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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6年的金秋时节，浙江师范大学迎来了五十华诞。
50年来，浙江师范大学励精图治，发奋图强，现已发展成为一所以教师教育为主要特色、在若干学科
领域具有较高研究水平的多科性现代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即为其中一个重要领域。
2005年，浙江师范大学“高等教育学”学科被批准为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目前，该学科共设立了五个研究方向：比较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评估与评论、高等教
育管理与政策、大学课程与教学。
在国外高等教育理论介绍、高等教育评论、非洲高等教育等研究方向上，浙江师范大学高等教育学已
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已具有影响力。
　　众所周知，一个学科的生命力与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科队伍的学术素养和团队活力。
通过多年的引进和培养，浙江师范大学高等教育学重点研究基地已经形成了一支层次较高、富有活力
并具有团队合作精神的中青年研究队伍。
在这支三十余人的队伍中，有近一半的研究人员具有博士学位，他们构成了这支研究团队的核心力量
。
　　为了推介浙江师范大学高等教育学学科，推介这一学科的研究人员及其成果，浙江师范大学特别
组织出版了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学”重点研究基地博士文丛。
初次收入文丛的共有五部论著，它们是顾建新博士的《跨国教育发展理念与策略》、楼世洲博士的《
职业教育与工业化：近代工业化进程中江浙沪职业教育考察》、鲍嵘博士的《学问与治理——中国大
学知识现代性状况报告（1949-1954）》、王国均博士的《美国高等教育学术自由传统的演进》和郑崧
博士的《国家、教会与学校教育：法国教育制度世俗化研究（从旧制度到1905年）》。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问与治理>>

内容概要

　　《高等教育学系列丛书·学问与治理：中国大学知识现代性状况报告（1949-1954）》以知识微观
政治学为理论背景，借鉴马克斯·韦伯“纯粹类型”概念方法，以承认现代民族国家拥有高深学问的
合法治权为前提，描画了1949年前后中国大学课程运营的嬗变，特别是详实地描述了自1949年旧大学
被接管改造，到1954年中国第一份学科专业目录颁行实施，从而建立起一种以专业设置与布点为基本
手段、以课程管理的中央化和统一化为基本特点的学问体制的全过程。
　　1948年12月，位于北平的旧中国著名高等学府陆续被接管，象征着中国大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
在自1949年到1954年的五年时间里，中国大学的课程运营机制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高深学问的国家治
权从松散的、基层化的模式一变而成集中的、中央化的管理，高等学校院系专业科目的课程权力由教
授手中渡让到国家，这何以可能？
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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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跋 走向知识的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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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1898-1949：两种现代性的萌发：　　第一节 王朝国家与学问治理：京师大学堂：　　
（1898-1911）个案：　　京师大学堂课程运营概况王朝国家又称朝代国家，是与现代国家相对的传统
国家形式。
19世纪下半叶，大清王朝引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合法性已经受到质疑，然而在风雨飘摇中挣扎的
王朝，仍然模仿西式大学创办了京师大学堂，为人们观察王朝国家如何治理现代学术提供了宝贵的案
例。
　　1898年12月，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
1900年8月由于时局影响停办。
1902年1月恢复办学，清廷派张百熙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
　　1902年12月，仕学馆与师范馆学生一百多人正式入学，标志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真正开始。
1910年3月，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除医科大学因监督未到校暂缓开学外，经、法、文、
格致、农、工、商七科（院）十三门（系），学生四百多人入学上课。
学习年限，除商科学制为三年，其他各科学制均为四年。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京师大学堂经费移充军饷，难以为继，年底清廷下令停办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经过了自“戊戌大学”到“壬寅大学”的坎坷历程，前后存继了十四年。
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它在中国大学课程运营史上，确有多处创新，其中包括订立了我国最早的
大学课程计划。
（《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
　　在京师大学堂开办之前，军机处与总理衙门王公大臣求助于康有为转请梁启超起草奏议，即《总
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对包括课程在内的教学事务予以规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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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教育学系列丛书·学问与治理：中国大学知识现代性状况报告（1949-1954）》运用了知识
社会学的方法，以解放初期我国的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学术与治理、即大学与国家之间的关
系这样一个极具现代性和争议性的问题，并分析了我国国家治权下高等学问体制确立的历史必然性与
特殊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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