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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功能内涵是随着大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公元 11 世纪，

在博洛尼亚大学等世界最早的大学建立之初，大学没有今天的科学研究、

服务社会等诸多功能，它似乎仅仅是一个谈天说地、海阔天空的地方，人

才培养的目的很微弱。直到 19世纪初德国人洪堡先生创办了洪堡大学后

才赋予大学科学研究的功能，大学才真正有了科学精神的内涵。1862年，

美国国会颁布了《莫雷尔法案》，授权政府通过赠地资助各州建立农业、机

械等实用专业，培养实用人才，并最早在威斯康星州实施了这一法案，大

学服务社会的功能由此诞生。这是高等教育发展演变的过程。2011 年，胡

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 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高等教育

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文化传承因此成

为大学的第四个功能，并业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界接受认可的观点。这是

继欧洲人和美国人之后，中国人对大学功能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当然，

这一观点还需要我们的教育家们进行深层次地理论阐释，争取成为全世界

普遍认可接受的观点。

虽然经过近千年的发展，人们对“大学要干什么”这个问题有了越来

越清晰和丰富的认识，但具体到某个时段、某个国家、某个学校，在大学

的功能定位上仍然存在着忽左忽右的现象。就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等教

育来讲，我们会发现，60余年来有两种理念在其中交织而行：一种是要恪

守“大学就是学术殿堂”“大学是学术共同体”诸如此类的理念，认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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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就是探索未知、钻研学问的地方，大学就是象牙塔，大学生就应该“两

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另一种则是大学必须与社会紧密地结

合，为社会服务，满足社会多种需求才是大学存在的根本价值。

大学的这两种观念不仅表现在个体认识上，而且还体现在国家政策层

面。记得我在复旦大学上学时，有位很有名气的教授，曾说他所研究的关

于中国古代历史的诸多问题与当下的“四化”建设没有多少关系。虽然我

们明白先生此言有些“赌气”的味道，其实是说给那些今天识了几个字、

明天就想暴富的功利之徒听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学教授的研究不可能

与“四化”完全没有关系，至少也应算作是文化建设的内容或成果，但从

中反映出两种观念在认识上的不同。新中国成立初期，著名哲学家金岳霖

先生与毛主席畅谈学问，临别时毛主席送了金先生一句话，就是让他多接

触接触社会。20世纪 50年代，山东大学有位文史大家叫童书业，这位先

生在给学生上完课后竟然找不到自己的家在哪里，跑到派出所求助，让民

警送他回家。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些学者大概就是第一种理念的忠实

践行者。

在国家政策层面，这两条线索的交织也是清晰可见的。从 20世纪 50

年代开始，国家强化了高等教育应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理念，一度把这种

理念推向极致，曾经在江西省成立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教学方式以

半工半读为主，坚持面向农业、面向生产、面向基层的理念，直到 1980

年才更名为江西农业大学。“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出现了一大批这样

的“早稻田大学”，农林口的大学基本上从城市搬往农村办学，直接融入

农业生产。1964年，面对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刘少奇同志曾明确提出了

“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实际上就是上述的两种教育理念。由于在深入

社会、服务社会的这条道路上走得太猛，似乎又偏离了大学应有的轨道。

“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总理曾指示一些高校可以招一些研究生，单纯从

事学术研究，也培养出了不少人才。清华大学原校长顾秉林先生就是这一

政策的受惠者，这一做法应该是对第一种理念的回归。改革开放以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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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的生态，同时也在不断地调试、调整，以适应经济和

社会状况的变化。20世纪 80 年代， 赵紫阳同志提出了 “高等院校要同生

产单位建立科研、 教学、 设计、 生产联合体” 的观点， 与今天我们所强调

的产学研联合的内涵基本一致。 20世纪末， 国家决策层接受了经济学家汤

敏等人的主张， 进行暴风骤雨般的扩招， 似乎与刘少奇同志当年提出的

“两条路线” 的观点和理念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梳理中国高等教育走过的历程和办学理念的发展演变， 今天我们难以

用对与错来评析两种理念的交织运行。 从学理上分析， 上述现象可归结为

两点： 一是 “适应论”， 若失去社会服务的功能， 大学也就没有存在的意

义， 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犹如舞池中一对翩翩起舞的恋人， 相依相爱，

一刻不能分开； 二是 “回归论”， 大学就是大学， 大学就是研究学问、 探

究未知、 求索知识的殿堂， 就像一只独自觅食的白鹤， 优雅的动作之间保

持着自己的一份高贵与淡泊。 看来， 我们真需要回到原点， 重新认识 “什

么是高等教育” 这个问题了。

只要高等教育存在， 上述争论也许会一直存在下去。 今天， 重视实践

教学业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界的共识， 这种认识倒不是来自对上述教育理

念甄别、 讨论、 辨析的结果， 也不是对新瓶装旧酒的质疑， 因为一种新思

想的出现是何等的不易， 我们可以梳理出从孔子开始至今到底产生了多少

新的教育理念、 新的教学方法。 事实上也没有多少。 前些日子翻阅了一本

20 世纪 50 年代出版的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 感触颇多， 其中一些

理念正是我们今天所提倡和践行的。 比如， 毛主席在视察天津大学时提出

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 一是党委领导， 二是群众路线， 三是把教育同

生产劳结合起来。 除了群众路线外， 其他两点也是今天举办高等教育最主

要的东西。 现在的情况是 “不是理论创新急， 而是形势逼人紧！” 我们必

须承认， 中国每年庞大的大学毕业生涌向就业市场成为悬在高等学校头顶

上的一把利剑。 通过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从而使学生容易找到

工作。 事实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这些年来， 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

3



正是秉承这样的理念， 争取为每一个孩子搭建实践锻炼的平台， 例如,学

院每个专业都创办了提供学生练笔、 练手的刊物， 并坚持了十几年的时

间， 在校园中产生了一定影响。 这套丛书即是从这些刊物中遴选的学生作

品结集而成， 既是对学生成果的展示， 也是对这项工作的总结。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 中国的家长送孩子来大学念书， 基本上是冲着孩

子未来就业而来的， 每年新生报到时， 总能看到家长们提箱携眷、 忙前忙

后的身影， 一些家长为了省钱， 舍不得买瓶矿泉水而爬在洗手间自来水管

上饮水， 令人有一种难以说出的滋味！ 此情此景， 我们这些大学里的园丁

能做的， 也是唯一能做的就是对待学生好一些， 再好一些。

是为序。

杨 蕤

丙申惊蛰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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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纵
横浅谈上古声调研究的两种方法

———传统文献研究与汉藏语比较研究
◎王建伟 文史学院 05级历史班

汉藏语比较研究对上古声调的探索不同于传统文献研究。传统文献研

究注重文献典籍的押韵研究，主要借助上古韵文材料、古代注音材料、古

代韵书和韵图、异文材料、声训材料进行研究；汉藏语比较研究则注重亲

属语言间的历史比较研究，主要借助对音材料、方言材料、亲属语言材

料，利用历史比较法进行研究。虽然前者和后者的研究方法毫不相同，但

在上古声调探索方面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如辅音韵尾消失导致了去声声调

的产生等。这些研究成果证明在上古声调研究方面，传统文献研究与汉

藏语比较研究同时存在很强的生命力，既可互相补充研究中的不足，又

可互相印证。

在上古声调研究方面，传统文献研究的集大成者首推王力先生，王先

生一方面支持段玉裁提出的“古无去声说”，另一方面认为上古存在四个

声调分为舒、促两大类，巧妙解决了上古存在四声和“古无去声”的矛

盾。在去声来源方面，王先生认为人们在交际中为了追求发音的省力，上

古长入声韵尾 - t、- k受同一韵母中长元音的影响，逐渐脱落，长入声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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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去声。这里我们需明确去声字的固定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语音历史发

展的长河中逐渐衍生的。就是说，长入声韵尾脱落，第一批去声字出现。

与此同时，短入声韵尾 - p、- t、- k逐渐消失，其中次浊短入声字多变为去

声字。这是上古到中古，中古至现代，去声字由入声演变来的两种形式

（还有其他形式，这里不再讲述，上文已提到。） 列表如下：

汉藏语比较研究的结果表明，现代汉语普通话平仄四声最初表现为

韵尾的对立，仄声字在上古时期带有塞音韵味 （- p、- t、- k、- m、- n、

- ng） 或擦音韵尾（- s）。伴随着辅音韵尾的丢失，作为伴随特征，音高在

音节系统中的作用日益提高，逐渐具有了辨义功能。取代了辅音韵尾的

辨义功能。“依据 - s尾情况来推测，这一系统约于晋时形成，南北朝时

才为文人所知，依调型排序，被分称平、上、去、入四声”。在平、上、

去、入四声产生的年代、产生的形式、声调的种类等问题上，传统文献

研究结果与汉藏语比较研究结果很相似，这两种结果的相互佐证，大大

增强了上古声调探索的科学性、准确性。在此基础上，声调起源探索具

有了更强的说服力。不可否认的是，这两种研究的结论在具体问题上还

存在偏差，如传统文献研究认为去声最初起源于 - t、- k尾的丢失，其证

据是中古“一大部分的去声字在上古属于入声（长入），到中古丧失了尾

音 - t、- k，变为去声”；而汉藏语比较研究则认为去声源于 - s尾的丢失，

其证据是后缀 *- s发音时摩擦过程使得整个发音过程的音高逐渐降低，从

调类角度分析属于降调，即去声调。但当时的声调仅作为伴随特征出现，

不具有辨义功能，出于发音省力、交际方便的需要，后缀 *- s逐渐脱落，

去声产生。这两种结论的提出，我们很难找出反例把它们推翻。之所以

上古

长入

短入

中古

（- t、- k脱落）

（- p、- t、- k脱落）

现代

去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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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现这种矛盾，并不是两种研究方法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的研

究还不够深入，对声调起源的认识还不够清晰。这一矛盾的解决，有待

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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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政治格局的影响
◎李晓明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

万历援朝战争，日本史书上分别叫作文禄之役和庆长之役，朝鲜史书

则称之为壬辰卫国战争。万历朝鲜之役使明朝国力消耗严重，专注朝鲜而

无暇干涉女真的统一和崛起。朝鲜因明朝而复国，从而巩固了中朝宗藩关

系。日本由于此战而影响了关原大战，从此进入德川幕府时代。从长远来

看，万历朝鲜之役实际上起到了重新整合东亚各国政治军事力量与改变东

北亚政治格局的作用。

一、万历援朝战争背景与主要过程

万历二十年（朝鲜李朝宣祖二十五年，1592年），掌握日本大权的丰

臣秀吉命加藤清正、小西行长率军从对马攻朝鲜釜山，又渡临津江。朝鲜

军队望风而溃，朝鲜国王李昖逃奔平壤后又奔义州（今新义州东北）。日

军进占王京，又攻入开城、平壤。朝鲜八道几乎全部沦陷。在这种形势

下，明朝应朝鲜之请，出兵援朝。当年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

督，集四万兵马赴朝。次年正月进攻平壤，击败小西行长部，获平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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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此后又复开城，扭转战局。后又进逼王京，但在距王京三十里的碧蹄

馆因轻敌中伏，损失惨重。但是日军由于缺粮，放弃王京，退缩至釜山等

地，开始与明军谈判。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 谈判破裂，日军再次发动

进攻，明神宗以邢玠为蓟辽总督，麻贵为备倭大将军，再次出兵援朝。在

南原战役与蔚山战役失败后，次年二月，明军兵分四路，分道南下向南部

沿海挺进，明军水师将领陈璘与朝鲜水军将领李舜臣紧密配合，在海上打

败敌人最精锐的小西行长与岛津义弘所部。八月，丰臣秀吉死，日军撤

兵，中朝联军乘势进击，日军大败。但李舜臣和明军老将邓子龙也在与日

军的露梁海上会战中牺牲。十一月，战争基本结束。

在这场战争中，明朝“几举海内之全力”①，前后用兵数十万，费

银近八百万两，历经战与和的反复，最终异常艰苦地赢得了这场战争的

胜利。

二、战争过程中彼此的政治军事较量

16世纪末，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全国，结束日本战国割据时代。为了迅

速发展商业资本谋求海外市场和满足膨胀的扩张野心，日本企图通过征服

朝鲜，从而打开进入明朝的大门。日本天正十八年（1590年） 在致朝鲜国

书中傲慢地说：吾将率军“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

“贵国先驱入朝”，是远见之举。“予入大明之日，将士卒临军营”，听候

调遣。“予原无他，只显佳名于三国而已”②。朝鲜国王看到丰臣秀吉的

国书，感到事态严重，于是迅速向明政府做了报告。

然而战争开始后，朝鲜李朝由于内部党争不断，政权昏庸，在日军进

攻面前束手无策，三千里大好江山多半沦于敌手，朝将李谥战败之后，对

凶恶的入侵者评价竟是：“今日之敌，似如神兵！”国王李昖被逼无奈，

①张延玉：《明史》，中华书局，1962年。
②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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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皇北逃义州，遣使向明朝求援。明朝有识之士也指出“盖朝鲜与中国势

同唇齿，非若琉球诸国，泛泛之可比也，唇亡齿寒，自古言之，休戚与

共，是为朝鲜为我中国必不可失之藩篱也”，认为“关白（指丰臣秀吉）

之图朝鲜，其意实在中国！我救朝鲜，非止为属国也。朝鲜固，则东保辽

东，京师巩于泰山矣”①。主张破倭于朝鲜境内，制定了“援朝鲜，存属

国，以固门庭”的战略方针，决心派出重兵抗倭援朝。

明朝最终决定出援。表面上看，朝鲜是与明朝关系最为亲密的藩属

国，因此“廷议以朝鲜属国，为我藩篱，必争之地”。事实上，正如大学

士王锡爵所言：“倭奴本情实欲占朝鲜以窥中国，中国兵之救朝鲜，实所

以自救，非得已也。”②明朝出兵，是清楚地了解日本意图“谋犯中国”的

结果。由于朝鲜通中国的道路，陆上只有辽东一路，而海上则有七路可达

天津、山东等处，日军“可以旦夕渡鸭绿，内窥畿辅，外扞山东，皆举手

之易”③。所以明朝出兵的直接目的，不仅具有道义上援助的意义，而且

是为了本身安全势在必行。进一步考察，明朝对传统关系的质疑，实际

构成了争议的关节点，援与不援，包含有维护还是放弃朝贡体制的问题，

即直接关系到明朝外交体系的存亡，也正因为如此，明朝出援成为必然

的选择。

万历二十年（1592年） 六月二日，明廷令辽东发兵两支为先遣队，后

续大军随后跟进。七月十七日，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率军五千至平壤，因不

谙地形，轻敌冒进，在攻平壤时遭重创，全军伤亡大半。八月十八日，明

廷命兵部右侍郎宋应昌经略备倭军务，加紧入朝战备。十月十六日，以李

如松提督蓟辽、保定、山东军务，任防海御倭总兵官，率师援朝。十二月

二十五日，援朝明军四万人设左、中、右三军，由副将李如柏、张世爵、

①《明援朝经略宋应昌语》，《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二。
②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二，明经世文编，卷三九四。
③谈迁：《国榷》卷七七，中华书局，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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