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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得知庞青山的书稿获得广东优秀教育专著出版基金资助出版，非常高兴，欣然应请为其作序。
　　自中世纪大学产生以来，学科便是大学的细胞。
因此，可以说，没有学科就没有大学。
小论大学功能如何拓展，学科始终是承载大学职能的基础平台，因而是大学竞争力的基础，也是大学
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
　　近些年来，随着学科在大学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显，学科建设对于大学的重要性已引起人
们的广泛关注。
在高等教育领域，“学科”逐渐成为一个高频词。
但是总体看来，缺乏对大学学科问题的条分缕析，更缺乏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的系统研究成果。
因此，这是一个尚待开拓的研究领域。
可以说，庞青山是在这一领域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少数垦荒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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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从高等教育学、学科学、社会学、组织学、制度教育学等学科的视角，将学科视为科学、教育、
社会三维结构中的一个中心要素，以“学科”这一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为专著的逻辑起点，一步步增
加概念的属性，依次讨论了“大学学科结构：大学学科存在之型”、“学科组织：大学学科结构制度
化之桥”、“学科制度：学科组织之矩”、“学科文化：学科组织与学科制度之魂”等重要问题，最
后落笔于当代大学学科发展趋势以及我国大学学科建设的新视角上。
全书不仅视角新颖、结构严谨、逻辑清晰，而且文笔清新、流畅，具有很好的可读性。
    作者学问做得严谨，注重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注意吸收前人研究的成果，特别是对一些重要相关
文献的理解和运用达到了较为自如的地步，同时较好地运用了历史法、比较法等研究方法，使问题的
分析有理有据。
如，对大学学科结构和学科组织的历史考察，对国外一流大学学科结构和学科组织的比较研究，以及
结合我国大学学科结构和学科组织现状研究而得出的一些结论和启示，对我国大学学科建设、创建一
流大学与一流学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学科制度”是我国这些年来才出现的一个新名词，特别在高等教育学界，还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
域。
作者敏锐地抓住了，并将它纳入自己的研究体系，在对学科制度进行界定的基础上，讨论了学科制度
的缘起与衍变、功能与局限；在对我国学科制度现状与问题进行分析的同时，提出了我国大学学科制
度建设与创新的建设性意见。
可以说，对这些问题的探索，都反映出作者垦荒者的学术勇气和对问题的独特见解。
    学科文化因为其潜隐性特征而常为人们所忽视，实际上这是学科发展中一种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
精神，是学科组织和学科制度的精神支柱，因而它是统摄学科组织与学科制度的灵魂。
作者界定了符合自己研究领域的学科文化，探讨了学科文化的分界功能、化人功能、生产功能和凝聚
功能，学科文化的中介作用、整合作用、增殖作用，特别讨论了合并型大学学科文化的冲突与整合。
所有这些，对大学学科文化建设特别是合并型大学学科融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是作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大学学科结构与学科制度研究》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她的学位论
文在专家评议和论文答辩中得到好评。
之后，根据需要进行了一些调整和修改，增加了一些内容，从而使其更趋完善。
    诚然，作为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的垦荒者，在作出了一些铲除荆棘的贡献后，更重要的是留给人
们一片需要播种耕耘的空间。
《大学学科论》同样留给我们很多的思考，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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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基于知识划分的学科分类　　学科的要义是学问的分支或学术的分类，将人类浩如烟海的
知识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成不同的学科，一定的学科按照一定的标准再细分，就是学科分类。
即学科分类可以界定为：基于一定的标准和原则，揭示学科体系的内在联系，并以严格的符合逻辑的
排列形式对这些关系进行表述。
学科分类和其他任何知识一样，也有其发生、发展的历史，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建立的分类标准、原则
和分类体系都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它们组成了通向正确揭示学科体系发展的进程。
因为知识分类不是一种对内容的无原则的安排，而是我们观察世界和切分世界的一种有效方式，或者
说是人类知识和观念的一幅“时空断面图”，从中可以看到人类文明的不同形态。
因此，考察学科分类的历史及现状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学科体系的演进过程。
　　从古代科学知识萌芽开始，就同时产生了知识分类的思想。
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古希腊哲学家对自然和社会的笼统认识已逐渐分化为一系列的分科的认
识，出现1，诸如哲学、天文学、数学、医学、法学、逻辑学、植物学、修辞学等学科的名称，有了
学科分类和定义的理论。
公元卜世纪瓦洛的《学科撮要九书》的主要内容是文法、逻辑学、修辞学、几何学、算术、天文学、
音乐、建筑和医学，这些统称“自由艺术”。
对古代西方知识分类影响最大的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将知识分为纯粹对思想本身的考查的辩证法（理性知识）；对物理、数学、天文、生物的考查
的自然哲学（物理知识）；对伦理、社会、国家的考查的精神哲学（伦理知识）。
亚里士多德把当时的知识按其对象分为三部分：理论性哲学，指人类关于认识性活动的知识，如数学
、物理学、形而上学；实践性哲学，指人类关于社会活动的知识，如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战略
学、修辞学；创造性哲学，指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学问，如诗歌、艺术、讲演等。
认识知识学或逻辑学贯穿于知识活动的一切方面。
由于门类齐全、逻辑严谨，亚里士多德的学科分类成为欧洲古代影响最大的知识分类体系，一直影响
到欧洲中世纪。
　　我国早在殷周时期就出现了知识分类的萌芽。
《周礼。
地官司徒·保氏》云：“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之道，乃教之六艺。
”①“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
我国古代著名的知识分类法主要有西汉刘歆的“七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
、方技略、成辑略），还有西晋文学家、音乐家、目录学家苟勖首创并逐步系统化、完整化的四部分
类法等。
　　15～18世纪，哲学开始分化为一系列独立学科。
近代最早对科学知识体系进行分类的为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他按照人类自身的理性
能力把一切知识领域分为三大类：历史学（对应于记忆能力）、诗歌（对应于想像能力）、哲学与神
学（对应于判断能力）。
哲学中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如含有思辨哲学（物理学、形而上学）、数学（纯数学、
混合数学）、应用哲学（力学、巫术），这反映了当时作为自然科学刚刚走向独立时所处的地位和状
态，此时的社会科学的大部分学科尚处在萌芽之中，学科地位还不明确。
　　与亚里士多德不同，培根不以学科研究对象的差异来划分，而是根据作为研究活动主体的人的认
识特点来归类，著名的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就是按照培根的学科分类思想编纂的。
18世纪法国的圣西门以研究对象作为学科分类的标准，将自然界分为固体分子构成的无机界和液体分
子构成的有机界，无机界主要是研究天文、物理和化学现象的天文学、物理学和化学，在有机界研究
生理现象的是生理学。
数学是各门学科的工具。
之后，法国哲学家孑L德对圣西门的学科体系作了补充，第一次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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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学（生物学）之后。
黑格尔第一次将辩证发展的思想引进科学分类，以其“绝对精神”的演化发展来说明各学科的相继产
生。
“绝对精神”的演化从逻辑阶段开始，发展到自然阶段和精神阶段，与这三阶段相应的分别是逻辑学
、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
　　19世纪中叶以后，自然科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自然界各领域间的联系逐渐显露出来，为建
立更科学的分类提供了基础。
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提出了按物质运动的变化形式对科学进行分类的思想。
认为客观世界的物质运动按照从低级到高级的顺序，可分为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物运
动和社会运动五种形式，相应地，科学可以划分为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五大部类
。
19世纪下半叶美国新黑格尔派哲学家哈利斯的“倒转培根法”学科分类、杜威的十进分类法都对学科
分类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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