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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孟子说过：“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这句话现在成为经济界的名言。
我认为，做学问也与此类似，即要有自己的看家本领或根本的专长，类似于经济上的恒产。
有了自己的“学术特区”和“自留地”，就能持之以恒地在其中耕耘，乐此不疲。
　　治学的路数多种多样，有的人喜欢宽广，有的人愿意专精。
我相信“学贵自成体系，钻研应有重点”的道理。
由于自己信奉“学贵专精”的信条，所以走的是偏专精的道路。
钻研精深，就像打一两口上千米深的竖井，其价值可能不亚于打几十口几米深的浅井。
了解日本学界的人便知道，许多日本学者专精于某一领域，十年八年就钻研某一问题，拿出来的成果
通常都相当厚实。
各个学者之间较少重复研究，从单个学者来看，可能研究面不是很宽，但就全国来看，几乎每个问题
都有人研究，而且都有一定的深度。
这比大兵团作战，大家研究的问题差不多、提出的观点也类似要好得多。
　　当然，宽与窄、博与约是相对的，在一部分人看来很专的研究，可能在另一部分人看来却很宽。
10多年前，有位教育史学界的前辈看到我出版的著作中，既有《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这样的断
代教育史著作，又有《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这种通论性的专门史著作；既有《福建教育史》这种区
域教育史著作，也有与潘懋元先生共同编著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这种全国性的
高等教育史资料，便认为我的研究面十分宽广。
但他还不大知道我也发表过高等教育理论方面的系列论文，也不晓得我对现代考试制度也有一定的研
究。
　　做学问的人不少，但学问成体系者很少。
提出一些见解者很多，但提出原创性思想的人不多。
要真正使学问成体系，我想最好还是知博守约，一专多能，即厚积而薄发，博观而约取。
否则什么都想研究，什么都研究不深。
一个人的精力有限，能在一两个领域中有所成就已很不简单了。
我自己的高教研究，主要涉及中国高等教育史、一般高等教育理论、高等教育考试三个方面，虽然还
谈不上什么建树，但力求有自己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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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教育史是姓“教”还是姓“史”？
应该说既姓“教”也姓“史”，更准确的说法是姓“教”名“史”。
对教育史学科而言，教育与历史二者缺一不可，没有教育学作指导的教育史研究可能较为盲目，而没
有历史学作基础的教育史研究则可能流于空洞。
龚自珍说：“出乎史，人乎道；欲知道者，必先为史。
”要深入研究教育史，还应打好史学基础，借鉴史学研究成果。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且较成熟的学科，也是教育史最亲近的学科。
中国教育史学从产生到发展都曾不断借助其他学科尤其是历史学的研究成果。
一些学者认为，在当今教育学科体系中，教育史学的学科地位呈下降趋势，教育史学与其他史学学科
研究水平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增大；教育史学界应认真思考如何借鉴史学研究成果，使教育
史学日益科学化，提高教育史研究的理论水平。
①实际上，自近代以来，东西方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教育史学科由盛而衰的现象。
19世纪中叶以后，因应西方教师培训的需要，教育史逐渐发展成独立的学科，以至被称为与教育哲学
、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并列的四大教育学基础学科之一。
但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及新兴学科不断地发展，教育史逐渐退出原有的舞台，这在英国
的师资培育课程演变史中十分明显。
②中国自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之后，发展到今天，我国内地和台湾地区师范教育课程与教育史的
关系都呈现由密转疏的趋势。
究其原因，固然是因为学生修课总时数减少，课程连带受到压缩，但可能的原因还有：与其他科目相
比较，教育史较缺乏实用性，它不似教材教法、教学媒体、教育心理学等，立刻能用；在四大教育学
基础学科中，它与现实的关联也不如其他三门强；加上受历史事实所限，它又不像德育原理、教育哲
学等理论性较强的科目，能配合实际调整内容大纲。
因此在各门课程竞逐有限学时的情况下，教育史只有沦为弱势科目而被牺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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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套丛书的出版，可以认为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界新锐学术力量前沿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具有对
全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引领作用，也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从大国走向强国，从国内走向国际打下坚实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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