意。浙江的北大校友开会纪念北
大成立29周年之时�马寅初先生发表题为 《北大
之精神》的演讲�提到 “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
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
往直前�以达至高之鹄的 ” ［6］。马寅初先生所讲的
北大精神�乃是源于 “五四 ” 时期的牺牲精神�
源于中国传统的 “士志于道 ” ［1］71、明道济世精神。

士志于道、明道济世是中国文化的产物。1912
年蔡元培先生阐明其大学发展观�将中国的教育精
神和西方的教育制度做了完美的结合。蔡元培先生
掀起了北大改革�为铸造北大精神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20世纪初�蔡先生游学于德国�虽然他饱读
诗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文人�但其大学思想
还是明显地受到德国大学的影响。 “昌明学术 ”、
“倚重研究 ”�这正是德国的经典大学理念�但蔡
先生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将这些经典的大学理念构筑

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上�以 “完全人格 ”、 “诸育和
谐 ” 为基础�联系中国当时的实际状况�建设性
地提出了 “读书不忘救国 ”、 “救国不忘读书 ” 这
些符合中国当时社会状况的创新型大学理念。北大
的制度多来自于西方�但其精神实质却依然植根于
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的名牌大学�北大造就
了无数英才�更为重要的是�它担负起了对本民族
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北大大学理念对中西方大学理
念的精华进行了融合�在知事、做人、做事这三方
面�既强调追求高深知识的重要性�也秉承中国传
统�将做人置于知事之前�认为只有具备良好精神
品格和道德风貌的人才能学以致用�也才能将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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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很好地结合起来�真正将自己所学回馈于社会�
与此同时�实现自我价值。

二、美国大学理念以知事为先
约翰·Ｓ·布鲁贝克在 《高等教育哲学》中将

现代教育的价值取向分为认识论和政治论。在认识
论哲学中�对于知识是大学学习的目的这一认识�
布鲁贝克有着明晰的概述： “大学成为保护人们进
行知识探索的自律的场所 ” ［7］16�大学把以 “闲逸
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 ” ［7］13。而政治论的
哲学观点则对认识论的观点做了更进一步的拓展�
将大学的职能从对知识的追求延伸到了对社会、对
国家的影响。20世纪以来�在蜂拥而至的市场经
济大潮的不断冲击下�大学这座静谧的 “象牙塔 ”
也未能远离喧嚣�它从社会的边缘不断地深入到中
心�参与到更多的社会生活当中。在这场势均力敌
的角逐中�大学理念所体现的大学精神有效地抑制
了市场化走向极端的步履�与此同时�市场化也加
速着大学精神、理念的不断完善和更新。

（一 ） 美国大学理念知事为先意识的根与叶
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随着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

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从中世纪意大利大学的兴
起�经过17世纪英国大学的蓬勃发展和法国大学
18世纪后半叶的精彩表现�以及德国大学二战前
的异军突起�到了19世纪中叶�美国大学成为各
国高等教育的风向标。各国大学的大学理念也由学
习英国、模仿德国而走上借鉴美国之路。

美国是一个充满激情和自由的国度�美国大学
的大学理念也是各具特色、异彩纷呈。它虽然没有
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但却在不断地学习、模
仿中开创独具魅力的美国特色。因为少了冗长历史
的牵绊�美国大学从一开始就鲜明地将知识作为大
学的核心内容。可以说�传播知识、发展知识就是
美国大学的核心要务。无论是纽曼的 “知识本身
即为目的 ” ［8］23� “大学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地
方 ” ［8］13这些经典大学理念�还是洪堡更进一步的
发展�美国的教育家们都将之为其所用�自成一
派。1930年美国教育家弗莱克斯纳在他的书中强
调�大学应该严肃地、批判地把持一些长久的价值
意识�大学应该是保存知识、解释和寻求真理之所

在。他认为 “追求科学和学问属于大学 ” ［9］�并对
大学的职能做了进一步扩展�同时他认为应该强化
大学研究中的自由气氛�使研究走向深入。布鲁姆
（ＡｌｌａｎＢｌｏｏｍ） 在 《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中认为
大学的活动有一条简单的规律�即它必须向人们提
供他们不能在民主社会得到的经验。［10］这一理念早
已扎根于美国的大学。对知识本身的追求不仅使美
国的大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使美国整个国家在
经济、生活各个方面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追求知
识�将知事置于做人之前�这并非只要知事而抛弃
做人的原则�而是将知识作为载体�来教人知事、
做人�进而完善自我�贡献社会。

根据王廷芳主编的 《美国高等教育》一书�
能够对美国大学教育发展的理念形成一个清晰的概

念。大学教育从被动地适应社会发展�到主动地、
适度地超前于社会发展�这一重大转变�发韧于
1825年托罗斯·杰弗逊创办弗吉尼亚大学时所提
出的 “州立大学应该成为建设各州的智囊团和人
才的策源地 ” ［11］107这一办学思想。美国大学因此具
有一种前瞻性的、开创性的理念。而 1862年的
《莫里尔法案》、1868年的 “康乃尔计划 ” 这些具
有划时代意义的举措�使大学由远离社会转而走近
社会�由英才教育发展为大众教育�同时也使其职
能由单一性转变为多样性。［11］137到1912年的 “威
斯康星思想 ”�查尔斯·麦卡西将大学直接为社会
服务变成了继教学、科研之后大学的又一项新职
能。［11］139 “进化主义扩张者 ” 克拉克·克尔说：
“ ‘大学观’是一个居住僧侣的村庄。‘现代大学
观’是一座城镇－－－一座有知识分子垄断的工业
城镇。‘多元巨型大学观’是一座充满无穷变化城
市。” ［12］他提出 “多元巨型化大学 ” 的概念�即大
学是国家的智力城�是学术性和市场性相统一的地
方�大学已不由自主地成为社会的 “服务站 ” 和
“知识工业 ” 的重地。
由教学到科学研究再到为社会服务�无论是从

认识论角度还是从政治论的哲学角度看�美国大学
的大学理念始终围绕着知识这一内核展开�倡导先
学习知识�从而使人具有理性�然后再通过个人运
用理性将知识付诸于实践�从而达到个人价值和社
会价值的统一�由此完成从知事到做人和做事这一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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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仅以美国哈佛大学为例来说明美国大学理

念跟中国大学理念的不同之处。
（二 ） 哈佛大学大学理念知事为先的精神
在美国�有 “先有哈佛�后有美国 ” 这一说

法。艾略特认为如果一所大学仅仅满足于现状�不
思进取�停滞不前�那将是很可怕的。而哈佛大学
在三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当中�将改革和创新作为自
己一贯的追求。尽管在不断地改革和创新�但哈佛
大学始终坚守其核心理念。 “以柏拉图为友�以亚
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 ” ［13］这一享誉世界
的校训所传递的哈佛大学理念�始终将探寻知识之
根本作为其核心。

直到18世纪以前�哈佛大学仍将造就堪当重
任的牧师作为它 （当时为哈佛学院 ） 的首要目标。
根据1650年特许状的宗旨�即 “哈佛学院促进所
有有益的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借助所有有益
的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教育青年人�并为教育
本国的青年人提供所有其它必要的东西 ” ［13］�哈佛
大学从创立之初�就将学习知识、发展知识作为其
培养青年学生的出发点。知事因此理所当然地成为
哈佛大学理念的核心内容、首要问题。19世纪以
前�通过学习英国大学的办学理念�哈佛大学的办
学理念初具雏形�而随着柏林大学办学理念的日趋
成熟�这种现代大学的办学理念也以不可阻挡之势
渗入到哈佛大学的办学理念当中。1869年�艾略
特就任哈佛大学的校长�面对纽曼和洪堡的不同�
艾略特以其非凡的智慧�将二者均纳入哈佛大学理
念之中。他认为： “大学有三个主要的直接功能�
首先是教学�其次是以书籍形式大量汇集已获得的
系统知识�再次是研究�或者是把目前的知识疆界
向前推进一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掌握一些新
的真理。大学是教师的集合体�是知识的仓库�是
真理的寻求者。” ［14］在这些学习与模仿中�哈佛大
学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合理利用�而并未亦步亦
趋、全盘照搬�从而走出了简单地向国外大学模仿
的桎梏�创建了真正具有美国特色的研究型大学。
二次世界大战使许多欧洲国家遭受重创�美国不但
逃过此劫�反而在经济和人才方面收获颇丰。在这
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再通过历任哈佛大学校长不懈
的努力和追求�哈佛大学很快就从世界各国大学中
脱颖而出�一跃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从艾略特到劳

威尔�再到科南特�哈佛大学紧随世界及本国形势
的发展�使其大学理念始终能与时俱进�发挥其导
向作用。

三、做人与知事：起点不同�但
终极目标一致

做人、知事何者为先固然为中美大学理念的不
同之处�但无论何者为先�大学始终是为社会培养
具有完善人格、特殊才能之人的地方。著名的高等
教育学家阿什比说： “大学是继承西方文化的机
构。它保存、传播和丰富人类的文化。它像动物和
植物一样地向前进化。所以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
传与环境的产物。” ［15］正是因为产生中美大学的文
化、经济背景不同�才致使中美大学的大学理念风
格迥异。但在这种各具特色的风格之下�双方的大
学都牢牢地坚守着各自一些永恒不变的核心理念。

从 《论语》到 《大学》� “修身 ” 一词可谓对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理念做了一个最为简明扼要的概

括。中国古代这些睿智的儒家经典著述始终在传递
着做人为先这一理念。司马光说： “德胜才谓之
‘君子’�才胜德谓之 ‘小人’。” ［16］中国人所追求
的 “君子 ” 之道�在德与才的不断博弈之中�德
始终居于首位。孔子在其一生的教育及生活当中�
传播 “仁 ” 之理念�倡导运用仁爱之心努力使个
人的修养、品德日臻完善。

中国人秉承传统文化的精神�通过 “人 ” 来
统一知事与做事�而美国人却通过 “知识 ” 来统
一做人与做事�基于不同的出发点�两种大学理念
具备不同的内涵。基于美国所固有的历史发展轨
迹�从为社会培养经世致用之人才到为社会服务�
美国大学的大学理念始终紧扣时代的脉搏�不断追
求知识和科技的创新�从而发挥其服务于社会之功
用�而科学研究也必然在其大学教育的内容中占据
重要位置。知事先于做人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诚如 《中庸》所言：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
并行而不相悖。” ［1］37无论做人与知事何者为先�大
学都应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合理地平衡两者的关
系�从而使其更好地适应不同的国情、校情。这才
是大学追求之所在。总之�大学就是传播和发展知
识、培养德才兼备的有用人才之所在�无论做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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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何者为先�真正的人才都应具备高尚的道德情
操�而有德之人则更需要到实践中去检验自己的才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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