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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2年夏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夏中义教授主编的《大学人文读本》。
从此，一门新的大学公共课程走进了中国高等院校的课堂。
徐方就是讲授这门课程的最早的教师之一。
　　徐方在山西大学工程学院任教。
这是一所专业性很强的工科院校，所有专业都是为着培养电力工业方面的人才而设置的，人文类的课
程自然处于边缘位置。
然而，徐方开设的大学人文课，却成了该校所有课程中最有魅力、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学生报名选
修十分踊跃，以至一部分学生为报不上名而苦恼。
这种盛况，引起了中央和地方多家媒体的关注，这些媒体专门派记者前来采访，作了长篇专题报道。
　　大学人文课，涉及的都是价值理性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传授工具理性方面的知识，也就是说，讨
论的都是怎样做人的问题。
在教育日趋功利化的今天，无用之用的学问还能如此强烈地吸引学生，其中必有原因。
原因我想大致有三：　　其一，徐方是一位有激情的教师。
这门课，本身具有很强的现实性，需要教师本身具有很强的公共关怀，需要教师怀有理想精神，存有
正气。
要想和学生讨论精神成人，怎样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合格的公民，首先要求诸自己，自己做人要堂堂
正正。
愿意燃烧自己，才能温暖别人。
徐方是做到了这一点的。
　　其二，徐方有较宽的知识面。
她生于书香门第，其父亲徐云就是一位富有人文情怀的大学教授，母亲也是高级知识分子。
我和徐方是山西大学历史系1977级的同学。
在学生时代，她就兴趣广泛，好求新知，是女同学里知识面最宽的一个。
她毕业后，到山西大学工程学院任教，先后开设过许多课程，效果都很好。
然而，最能使她感受到教师人生意义和职业尊严的，还是大学人文课。
夏中义说，开设大学人文课的都是志愿者。
对于已达知天命之年的徐方来说，放下轻车熟路的旧课，进入这门新课，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这门课涉及的学科领域空前广阔，逼着她大量读书，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充实自己的知识储备，拓
展自己的思维空间。
为开设这门课，她已经阅读了数百册不同专业的新书，说起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风云人物，无不如数家
珍。
　　其三，徐方努力贴近学生实际，走进学生心灵。
如今的大学生，大多数年龄在20岁上下，和徐方不是一代人，恰好和她的女儿是一代人。
代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客观存在。
如何跨越代沟，达到两代人之间无障碍的精神沟通？
这并不是一道容易回答的问题。
在《大学人文读本》问世以后，夏中义随之主编了作为课程讲义的《大学人文教程》。
当时，是由10位学者合作撰稿，我也是其中之一，撰写了两章。
平心而论，撰稿者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在学理方面也下了不小的工夫。
但出版之后，部分教师反映，部分内容过于艰深了一些，让现在的大学生接受起来有一定的障碍，连
一些教师都感到不便消化。
徐方的讲稿，在价值取向和整体框架上，和《读本》、《教程》保持了方向的一致，但在内容上，却
大大地拉近了与学生的距离，不但提高了口语化程度，所举例证也适合学生的兴趣。
我一向认为，不论是讲课，还是写文章，深入深出不算成功，深入浅出才是高手。
徐方的讲稿，回避了过于艰深的学理思辨，力求生动活泼，经过几轮授课的实践检验，已经收到了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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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效果。
我认为，作为公共课而非专业课的讲义，应当侧重学理中贴近常识的层面，徐方的选择，也是明智而
适宜的。
　　当然，她这部讲稿远非十全十美，只是初步尝试的阶段性小结。
大学人文从三年前进入中国大学课堂，开课的院校已经从最初的几所增加到40所。
每位教师都有自己的思路和心得、长处或短处，讲稿也会百花齐放，各有千秋。
徐方的讲稿不过是百花园中的一朵，今后如有机会，还可以改得更好。
愿这朵用心血浇灌的人文之花常开不败。
　　2005年11月于北京新街口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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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学人文十四讲》作者徐方，人文教育是关于人何以为人的教育，是使受教育者既“成己”又
“新民”的教育，是“育人”而非“制器”的教育，是实用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下最缺乏的教育。
它体现了人文主义的教育理想和“大学”的本质，它坚持以下的理念：既有知识和技能，又有人文关
怀的人，才是人格健全的人、和谐的人；这样的人组成的社会，才是和谐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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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方，女，籍贯天津，1952年8月出生于山西太原，1965年考入太原五中，随即赶上“文革”，停
课辍学，后曾插队，做过工人等。
1978年3月入山西大学历史系学习，毕业分配至太原工业大学电力分校（现更名为山西大学工程学院）
，担任专职教师达23年，现任山西大学工程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近年开设多门人文类选修课，曾
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及散文若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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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书是知识的海洋⋯⋯我们可
以随手采撷无数关于书对于每个人成长有着重要意义的名言警句，但是好书，甚至影响了人类几千年
的文明进程的经典著作，在今天的我们——被社会大众称作“读书人”的大学生这里却变得有点陌生
与“不吃香”了。
2004年世界读书日的当天，有记者进行随机调查，问及的几十人中（而且是在北京市的学校里和书市
上）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走向阅读社会”为口号，以塞万提斯和莎士比
亚两位大作家辞世的4月23日所设定的世界读书日，这个在各国影响很大的，旨在促进全民阅读，“使
阅读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的节日，在中国几乎无人知晓。
2005年的4月23日，一所百年老校发出了鼓励老师和学生开展读书活动的倡议，听了觉得是个好事，但
名牌大学都需要鼓励教师和学生多读书，实在觉得有点不对味。
“博览群书”的提法，显然不是指某一学科的专业书，而是具有普世意义的好书、名著，是优质的“
精神食粮”。
2004年，我国有一个国民的读书情况的调查，结论是有读书习惯的人只占5．7％。
读书习惯，是指把读书作为生活内容的一部分，把读书作为获取信息、充实大脑、满足精神需求、提
高认知水平和思维水平的最重要的方式。
有读书习惯的人，是真正把书作为“精神食粮”来摄取的人，是就如周国平讲的“读书已经成为生活
的基本需要，不读书就会感到欠缺和不安”的那部分人。
而且，这个“食粮”必须是真有营养的，不包括“印刷垃圾”，不包括那些只是外表像书，没有丝毫
精神内涵的“书”。
“开卷有益”这句话，古时可能有道理，现今则未必，因为现在“印刷垃圾”实在太多了，有些所谓
的书，不仅没有任何精神“营养”，没有任何艺术价值，而且谬误百出，误导青年，或者传达一种陈
旧甚至腐朽的价值观，纯粹是“废品”，甚至是“毒品”。
所以我们说：读好书。
　　什么是真正的好书？
就是那些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文明进程，表现了人类精神的某些永恒的内涵，对人类精神历程和自身
生命意义有真知灼见的“永恒的书”。
读了这些书，你就可能与不读书或不读好书的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上”。
　　“哈佛核心课程”其实就是哈佛大学为学生开的涵盖各个学科的旨在拓宽学生视野，也为针对“
后现代”大学在培养公民的人文教育上的欠缺而开设的课程，通识类课程学分要占全部学分的1／3，
每个学生要跨学科学习10门课程，其中阅读经典名著也占有一席之地。
虽然这不能看成是纯粹的人文教育，但对学生提高人文素养，拓展对社会文化人生的视野，应对实用
化商业化大潮，是颇有勇气和真知灼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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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对内塑造自由精神，对外培养现代公民”是徐方老师开设大学人文课程的宗旨。
对工具理性淹没价值理性的现状的忧虑，以及身为大学教师对于学生的爱与责任，使徐方老师在这门
课程上倾注了无比的热忱与激情。
《大学人文十四讲》是徐方老师讲课的讲稿，读者可以从中感受普世人文价值的魅力，思考朝向真善
美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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