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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一流大学”特点之我见

张楚廷近照

张楚廷
(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长沙 410006)

在如今的知识经济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都离不开高等教育的发展。因此，世界一流大
学的建设牵动着所有中国人的心。目前，在世界一流大学中，仍以西方的大学占多数，西方一流大学
的特点对我国一流大学建设应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关于“一流”与“大学”

(一)关于“一流”
“一流”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单个的对象不构成“流”，需有多个。多到何种程度呢? “一

流”的个数不可能太多，不可能一大堆“一流”，或许就是不多不少。然而，这仍然是个模糊的说法。

不过，人们还是相当普遍地说着“一流”。
“一流”还有一个范围问题。是在一所大学里的一流院系，还是某个地域内的一流大学? 是在全

国范围里的一流大学，还是在亚洲或全世界范围内的一流大学?
“一流”又必然与“二流”和“三流”相对，这应有一个标准。事实上，有不同的机构进行世界大学

排名的研究并发布数据，如 AＲWU、THE、QS和 U． S． News 世界大学排行榜等，它们各自的标准不一
样，研究的结果自然也不一样。THE关注一所大学对所在国家的政治生活的影响，而中国和美国的
研究机构就不大考虑这一因素。

有些国家的政府很关心一流大学的建设，因为他们认识到，这对于全局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有
些国家的政府并不关心，他们认为，大学就是大学，政府就是政府，互不相干。在他们那里，有一个经
典的说法:大学属于国家，不属于政府。这一说法是普遍的事实。有两个十分独特的例子:希伯来大
学的建立比以色列建国早 30 余年，哈佛大学的诞生比美国的建立早近 140 年。

欧洲国家对待大学和美国政府对待其州立大学一样，资助大学但不管大学的内部事务。大学也
明白，拿政府的钱，但不能因此而受政府管。欧美的共同点在于:学术至上，学术自由，任何财务的东
西都不能约束学术思想。这种共同点又可归结为一句话:自由是学术思想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二)关于“大学”
我们这里所指的大学，是与专科学校、专业院校相区别的。其基本特点有两个:一是综合性，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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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必须有文理两大类;二是有培养研究生的水平或资格，与使用 institute，college 或 university 的名称
关系不大。

虽然高等学校与大学都是高等院校，都属于高等教育的范畴，但二者不是同一个概念。有的国家
对高等学校的名称作出了官方的规定: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叫大学，什么条件下不能叫大学，而只能称
学院、专科学校或职业学院;条件变化了，校名可以改变。例如，由学院改称大学，更名必须经过官方
批准。

有的国家对于高等学校的校名全然不管，也不管学校的内部事务。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使用的
名称是 university( 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MIT) 和加州理工大学( CIT) 使用的名称都是 institute; MIT和
CIT都是世界一流大学，可它们并不去改变校名。MIT 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变化，水平有了极大的提
高，但是他们的校名依然如故。变化的是学校水平，不变的是大学精神;变化的是办学质量，不变的是
大学名称。“实至名归”这一词语对于它们用不上，他们只求“实至”，而不需“名归”。

公认的世界上最早的大学是博洛尼亚大学，有约 900 年的历史。而博洛尼亚算是意大利相对较
偏、较小的城市，大学并未首现于罗马、佛罗伦萨等大都市。有人说大学是经济的产物，但事实好像并
非如此。900 年前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亚洲，在中国、印度，可是大学在这两个国家晚至 19 世
纪才出现，到现在还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当然，历史本身也有了巨大的变化。农耕时代，对大学的需求很小;进入工业时代，就很需要大学
了;到了信息经济时代，经济对于大学就有依赖的性质了。硅谷必然地建在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大
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伯克利分校附近。企业所需要的人才与技术都来自大学。世界上第一大
经济体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和最高水平的大学。类似的现象，在今日之中国也可以看到，一些经济开
发区都紧连着大学城。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大学建立 800 年之后，还没有人问“大学究竟是什么”。直到 20 世纪，才
有人问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并不容易。University应该与 universe有关，这反映了人们认为
大学包罗万象。的确如此，大学所研究的对象真是天地万物，无所不包。

对于“大学是什么”，回答得最为深刻和系统的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我国，近十年来，又
有学者对“大学是什么”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和多视角的论述。这表明，从民间到官方，人们已有了大
学意识，以更清晰、更深远的眼光看待大学，以更有力的措施在发展着大学教育。

总之，今日之人类与大学已构成了命运共同体。这可用弗莱克斯纳的一句话来表达: “人类的智
慧至今尚未设计出任何可与大学相比的机构。”［1］对此我们可稍加解释: 一方面，人类的智慧缔造了
大学;另一方面，大学也肩负着进一步发展人类的智慧的使命。

二、西方“一流大学”的特点

陈洪捷将德国古典大学的特征归纳为 4 个关键词:科学、修养、自由、寂寞。传统的中国人有类似
的观察，把读书叫作寒窗苦读，要坐冷板凳。表演要热，思考要冷;剧院要热，大学要冷。大学应该是
分贝最小的地方，冷思考，热释放。

什么是大学之魂? 有人说校长是大学之魂。一所大学，一位校长; 一位校长，一所大学。也有人
认为教授是大学之魂。这两种说法似乎并不对立，校长若能代表教授们的意思，说谁是大学之魂都没
错。当然这里所言之魂，是纯净之魂、高尚之魂。灵魂是神性的，从外表怎么看得出呢? 但灵魂是潜
存于内而显形于外的。从外看到内，人们都有这个能力。因此，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观察大学。

大学之魂，个人之魂，也是生成的，一旦生成，就成为大学的传统，个人的文化。
(一)自信的大学
如何判断一所大学是否自信? 有些什么标准? 自信很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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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最能使学生自信或骄傲的大学，可能要首推哈佛大学。学生骄傲地走进去，又骄傲地走

出来。他们为自己的大学骄傲，为那些骄傲的教授们骄傲，也为那些真正由于骄傲而谦虚的大师骄

傲;为自己的民族骄傲，为自己的父母和家乡骄傲;为他们自己而骄傲。由此，他们才可能更懂得尊重

他人，并盼望他人也骄傲。还有一点，他们不一定意识到了:他们因为自信或骄傲，而使自己的潜能得

到了更充分的发掘。因为自信而发展得更好，又因为发展得更好而更加自信，两者之间便有了一种良

性循环。

有一种现象并不难看到，也不难理解。从自信的家庭走出来的孩子，心理更健康;自信的大学培

养出来的学生，大部分的潜能得到了更好的发掘。

大学之魂是自己铸就的，自信心是魂中的东西，亦必是自己铸就的。何谓自信的大学? 能够赋予

师生自信的大学。谁能赋予师生自信? 自信的大学。大学的自信又从何而来? 那些自信的师生赋予

大学以自信，大学复为自信的大学。

大学的自信成为传统后，就会成为巨大的力量，传统就是十分稳定的了。自信的教授群，是形成

这种传统的中坚力量。他们自信自己能知晓世界的万事万物，于是大学能包罗万象，大学能成为一部

百科全书，一座容量无限的思想库。今日之商界、政界或企业界，有了疑难问题去找谁? 目光都会投

向大学。大学也准备迎接任何挑战，也乐于去迎接挑战，这也正是挑战大学自己。自信的大学又表现

在确信自己可以应对任何挑战，还确信自己可以在应对中变得更强大、更智慧、更自信。人类有幸有

了“大学”这样一个无与伦比的机构。博洛尼亚的一群学生，偶然地赐给了人间这样一个机构。

社会的活力从哪里来? 社会中有各种各样的人群和机构，什么样的人群和什么样的机构更能给

社会以活力? 社会活力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它的容纳程度，它能让更多的观念和思想生长出来，并相互

自由地碰撞，在碰撞中更好地生长壮大。

大学也是一个社会，是最有活力的一个社会。而判断大学是否有活力，就要观察是否有众多的观

念或思想生长出来，师生当中有没有许多可以生产观念或思想的人，并且事实上生产出了深刻而前所

未有的思想。

什么是一流大学? 一流大学的特征之一是自信且生产出了大量的观念或思想。

(二)叩问的大学
大学本就是在怀疑和争论中诞生的。巴黎大学正是这样出现的，一群人在那里争论唯名论、唯实

论，助推了世界上最早的大学之一———巴黎大学的诞生。大学自身也成为以继续怀疑和争论为己任

的团体。

我们从大学的特征去回答“大学是什么”，未尝不是一种合理的方式。

大学问家做大学问，必是问着的，问得多，问得深，这样才有大学问。换句话说，他们是叩问着的，

是怀疑论者。笛卡尔怀疑一切，而唯独那个怀疑着的自己是不必怀疑的。研究始于问题，问题始于疑

惑。反过来说，没有怀疑就没有研究。聪明的人，不仅一路上都问着，并且始于问题而不终于问题。

如果问题终止了，研究就结束了。

真正的大学是一个学术团体，团体中的成员就是专门叩问的。他们使大学成了一块叩问之地，而

大学也成了叩问的大学。高水平的大学不断地做着新的研究课题，因为叩问而有了课题，又通过进一

步的叩问去研究和完成课题，并且他们大体上知道，哪些课题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从而作出更恰当的

选择。

叩问、疑问和怀疑是研究的起点和源头。黑格尔甚至主张怀疑主义，“哲学把怀疑主义作为一个

环节包括在它自身内———这就是哲学的辩证阶段”［2］181。“怀疑主义不应该被看成一种单纯怀疑的

学说。怀疑主义者也有其绝对确信不疑的事情，即确信一切有限事物的虚妄不实……真正的怀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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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乃是对知性所坚持为坚固不移的东西加以完全彻底的怀疑。由于这样，彻底怀疑( 或绝望) 所引

起的心境，是一种不可动摇的安定和内在的宁静。”［2］180这段话本身辩证的含义就是令人深思的，黑格

尔把怀疑与确信、绝望和安宁联系在一起。按通常的理解，也只有在反复“敲打”过了那些事物后，自

己的心灵才能得到一份安宁。

对于既有的观点、论断、理论，可以去补充和修正，甚至进行颠覆，这都是创造———叩问之后的创造。

夸美纽斯曾提出 37 条教学原则，第斯多惠提出了 33 条原则。条目太多，实际应用的价值就会受

到影响。凯洛夫吸收了夸美纽斯的精华，总结为 5 条，这就是一种发展，使之更简洁、更实用。这 5 条

原则包括直观性原则、理解性原则、巩固性原则、自觉性原则和量力性原则。然而，把直观性作为原则有

不当之处。直观有时是可以欺骗人的，笔者认为，更重要的原则是抽象性原则。关于数的理论或关于辩

证法的理论，是不可能直观得到的。人真正伟大的力量，正在于抽象思维。数学和哲学也被视为二度、

三度的抽象，所以直观性不宜作为原则，应在修改之列。这种发展和创造，就属于修改或修正型的。

另一类原则是补充性的。原有的东西没有错，但还不够。对既有的东西，第一问是“对不对”;对

了，第二问就是“够不够”;够了，还可问“好不好”和“有无更好”。“对不对”“够不够”和“好不好”是

叩问的三部曲。

卡内基有句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他说的是物质财富。换一个领域，可以补充性地说

道:在巨额的精神财富中死去，是一种荣光。前者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后者的性质不一样，生不带

来，死后却可带去。亚里士多德逝去了两千多年，他的精神财富却仍在他的名义下传承，他“带去了”。

人们也说“知足常乐”，但这指的是物质生活，物质上有吃、有穿、有住，不就够了吗? 然而，在精

神上，例如，在求知上可永不知足，且应当永不知足，否则有何乐可言? 在陶冶自己的情操或锤炼自己

的意志方面，是一直要做下去而不知足的。物质领域与精神领域之间虽有联系，却是以存在基本的差

别为前提的。更注重在精神方面发展的人，在物质方面既不会贪婪，又能在必要的时候忍受贫苦。从

时代的发展看，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信息时代，人在精神的需要和拥有上越来越丰富。

大学里充满了研究气息，有叩问，有怀疑，有质疑，有反驳，有批判，有唱反调。大学具有哲学的品

格，哲学具有批判的品格。因此，大学是一些智慧相互碰撞的地方，思想的火花在碰撞中产生。这样，

生活在大学里的人，既要有独特见解，又要善于聆听;既要质疑和反问他人，又要质疑自己;既有辩论

的对手，又有彼此尊重的朋友，即诤友。要弄明白他人所言之意，曲解了他人，就说不到一块去，各说

各话，还可能伤和气。

(三)自由的大学
自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在奴隶社会，奴隶们已在争取人身自由。到了封建社会，人们的自由与

摆脱对土地的依附相关。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自由则与摆脱对金钱和资本的依附相关了。如

恩格斯所说: “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3］文明发展的历史，实质上是人获得更

大自由的历史。

欧洲文艺复兴时的基本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伟大的思想家卢梭发出了惊世名言: “人生而

自由，生而平等。”又有诗人裴多菲对自由的歌颂: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

抛。”自由在，人就在。自由不在，人也就不在了。

尽管自由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自由不是孤立存在的。就一个社会而言，自由与生产力发展水平

的关系最为密切;就个体的人而言，自由与其文化水平、认识水平、道德水平都有关。自由在社会进步

中发展，也在个人进步中提升。

难道还有不自由的大学吗? 不太自由的大学确实是存在的。不太自由的原因，有一部分来自自

身，而另一部分则与外部有关。我们已知自由的含义，“自由的大学”的含义又是什么呢? 第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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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是自由的，独立的;第二，大学维护师生的自由;第三，大学通过各种途径发展师生的自由，享有并
创造自由，从而培养自由人;第四，最重要的是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在自由的活动过程中，以发展自由
为目的。对于一所大学的自由，作用最大的，无疑是教授们和校长。

在欧洲，教授们的作用更大;在美国，校长的作用更大。在欧洲，可以说教授是大学之魂;在美国，

则可以说校长是大学之魂。美国是一个后起的、年轻的国家，曾在许多方面学习欧洲，尤其是在高等
教育方面。但美国不是模仿，而是善于学习。所谓“学到手了”，就是学到后的东西，属于自己，也才
有了自己的独特。

1869—1909 年，艾略奥特任哈佛大学校长长达 40 年之久，后任名誉校长 17 年。艾略奥特为哈
佛大学的崛起做出了卓越贡献，为美国高等教育做出了卓越贡献。

为什么美国大学校长任期可以如此之长? 为什么有一大批校长的任期长达 20 年以上? 而美国
的官员任期都不得超过两届，即 8 年，唯有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的任期为三届。为什么从教、从事学
校管理与从政有这么大差别呢? 根本的原因在于校长不是官员，他不是权力的象征，而是学术之
“头”，教师之首席。此外，学生培养的质量，学术成果的积淀，都要经过长时间才能见效。“新官上任
三把火”对于大学完全不适用。校长是大学的“地标”，频繁地换来换去怎么能行?

艾略奥特数次去欧洲学习和考察，他是善于学习的。他发现欧洲的大学特别自由，看到了欧洲，

尤其是德国的大学高水平的关键原因。于是，在他的领导下，哈佛大学成了一所特别自由的大学。艾
略奥特视自由为大学的生命，维护且发展大学的自由。

学校也有法规、有纪律，但这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自由。自由旨在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区别于行为
领域。行为领域的自由是相对的，而学术和思想的自由具有绝对性。

附带指出，蔡元培先生也曾留学德国，他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思想，与他向德国学习不无关系。

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最高水平的大学是最自由的大学。”这个命
题的逆命题若要成立，就还要附加一些条件。例如，有高水平的教授群，有高水平的行政管理人员对
自由的有效保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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