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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大学是知识创新和人才成长的摇篮，一代代有志之士从大学走向社会，以自己的智

慧和创造，点燃文明的火炬，推动社会的进步，成为社会的栋梁。大学是青年学子们进

步的阶梯、成才的园地和成功的桥梁；大学是青年学子们磨砺品行、积累知识、开创事

业的熔炉。在这里，青年学子们可以遨游知识的海洋，品味人类的优秀文化，闪烁智慧

的火花，感受青春的活力。 
从进入大学校门的那一刻开始，同学们就渴望在大学这一神圣的殿堂里张扬自我、

展现个性；渴望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学习、学会独立；渴望成为对自己、对父母、

对他人、对祖国、对社会能承担责任的人。但是，渴望不等于现实。大学是学生追求理

想的净土，而不是学生想象中的“乐园”；大学是学生展示才华的舞台，而不是学生安身

立业的“保险箱”。当学生带着对知识的渴望、激情与梦想跨入校园，满怀报复想一展才

华，但面对新的环境他们却无所适从，遇到矛盾、苦恼和问题时，感到困惑、迷茫、空

虚，使自己不能确立新的目标，不能给自己的发展准确定位，进而导致对自我理想的否

定，对信心的丧失。     
大学新生入学教育是以大学生为教育对象，以入学为契机，针对大学新生阶段的教

育。新生入学教育是学生迈进大学的第一课，是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开端，是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础性工作。本书根据大学新生的特点和教育规律，结合现行的教育

制度、政策和规定，以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为主要内容，旨在帮助大学新生顺利度过初

入大学的适应期，促进其素质的全面提升和健康成长。 
全书内容紧密结合现代社会、企业对大学人才的新要求，为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提

供了指导。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国内外专家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在此一并表示

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和疏漏之处，恳请各位专家、读书批判指

正。 
 
 

编  者 
201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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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何 谓 大 学 

第一章  何 谓 大 学 

大学是国家的高等教育学府，是综合性的提供教学和研究条件以及授权颁发学位的

高等教育机关。现在的大学一般包括一个能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研究生院和数个专业

学院，以及能授予学士学位的一个本科生院。大学还包括高等专科（高职）学校。 
大学通常被人们比作象牙塔（IvoryTower）。象牙塔（IvoryTower），根据圣经《旧约

雅歌》（the Old Test ament，song of songs）第 7 章第 4 节，睿智富有的以色列王所罗门

（Solomon）曾作诗歌 1005 首，其中《雅歌》都是爱情之歌。在第五首歌中，新郎是这样

赞美新娘的，“…Your neck is like an ivorytower. Your eyes are pools in Heshbon，by the gate 
of Bath-rabbim….”（……你的颈项如象牙塔；你的眼目像希实本、巴特·拉并门旁的水

池；……）。很清楚这里的“象牙塔”只是用来描述新娘美丽的颈项。这个词后来被逐渐

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主要是指“与世隔绝的梦幻境地、逃避现实生活的世外桃源、

隐居之地”。在汉语中，象牙塔的外延涵义主要是指“比喻脱离现实生活的文学家和艺术

家的小天地”。大学、研究生院正是这种地方。 

第一节  东西方大学的发展历程 

一种成形的社会现象，一种定型的思维活动、思想观念，一个完备的社会组织机构

的形成，都不是一蹴而就、凭空出现的，它们都有一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大学教育作

为一种社会现象，一种充满系统思维的学术活动，一种在相对成形、具有一定规模的机

构里进行的目标教育，当然也是如此。根据大学功能形成的历史演变，将大学的发展分

为三个阶段，即古代大学阶段、近代大学阶段、现代大学阶段。 
在中国古代，类似于大学的高等教育机构有国学（太学、国子监）以及后来的高等

书院等，是指聚集在特定地点整理、研究和传播高深领域知识的机构。中国古代大学经

历了夏、商、周到清末，历时4000余年，中国古代大学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

个时期是古代大学的孕育、启蒙期，时间是从夏、商、周到汉武帝，即约公元前 22 世
纪末到公元前140年，共2000余年。如虞舜之时，即有上庠，“上庠”即“高等学校”的

意思。这一时期的古代大学是一种具有大学教育性质的高等教育，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大学教育，但它是古代大学形成的基础。第二个时期是古代大学形成与发展时期，即从

汉武帝时代到清末。这一时期，以汉武帝建立的太学为标志，逐步形成、发展为真正意

义上的古代大学。有一种说法是汉代的太学才是中国大学的起源。太学的主要特点是：

有专门的大学校舍，系统的招生要求；有专门的教员博士；规定了统一的教学内容，主

要教学内容是“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其目标是仁人教育、君子教育、圣贤教

育，而且太学形成了博士治校的传统，这相当于今天“教授治校”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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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国古代的高等学校和西方现代的大学存在差别，尤其官办学校以培养治理

政府的仕人及从事文化教育的文人为主，学科上自然科学尤为缺乏，所以到近代整个的

传统教育体系都面临着转型、革新。 
中国近代大学诞生的标志是京师大学堂的成立（1892年），而真正实现教学、科研成

为大学的双重功能是在1912年蔡元培任校长后的北京大学，其思想却萌芽于鸦片战争

（1840年）之后。纵观中国近代大学形成的历史文化、社会变迁背景，笔者认为促成中国

近代大学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四点：（1）鸦片战争的失败，洋务运动的兴起。（2）中

国先进知识分子，特别是上层建筑领域知识分子的国家民族意识的崛起，国家民族精神

的奋起。（3）西方近代大学思想的输入，如办洋务学堂，请外国教师，蔡元培吸收德国

近代大学的思想办北京大学以及教会大学的兴起等。（4）社会动荡、内忧外患、国无宁

日，科学救国思想的兴起。总之，中国近代大学是中国社会、文化、政治变迁的必然产

物。 
现代大学的本质体现是社会服务功能成为大学的基本功能之一，从而使大学具有三

项功能：教学、科研与服务。中国现代大学的真正成形应该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然而

其思想起源于毛泽东同志早期的教育思想。在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先后办起了一批服

务于政治和军事的革命大学，随之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成自己的大学教育体系，其中毛

泽东同志提出的基本教育方针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

合”，在1941年9月成立的延安大学的宗旨、课程设置、培养目标和实践工作，这一思想

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就是指教育必须直接面向社会、服务社会，充

满着现代大学思想气息。新中国成立后，共和国试图建立中国式的现代大学体系，经历

了坎坷不平的发展道路。新中国初期中国大学教育基本上移植苏联模式，加上“左倾”

主义思想带来的“文化大革命”对高等教育造成的损失，所以，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

大学功能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特别是社会服务功能更是畸形发展。由于“左倾”政

治对学术的干预，现代创新思想的禁锢，大学的发展缺乏研究和开发。现代大学的发展

已远远落后于西方大学。改革开放后，学术自由的春天到来，大学发展的春天到来，开

放迎来世界先进大学思想的进入。教育家们积极探索中国现代大学的发展，很快达成共

识，并在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改革方针政策的指引下，中国现代大学发展飞速。20多
年时间取得的辉煌成就为世人瞩目，但应该看到与先进国家的大学教育发展相比我们还

有较大的差距。 
西方古代大学发展也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公元前387年古希腊的柏拉图学园

的成立到欧洲中世纪大学产生之前（公元l2世纪）。这一时期属于西方古典大学的孕育和

启蒙期，以学园的形式为主体，还有部分修辞学校和博物馆都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大学教

育性质的高等教育机构。当时，古希腊文化繁荣发展，一些以柏拉图等为代表的文人学

者自发在当地进行教学和学术活动。他们的教学活动为西方古典大学的形成和培养高级

专门人才提供了一种理念和经验传统。第二个时期是从欧洲中世纪大学兴起到柏林大学

成立前，即从公元12世纪到19世纪初。这是西方古典大学形成和发展的时期，也有学者

认为欧洲中世纪大学是西方大学的起源，然而，无论怎么说，中世纪大学对西方大学的

发展起着重要的奠基性的作用，这是无可非议的，它在西方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地位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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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替代的。欧洲中世纪大学主要有4个特征：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宗教性与国际性；

职业性和实用性；民主性和平等性。这些特征，除宗教性外，其他特征均被现代大学继

承和发展。 
西方近代大学的思想萌芽于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时期（公元14—16世纪）的新

人文主义思潮，即要用“以人为本位”的教育替代“以神为本位”的教育。诞生的标志

是1810年德国柏林大学的成立。19世纪是德国大学教育的黄金时期，在以施莱尔马赫

（1768—1834）、费希特（1762—1814）和洪堡（1767—1835）3人为代表的教育家们的倡

导和直接努力下，引领世界近代大学发展方向的柏林大学于1810年正式成立。这一划时

代的伟大成果，使德国大学教育成为世界大学教育的中心。促使柏林大学形成的原因大

概有以下几点：（1）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德国民族意识的觉醒。1789年7月法

国大革命推翻了长达1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这场革命震动了整个欧

洲，尤其是首先震动了邻国德国。恩格斯指出：“法国革命像霹雳一样击中了这个叫做德

国的混乱世界。它的影响非常大。”德国掀起了一股改革的洪流，洪堡是这场改革洪流中

最杰出的代表，他的大学思想首先在柏林大学实现，成为西方近代大学的创始人。 
（2）18世纪德国的两次大学改革运动的经验和思想是柏林大学成功的基础。18世纪德国

大学教育进行了两次改革运动，第一次是以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等为标志的改革和发

展运动，第二次大学改革运动是在l8世纪后期，主要是天主教各邦对大学的改革。（3）施

莱尔马赫、费希特缔造了柏林大学的精神，而洪堡实现了教学和科研属于大学双重功能

的新理念。（4）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如柏林大学精神的缔造者之一施莱尔马赫，就

是新人文主义先驱沃尔费的学生，他深受其师的影响，并把新人文主义精神渗透到自己

的大学思想之中。 
西方现代大学的思想启蒙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初美国州立大学兴起的理念——

服务社会的思想。西方现代大学的诞生以“威斯康星思想”形成时期的美国威斯康星大

学为标志。“威斯康星思想”是在范海斯任威斯康星大学校长期间定型的，其主要内容有：

（1）大学必须参与州的各项事务，将全州作为自己的教学场所，大学为州服务；（2）大

学须与州政府密切合作，并建立起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3）坚持“学术自由”，致力于

校内“学术自由”氛围的营造；（4）坚持“学习自由”，即学生选择学习课程的自由，决

定何时学及如何学的自由。威斯康星思想以全新的面貌把大学引入一个新的世界，大学

由社会的边缘走进了社会的中心，成为最活跃和最引人关注的社会组织机构之一。 
大学经历了几千年，具有悠久而丰富的历史，中国和西方大学又有各具特色的发展

经历和内容，谓各有千秋。但是，在这各有千秋的历史画卷中，大学却走出了许多共同

的历史印迹，并从中激荡出她可能潜在具有的无穷魅力。 

第二节  大学的精神 

所谓大学精神，概言之就是“学术自由，文化创新，真理至上”，大学的精神虽然无

形，但它切实地体现在大学的各种活动之中。它关注人的精神发展，提倡学术自由，对

人类文化精神发展怀有强烈的使命感。其精神内核是对人类、社会、自然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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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人类社会健康持续地发展。这在现代大学承载的“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文化，服务

社会”三大使命中得到充分体现。爱因斯坦曾说过“学校向来是把传统的财富从一代传

到下一代的最重要的手段。与过去相比，这种情况更加适用与今天。由于经济现代化的

作用，作为传统的教育的传递者家庭已经削弱。因此，比起以前，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健

康，要在更高程度上依靠学校。”从这一意义上说，大学精神应该是维系人类社会健康持

续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 
其一，大学精神导引着人类文化的科学传承。大学教育通过确立教育内容，对人类

文化进行选择，通过编写教材，对人类文化进行整理；通过更新教育观念，更新人们的

价值取向，改变思维方式，实现文化的再生；通过科学研究发展科学，发现真理；通过

教学活动培养传承和发展人类文化的人才。正如曾任哈佛大学校长 40 年之久的艾略特认

为的那样，大学文化最有价值的成果是使学生具有开放的头脑，经过训练而谨慎的思考

态度，谦恭的行为，掌握哲学研究方法，全面了解前人积累的思想。爱因斯坦更直接地

认为“学校的目标应该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不过他们要把为社会服务

看做是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正是大学精神不断地引导着大学组织的行为，从而导引着

人类文化的科学传承。 
其二，大学精神指引着对现实社会的理性反思和价值构建。大学作为人与社会自身

发展的特殊途径和场所，它不仅要产生思想和学问，还要给社会提供道德理想；不仅要

培养负责任的、合格的公民，还要给社会提供实践的行为模式。大学通过创造社会理想，

并把这些理想传递给社会成员，再通过人们的实践，使理想变成现实的文化实体。社会

的现实价值存在是多元的，而且具有短期性，易变性等特征，但大学的价值观念由于受

历史文化积淀的影响，具有摆脱短期功利狭隘性的特质，因此它可以借助于批判精神，

制衡社会负价值的发展，担当起引领主流价值的形成和推广的重任。布鲁贝克认为，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美国大学，“不仅是美国的教育的中心，而且是美国生活的中心，它

仅次于政府成为社会的主要服务者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大学所创造物

质财富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因为大学所孕育的精神动力。大学精神的精神积累性和价值

重建性，使其完全不同于科技的革命性和维新性，它不能抛弃立身其间的文化历史和绵

长传统；相反，它不断使人寻找自己的根，不断反抗单纯化的生活状态，它抛弃功利主

义并不断返回生命存在的本源去发现现代社会所失落的意义。大学从学理和思想上关注，

思考，讨论和批判社会理论，使大学成为公认的学术思想，人文精神的中心，是为民主

社会树立知识标准和思想标准的圣地，所以说“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 
其三，大学精神关注于“人”的发展。人文理念是大学精神的灵魂。一个社会的文

化底蕴和精神气质，尤其体现在大学的人文理性之中；而一个人的胸襟和个性，来源于

他所受的人文精神的培养。真正的大学是以培养“人”为天职的，它的立足点和归宿点

是人，关心人的解放，人的完善，人的发展，而不是造就像爱因斯坦所形容的那样“受

过训练的狗”。“一个由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规格统一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将

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事实上，从 18 世纪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时，最初的

大学理念就源于将大学视作充分发挥个人的个性，强调人的精神和道德能力的发展的这

样一个自由的精神空间和学术环境。蔡元培先生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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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

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他特别强调了教育并非只是满足

社会现实功利需要的一种制度和机构，而更是社会理想的制造者和实行者，他说，“最好

的教育不但帮助我们在职业上获得成功，还使我们成为更善于思考，更有好奇心和洞察

力，更完满和充实的人”可以说，蔡先生所领导的北京大学正是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

而成为一代名校。大学精神是无形的，却是巨大的：它不仅蕴涵着发展科学文化的科学

追求，更有着“人文化成”的人文关怀和滋养着人的人格，理想的精神理念，并以此为

社会设立一个精神价值尺度，成为一代学子的精神家园，并从根本上引导着社会进步。 
大学的精神也是大学进一步前进的动力。所谓精神，一是指表现出来的活力，二是

体现出来的宗旨。当代著名哲人梁漱溟曾说：“人心与人生无二也”。揭示的就是精神与

存在的关系，也就是说，人之为人，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客观物的存在，而且还是一种精

神的存在，正因为人类有精神的存在，人类文化才如江河万古长流。同理，大学何以为

大学，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客观物的存在，更在于大学精神的存在。正因为大学有不朽的

精神存在，大学才得以绵延不绝，历久常新。学术自由是大学自由精神的最明显体现，

它意味着学术必须从政治、经济的各种利益中解放出来，还意味着要从大学里的各种束

缚中挣脱出来，这也是大学文化创新的必然前提。“知识之传授与创新，是学校责无旁贷

的重任。大学更须以研究高深学术为要务，如此，文化之发展与茁壮，人类社会之幸福

与繁荣，才可望达到。高深学术之研究，必以学术自由为前提”。因而有了学术自由，才

可能出现文化创新，创新是学术活动的本性，是学术活动的最高追求和神圣使命。大学

不仅传递文化，更重要的是通过选择，批判和创新文化，使大学成为社会“新文化”的

生长点，并通过培养大量的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对传统的和现实进行批判

与挑战，以此推动着社会前进。正如阿什比所言：“如果传统不经过持续不断的反复检验

和探索，她就会变成社会前进的障碍。所以高校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不仅学会了把大量

知识和思想传递给下一代，还学会了启发学生在知识中发掘谬误和在思想中寻找疑点”。

就在这样的传递，选择和批判的进程中，大学体现着无限的生命活力。美国哈佛大学一

位校长曾说：大学的存在时间超越了任何形式的政府，任何传统、法律的变革和科学理

想，因为它们满足了人们的永恒需要。 
英国教育家阿什比有一句名言：“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不论是

西方大学还是中国大学都剥离不了这一属性。尽管各国大学的发育土壤、发展路径各不

相同，而且带着各自的文化遗传因子，但从东西方大学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这样的事

实，即东西方大学在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冲突制衡中不断积淀，

交流和发展的大学理想、大学精神精神却有着共同之处。这种传统精神在引导大学发展

的同时，自身也在变异和进化。 

1．西方大学精神的哲学基础 

高等教育哲学流派纷呈，但共识于认识论是高等教育哲学的源头。近代西方高等教

育发端于中世纪，但高等教育认识论的产生则可追溯到古希腊。在古希腊三哲的思想中，

人们不难发现认识论的端倪。苏格拉底注重引导学生积极思索，发现自己认识中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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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从而具有识别善恶的智慧；在柏拉图看来，教育应该使心灵

转向真理，认识理念世界，而不是为了实用；亚里士多德推崇“不为其他目的，只为知

识本身的知识”，也即所谓的“静观知识”。这种以思想本身为目的，发现知识，追求理

性的精神成为认识论哲学基础的源头，也是西方大学精神的哲学渊源。并对高等教育思

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美国著名的教育哲学家布鲁贝克认为：“在 20 世纪，大学确定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

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

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大学理念的形成与确定也可根据这两种哲学分类。持认识论哲

学的人强调大学以探索高深的学问和忠实客观地追求知识为目的。这种认识论哲学主要

考虑大学的纯学术价值，认为大学是一个学术系统，学术发展是其最根本的目的，因此，

大学必须按自身规律发展，不受外界的干扰，尤其不能为政治和商业性质的目的去生产

文凭和知识。大学应该是探索和传播真理的堡垒。持认识论的代表人物有洪堡，纽曼，

托斯泰恩·维布伦，弗莱克斯纳，赫钦斯等。在维布伦看来，探索深奥的实际知识是学

术事业不证自明的目的。而洪堡认为大学是高等知识的机构，而这一机构的特性之一学

术性，“学术意味着超脱于政治……世界各地的国家及其官僚机构经常会窒息创造性并

断绝其新鲜空气”，因此，“没有政府，知识工作会进行的较好。”而赫钦斯则把金钱，即

大学愿意承担外部社会机构付钱的任何任务看做是学术界弊端的根源。他警告说：“如果

我们认为政府和企业为大学提供经费补助，是毫无私利地追求永恒的而不是一时的真理，

那纯粹是自欺欺人。”认识论哲学并不反对大学同时具有教学和研究的性质和职能，但它

反对社会现实主要是政治和经济对大学的影响和左右，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影响大学探索

和传播真理的客观性。正是受此哲学基础的影响，无论是在大学定性还是定能理念中，

都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在人才培养问题上有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分野，在科学研

究问题上有纯学术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争论。但可以明确的是，大学最早主要是依据认识

论发展起来的，并构成了研究型大学的基础。 
与认识论直接冲突并对大学理念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政治论哲学。其主要观点是，人

们探索深奥的知识并不只是出于对知识的好奇和知识本身，而是它还对国家有着深远的

影响。强调知识和思想如果不能得到应用，那就是无效的。因此，在大学人们追求知识

应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种哲学论的基础是对大学与社会之间互为依存，互为促进关系

的认识。政治论哲学要求大学根本改变以往基本上与世隔绝并拒绝由政治和经济构成的

社会现实的封闭状态，从孤芳自赏、深不可测的象牙塔中走出来融入社会的现实之中，

以根本缓解大学与社会完全脱节造成的关系紧张。政治论哲学对早期大学的影响主要体

现在大学专业人才培养，而今天的重大贡献在于使人们完全认识到大学已经成为社会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必须为社会服务。这可以从我们持有的大学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

社会服务的机构，负有相应责任，具有相应职能的大学理念中得到证实。哈佛大学校长

德里克·博克在哈佛 350 周年校庆演讲中指出，“必须十分明确：大学的职责是为了养育

自己的社会服务的”，“当知识和高等教育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活跃时，国家自然

希望能确保大学为公共利益提供服务。”可以说，威斯康星大学及其校长范海斯都是受政

治论哲学影响，强调大学为社会服务理念的最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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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何 谓 大 学 

当今人们普遍接受的大学理念是认识论和政治论共同影响的产物，它们和谐地并存

于大学理念中从而成为大学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这种现象的产生，可以从认识论或政治

论是否揭示或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获得解释。根据潘懋元教授较早时候提出且被高

教界广泛认同的，关于“高等教育既有适应自身发展的内部规律又有适应社会发展的外

部规律”的观点，单一论哲学最大的不足，就在于它们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均有片面性，

只有两者的结合才能全面反映或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而规律是不可逾越的。所以，

大学作为社会最重要的学术机构，它既必须按照知识发展和传授的内在逻辑保持相对独

立性，又必须接受社会对它提出的要求，承受政治，经济的压力和大众俗文化的冲击。

这种社会现实要求大学一方面必须坚持教学和学术的独立性这一区别于其他组织的大学

本质特性，另一方面又必须为解决重大的社会问题贡献知识和技术人才。对此，韩国成

均馆大学校长丁范镇有深切的治校体会：“形势使得高等教育必须把关注的焦点转向直

接的或近期可应用的技术我们将其称为应用研究。大学要面向这些挑战，并且应按照社

会提出的要求进行重建。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忽视基础研究，也不能忽略对基础知识和

基本真理的探究。因为，没有这些基础，我们就会为了现在牺牲未来。” 

2．西方大学精神的传承轨迹 

人们对大学的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修正。大学精神也在大学的发展轨迹中

得到传承和发扬。大体而言，在大学发展的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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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大学理想可以纽曼，洪堡，弗莱克

斯纳和科尔等为代表。在考察西方大学历史的过程中不难发现，西方大学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有不同的理想，但却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核。他们的大学理想，既反映了他们各自所

处时代和社会的大学特征，也揭示了大学精神传承的历史轨迹，闪耀着大学精神的光辉。 
纽曼的大学理想  
纽曼于 1852 年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大学教育的主张，整理出版为《大学的理想》（The 

Idea of A Univecity）。纽曼认为，大学是一个传授普遍性知识的场所，而所有知识构成一

个整体，自由的知识或哲理是大学的教育目的；主张博雅教育和智力训练，大学应该提

供自由教育，而自由教育存在于文化之中。大学的职责就是提供智能，理性和思考的练

习，把智力训练作为它直接活动的范围，或从事智力的培养。这种智力的培养是一种独

特的目的，它是一种扩展或启发；纽曼认为大学能提供理想的学习环境，训练良好社会

成员，促进智力和社会格调的提升。他认为，大学通过提供整全知识的博雅教育，训练

人的智力，造就社会的绅士。发挥智力，思想和哲理的力量，使他们具有开化的心智，

高雅的品位，和谐的心灵，高贵而有教养的举止。因而，大学训练是达到一种伟大而又

平凡的目的的伟大而又平凡的手段。它旨在提高社会的思想格调，提高公众的智力修养，

纯洁国民的情趣，为大众的热情提供真正的原则，为大众的志向提供确定的目标，扩展

时代的思想内容并使这种思想处于清醒的状态，推进政治权力的运用以及使个人生活之

间的交往文雅化。 
洪堡的大学理想 
洪堡在创立柏林大学的过程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大学教育的见解，构成了洪堡的

大学理想。洪堡认为，大学应相对独立，摆脱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干扰。但这并不是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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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可以放任不管，国家应对大学提供支持，并采取措施，防止各种弊病侵害大学的健全

发展。这一观点和当时德国思想界提出的“国家服务于教育，教育服务于理性的国家”

的口号是一致的。大学相对独立和学术自由并不是特权生活的保证，不是要摆脱社会约

束和社会责任，也不是要摆脱公民责任的制约，而仅仅是作为献身学术事业的先决条件。

学术开阔了学者的视野，增强了学者的判断能力和责任感，使他们更主动地承担为社会

服务的责任。教授与学者应处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彼岸，科学的自由，作为精神上的内

心自由，正是这种彼岸的自由。这种自由的意义在于，它能为国家和社会保存一支校正

力量，以便能去校正那些在政治和社会上形成了优势力量的东西，并能将这个社会引向

一个绝对健康的方向上去；主张教学与研究的统一。大学兼有双重任务，一是对科学的

探求，二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他所说的科学是纯科学，即哲学。纯科学不追求任何自

身之外的目标，只进行纯知识，纯学理的探求。所谓修养是个性全面发展的结果，是人

作为人应具有的素质，与专门的能力和技艺无关。这双重任务的完成就是“由科学而达

至修养”；主张学与术分，大学的目的在于探求真理，而不是满足于社会的实际需要。他

说：“当科学似乎多少忘记生活时，它常常才会为生活带来至善的福祉。”这里所说的术，

主要指应用性，专业性，职业性的学科或技术。在洪堡的大学理想中，大学的目标不只

是知识的输出和科学的探索，而是通过这些，促进创造性的思维和修养的完善。 
弗莱克斯纳的大学理想  
弗莱克斯纳所处时代的美国大学，在吸取英国、德国大学之长，又结合自己实际的

基础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研究型大学也形成了特色。1930 年，弗莱克斯纳出版了《美

国的，英国的，德国的大学》（Universities：American，English，German）一书，表述了

他的大学理想。认为大学是“特定时代一般社会之内的东西，而不是组织之外的东西。

它不是与世隔绝的东西，历史的东西，尽可能不屈服于某种新的力量和影响的东西。恰

恰相反，它是……时代的表现，并对现在和将来都产生影响。”；大学应与社会保持一定

的距离，不应像报纸和政客那样见风使舵，赶时尚。大学基于一定的价值体系，对社会

风尚保持合适的批判性的抵制，有助于避免愚蠢的近乎灾难的莽撞；弗莱克斯纳认为，

学者和科学家应主要关注 4 大目标：知识和思想的保存，知识和思想的解释，寻求真理，

训练青年学人成为将来继起的工作者。在大学里，思想的清流时时注入人类的宝藏，对

于大学的教师来说，激发学生自己探索和使研究者团结合作比学问本身更为重要。教师

要激发学生的责任感。大学必须产生思想家、研究人员、发明家、教师和学生，他们需

要去探索人类生活的现象并努力去理解他们；弗莱克斯纳认为，社会需要理智的行动，

否则，就会陷入非理智、盲目、自私以及冲动。因而，大学必须注重理智，大学必须接

受这一挑战，社会上再没有其他机构能够或者愿意担此重任。因而，大学应增加人文科

学和哲学的学习。人文社会科学虽然需要不断地与商业、政治和社会实践相联系，但是

必须摆脱商业的控制，政治的控制以及各种各样的改革的控制，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是这

样。大学不应该沉湎于大量毫无意义的杂事之中，它应是“全心全意献身于发展知识，

解决各种问题和培养人才，并尽量努力向高水平看齐”的特殊研究组织——一个学人的

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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