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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大学的中国模式3.0  

作者:香港中文大学 李 军 多伦多大学 许美德  

[阅读提示] 随着近年来经济的腾飞，中国高等教育也得到急速的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一方面，

大学在民主化潮流中阔步迈向大众化，从2003年开始超越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另一方

面，在全球化背景下日益重视质量的提高，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发展和崛起的国家战略。但是，对于如何进一

步改革高等教育体制、创建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一流大学，则莫衷一是、仁智互见。 

■学者简介 

李军，香港比较教育学会会长，兼任香港教育学院管治与公民中心的研究员； 

许美德，国际著名高等教育专家，现任香港教育学院名誉校长，曾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 

一个多世纪的文化身份迷失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关于中国大学的文化身份构建。虽然中国大陆现在拥有将近三千所大学，其中也不乏有相当水准的学

府，但可惜的是难以看到一所真正具备中国文化身份的大学。在长期的殖民和后殖民化浸淫中，它们变得面孔模糊，甚至缺

乏反省自己文化身份的意识。没有中国本土文化身份的支撑，遑论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梦？ 

大学之称谓，实属中国的本土词汇，为远古时期高等学校机构“成均”的别称，后借四书之一的《大学篇》广为人知。

其本义系比较小学而言，指学校的更高级形态，以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为宗旨，或可称为古典的中国大学模式1.0版。但是，

自从明代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在《欧逻巴总说》中对英文University一词翻译的借用，它逐渐演化为欧洲大学的概念，再经

过清末借鉴日本的学制，直接搬用日文词汇“大学堂”，最终确立了其后殖民时代的舶来品地位。所以，大学一词虽然在现

代被广泛套用，其本质含义却早已经蜕变为西方式的，丧失了其本土的文化身份。 

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甚至亚洲本土的大学模式一概不被西方学术界承认。较有代表性的主流观点认为亚洲包括中国的现

代大学基本上是西方的系统。一些本土学者也对此观点推崇有加，认为中国的现代大学都来源于欧洲的中世纪，而断然否定

自己的文化根源。由此说来，从1895年中国第一所公立大学——北洋大学开始，其自身的文化身份就先天不足。一个多世纪

以来，西方的模式一直被捧为圭臬，成为衡量大学发展的唯一标准。现在热议中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际上是建设仿西方

一流大学。如果侥幸成功，也就是在中国办几所牛津剑桥、耶鲁哈佛而已，难以具备中国文化的本质特点。这种尴尬现状是

由于一种后殖民化的心态，以顶礼膜拜西方模式、迷失自我身份以及民族性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为特征。这种心态对西方的

大学推崇备至，却全然漠视了自己曾经一枝独秀的悠久历史。 

放弃文化传统是条崎岖弯路 

  大学作为高等学府在西方的成型远较中国为晚，大约可以上溯到11世纪左右的欧洲，以意大利的波洛尼亚大学

（1088）、法国的巴黎大学（1150）以及英国的牛津大学（1167）为滥觞。曾任大学国际联盟研究部主任的盖·尼夫指出，

欧洲大学发展到近代主要分化为两个类型，即以英美为代表的撒克逊型和以法德为代表的罗马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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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为何告急？】一场在福建登陆的台

让浙江余姚苦不堪言？除了城市排水缓慢，地形地

势等原因外，历史罕见的强降雨和河流高潮位是成

灾的最主要原因。另据一名水利专家称，杭甬

拓宽改造工程“截弯取直”，造成上游向余姚下泄

流量增大，流速增快，加剧了余姚的水情。

http://t.cn/zR4F6vm(13-10-10 15:33)
转发 | 评论 

社科报

【中青报：预言获诺奖成中国常态是否信口

南京工业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黄维惊人

“十年之后的中国，诺贝尔奖在中国大地出

成为常态，而不是个案。”黄维预测的证

两个：一是中国科技人员的论文发表量和引用

二是中国的科研水平和研发投入达到世界一流。

http://t.cn/zR4slD9(13-10-10 15:33)
转发 | 评论 

社科报

【考研开始正式报名，年龄不受限制】#

#今天开始，2014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可以正式

名了！根据教育部规定，2014年考研将取消

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的报名限制。考生

9:00-22:00可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

（http://t.cn/hlTmv） 报名。快转发给

的小伙伴吧！10月31日截止哦！(13-10

15:29)

转发 |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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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价游火爆说明了什么？】上海旅游节

门票吸引了大批游客，景区周边拥堵不堪。在

后，反映出了部分旅游景点原有票价的虚

姓对于目前旅游报价的接受度不高以及旅游部

长期规划的欠考虑。类似活动的举办在追求

应的同时，也应做好预案，计算社会成本。

http://t.cn/zRbzyTy(13-10-10 15:29)
转发 |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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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中的儒家文化】2013年10月

四）14:30-16:30【主讲】司马黛兰教授，

美国宾夕法尼亚葛德斯堡大学终身教授，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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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降传媒变迁的路径 

华东师大推荐——程华平：书写

刘建军：欧洲中世纪文学是再造

陈洪捷：博士教育质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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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法律保护的特许状的学者共同体。也就是说，它们具有法人地位，能够相对独立于教会或政府进行自治，在知识传授与生

产上学术自由——这些都是西方大学的优异之处。两种类型的差异，在于前者可以完全独立于政府（尽管从当前国际趋势来

看已是越来越不可能），后者则有点类似中国古典大学那样，仍然处于国家体制之内。由于目前的几个大学国际排行榜多据

前者的特点设置评价标准，加上英语是国际霸权语言的关系，撒克逊型的英美大学总是占据榜首或位居前列，也更为人们所

熟知。至于罗马型的德法俄等国的大学，在历史上非常有可能受到古典的中国大学1.0版的影响，不逊色于撒克逊型的大学

水准，却甚少受到相应的关注。 

  早在上个世纪末就有学者指出，如果在中国的大学寻找与西方的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相应的概念，应该是大学自主与思

想自由。在我们最近出版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大学的群像——走向大众化》（Portraits of 21st Century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the Mov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 , Springer/CERC, 2011）一书就证明，所选取的十二所有代表性

的中国大学案例无一不显示了大学自主与思想自由的巨大潜力。即便中国大学处于政府体制的空间之下，也能表现出和西方

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相等同的优越性。历史和实践都证明，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去盲目模仿和追赶西方大学，是一条代价

不菲的崎岖弯路。 

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梦 

随之而来的一个现实问题，便是中国的大学如何超越西方的模式。 

  《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汤马斯·佛里曼曾乐观地指出：在全球化浪潮中，后发展国家会越来越少地受地域及历史条件

的局限，可以迅速地实现和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甚至超越的梦想。但是，这一新自由主义的论调对揭示发展中国家在教育上

的崛起，显然缺少充足的历史根据。自从西方殖民主义在19世纪的急剧扩张和日本的脱亚入欧，亚洲其他地方如中国（包括

台湾和香港）、韩国、新加坡、菲律宾等高等教育的发展就一直未能脱离以西方模式为中心的游戏规则。日本经过明治维新

之后迅速崛起，使清末改革派如张之洞、康有为等认识到学习日本的现代化模式是中国重获新生的捷径。北洋学堂、京师大

学堂等都是在此背景下渐趋现代雏形的。它们可算是中国大学的2.0版。从那时到现在，亚洲后发展国家的大学从来没能褪

去欧美版的基本色调。 

  中国一个多世纪的探索和最新的研究成果都表明，如果要摒弃西方的模式去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只能经受一个凤凰涅

槃的艰难历程——重回中国，也就是构建大学的中国模式3.0。这一模式的首要特点便如两千年前《礼记·大学篇》所指明

的那样：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把大学置于教育的民主追求、道德的日臻善境和生命的终极价值，并以此作为立学、立教

及为追求卓越而自强不息的根本。其次则是大学自主与思想自由，以达到大学和知识探索的独立发展与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

平衡。再一个主要特征，则是《礼记·中庸篇》所概括的境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充分体现多元性与开

放性，包括向欧美及非洲等不同大学模式的积极汲取。只有发扬这些本土的优良传统和汲取多元性的经验，中国的大学才能

最终做到广纳百川与和而不同、特立独行却充满生机。 

迈入21世纪的中国，已经到了可以讨论大学“重回中国”的时候。但是，它的凤凰涅槃却是一个蜕变的长期过程，还需

要面对很多挑战。例如，大众化进程中的质量滑坡、变革中的后殖民心态和官本位、以及教育与学术的诚信和腐败，等等，

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不容乐观的是，逐一克服这些变革中的困难还需要数代人孜孜不倦的共同努力。 

并不限于对高等教育的世界影响 

那么，中国大学3.0在全球化的时代有什么样的终极意义呢？在此很有必要重温西方大学史专家海斯汀·拉斯达尔在一

个世纪之前对欧洲大学的经典评价。他说：欧洲的大学是中世纪人类精神活动的一个伟大遗产。那么，对于大学的中国模式

3.0，我们期待的是由它引领的、人类文明史上的再一次伟大成就，并不限于对高等教育的世界影响。 

伴随着全球化和本土化，中国大学3.0将来的成就不仅会给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一个可替代的发展模式，还会把促进世界

文明对话和民主社会为己任。只有把和而不同的文明对话而不是走向冲突和战争作为发展的中心议题，世界的和平追求与人

类的自由发展才会有真正的希望。 

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在其七卷本煌煌巨制《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所展现的深厚的中华科技遗产十分引人自豪——这无疑

应当归功于中国大学1.0所留下的瑰宝。当今，如果展望在全球遍地开花、引领文明间对话大潮的孔子学院和急速走向全球

化的中国高等教育，就令人十分期待中国大学3.0为未来和平、发展和多元的世界之梦增添绚丽的色彩。（本文系李军教授

近期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世界教育改革热点问题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稿。）(第1358期 第5版) 

任、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博士，台湾大学斯坦福培

中心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访问学者【主持】

祥教授【与谈人】张亚辉讲师【地点】中央民族大

学文华楼东区1304室(13-10-10 15:28)

转发 |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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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讯：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公布！】

#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公布了，共18大类！

管理模式是此次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键内容。以后，在这个清单之外的领域，外商投

项目核准将改为备案制（国务院规定对国内

目保留核准的除外）。(13-9-30 12:00)

转发 | 评论 

社科报

《忠孝与仁义：儒家伦理批判》依据“不可坑人害

人，应该爱人助人”的终极正当原则，立足于儒家

经典的文本解读，通过学术性的分析批判，集中探

讨了先秦孔孟荀的核心观念，考察了自董仲舒

明儒学直到当代儒学的演变脉络，指出了儒家

陷入的深度悖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3-9

12:00)
转发 | 评论 

社科报

【国庆火车票涨价？铁道部门回应:平日为

近日有网友称，部分列车票价十一前后不一致，

疑12306网站出问题。铁路部门称，十一前

次票价其实是打折之后价格，十一期间调

价，故票价有所上涨。据悉，目前只有特定

特定时段会打折，有时甚至只限特定席位。

30 11:54)
转发 | 评论 

社科报

周有光：从思想来讲，就是从神学思维向玄

维，再向到科学思维发展；从经济来讲，就是

业化到工业化再到信息化；从政治来讲，就是

权政治、君权政治再到民权统治，从专制到民主。

谁要违背这个规律，迟早是要退回来重新走，

第二条道路。(13-9-30 11:48) 

转发 | 评论 

社科报

【“金鸡”啼鸣缘何不再响亮】关于本届

最大的新闻有两条：一是开幕当天出现了破天荒的

零明星助阵场面；二是《泰囧》缺席金鸡奖

名。金鸡奖的影响力在不断下降，已成不

在电影学者看来，这背后根本原因是其不再具有

初的权威性，及由此丧失的对行业和产业

度。文汇报 邵岭(13-9-30 11:44) 

转发 | 评论 

社科报

国庆出游攻略~~~~~~~(13-9-30 11:37)

转发 | 评论 

社科报

【国家文物局:颐和园彩画不得大范围重绘

物局昨日批复颐和园柳桥抢险工程方案明

彩画修缮应以除尘、现状保护为主，不得大范

绘。补绘部分应有充分依据，依据不足的，可只做

地仗。出现油饰褪色而无脱落、空鼓或残

的，不宜重做。http://t.cn/z8s7HMV(13

15:03)
转发 | 评论 

社科报

梁启超曾告诫已到美国留学三年的梁思成：

出一部分时间学些常识性东西，特别是文

新书推荐



科学，稍稍多用点工夫就能有大的收获。我深怕

因所学太专一的缘故，把多彩的生活弄得平平淡

淡，生活过于单调，则生厌倦心理，厌倦一生即成

苦恼之事……书宜杂读，业宜精钻。#多

书馆的书吧#(13-9-27 15:02) 

转发 | 评论 

社科报

【打酱油的意大利】二战时，意大利在其他

着开发新型武器时发明了冷冻干燥的食物保存法；

在离补给站10公里的战场上煮意大利面吃，

军被俘；被敌军缴获的物资中，红酒比弹药

多；意大利抓到俘虏后每天给他们吃豪华

前菜到通心粉、肉食、水果和红酒都有。

27 15:00)
转发 | 评论 

社科报

由河南博物院和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倡议、

二十余家文博单位共同举办的“鼎盛中华

天上午在河南博物院盛大开展。大克鼎、秦公鼎、

大河人面鼎等青铜重器将齐聚中原。我馆战

银鼎和夏代方格纹铜鼎将在这个展览中一展

(13-9-27 14:59)
转发 | 评论 

社科报

【人民日报：危险的安倍式“请便吧”】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在纽约一家智库发表演讲。安倍竟然

“如果大家想把我叫作右翼的军国主义者，那就

便吧”。安倍的蛮横与无畏有一个“成长

有谁能保证，哪天条件成熟了，或是头脑热

了，今日的恣意妄言不会变成现实中的冒

http://t.cn/z8FW99L(13-9-27 14:56)
转发 | 评论 

社科报

2013年9月25日晚，校团委素质拓展中心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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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大学社科处 北京大学社科部 上海财经大学 浙江大学求是新闻网 上海博物馆 复旦大学出版社 北师大新闻网  

Tel. + 86 - 21 - 59575000 59568566 5956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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