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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这是科学泰斗钱学森生前最大的疑问，也是总理温家宝深感不安的问题。
西方的研究咨询机构也得出结论，世界500强企业在中国很难招到适合岗位要求的大学生，中国大学生
的职业竞争力，甚至比不上印度。
　　本书从西方大学的起源讲起，结合作者自己在北大、耶鲁受教育的实际情况，详细分析西方大学
教育的种种先进的理念与实践，从而对比分析出中国高等教育的种种缺失，力图给现在的大学生和执
掌高教改革的官员描绘出一幅清晰的高等教育改革路线图，使有心者能够按图索骥，共同改正中国高
等教育的弊端，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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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薛涌，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获耶鲁大学历史博士，现在美国任教。
已经出版有《美国是怎样教育精英的》《草根才是主流》《一岁就上常青藤》《仇富》等书。
他长期为海内外报刊撰写评论文章，被认为是中文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
他的新浪博客有2000多万的访问量，吸引了大量高素质的读者，是国内思想文化类博客的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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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少中国大学生对上大学的付出与获益比例表达不满。
他们认为，自己投入过多的时间与金钱——四年的学习时间与高昂的学费，但“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
西”、“念了四年出来还是找不到工作”。
《中国青年报》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近万名受访者中，34％的人后悔读大学，后悔就读大学的人中
，51％的人认为，在大学里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一名汉语言专业的大三学生表示：“所谓的专业其实并不专，公共课要求很多，而且这几年我花在英
语上的时间占了一大半。
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古汉语专业对英语有这么高的要求。
”另外，这些人觉得后悔的原因包括，“念了四年，出来还是找不到工作”，占39.2 ％。
　　老实说，既然有那么多人后悔上大学，我就劝告年轻人上大学要慎重。
上大学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经济行为，算的是投入产出。
对另一部分人来说，是精神行为，追求的是人生理想。
对前一种人来说，问题很简单：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看，不合算就不应该上大学。
对后一种人来说，中国的大学也远不是一个精神机构。
学校、教授、学生，大部分怕是都围着钱转，能安心下来“坐而论道”的已经很少。
大学未必能提供你所需要的精神资源。
　　但是，大部分学生还要在大学中读下去。
他们没有别的求学选择，不可能等到大学变好了以后再接受高等教育。
毕竟，大学里还是集中了年轻一代的精英。
所以，我索性脱离“惨不忍睹”的现实，抽象地谈一下在大学里应该学什么。
　　大学必须放在西方社会自治的传统中才能理解。
大学的成立，就是共同体的自治，就像是中世纪欧洲那些自立的行会一样，自己制定规则，并自愿受
这些规则的约束。
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人人有责任，学生当然也有责任。
这一点，当今中国大学的师生恐怕大部分都不理解。
比如，我们刚进北大时，一位老师恭喜我们：“你们都是百里挑一的人才。
这就相当于过去的太学生呀！
”可见，在他心目中，大学的模式还是太学模式。
毫无疑义，太学不是个自治的学术机构，是朝廷管理的。
太学生们有要求会到上面去提，等着上面解决，更不高兴时还可以抗议，甚至有人说这种行为表现的
是“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等等。
但是，太学生不懂得欧洲行会的那些规矩：万事首先要所有的成员通过既定程序商议决策，未必要等
着上面的权威来解决。
从本书第六章《大学的诞生》中的描述可以看出，欧洲中世纪的大学主要是自生的，从一开始就自我
管理。
上面的权威只是承认或支持其存在而已。
所以，我劝大学别抱怨。
现在大家很喜欢引用清华前校长梅贻琦的名言：“大学，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
”其实，这句话并没有点出大学的实质。
大学未必靠几个大师转。
只要学生们有自治的意识，不要等着别人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大家聚在一起读书、讨论、组织活动，
这就成了个不错的大学了。
如今虽然外在的环境很难改变，但我相信：如果莘莘学子们对自己在大学中的人生使命有高度的自觉
的话，他们至少还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的。
　　言归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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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后悔上大学的人，后悔的原因是“在大学里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其实，我虽然不相信“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古训，但还是认为在大学里应该先学些“无用”的东西。
我最爱讲的一个故事是：美国一位成功的企业经理骄傲地告诉他的欧洲朋友，他当年大学上的是Swart
hmore College（一所美国有名的本科生学院），所学的东西和他的事业一点直接关系也没有。
但是，他的大学经验却奠定了他一生生活质量的基础。
　　这话怎么理解呢？
　　第一，如果把“有用”定义为工作中的某种具体技能的话，大学教育的许多内容是“无用”的。
比如，大学培养你对生活的敏感，帮助你体会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分享别人的感情，理解我们文明
的源流，或者教育你更有效地建立人际纽带，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念，等等。
这些都未必能直接帮助你找到工作，但可以使你生活得更充实。
这到底是有用，还是没用呢？
　　第二，即使从职业上“有用”的角度来考虑，也不应该狭隘地期待大学教你特别专门的知识。
比如，前面记者约稿信中引用的那位汉语言专业的大三学生，对为什么要花一大半时间学英语感到不
解。
从这句话可以判断，他的汉语大概也未必能学好。
我大学读的是北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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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们这些年，甚至建国以来培养的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确实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还不能说
在世界上占到应有的地位。
最近，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英国首相布朗作了一次科技报告，他一开始就讲，英国这样一个不大的
国家仅剑桥大学就培养出8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是值得自豪的。
我觉得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必须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办学体
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大胆地探索和改革。
我们需要由大批有真知灼见的教育家来办学。
　　——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　　　　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
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
子。
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
（当年）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
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
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
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
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
才。
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
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
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航天之父 钱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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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必须放在西方社会自治的传统中才能理解。
大学的成立，就是共同体的自治，就像是中世纪欧洲那些自立的行会一样，自己制定规则，并自愿受
这些规则的约束。
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人人有责任，学生当然也有责任。
这一点，当今中国大学的师生恐怕大部分都不理解。
　　只要学生们有自治的意识，不要等着别人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大家聚在一起读书、讨论、组织活
动，这就成了个不错的大学了。
如今虽然外在的环境很难改变，但我相信：如果莘莘学子们对自己在大学中的人生使命有高度的自觉
的话，他们至少还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的。
　　什么是大学生活的核心?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就是disputation（论辩）。
这种“论辩”，并不一定是公开的口头辩论，而更多的是在心灵中默然进行的是非辨析，是一种永无
止境的精神努力。
　　现代社会是通过文献组织起来的。
无论是在官僚系统还是在企业，文献体现着社会组织的复杂性。
如果你不能参与写作这些文献，不能有效地阅读这些文献，你就无法担任任何中高层的工作。
　　许多在大学里学习“无用”的东西的人，日后往往成为特别“有用”的人才。
你查查美国企业总裁的学历就知道：拿MBA的人确实不少，但在本科时就读企业管理的人却不多。
相反，许多人本科读的是文学、历史、艺术、中世纪研究等“无用“专业。
　　第一，大学是一个求知者的精神共同体：第二，师生的关系，不管是从心灵上还是从空间上都非
常密切：大家住得很近，可以随时坐而论道：第三，真理是辩出来的，不是死记硬背地”学”出来的
：大学要训I练学生发展自己的论断，并能够应付不同观点的挑战，在思想的交锋中说服别人。
　　　　点击免费阅读更多章节：北大批判——中国高等教育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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