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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要2当前是理工科大学发展文科的最好时期, 经济全球化和入世迫切要求迅速

发展我国人文社会科学, 理工科大学在新时期也应该迅速走出多年来片面发展的轨迹,

其综合化发展是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化发展趋势的内在组成部分而发挥作用。入主

流、倡交叉、创特色是理工科大学开展文科建设的必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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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的理工科大学普遍出现了重视文科建设的发展趋向。这既是理工

科大学走出原来的片面发展格局, 实现综合化发展的客观要求, 也是中国高等教

育综合化发展的必经步骤和内在组成部分。理工科大学的文科不应仅仅具有辅

助的和服从的功能, 也应当按照文科本身的规律来相对独立地加以建设,提高其

专业化和学科化的水平。入主流、倡交叉、创特色也许是理工科大学开展文科建

设的必要方向。

一、理工科大学发展文科的历史回顾

  历史地看, 我国理工科大学的文科建设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或三个层次。

第一阶段是政治思想理论和基本文化知识课阶段。长期以来,国家规定所

有的理工科大学生都要学习一定的政治思想品德课和基本文化知识课, 为此而

在理工科大学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思想品德课, 大学英语、大学体育、大学

语文等,相应地建立了服务于全校的各种公共课部。这个时候的文科在理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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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中非常明显地处于辅助和服务的地位。

第二阶段是文化素质教育阶段。包括华中理工大学在内的一些理工科大学

当年曾经在这方面先行一步, 提出了理工科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问题, 1 12 要

求理工科大学生选修一定学分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 为此而积极地吸纳了相关

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教师, 并相应地建立了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的教研室以至

学系和学院。这些思想和举措得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支持 1 22,也得到了教育主

管部门的首肯, 对于提高我国理工科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发挥了非常积极的引导

作用,为全面的素质教育奠定了一定基础,也使理工科大学的文科课程在原有的

政治思想理论课和基础文化知识课外有所拓展,文科教师队伍也有所扩大,专业

水平有所提高, 院系建制有所增加,在校地位有所提高。1 3 2但也应当看到, 在这

种思想指导下的文化素质教育,其目标仍然主要是完善理工科大学生的知识结

构,其任务主要是向理工科学生传授既得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1 42 理工科大学

文科建设,仍然还是作为理工科教育的辅助部分而存在的, 其主要作用仍然是服

从性的,而没有或少有自己的相对独立的学科和学术地位; 1 52 理工科大学的文

科教师没有或少有承担推进和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使命,而学校和社会对于他

们的科学研究和学术水平也没有提出特殊的要求。

第三阶段是为学校的综合化转型而大力发展文科阶段。随着近年来我国高

等教育的国际化、综合化发展,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

人才的大量和紧迫需要, 单科型和多科型大学的弊端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为社

会所认识。它们冲击着传统的教育观念,改变着人们对于大学的认识,也转变着

大学的办学理念。新的大学办学理念促使着单科型大学向多科型大学的转变,

也推动着多科型大学向综合型大学的转变。综合化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

本趋势,也成为各高校自觉谋求的基本发展方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凸显出了

文科在理工科大学转型中的特殊地位。要实现理工科大学在真正意义上的综合

化发展,文科就不能仅仅是辅助的和服从的地位, 而必须有自己的相对独立的学

术和学科地位, 有自己的能够自主发展的学术规模和学术空间, 为此而必须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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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的学术水准和学术地位。有一种共识: 没有高水平的文科就不可能有高水

平的综合性大学,这正是当前推动理工科大学尤其是重点理工科大学迅速发展

各自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最为强劲的动力。

二、当前理工科大学发展文科的背景分析

  当前是理工科大学迅速发展文科的最好时期, 因为新时代为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与教育的广泛深入发展提出了紧迫的要求和呼唤。

从宏观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入世迫切要求迅速发展我国的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与教育。对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工业、农业、金融、电信、贸易

等各个方面的影响, 许多学者已经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而对其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与教育方面的影响则还探讨得不够。回顾 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的

发展历程,大体可为三大步:第一步是在真理标准讨论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

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经济发展路线, 开创了中

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第二步是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以后,党的十四大

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为中国经济体制的内部改革指出了正确的方向;现

在是第三步,要把中国的市场经济乃至中国的整个社会发展纳入到全球化的体

系中间去,经受考验、寻找机会、谋求发展。这绝对是一次极好的机遇,同时也是

一种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绝不仅仅限于经济、金融和生产领域,必然要非常广

泛而又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理想、信念, 要求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

和教育。正是在这样的高度上可以理解党中央为何如此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为

何一再要求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与繁荣。/三个代表0重要思想实际上是从
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方面对发展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提出了具体的

要求。一种社会文化的价值选择, 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深入研究和引导。我们

实施的/科教兴国0战略无论是从研究还是教育的角度看都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

社会科学两个大的方面。1 12 当代中国的大学文科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和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无疑应当为之而作出应有的贡

献。

从微观的角度看,理工科大学应在新的发展时期迅速走出多年来片面发展

的轨迹。我国的理工科大学基本上是在 1952年前后按照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

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种将大学高层次人才培养直接与社会生产对口接轨的办

法,对于在当时非常困难的国际和国内条件下促进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曾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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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过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将其作为一种办大学的模式普遍化和定型化,则带来了

很多的问题。首先, 从办学的学科和科学基础来看,这些学校的学科设置普遍比

较单一,并且主要是各种类别的工程性学科和应用性学科, 属单科型或最多是多

科型的大学。它们不仅几乎没有作为独立学科而存在的文科, 连数理化等自然

科学的基础学科在这里也相对薄弱,这就使得这些大学失去了作为大学所应有

的宽厚现代科学基础。其次, 就人才培养模式而言,这些学校的课程设置和培养

方式都是以应用型人才为培养目标来展开的, 重微观、重工程、重技术、重实验、

重操作,大学被看作是工程师的摇篮。这些在当时无疑是有其特殊的价值的,但

对些方面的不适当强调, 却在有意无意之中忽视了宏观的、基础的、复合的、研究

的、开拓的和理论的方面,难以推动和创生出重大的发明与创造, 也难以培养出

创造型和大师级的人才。再次,从高校的教师队伍来看,则势必走到知识结构简

单,学术视野狭窄,技术手段单一的境地。正是有感于此,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

(如朱九思先生)就曾一再不顾当时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而在自己所管辖的理

工科大学中努力发展文科。但这毕竟是凤毛麟角之人和事, 在当时的背景下也

很难有特别重大的作为。

从中观的角度来看, 理工科大学的综合化发展是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化

发展趋势的内在组成部分而发挥作用的。当我们在今天关注着理工科大学的综

合化转型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忽视我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另外一种片面性,这就

是过去的那些所谓综合性大学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处于一种片面发展之中, 不过

是片面发展的具体内容和方向有所不同而已。由于在 1952年前后的院系调整

中,大多数工程性和应用性学科都从所剩不多的综合性大学中分离了出来,这就

使得综合性大学在重视基础性和理论性学科的同时, 却又几乎没有或少有工程

性的学科与门类。这就造成了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理论学科与技术学科之间

的巨大分离,从社会的角度则看是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之间的巨大脱节。在这

种背景下,不仅理工科大学只能在一种在狭小范围内的自我复制,而难以有大的

创新与发展,综合性大学也难以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基础科学和应

用技术之间达成一种真正的综合。当代科学发展的基本趋势一方面是在深度分

化的基础上高度综合,形成了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内的复合性

科学学科群,另一方面是在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与应用技术之间高度综合、内在

交织与互渗。这些都对当代的大学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

是综合化的发展。一方面是指综合性大学要有更大的学科包容面,要在保持和

发扬基础理论学科优势的基础上开设和加强应用性和工程型的学科与专业,以

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联系, 充当理论转化为技术的中介, 另一方面则尤其要求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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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学尽快实现综合化转型, 在保证工程技术和应用性优势的同时加强基础理

论学科和人文社会科学, 甚至是建设一个强大的文科。

三、理工科大学发展文科的基本任务

  如何给理工科大学的文科建设一个恰当的定位, 对于促进文科的持续健康

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 这大体上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看。

其一,从学科布局来看,通过建立和发展文科学科来健全理工科大学的学科

结构,扩大学科其覆盖面,加速理工科大学由多科型大学向综合型大学的转变与

提升。一般说来,文科是相对于理科、工科、医科、农科等大的学科分类而言的,

指一个大的学科群。国家目前将我国的所有学科划分为 12个大的门类:理学、

工学、农学、医学、文学、史学、哲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军事学等。由

于军事院校一般属于单列,因此完备的综合性大学一般应当包含其余的 11个学

科门类,高层次的大学应当在这 11个学科中的大部分学科中都有从本科到博士

的全层次教育和教学,研究型大学还应当具有博士后研究的条件。在这 11个学

科门类中, 除理、工、农、医外,其它 7 个门类从整体上看应当属于文科。在文科

7个门类中,既有文学、史学、哲学等基础文科, 也有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等应用

性较强的学科。管理学以人的行为及其调控为对象和目标,应当属于文科,但又

与理工农医商等有更为密切的联系, 介于多者之间,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可塑性。

在文科的 7个大门类之下,除史学、哲学、教育学本身既是学科门类又是一级学

科外,文学门类中包含着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艺术学等一级学科,经济

学门类中包含着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法学门类中包含着法

学、政治学、社会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等一级学科,管理学门类中包含着管理科

学与工程、工商管理、行政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等一级

学科。对这些一级学科, 综合型大学不一定要求全,但也不应当缺门太多。

其二,从学科水平来看,理工科大学的文科应有与学校的其它学科大体相当

的学术水准,有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和发展空间, 在此基础上促使其在学校的地

位作用由辅助型和服从型向基础性以至主导型转变, 以提升学校的总体学术水

平和人文品位。学术水平是文科建设的生命线,也是其获得其在学校总体格局

中合理地位的必要前提。理工科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应当成为中国大学创新体

系的内在和有机的组成部分, 1 12 而提升学术水平是文科建设的关键所在。

其三,就社会地位和影响看,通过大力发展文科提升理工科大学在中国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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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发言权,使它们不仅能保持和发展在工科、医科、信息学科

等方面的重要地位和发言权, 也能争取在国内外文科学术主流圈有更多发言权。

其四,就学术功能来看,理工科大学的文科教师应当尽快走出单纯讲授低水

平的公共课的怪圈, 积极开展专业性学术研究,争取自己在国内和国际所在学科

中的学术地位, 并对其在新世纪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以上的要求对于理工科大学的文科建设来说并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 需要

一个积极发展的艰难过程。面对着学校和各方面的期待,理工科大学的文科发

展大体上可以在以下三个层次上定位并逐步向最好情况努力: 在最低的层次上

使文科不拖或少拖学校发展布局和速度的后腿;在居中的层次上使文科争取达

到与学校的其它学科协调发展的水平; 在较高的层次上使文科能够为学校的整

体发展战略作出更为积极的和建设性的贡献。这三个层次也可以看作是理工科

大学的文科教师应当为之努力的三级目标。

四、理工科大学发展文科的基本思路

  如何在理工科大学有效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推进文科建设? 我们认为,

有必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努力。

首先是/入主流0。面对着综合性大学长期以来已经高度发展的人文社会科

学,后发的理工科大学的文科如何定位,能否以种种理由自甘于较低水平或徘徊

于主流学术圈之外而聊以自慰? 我们的看法是否定的。要想在学校的综合化发

展中真正发挥有效作用, 首先必须到国内以至国际学术圈发挥积极作用,去争取

自己的学术地位。在此基础上才能够获得自己在学校发展中的应有地位。/入
主流0就是要把理工科大学的文科作为专业文科来加以建设,能够纳入到相关人

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国家以至国际学术圈的统一学术标准中来加以要求和规范,

并以达到国内或国际的学术界的上乘水平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 能够参与所在

学科中的主流对话, 参与学科中重大问题的研究与探讨,达到平等对话的水平并

获得自己的发言权。入主流的直接评价标准就是能够参与国家的各种学位与学

科评估并获得较好的成绩,其间接评价标准就是所在学科主流学术圈的认可与

重视。不入主流,或入不了主流,理工科大学的文科很难以自己的双腿站立于学

校和学科的发展之林。

其次是/倡交叉0。在强大的理工科背景下发展文科,有一个由小到大、由弱

到强的漫长转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文科的教师和干部往往需要不断地为争

取文科本身的生存权和发展空间而呼吁和奋斗,这里不仅要善于排解其他学科

在有意无意之中对于文科的忽视甚至轻视, 还要善于消解文科教师自己所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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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为难与困惑。要想得到来自理工科方面的支持,就必须关心理工科和学

校的整体发展, 以奉献求支持。因此, 在理工科大学发展文科, 必须走一条交叉

之路。文科的教师和干部应当积极关心并自觉参与到理工科的发展, 在人文社

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 在科学工程技术与人文社会发展策略之间寻求一些可

能的新的生长点和交叉点,主动争取达成一种良性的交叉、互渗与互动, 使文科

成为理工科大学所不可缺少的内生性学科,成为学校的内在的有机组成部分。

再次是/创特色0。在远远落后于综合性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情
况下,理工科大学的文科建设要想尽快挤入主流, 无论从队伍的组织还是人才的

培养上,都不能跟在综合性大学的文科后面亦步亦趋, 在很大的程度上必须有自

己的出奇制胜之策, 这就是靠特色取胜。理工科大学的文科特色可以从各方面

寻求和创造,可以是在与理工科的交叉中产生的, 也可以是对某些新的研究领域

或分支学科开发。要善于把后发的劣势变成灵活的优势,在占领新的学术领域

和新的学术制高点上多下功夫,多做探索,走创新之路,发现和创造出有特色的

文科发展道路。

1责任编辑:袁玉立2

第二届淮河文化研讨会综述

  本刊讯  2003 年 10 月 24- 25 日,第二届淮河文化研讨会在皖北重镇宿州市召开。

历史时期淮河流域的开发问题是本次讨论会的重点。在此之下, 学者们主要讨论了运

河的开凿及历史上淮河流域的经济发展。不少学者指出, 淮河流域开发的最显著的表

现就是运河的开凿。我国第一条运河就是古徐国开挖通往陈、蔡两国的。淮河流域运

河的开发,尤其是隋唐运河, 对沿岸经济与城市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 汴梁由一地方

市镇变为全国性的政治经济中心, 固然由于政治的作用,而汴渠的贯通南北也是重要的

因素。另外,宿州等沿岸城市的兴起完全是运河影响的结果。有的学者借助近年来的

考古新成果,指出淮河流域早在 7000 年前就是稻与粟作混生地区, 5000 年前后成为大

汶口文化与仰韶文化的交汇地带, 龙山时代汝颖地区成为中原文化的中心地, 诞生了我

国第一个王朝 ) ) ) 夏,整个三代, 这里都是中原文明的主体部分。有的提出, 中华文明

是北方的黄河文化与南方的长江文化交汇融合的产物,应该加强对淮河文化这种交流

融化作用的探讨,古人说, /淮者均也0 , 就是从淮河均分南北又融汇南北而言的。关于

淮河流域经济衰落的原因, 大家的意见主要强调二点。一是长期的黄淮水灾, / 大雨大

灾,小雨小灾, 无雨旱灾0。二是人祸, 就是淮河特殊之自然地理特点, 使其成为南北方

争夺的焦点、战场, 所谓/四战之地0 ,历史上的几个南北朝时期都以淮河为争夺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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