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放言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教育放言录>>

13位ISBN编号：9787533450649

10位ISBN编号：7533450647

出版时间：2008-10-1

出版时间：福建教育出版社

作者：丁东,谢泳

页数：25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放言录>>

前言

　　我和谢泳之间的学术讨论，始于上世纪80年代。
把对话形成文字，最早是1993年。
当时杨健出了一本《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我们读了都觉得有话要说，在一起讨论了一次，后
来把整理稿投到《上海文学》杂志发表，由此体验到对话成文的乐趣。
对话形式活泼自由，一个问题转到另一个问题，比较随意。
两人意见不同，也可以在一篇文字中展示。
对读者来说，对话可以比一般文章好看些。
　　不久，我们又请高增德先生参与对话，当时在高先生家的书房里，讨论过一系列关于20世纪中国
知识分子的话题。
1997年，我在长春出版社出了一本《和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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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源自丁东、谢泳两位学者四年来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专栏对话录。
全书采用对话方式，二人畅谈今昔，对备受关注、牵动人心的各种中国教育问题，作了深入浅出的探
讨，既有对昔日教育的梳理，更有对当下教育的批评。
文风虽平实，问题亦琐细，然有理有据，从容道来，却是鞭辟入里；而细细思量，所问，所谈，问题
之切中时弊，思想之锋芒微现，言语之精彩痛快，均使人为之动容，拍案叫绝。
还有老村绘画数幅点缀其间，图文互补，相映成趣，堪称近年文化批评与思想评论界不容错过的佳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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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东，1951年生，学者。
现居北京。
以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为主，近年致力于民间思想的整理研究和口述史学。
著有《冬夜长考》、《和友人对话》、《尊严无价》、《午夜翻书》、《精神的流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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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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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大学应该追求什么目标　大学少一些评估好　再议高校评估的利弊　思想解放要从具体事做起　
改善吸引人才的软环境　善待民办大学　校训为何雷同？
  　不能忽视校园文化　老大学校长的气质　大学校长的来源　大学失魂的见证人　谁来做高校的图
书馆馆长？
  　大学老建筑的保护问题　从大学的门票风波说起教授&#8226;教材　有教授才有大学　教授有说不
的权利　潘光旦与熊庆来的争论　大学要鼓励教授敢于批评　从陈丹青辞职说起　读书不肯为人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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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　退休官员进高校任职的隐忧　提倡退休官员报效家乡　回到李宗恩　从徐方的讲稿说起　大学语
文的变革　谁有资格编教材？
  　公民读本的诞生学历&#8226;学位　从学历诚信说起　博士教育大跃进　博士论文质量与中国学术
前途　名师为何少高徒？
  　学位制度由盛而衰　在新的学历歧视背后　研究生收费叫停与听证制度　从泄题事件说到英语考
试　师范与吃饭　师范免费面面观　走向公正的每一步都应支持　升学与移民　选拔第一，培养第二
　不拘一格降人才　自学成才不过时　善待旁听生　学校的温度　40年后话知青　知青油画两面观　
上学与读书　思考的起点　失败者的声音学术·学风　民间产生思想，大学维护学术　大学出版社的
追求　学术机构的出版权利　学术刊物的独立与自律　提倡从容治学　关于蒋介石日记的使用问题　
市场与学术文化的繁荣　　事前补贴与事后奖励　先拿成果再伸手　网络时代的学术评价标准　谁和
谁接轨？
  　外语能力与学术诚实　学术打假，何处用力？
  　重建正常的学术批评　建议成立学术仲裁机构　学者的社会声望　学术集团中的个人因素　中国
现代学术史上的“科学家集团”  　如何观察当代学术史？
  　学者的底线　鼓励民间科学研究　从周老虎说起　科学家的人文素养　胡先骕落选　从黄万里与
梁思成说起　尊重传统　社会风气和教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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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学·校长　　现代大学的制度设计　　丁：中国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已经一个多世纪了。
1998年，纪念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年，有人把北京大学的建校作为中国现代大学出现的标志。
　　谢：我认为，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应当以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为标志。
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不能只是一个雏形，应该是一个初步具有现代性格的大学，应该具备这样几
个条件：（1）综合性大学，那些单纯的技术性院校，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学；（2）男女同校，男
女不同校的大学，很难说得上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3）稳定的科系设置，特别是学院和系的建立
成为一种基本体制；（4）各类研究机构的制度化；（5）选课制的设立；（6）大学出版社和相关学术
杂志的定期出版；（7）教授和学生的自治程度较高；（8）普遍的体育运动；（9）教育独立。
比较起来，当年的清华大学较为接近这个标准。
现代大学的标准很多，对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国家来说，教育独立是最重要的。
　　丁：比起西方国家，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出现比较晚。
但中国大学却表现出后来居上的特点。
其中特别优秀的像清华、北大、中央大学等，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了。
　　谢：中国大学教育虽然起步较晚，但很快能和西方大学接轨。
这是在当时中国政治未上轨道的局面下完成的。
这个成果应当归功于本世纪初那一代传统的读书人，他们的基础教育是在封闭的环境中完成的，但他
们又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他们出去一走，就能敏感地把握世界的潮流，这是中国大学教育的幸运。
　　丁：也许是中国有私人讲学和书院制度的传统，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中呈现出很强的适应
性。
　　谢：最早承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职责的，是一批传统的士子，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创
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和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都是进士或举人
出身。
　　丁：像蔡元培是留德的学生，蒋梦麟是留美的学生。
他们做过大学校长，也做过教育部长。
　　谢：遇到好的设计者，这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幸运。
制度的设计在于理念，在于对国家进步的强烈感情，在于对世界文明的诚意。
有了好人，才能有好制度，才能有好大学。
1929年7月，国民政府制定的《大学组织法》就明文规定，除了国立大学以外，可以设立私立大学。
“由私人或私法人设立者，为私立大学”。
特别重要的是私立大学的概念里包含了外国人和教会可以在中国办大学，这是一种开放的世界眼光。
1926年10月公布的“私立学校规程”中就明文规定：“凡私人或私法团设立之学校，为私立学校，外
国人设立及教会设立之学校均属之。
”　　丁：对于教会大学，过去有偏见。
中国引进西方近现代教育，开端就是教会学校。
教会最早在香港办学，容闳、孙中山等都在香港的洋学校上过学。
1850年上海就办了徐汇公学，1905年后，上海圣约翰大学已按哥伦比亚大条例组成完全大学。
由基督教创设的大学有十余所，如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齐
鲁大学、华中大学、福建协和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东吴大学；天主教创设的大
学3所，震旦大学、辅仁大学、津沽大学。
这批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前驱，对于传播西方文化知识，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的现代化
进程，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到20年代末，燕大已是3个学院、19个系的大学。
教会在近代中国，为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现代教育是有贡献的。
　　谢：鸦片战争后，中国与洋人打了几次仗，都败了。
在强势文明面前，上层社会还是愿意向先进文明学习的，这种胸襟并不比日本人差，涌现了一大批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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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方学习的政治、文化和商业精英。
慈禧新政时派留学生，多数还是派到了打败中国的日本，近代一批有影响的人物多是留日的。
后来，由于走了苏联道路，对教会的评价就不客观了。
再往后，眼光和心态都封闭了，极端者甚至把文化交流看成了别有用心的文化侵略。
　　丁：把美国退还庚款建立的留学基金，说成文化侵略，失之公允。
当时国立东南大学的校长郭秉文曾说过：“从全国范围来评论，有些教会大学已处于中国最好与最有
效率的大学之列。
而且，由于他们兴办得较早，所以他们就有更大的影响与更多的优势。
”我去过苏州大学，那里的前身是东吴大学。
《南方周末》发表过一个长篇报道，讲东吴法学院40年代的一批老毕业生，现在已经八九十岁，他们
编写《英美法大辞典》的故事，使许多读者都感到心灵的震撼。
我听苏州大学的朋友说，他们学校想恢复原名为东吴大学。
国外也有一笔基金，如果恢复东吴大学，那笔经费就可以进来，数量还不小。
但有关方面没有批准。
可能原因还是对教会学校有顾忌。
燕京大学的情况也类似。
其实，教会大学也好，教会中学也好，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应当说是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周恩来的外交班子里，燕京的毕业生是很多的。
　　老清华的校园民主　　丁：清华大学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
她的建立和成长，本身就是古老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过程。
老清华不能说没有毛病，但大体上没有致命的弱点。
老清华的成功，说明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是有创造力的，中国现代教育转型比起政治转型，
起步阶段走得好一些。
可惜这个传统后来中断了。
　　谢：清华的校园民主对今天还有启发作用。
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自序》中写过许多这方面的事情。
他说清华原来的校风，很重视民权初步，无论教授和学生，凡是开大一点的会，都要照议事规则进行
。
“我记得在一次教授会议中，有一位教授站起来对某一事作了滔滔不绝的长篇发言，发言以后，主持
会场的人问：‘你这是个提案吗?’那位发言的教授，因为初到清华，还不熟悉会议规则，就谦虚地说
：‘这不能算什么提案，我不过是发表我个人的意见。
’主持会场的人说：‘既然不是提案，现在会场上没有提案，散会。
’原来照议事规则，会场上必须有个提案，然后对这个提案进行表决。
凡是参加会议的人，任何人都能提提案。
他的提案，可以是他自己的意见，也可以是他集中别人的意见。
在会议中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发言，任何人都可以集中别人的意见，但是任何人的集中，都必须作为提
案向会议提出来让大家讨论、表决，经过多数赞成以后，才能作为会议的议决案。
这样的议决案才算是代表多数的意见，少数人自然就无计可施的了。
”　　丁：校园民主，在民国时代的其他大学里也有风气。
　　谢：清华学生会在请罗家伦辞职的时候，第一次会议就没有通过，这在当时是很不平常的事情。
那时遇到这样的事，学生往往总是一边倒，群情激动，一哄就把议案通过了。
可是当时清华学生还是遵循议事规则进行的，赞成议案的或反对议案的都是有秩序地依次发言，冯友
兰对此评价说：“这就是知道怎样行使民主，懂得了民权初步的意义。
”这种理性精神很可贵。
　　丁：老清华有学生会、教授会、评议会这样一些民意机构，校园民主得到了真正实现。
清华的校园民主说明好东西在哪里都好。
在制度层面上，当时一是教授治校，二是学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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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民主性因素，是形成现代大学不可缺少的。
我曾遇到一位台湾学者，据他说，台湾实现教授治校以后，出现了不少新问题；教授之间的权力争斗
，也会使校园乌烟瘴气。
　　谢：民主只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
不要幻想有了民主就会变得十全十美。
我们只能在现有的经验里，将过去和现在、中国和外国的大学进行纵横比较，思考哪一种体制更好一
些。
从大学自身的发展看，北大是由京师大学堂演变过来的，而清华是由留美预备学校转变过来的。
也就是说，清华是直接与现代大学接轨的，而北大则是由传统学堂过渡到现代大学的。
北大是由旧到新，而清华本来就是新的。
清华在建立大学之前，先建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这是1925年的事，1928年清华才由留美预备学校改
为国立清华大学。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再加上吴宓和李济，从教育背景上说
，是完整的中西两面，对中西学术都有深刻的了解；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历史虽然不长，但这个中西两
面的传统对后来清华学风的影响很重要。
　　丁：姜亮夫先生回忆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生活，就特别强调这里的西方文化特点，他说：“从
赵元任先生那里，我也得益匪浅。
他讲声韵学，讲法和我在成都高师听的课完全是两回事，成都高师的先生讲的是声韵考古学，而赵先
生讲的是描写语言学（将印度、欧罗巴语系的发音方法运用到汉语的声韵学中来）。
不过我还是认真听，并把描写语言学和声韵考古学对照，得到很大启发，这方面得赵先生之力，是我
一生学问基础的关键。
”姜亮夫先生对赵元任先生的这个评价，出了中国现代学术和西方学术最初的结合。
清华的学风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慢慢形成的。
姜亮夫先生说，清华研究院的教和学，确实在德、智、体三方面兼顾，尤其那时的学风特别好。
在清华这个环境当中，你要讲不正当的话，找一个人讲讲肮脏话是不可能的。
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学生同学生，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
过，两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文章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
　　谢：姜亮夫先生晚年的回忆也许有些情感色彩，但不管怎么说，清华当年的学风对中国现代学术
的转型起了很大作用。
没有好的学风，也就没有现代的学术，有了清华的学风才能出现清华学派。
　　丁：清华大学的起步阶段，恰好由中国现代学术的第一代人开创局面。
清华的学术传统，大体就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传统。
现代学术的建立和完成，是建立在现代民主风气之上的。
　　教育原来在清华　　丁：清华工科教授的后代们最近出了一本《家在清华》。
客观地说，这些后代不是以写文章为职业的，他们大部分在改革开放初期到美国去，从事电脑、会计
、商业等工作。
这本书有其意义，对清华大学的历史多点关注，对于了解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了解知识分子的状况有帮
助。
书中，作者们对父辈在上世纪50年代的生活环境基本上是否定的，他们认为自己的父辈在那个年代的
工作，与其起点比，不是特别相称，本该做出更大的成就，但事实上没有达到他们应该达到的高度。
　　谢：国内这几年出这样的书不止这一本。
2000年的时候，熊秉明和宗璞编过一本《永远的清华园》，副标题是“清华子弟眼中的父辈”。
那本书从做文章的角度来说，比这本书写得要好。
《家在清华》的作者回忆的父辈是清华教授里比较晚的，大部分是1910年到1920年间出生，作者则基
本是1945年到1950年之间出生的，是在新中国读完高中，改革开放后就去美国，所以他们的人文素养
不好和他们的前辈相比。
我自己的判断，中国人文素养比较好的人，是1920年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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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的经历比较完整，外语较好，不用说，而且不管什么专业，其中国文学史的知识、中国历史的
知识，大部分都挺好的。
《永远的清华园》里，有杨振宁和宗璞写的文章，他们基本是上世纪20年代生人，文章写得明显要高
明。
　　丁：《永远的清华园》里的知识分子比《家在清华》里回忆的教授要长一代，基本是1900年以前
出生，清华早期的教授。
两本书可以说是两代教授的风采。
新的一代，虽然在1949年前还比较年轻，但基本延续了老清华的传统。
不过他们的风采也不好和老清华比。
　　谢：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和一个国家现代大学的发展是同步的。
现代大学的建立是一个现代国家起步时必然要伴随的文化事件和体制变革。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大学起了很大作用。
没有早期的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动力，比如人才资源会很贫乏。
清华正好在中国近代向现代转型中承担了重要职能，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件幸运的事情。
1928年建立国立清华大学以前，清华每个年度里都有放洋学生，一个周期以后，这些学生都要回国服
务。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感情很重，不回来服务是说不过去的。
现在看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比如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基础，基本是在清华奠
定的，自然科学就更不要说了。
　　丁：1949年后，清华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家在清华》的作者，虽然他们自己成长的时代是上世纪50、60、70年代，但在他们笔下所神往和推
崇的，基本上跟新清华没有什么关系，是1949年前的清华。
可以说，清华大学在新中国受到了重创。
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清华成了一所工科大学。
为什么要把清华拆开，完全搞成工科大学，现在有两种说法，有一种说法可以找到史料，另一种是推
测。
可以找到史料的说法是，院系调整主要的动机是向苏联学习，所以学制上要向苏联靠近，再有就是当
时中国的工业化要快速启动，但没有那么多人才，所以要把清华大学的一些系分出去办成大学。
后来还有一种推测，把清华解散的动议，可能是考虑到清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于集中，比较洋派，
受美国影响很重。
1950年朝鲜战争以后，中国和美国成了仇人，清华是受美国影响的大本营，对新意识形态的建立不太
有利。
这个推测从逻辑上说不无道理，但现在还找不到文献来支持。
1952年以后，清华的自由主义传统确实是慢慢消失了。
把完整的综合性大学搞成工科大学，显然是一个退步。
　　谢：今天大家关注清华大学，更多还是关注它的传统。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清华有趣的现象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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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某些概念不仅具有特定内涵，还有着无限丰富性。
比如时空，比如文明。
当有人议论解析剽窃、告密、学术失范、教育沉沦、出版垄断以及“文人难过皇帝关”等等社会现象
是不文明的时候，真正的文明就有可能从这里开始。
议论解析采取对话方式；理性，入微，琐细，但我分明觉察到平和态度后面的尖锐、悲悯和愤怒。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章诒和　　对于现代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丁东、谢泳的言论是最值
得注意的评论之一，不仅因为直率、中肯，而且现实感和历史感兼备。
两位学者以言语平实见长，还善于大题小做，小题大做，在陈述和评判之间应付裕如、游刃有余。
两位的观点与关切最容易引人分享和共鸣。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友渔　　在万花筒一般五光十色又变幻不定的社会“表象”之下，
探寻某种“基准色”，委实不易。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雷颐　　说昔日的教育，是为了冲现在的教育拍砖。
拍到点上，砖砖都砸到七寸，这样的“砖家”多了，中国的教育也许有救。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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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放言录》源自丁东、谢泳两位学者四年来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专栏对话录。
　　热议中国教育的“世说新语”，冷观当代学界的“儒林外史”，章诒和，徐友渔，雷颐，张鸣联
袂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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