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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前，有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陆续从世界各地走来，涌向了充满
活力和开放气息的熙来攘往的城市（如巴黎），各自租住下来，开始了自己思想放逐、知识探索、生
命礼赞和真理朝圣之旅。
他们悠闲地集会、激烈地辩论、自由地阅读和漫无边际地冥思；他们对真理有着宗教般的狂热，对知
识有着似火的热情，对现实有着青春期一样的叛逆。
“这个外来学生或异邦学生的组织就是大学的开端”！
可见，大学自始就是超国界的组织，就是自发、自律和自治的团体，就是“马放南山”的宁静致远和
“采菊东篱”的悠然自得。
大学生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特质，更预示着人类的美好未来，他们的精神面貌、求知热情、生活状态和
权利意识，直接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活力、生气与希望。
他们是社会的佼佼者，是传统的承继者，也是时代的批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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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习型社会”和“国民教育权”理论的提出，以及教育民主化改革的推行，使得“学习权”理论应
运而生，最终促成了教育理念从“受教育权”到“学习权”的飞跃。
    学习权是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现代大学生学习权是一项带有社会权属性的自由权。
无论是国家立法权、行政权还是司法权的介入，或多或少都有悖于大学自治。
面对大学学术事务，司法无论在审查范围还是审查强度上都有着极大的局限性。
申诉裁判权作为大学的一项传统自治权，在国家垄断司法的现代社会亦应受到应有的尊重。
    为大学生学习权有效保障计，学术自由内在价值和大学自治的基本精神也决定了，应该确立大学生
申诉在学习权救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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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我们这个经济高速发展、文化变革沧海桑田、人才结构急需调整的伟大时代，学习权及其救济
机制的研究，合乎了“科教兴国”战略的必然要求和“文化复兴”的迫切需求，具有以小见大的功效
。
具体而言，本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有利于平等观念的确.立和民主
意识的提升。
大学生学习权更主要的是一项自由权的宪法定位，暗含着对“个人自主”和“真理多元”的内心确信
。
自主以平等和多元为前提，一旦哪怕是一个人宣布其掌握了我们应该如何的“真理”及“真理”的评
判标准，“自由”也就变得没有必要了。
因为这时“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应有边界已消释。
同时，“平等”也完全不可能了，我必须听命于掌握真知的“牧羊人”的道德指引，才能有美好的未
来生活前景。
既然真理以未知为背景，学术以自由为前提，那么，“思想的自由市场”中多元观点的民主交流就必
不可少，学说的相互冲突和博弈也就成为生活的常态。
“辩论的文明”必然尊崇“独立文化”而排拒“服从文化”。
这样，一个尊重多元观点和独立思想的大学，一定是具有独立性文化品格的大学，一个能容纳具有多
元观点和独立思想大学的社会也必定是独立性的社会。
故此，对大学生学习权的维护与保障，有助于在一种学术民主的氛围内培养未来社会主人的政治素养
和平等意识，一个人人都有民主历练经验和政治交往技艺的社会，是宪政落实的组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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