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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作者来自英国、荷兰、波兰、德国、美国、丹麦、比利时、西班牙、瑞士、意大利和法国等
十余个国家，可以说，本书是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的结晶。
　　本卷结构和特色与第一卷基本相同，由于第一卷译校者已作详尽交待，此处不再赘言。
　　众所周知，现代大学制度诞生于中世纪的欧洲，关于中世纪大学的研究汗牛充栋。
然而，关于中世纪以后直到19世纪之前欧洲大学的发展，我们知之甚少，有关研究即使在欧美也不多
见。
人们根据并不充分的资料或在未能充分挖掘已有资料的情况下，以“僵化”、“颓废”、“麻木”等
词来描绘这一时期的大学，更有人把这段时间比喻为大学发展的“冰河期”，认定大学在这二三百年
间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不仅落后于时代的要求，而且对科学和学术贡献甚微或毫无贡献。
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
本卷研究近代早期（1500-1800）欧洲大学的历史，以大量翔实的材料和确凿的事实，纠正和消除了以
往研究的偏差和误区，使我们对近代早期大学的认识更趋全面和客观。
本书的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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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套四卷本丛书由欧洲大学校长常设会议（CRE）领导的编委会组织编写。
CRE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会员包括东欧和西欧的许多大学，总数超过500个。
CRE作为本套丛书的协调者，委托其副秘书长管理全部工作，并任编委会秘书。
    在过去的一千年中，大学是欧洲唯一一种基本形式、基本社会作用和功能都保持不变的机构。
本套丛书将阐明大学如何且为什么能逐渐包括所有的知识，并遍布于世界绝大部分地区，大学是如何
形成欧洲共同智力传统的，以及大学是如何培养学术和职业精英的，这些精英的精神气质具有超越国
界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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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译者：屈书杰 解说词：贺国庆 王保星 张薇 等 编者：(比利时)希尔德·德·里德-西蒙斯(H.DE
RIDDER-SYMOENS) 丛书主编：(瑞士)瓦尔特·吕埃格　　希尔德·德·里德－西蒙斯（比利时）
，1943年出生于布鲁塞尔的圣扬斯一莫伦贝克。
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中世纪史教授、根特大学比利时国家科学研究基金会的准研究员；1985年起，
一直担任国际大学史委员会秘书长。
　　瓦尔特·吕埃格（瑞士），1918年出生于苏伊士。
伯尔尼大学社会学名誉教授，前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教授，1965至1970年任法兰克福大学校长，目前
是《欧洲大学史》的总主编。
　　相反，不论是圣彼得堡学园，还是莫斯科大学，都不曾有过神学院或系。
在俄国，神学培训继续牢牢地掌握在东正教教会手中，教会在基辅（1632）和莫斯科（1687）拥有自
己的教会学园。
这样，从最初开始，教会对俄国大学的影响就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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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7世纪以后，受过教育的人的失业问题及随之发生的社会动荡成为对大学批评的主题。
①人们还指责大学采用过时的方法教授过时的知识。
确切地说，在17世纪，大学培养的过剩人员主要是文科和文学方面的，而在18世纪则是专业学院的。
也许要问，这种过剩是否真正存在？
或者它是否只是由于对于大学功能的看法不断变化而引起的一种错觉？
以及对于社会和职业分级系统、知识分子应该做的工作种类、智力与休闲之间关系问题不断变化的看
法所引起的错觉？
知识分子逐渐被看做是闲人，其含义是他们好逸恶劳，甚至是社会的寄生虫。
在18世纪，正像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公众舆论开始出现。
主导的观念趋势——重商主义，重农主义，以及复兴手工劳动、文科与文学的启蒙运动都毫无疑问地
带来了思想上的混乱。
同样地，这种公开的矛盾状况表明，成功的职业与先进的培训之间应该是有联系的，并且这种联系是
允许出差错的。
就17和18世纪的舆论来看，非常明显，大学的目的就应该是提供职业培训。
　　在很大程度上，在那些世纪中由当局进行的改革被期望达到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减少大学学
生数（如果必要的话，减少大学数），以平衡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与社会吸收他们的能力（今天我们称
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矛盾；第二个目标是修订大学课程，以为当时社会能提供的职业提供更实际的培
训（或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使高等教育职业化）。
这种大学从属于社会需求的做法引起了强烈的反对。
实际上，在洪堡的观点中，大学并不是从属于社会的需求的；与此相反，大学的特定职责就是生产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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