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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解释中国文化对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深层影响是本文的主旨。
为此，本文的研究思路如下：首先揭示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历史演变及其特征，进而重点剖析了中国
文化及其变迁性质对中国教育制度变迁的影响，提出“ 天人不分”的整体性思维是中国高等教育制度
变迁呈现其变中之恒特征及中国高等教育不能走向自主的根本原因，认为实现“天人不分”的整体性
思维方式向“天人分离”的理性思维的转换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自主的关键所在。
本文以古代与近代为重点，对现代略有涉及。
　　从理论上论证文化对文化自身、社会、人和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作用是本文的立论根据。
本文首先探讨了文化对文化自身变迁的重要影响，并在分析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并讨论了“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因”、“文化是人的第二天性”、“文化对高等教育的深
层影响 ”等命题，力图从一般意义上论证文化作为本文研究视野的合理性。
　　充分引用史料、客观准确地把握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
本文在梳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以高等教育制度古近变迁之际的标志性事件为依据，进一步选取学科
制度、管理体制、书院制度和科举制度为研究对象，分别探讨了：高等教育学科制度在实现从“人文
”学科向“科学” 学科转变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重用轻体”特征，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在高等教育管
理机构不断专门化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政教不分”特征，书院制度在盛衰循环中通过以“道”抗“
势”与以“道”附“势”双重性格所体现出韵“道势相依”特征，以及科举制度在万变万难的兴废历
程中所体现出的现实运行效果对“公平选贤”理想的背离，并分析了四大制度特征之间的内在关联。
　　以文化来透视高等教育制度变迁、探究文化特质与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特征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本文
的基本任务。
要完成这一任务，不可或缺的前提是把握中国文化本身。
本文以“天人合一”为基本线索，从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两方面入手，首先探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
取象比类”整体性思维特征和以“和”为核心的基本价值观，剖析了“天人不分”整体性思维所导致
的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中认知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缺失，揭示了“和”、“礼”等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中
心地位与依附属性。
随后分析了中国文化自身在近代变迁的复杂性，以及中国文化在实现价值观念从“和”向“强”变迁
的同时“ 天人合一”整体性思维的一贯性，由此提出中国文化的近代变迁是一次没完成的文化转型，
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文化的近代变迁性质对高等教育制度古近变迁的深层影响，认为正是由于“天人
合一”整体性思维方式在近代的延续导致了古近高等教育制度在看似相异的外观下却保持了内在的一
致性，依附性构成古近高等教育制度的共同的基本的特征。
　　上述探究对现当代高等教育制度变迁是否具有启示性?这是本文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为此，本文最后探讨了理性思维在现当代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中的缺失，分析了思维方式转换的可能性
，并通过理性思维与反理性思潮、理性思维与“天人合一”关系的辨析，从而证明实现从“天人合一
”的整体性思维向“天人分离”的理性思维转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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