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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等教育哲学回答的基本问题是，大学是什么？大学何以出现？大学的命运与

人的命运如何关联？大学校长的自觉首先表现为他对“大学是什么”的深层思考。对于自身独

立且自觉的思考，是中国大学所必然要经历的。唯有如此，大学才自觉其为大学。所谓一流大

学，必是有更高哲学自觉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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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任何一项活动中，人们总是一边做着，一边思

考着的；在思考之中，又总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
从而总有 可 能 由 形 而 下 走 向 形 而 上。这 就 到 了 哲

学。
在思考着的人群中，总会有些人更勤于思考、善

于思考，总会有一些人显示出智慧，甚至有些人刻意

地追求智慧。而哲学正是智慧之学，这样，人们就有

意无意地追求着哲学。
所以，我们就高等教育哲学的某些问题进行一

些讨论，也应当是很自然的事情。

一、高等教育哲学研究些什么

一般来说，哲学研究一些本原的问题。
例如，关于人的学问有许许多多，关于人的生理

学、心理学，林林总总。然而，关于人的哲学，它更感

兴趣的问题是：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人向哪里

走去？这也就是关于人的一些本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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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相关的哲学专称为教育哲学，它最为

关心的 也 是 一 些 本 原 的 问 题。例 如，教 育 是 什 么？

什么是教育？人何以能教？教育从何而来？教育何

以发生？教育与人类命运有何关联？

因此，高等教育哲学所讨论的基本问题就很好

理解了。诸如大学是什么，大学何以出现，大学何以

最早产生在欧洲，大学与时代的变迁怎样关联着，大
学作为一种社会机构在社会中存在的意义如何，人

的命运与大学的命运有什么联系，等等。
关于“大学是什么”的问题，常常又延伸为另一

些问题，比如，大学的理念是什么？大学的使命是什

么？大学的文化是什么？甚至还进一步询问：知识

是什么？大学在知识问题上有何独特的价值观？大

学在真理和功利的关系上持什么态度？通过由“大

学是什么”延伸出来的问题的探讨又反过去回答“大
学是什么”这样本原的问题。

社会中，从事学术活动的机构并不少，大学从什

么特定的 视 角 去 看 待 学 术？ 学 术 对 于 大 学 有 何 特

别？大学的学术有何特别？大学最崇尚的是什么？

大学最珍惜的是什么？大学最应拒绝的是什么？

自由是无价之宝，自由为何对大学尤其珍贵？

谁不需要自由？为何大学尤其需要自由？谁不希望

自治？为何大学尤其需要自治？学术自由、大学自

治对大学有何特殊意义？

大学的学术自由与大学的社会责任是相互作用

的吗？大学的社会责任由谁来确定？大学在道德与

法律面前处在何种地位？大学所应享有和它所应承

担的是成正相关关系的吗？

这样看来，由一些本原的问题延伸开来所遇到

的问题还是很多的。同时，即使延伸开来的问题，也
依然是在形而上意义下的思考，高等教育哲学还是

与高等教育学讨论的对象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也就

是说，高等教育哲学的论题既是丰富的，又有一定的

临界点。
另一方面，当高等教育学的内容越来越宽广、越

来越充实的时候，高等教育哲学活动的天地也会更

宽阔，它的立足之地也会更厚实。不过，高等教育哲

学并不是那样及时、那样自然地尾随着高等教育学

而来的。

二、研究高等教育哲学的

意义何在

大学校长们，哪一位不在工作着，忙碌 着，哪 一

位不是有做不完的事情？然而，校长当得好的，被认

为优秀的校长，又有哪一位不是对“大学是什么”有

过特别的思考、有过独到的看法的呢？

有条不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兢兢业 业 的 校

长随处可见，然而，明明白白、清清晰晰、目标远大、
理念先进的校长却不多见，能够自觉其工作，卓有成

效、独辟蹊径开创性工作的校长并不常见。
校长与其副手，与其团队的其他成员相比，并不

一定在于他理事更多，过问更细，事必躬亲，而在于

他能站得更高，看得更明，想得更远，见解更深。
有什么能帮助校长站得更高、看得更 远 呢？那

就是哲学，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哲学。
要求每位校长都在哲学或高等教育哲学领域有

所建树，是不现实的。但是，要求校长们都有一些哲

学思维的习惯，都有一定的哲学修养，都能研习既有

的一些高等教育哲学论著则不为过。
哲学确是 智 慧 之 学，“汉 语‘哲’字 亦 为 智 慧”，

“‘哲学’一词来自希腊文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由‘爱’和‘智

慧’两词组成”。［１］高等教育哲学正是高等教育的智

慧之学，校长能不跟它打交道吗？哲学是机敏的、睿
智的、深刻的。出色的校长事实上都自觉不自觉地

与哲学结缘。越是自觉越好，自觉的哲学思维与自

觉的大学治理密不可分。
校长总应当是特别善于思考的吧？哲学就是帮

助人们善于思考的，同时，善于思考的人就是在靠近

哲学，无论自己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甚至于一所

大学的整体哲学水平，是这所大学的整体办学水平

的一个关键因素。一所大学的整体哲学水平较高，
意味着师生普遍更聪明一些，管理人员普遍更精明

一些。大学校长自觉的哲学修养，就应表现在比较

自觉地关注整个学校的哲学水平上。
从１９世纪到２０世纪，高等教育最为发达的国

家是德国和美国，同时，哲学最为繁荣的国家也是德

国和美国。两者的高度一致说明了什么呢？

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大学都有最为繁荣的哲学研

究。在中国，最高水平的大学拥有中国最优秀的哲

学教授。这两者之间也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
上世纪上半叶的一些大学特别令人怀念，有学

者称那是“过去的大学”。实际上，那时不只有优秀

的校长蔡元培、梅贻琦、蒋梦麟、竺可桢，而且有最优

秀的哲学家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贺麟、胡适、梁

淑溟。这也说明了同样的一致性。
同时，我们也遗憾地看到，中国上世纪下半叶高

等教育的落后与哲学的落后也是相伴而行的。虽然

现象是如此不同而所说明的道理又是如此相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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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前面所提到的一致性。
从事教育的，最好懂得一点教育哲学；从事高等

教育的，最好 懂 得 一 些 高 等 教 育 哲 学，做 一 个 自 觉

的、清醒的、睿智的高等教育工作者。这是历史和逻

辑同时告诉我们的结论。

三、高等教育哲学走过了

怎样的历史轨迹

说到高等教育哲学，中国学者最为熟悉的著作

可能就是 布 鲁 贝 克 的《高 等 教 育 哲 学》。这 本 书 自

１９８７年中译本出版以来至少重印了四次，在中国的

发行量不小。
布鲁贝克的这本书初版于１９７８年，“是 西 方 第

一部以高等教育哲学为书名的专著”［２］。然而，这本

书并不是西方的第一部高等教育哲学著作。
雅斯贝尔斯有一本著作，名为《大学之理念》，从

其探讨的基本问题看，堪称一部高等教育哲学著作。
此书 出 自 何 时 呢？ 有 一 文 献 注 明 它 出 现 在１９２３
年。［３］然而，此书英译本的编者在前言中说“卡尔·

雅斯贝尔斯的《大学之理念》，写于希特勒专政的晚

期和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德 国 战 败 之 后”［４］，那 就 是

１９４５年前后了。按前一说法，这一高等教育哲学著

作较之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早了半个世纪；
按后一说法，也早了３０多年。

纽曼的一部著作名为《大学的理想》，按雅斯贝

尔斯著作 的 英 译 名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即

知这两部著作同名。那么，纽曼的书是否也为一部

高等教育哲学著作呢？

一般认为，纽曼的《大学的理想》是第一部高等

教育学著作，而雅斯贝尔斯的《大学之理念》是第一

部高等教育哲学著作。为什么这两部同名著作具有

不同的性质呢？这是尚需加以说明的。
虽然纽曼的著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大学是

什么的问题，但他的侧重点在阐述大学的任务、使命

和目的，在知识的传播上。他说：“我对大学的看法

如下：它是一个传播普遍知识的地方。这意味着，一
方面，大学的目的是理智的而非道德的；另一方面，

它以传播和推广知识而非扩增知识为目的。”［５］他的

《大学的理想》则以基本的篇幅来论述大学主要承担

传播高深知识的使命，主要应是传播普遍知识即自

由知识的，因而他也是主张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

学术的。他甚至不认为大学有扩增知识从而有从事

研究的使命，这显然是对洪堡思想的一种倒退。故

而，从总体上看，他并不是用哲学的眼光在全面地审

视大学，从而不能说《大学的理想》是一部高等教育

哲学著作。
雅斯贝尔斯首先是一位哲学家，即使他的《大学

之理念》、《什么是教育》，讨论的虽然是教育，却也堪

称哲学著作，只不过可以专称为教育哲学著作而已。
雅斯贝尔斯把大学作为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种制

度、一种超民族的机构来全方位地探讨大学，来回答

大学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充满了哲学的意蕴。这

样，我们就有理由认为雅斯贝尔斯的《大学之理念》
是一部高等教育哲学著作。

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被认为是第一部系统论

述教育的教育学著作，出现在１６３２年。逻逊克兰兹

的《教育学 体 系》一 书 被 认 为 是 第 一 部 教 育 哲 学 著

作，写于１８４８年。从第一部教育学著作到第一部教

育哲学著作，其间相隔了２１６年。
纽曼的《大学的理想》被认为是第一部高等教育

学著作，出现在１８５２年。如果雅斯贝尔斯的《大学

之理念》被认为是第一部高等教育哲学著作并确认

出现在１９２３年，那么，其间相隔了７１年，若确认在

１９４５年前后，则相隔近百年了。
有两个事实可引起一些思考。一是从一般理论

发展到较为全面的哲学论述，无论是２１６年还是７１
年或近百年，都表明这个过程并不是那样容易迅速

到来的。
第二个事实是，第一部教育哲学著作的作者逻

逊克兰兹是德国人；第一部高等教育哲学著作的作

者雅斯贝尔斯也是德国人。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哲

学的开创性工作都首先出现在德国，而不是随便在

哪个国家都一样可以出现的。
常 听 人 说 德 国 的 秘 密 武 器 是 其 发 达 的 职 业 教

育。其实，这算不上什么秘密，真正有点秘密却也并

无多少秘密可言的，是德国发达的哲学，这恰是相对

较少被注意的事实。然而，这是对于一个国家有更

深远影响的事实。
又正好是美国人更清晰地看到了德国的秘密并

努力向德国学习。德国的繁荣背后有其高度发展的

科学，与此同时，是高度发展的哲学。在我们看待美

国时，可能正需要像当年美国看待德国那样，不只是

看到美国发达的经济，同时要看到美国发达的科学

和哲学。也常有人说，美国不就是实用主义哲学吗？

可是，又有多少人真正理解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丰

富内涵呢？并且，若论实用，德国的哲学不也事实上

表明了它是多么实用的吗？这种实用的全方位巨大

影响远非都被人们充分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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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们的实然现状和应然走向

提到中国的教育学，古代的《学记》是一个特例，
近代以来的教育学则基本上出现在欧洲，中国“开始

研究和讲授教育哲学一科则在２０世纪初”。［６］

说到高等教育学，比较正式的著作并同时开始

高等教育学专业的教育，这应当以厦门大学和潘懋

元先生的工作为标志，始于１９８４年。在拨乱反正的

１９７８年之后不 久 就 出 现 了 这 样 的 工 作 是 很 不 容 易

的，虽然这已大大晚于西方高等教育学出现的１８５２
年了。另一 方 面，在１９８４年 之 后 的 不 太 长 的 时 间

里，大约２０年之后，中国也有了自己的高等教育哲

学。
中国教育有悠久的历史，孔孟时代即有自觉的

教育活动，但 系 统 的 教 育 学 最 早 并 不 产 生 在 中 国。
教育哲学在中国的出现则是更晚的事了。

中国的大学有百多年的历史，但中国系统的高

等教育学却是近期才出现的。中国的高等教育哲学

也就不可能更早出现。
这个历史所反映的是，我们在教育实践活动中

理论兴趣、哲学兴趣的微弱。这种微弱，也许与我们

的文化传统有关。比如说，中国古代，有发明，却较

少发现；有技术，却较少原理性研究；有形而下，却较

少形而上思索。古希腊理性主义哲学和那个时代就

已出现的基于思辨的公理化思想，在近代以来西方

科学发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难以在我们这里看到。
我们的传统中，强调实践出真知，强调从实际出发；
西方的传统中，看重从概念出发，这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其结果是，逻辑学在西方产生，理论伴随着甚至

引领着他们的产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
感性和理性在认识活动中，在科学活动中，都是

重要的。但是，崇尚感性与崇尚理性带来了巨大的

差距。更深层的原因可能会牵涉到历史和社会的方

面。我们就不在此进一步展开论述了。
事实上，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实用主义 哲 学。一

种是强调对人自身发展的实用，或称之为内在实用；
一种是强调对人自身以外的实用，如对发展经济和

巩固政权有用之类，可称之为外在实用。内在与外

在并不是没有联系的，然而，内在实用可能自然延拓

至外在实用，而外在实用在出发点上就不易自觉回

归到内在实用上来。这已为历史事实所证明。
我们似乎是在一个更宽阔的历史背景下，说明

我们走向高等教育哲学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
并不是很容易在刚刚兴起的理论兴趣基础上生长起

哲学兴趣来的。中国在高等教育学科发展上走在前

面的几所大学，早已有了高等教育学的兴趣，却并不

见有多少高等教育学深层的理论兴趣和哲学兴趣，
这一事实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是否有关呢？

１９世纪的德国和２０世纪的美国所共同表明的

法则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科学、哲学和经济的繁荣

是它们携手共进一起带来的，三者缺一不可。而它

们一起携手前进的社会或历史条件便是开放和民主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存在于学术之中。今日之中国，
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的中国，业已让

我们具备了这样的历史条件。
恩格斯赞颂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

了巨人的时代。１９７８年之后，中国也开启了一个思

想解放和民族复兴的时代。
文艺复兴和德国、美国的经历给我们的启示是，

经济、科学、工程技术的繁荣是离不开哲学繁荣的。
尤其是像我们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

国家，如果要走向全面复兴，如果要兴旺发达，是不

可能缺少高水平的哲学的。
由此，我们更可明白，高等教育、高等教 育 学 的

繁荣，是离不开高等教育哲学的繁荣发展的。要想

高等教育持续繁荣，是不可能缺少高等教育哲学的

持续繁荣的。
历史告诉我们，实践兴趣几乎是无须提醒的，然

而，理论兴趣、哲学兴趣是需要呼唤的。也许，专门

从事哲学、高等教育哲学的人是相对的极少数。但

是，具有哲学兴趣的人则应当是绝大多数。在高等

教育领域里，具有高等教育哲学自觉的人更应是大

多数。我们盼望这个大多数的出现，就是在盼望中

国高等教育繁花似锦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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