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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董云川是一位极有思想、极富个性的青年学者。
他请我写序，我说：“我很不情愿。
”他说：“一定要写。
”我听到“一定”二字就很刺耳，但他那永在的天然的笑容又大大削弱了我刺耳的感觉。
我想，假如他代表政府，我代表大学，那我可能会埋怨他“包办控制过强”，就像他在书中抱怨的那
样。
我觉得我的抱怨是合理的，因此也不认为他的抱怨是不合理的。
　　另外碰到一位也很有才华的青年学者，他要开个学术会，要我帮他请一位政府官员，我立即问道
：“你这个学术会与他有什么关系？
”这位青年学者有一个平常总可听到的回答，但仍令我惊讶不已：官与学的关系之混乱已影响到年轻
一代学者。
这是政府的责任还是大学自身的责任？
大学要“恪守大学的独特性”（董语），这样下去，守得住吗？
所以我很赞成大学要“反省自身的生存状态”（董语）。
　　马克思说“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是人的类的特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1页）。
越是有思想、有才气的人恰恰越能显示这种特性。
董云川关注大学的独特、自主、自由、自治，不也是这种特性的表现吗？
但他是理智的研究，“政府是有限的，社会是开放的，大学是自主的”（董语），这大概是他的理智
与激情共同构造出来的一个框架。
　　政府是有限的，何以为有限呢？
政府说，你大学的自主权够多的了，我已经很有限；大学说，你还干预得太多，我仍然有无限的感觉
。
在大学与政府之外，请谁来仲裁？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肯定是一个很好的构想。
靠谁来建？
光靠大学，建不起来；光靠政府，肯定也建不起来。
一起来建吧，可是，万一两者没有想到一块去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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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论中国大学与政府和社会关系》写作意向始于20世纪末最后一年，当时，世纪交替的忧患情绪
和展望意识充盈于学术界，反思过去，期冀未来，有惊喜，有悲叹，有歌颂，有批判。
一转眼，讨论中的“十五”计划已至末期，而当时看来遥远的“十一五”规划也已开始圈定；其间，
历经磨难的入世愿望不仅成了现实，而且各行各业所赖以生存的保护性壁垒也逐渐被拆除。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中国大学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作者简介

　　董云川，教授，1963年9月生；1983年毕业于云南财贸学院商业经济系，同年8月留校在教务处工
作，1988年任教务处副处长，1995年任教务处处长；2002年调云南大学，现任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
院院长、云南高等教育评估事务所所长、云南省高教学会秘书长其间，先后两次存华中科技大学（原
华中理T大学）攻读高等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分别于1995年获得教育学硕十学付，2002年获得教育学博
十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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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焚书坑儒——政治对学术的绝对压制。
一把秦火，烧毁了无数先秦典籍，同时消灭了这些典籍的解释与宣传者，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
许多教育史著作要么不谈秦朝的学校，要么认为秦朝的学校和教育已荡然无存了。
其实，终秦一代，并非没有学术和高等教育，以博士制度为主体的官办学校的建立、发展和盛行，就
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只是秦始皇出于政治需要的焚书坑儒和“以吏为师”，只允许单一官学存在的举动绝不仅仅是遏制了
秦朝的教育，而且影响到整个古代、近代，以至于现代的教育行为和知识分子的心态。
秦始皇的狠毒之处在于不仅要“独尊”，而且要彻底“排异”。
在这里，政治力量第一次显示出对学术力量的绝对支配地位。
　　独尊儒术一学术和教育对主流文化传统的依附。
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建议后，汉武帝用禁绝诸子百家“异端”、“邪说
”的办法来独尊孔子和六经，以实行思想统治。
此举虽曾起到巩固中央集权维护社会安定的积极作用，也自此奠定了儒家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
会文化思想中的统治地位，但在繁荣“太学”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后世中国文化思想的自由发
展及多样化风格的形成。
它使中国此后的学校与学术极难突破既作为统治阶级文化又作为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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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中庸》　　当大学最自由时，它最缺乏资源，当
它拥有最多资源时，却最不自由。
　　——英，哈罗德·帕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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