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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以京师大学堂作为现代中国大学的开端，则中国的现代大学大致上就有100年左右的历史，
是100年前从西方引进的，是一种舶来品。
然而，源自西方的大学在中国的发展却经历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大学的发展轨迹。
西方大学最初主要产生于民间，因此有先生大学和学生大学之称，而中国的大学最初是在政府的推动
下才逐步地发展起来的，因此100年来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就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无论是前50年还是
后50年，概莫能外。
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大学的历史演变，当然也就不能客观地描述和解决中国
大学的现实问题。
　　朱新梅博士的《知识与权力：高等教育政治学新论》一书以大学的历史发展为线索，将大学与政
府、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开辟了教育政治学新的研究领域。
该书详细研究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不同的知识框架结构与
政治权力之间的互动形成知识型的过程。
通过“知识”与“权力”这两个核心概念，作者系统研究了中国大学与政府关系、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以及大学生产与知识型变迁的动力与过程，揭示了中国社会权力变迁导致知识型变迁的特点，描述了
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传统的德性伦理知识型在中国引进西学后逐渐瓦解，复式簿记式知识型的形成以
及实利主义知识型的生成过程。
本书从宏观上考察了近代以来中国大学知识生产制度的变迁，研究了不同历史时期大学与政府的关系
、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政府对大学的治理策略与技术，以及国家权力如何影响大学知识的生产与流通
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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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知识生产作为人类心灵的一种活动，有其特殊的运行机制。
作为一种心理活动，它遵循着人类思维运行的规则；作为学科性知识生产活动，它遵循知识生产的内
部规则；而作为人类心灵的一种创新活动，它还受知识生产主体所在社会的制约。
如果视人类的思维能力与知识生产的内部规则为恒定不变，则影响知识生产最大的因素乃是外在的社
会制度。
　　大学是一个特殊的知识生产机构。
大学的教育教学活动、科研活动、社会服务活动与知识生产活动密不可分，互相提升。
大学的知识生产活动因教育教学活动而深受影响，毕竟大学首先是作为教育教学机构而存在的，其知
识生产活动依赖于教育教学活动的人力基础与物质基础，也依赖于大学内部的制度环境。
　　大学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孤岛。
当知识与利益、知识与权力互相缠绕在一起时，教育与知识生产活动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它自身以外力
量的干预与控制，并由此而偏离正常的发展轨道。
但大学并非完全的被动。
从历史角度来看，大学与外部力量的博弈从来没有停止过。
大学总在寻求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因为教育教学活动与知识生产活动有着自身运行发展的内部规则
。
　　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并不意味着不受约束，而是意味着遵循教育与知识生产的内在规则，通过自
律来实现自身的良性发展。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政教相维传统的国家里，大学与政府的关系错综复杂。
中国大学自其诞生以来，就作为政府改革的利器而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
时至今日，这种情况仍然没有改变，大学在中国发展中仍居于战略性的基础地位。
大学外部的制度环境必然影响到大学的内部制度，从而深刻地影响着大学知识生产。
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国家治道的不同，大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各不相同，大学的功能发
挥也各不相同。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到当下160多年的历史时期，就政府与民间社会关系来看，可以分成三个不
同的社会型态：1840年至1949年为无序型社会， 1949年至1977年为总体性社会，1978年至今为治理型
社会。
每种不同的社会型态，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也各不相同，大学知识生产状态及其所形成的知识型也
各不相同。
　　在无序型社会，政府丧失了治理国家的合法性，其权力微乎其微，很难渗入大学内部，大学几乎
成为一个自治组织，教学与知识生产活动按照自身的内在逻辑规则展开。
中国现代大学产生于无序型社会，可谓应运而生。
大学的教学活动与知识生产活动最终导致了传统德性伦理知识型的变迁，一种带有科学、民主色彩的
知识型不断地孕育、成长。
　　在总体性社会，政府是领导型全能政府，大学成为政府的附属物，一切都纳入政府的管制之中，
大学失去了自主权，大学知识生产受到政府严格的控制。
在政府的领导下，大学知识生产的结果是形成复式簿记式知识型。
　　在民主开放的治理型社会，大学逐渐获得了自主权，大学与政府、大学与市场及社会之间开始处
于相对独立的体系之中；同时，它们也处于互相开放的状态之中：大学向政府与社会、市场提供源源
不断的知识、思想、理念与智力资源，保持并促进社会变革与发展。
在自主发展以及与各方力量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大学知识生产形成了实利主义知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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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新梅 1972年3月出生，湖北黄冈人，教育学博士，心理学博士后。
先后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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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政府与大学一体化　　在隶属型政校关系中，政府是一种领导型全能政府，政府享有全部
的教育权，不仅从宏观上管理、规划全国教育，发展、举办、管理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还直接管理
学校内部事务，包括教师、学生、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就业、乃至教育教学方法等。
政府作为行政首脑，可以随时根据教育行政管理的需要发布命令，既无法律依据，也不受法律的限制
。
大学只是政府的附属物，必须服从政府以命令、计划等为行为方式的直接管理。
　　中国大学创建的首要目的就是有效地为国家培养各种急需人才。
政府不仅直接举办大学，而且直接制定了大学的人才培养规格，甚至教育教学内容也是政府直接决定
的。
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党化教育”时期，国民政府对大学实行严格控制，教育部禁止开设任何选修课，
并要求主修课达到80个学分小时。
1940年后，每周还有几个小时的劳动服务，而选课的机会极少，即使可以选课，也得从经过政府批准
的课程中选择。
②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大学内部事务的干预较之过去任何一个时期可谓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③1949年11月17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华北区及京津19所大学负责人会议，讨论高等教育改造方针。
1952年下半年，教育部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
大学”的方针，以华北、东北、华东为重点进行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工作。
到1952年底，全国已有3／4的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和专业设置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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