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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学办学模式的多样化

刘道玉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430072)

摘暋要暋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场所,而社会对人才的需要是多方面、多规格和多层次的,因此大学办学模式也

必须是多样化的。可是,在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着贪大求全的思想,致使我国大学办学模式

渐趋单一。这不仅导致我国大学功能结构失调,也滋生了大学的种种问题,必须正视和下决心进行调整,使其走

上正常、有序、多元化的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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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近代大学起源于欧洲,是“黑暗暠的中世纪带给

人类的“智慧之光暠。世界公认的第一所大学,是于

1088年自发诞生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迄今已有

924年的历史。在此后500多年的时间里,大学的

发展仅仅局限于欧洲的版图,先后沿着意大利、法
国、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德国、捷克、荷兰、俄罗斯、
波兰等国家的路径传播。到1600年时,欧洲已经有

108所大学,几乎当时的每个欧洲国家都兴办了大

学。很显然,欧洲大学的蓬勃兴起,对欧洲文艺复

兴、思想启蒙、宗教改革和近代科学的诞生,都起到

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1988年9月18日,欧洲430所大学的校长聚

会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参加博洛尼亚大学诞生

900周年的庆典。这次庆典的重大成果之一,是与

会各国的大学校长们签署了《欧洲大学宪章》。他们

再次重申:“处于社会中心地位的大学,是一个独立

自主的研究机构。暠“大学在致力研究和教学的过程

中,应当保持道德和学术上的独立,不听命于任何政

治和经济权力机构。暠[1]这个宪章的基本精神,不仅

仅适用于欧洲各国,而且具有普世的价值,是中世纪

草创时期大学留给人类的宝贵财富。

暋暋一、美国大学多样化办学模式的发
展与启示

暋暋17世纪初,英国开始向北美移民,1607—1733
年期间,英国在北美洲建立了13个殖民地,也就是

今日美国东海沿岸的13个洲。与此同时,随着英国

等欧洲国家移民的增加,英式大学教育也在北美落

地生根,这是以1636年创办的哈佛学院为标志的。
随后,又陆续创办了威廉·玛丽学院(1693年)、耶
鲁学院(1701年,耶鲁大学的前身)、新泽西学院

(1746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前身)、罗德岛学院(1754
年,布朗大学的前身)、费城学院(1755年,宾夕法尼

亚大学的前身)、国王学院(1756年,哥伦比亚大学

的前身)、达特茅斯学院(1769年)、皇后学院(1776
年,罗格斯大学前身)等。这就是美国独立前成立的

9所大学,后来演变成为美国“常春藤联盟暠大学,他
们几乎就是美国精英大学的代名词。

迄今为止,高等教育在美国已经有376年的历

史了,其间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殖民地

模仿时期(1492—1861年),以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

为标志,持续到南北战争之前的时期。这期间,主要

是因袭宗主国英国的教育体系,包括普通教育和高

等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完全以英国的牛津大学

和剑桥大学为楷模,包括课程设置和教学管理,不仅

大学数量少、规模小,而且没有任何美国的特色。
第二阶段是创造特色的阶段(1862—1957年),

以美国南北战争为标志。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束,意
味着奴隶制度的废除,生产力解放了,美国资本主义

生产得到迅速的发展。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对大

学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于是一大批美国人蜂拥到

英国和德国学习,从中涌现出了一批富有改革精神

的教育家,给沉闷闭塞的美国高等教育带来了一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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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的空气。查尔斯·艾略特在留学德国时学习化

学,回国后于1869年出任哈佛大学校长,他在履职

时曾发出誓言:“要在查尔斯河畔创办世界最伟大的

大学暠。他任哈佛大学校长长达40年,实践了自己

的诺言,当今哈佛已成为了世界各国大学效仿的榜

样。自19世纪下半叶,美国高等教育得到了迅速的

发展,诸如选课制、学分制、大学教授联合会、研究生

院、通识教育、大学董事会等,都是美国创造的。美

国高等教育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良好有序竞争

的生态环境,各高校自己设置功能定位,互相依存,
绝不相互攀比,各类大学没有高低之分。

第三阶段(1958年至今)是逐渐完善和跨越发

展的阶段,这是以美国高等教育界的巨人克拉克·
科尔出版的《大学的功用》为标志的,他提出了多元

化巨型大学的理念。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

的高等教育在3个方面有了新的突破[2]:一是以研

究型大学为主的研究生教育有了新的突破;二是构

筑国际学术的天堂,将世界各国顶尖人才吸引到美

国;三是完善大学“四维暠协调机制(所谓“四维协调

机制暠是指,以“自由竞争暠为特征的市场协调机制,
以宏观干预为特征的国家协调机制,由“自愿者团

体暠力量所创造的协调机制,高校内部自我协调机

制),进一步增强高等教育的活力。
全世界大学总数大约是4万所,而美国大学就

有4000多所,占世界大学总数的1/10,这是就数量

而言,如果以质量来论,世界前50名的大学大约有

40所是美国大学,世界7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在

美国大学任职,全球大约30%的科学和工程类论文

以及44%的最常引用的论文也都出自于美国的大

学。美国的教育并不像国内有些人所言的一塌糊

涂,而恰恰是世界各国所效仿的楷模。美国高等教

育何以如此成功呢? 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美国

拥有最好的高等教育体系[3],其中多样化的办学模

式就是最值得借鉴的。
在美国大学体系中,既有公立大学,也有私立大

学;既有超大型的大学,也有微型的大学;既有精英

大学,也有草根性的大学;既有综合性的大学,也有

单科学院;既有男女合校,也有女子学院;既有研究

型的大学,也有教学型的大学;既有公益性的大学,
也有盈利性的大学,等。不妨仅举以下几例来阐释

美国大学的多元化。
首先,私立大学与公立大学几乎是平分秋色。

美国大学起源是私立大学,在殖民地时期最早的9

所学院,都是私立的,它们堪称美国大学之母。环顾

世界各国的私立大学,无论是绝对数量或是所占的

比例,均以美国为最高,而且美国私立和公立大学体

制泾渭分明,不像中国与有些国家所谓的“民办大

学暠的体制。美国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在数量上各

占60%和40%,但在学生数量上其比例是20%和

80%。无论是私立大学或是公立大学,都有顶尖的

大学,但排名前20名的都是私立大学。哈佛大学既

是美国最古老的私立大学,也是美国乃至于世界最

富盛名的名牌大学之一,是“常春藤联盟暠的首领。
她比美国建国早140年,所以人们说先有哈佛,而后

有美国。建校376年以来,哈佛大学先后培养出了

6位总统、30多位诺贝尔奖和27位普利策奖获得

者,拥有最好的图书馆、天文台、艺术博物馆、戏剧中

心、尚比特视觉艺术中心,她的文理学院、医学院、商
学院、法学院等都是最好的。哈佛大学每年获得捐

款丰厚,目前有近15万亿美元的资产,真可谓是富

可敌国!
美国不仅有最好的私立大学,而且也拥有最好

的公立大学,其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西根大学

和伊利诺香槟分校就是美国位于前三甲的公立大

学,而密西根大学是美国中西部十大名校排名第一

的大学。该校自1817年成立以来,一直被称为美国

公立大学的典范,是一所非常了不起的大学。她培

养出了许多知名的政治家和领袖人物,如美国前总

统福特、詹 森 和 布 什,国 务 卿 希 拉 里,汽 车 大 王

亨利·福特,南非总统曼德拉,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

托,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墨西哥总统卡洛斯等。在学

术成就方面,有7人获得诺贝尔奖,7人获得普利策

奖,4人获得国家科学奖章,1人获得计算机图灵奖。
密西根大学之所以获得如此骄人的成就,是因

为这所大学有着出色的大学校长,他们形成了决心

要使“平凡的人接受不平凡的教育暠的理念。最近,
有一本叫做《舵手的视界———在变革时代领导美国

大学》的书出版[4],作者就是该校第12任大学校长

詹姆斯·杜德施塔特(任期1988—1996年)。为了

办好这所大学,他研究了前11任校长的办学特点和

不足,以继承这所大学“组织世家暠的宝贵遗产,使其

好的传统沿袭近200年而不变。有了这样的思想境

界,就能够站在舵手的高度领导变革中的大学。对

比一下,中国的大学太缺乏这样的校长了。北京大

学蔡元培先生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暠办学理

念,虽然普遍被推崇,但却很难在现代大学中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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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部分人仍然抱着“唯政治观点正确暠的僵化思

想,不尊重教育规律,致使我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水

平的大学。
其次是精英大学与草根性大学并存,各自肩负

起自己的使命。美国总共有125所研究型的大学,
它们堪为精英大学,肩负着培养高级人才和前沿性

基础研究任务。据统计,美国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
占全世界的50%以上,而美国前50名的研究型大

学又培养了50%以上的博士生[5]。
普林斯顿大学成立于1756年,迄今已有256年

的历史,是一所小型的精英大学。该校规模不大,仅
有本科生5113人,研究生2479人(据2011年的统

计),是精英大学的典范,但从这所学校已经走出了

2任美国总统、44位州长、3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该校却没有被认为是最吃香的

医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尽管不少人建议创办这3
个学院,但是校长雪莉·蒂尔曼就是不赶时髦。她

明确地表示:“我们正因为不需要什么都做,才能够

把我们的重点学科做得最好。暠她还说:“小就是美。
我们只做好2件事,一是极为严格的本科教育;二是

极为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暠[6]普林斯顿的大学生入

学后,每人需要签署一份“荣誉章程暠(honorcode),
作为学术诚信的保证,这是从事高深学问研究必须

具备的素养。
成立于1933年的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是

一个典型的象牙塔,是实现学术至上的理想之地。
安德鲁·怀尔斯本是英国剑桥大学数学教授,后被

聘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他足不出户,用了

7年时间证明了困扰世界数学家358年未被证明的

费马大定理,从而成为“世纪末数学神话暠,他也因此

而获得包括1998年世界数学大会特别贡献奖在内

的诸多奖项。这是其他大学不可能企及的,如果以

此为标准,中国可能再过100年也难以建成这样水

准的精英大学。
与精英大学相对应的当属草根性的大学,美国

的社区学院就是属于这类的高等学校。美国现在有

1157所社区学院,大多数是公共资助的,也有私立

的或是由教会兴办的。这类学院主要承担技术培训

和继续教育的职能。同时,读完社区学院后可以获

得准学士学位,也可以申请注册4年制的本科,学习

2年后可以获得学士学位。这类学院之所以有市

场,是因为扎根于社区,入学条件要求低,学费低,不
需要在校住宿。草根性大学,也有竞争力,从它们之

中也会涌现出优秀的人才。例如,美国加州沙漠的

山谷中,有一所名叫幽泉学院的2年制的大学,也被

称为“牛仔大学暠,它是由电力大亨卢西恩·卢修

斯·纳恩于1917年创办的,他认为“物资世界充满

了罪恶,真正的伟人需要听到沙漠的声音暠。该校的

校训是:劳动、学术、自治,学生需要放牧、耕种、养
猪,学费和生活费全部免除。每年只招收26名新

生,仅从招生的严格性上说,是比哈佛大学还要牛的

大学。比如,哈佛大学学生生活质量得分是88分,
而幽泉学院是99分;学术质量得分两校同为99分;
学生录取率,哈佛大学是9%,而幽泉学院则是7%;
入读率,哈佛大学是79%,而幽泉学院是92%;师生

比例,哈佛大学是1暶7,而幽泉学院是1暶4。这些

对比数字说明,幽泉学院是一所人才的炼狱,它虽然

不是学术精英大学,但它却是一个人通向成功的重

要驿站,它的毕业生大多都进入到美国顶尖大学深

造。
再次是公益性和盈利大学并行不悖,各得其所。

美国公益性大学包括私立大学和州立大学,它们虽

然收取不菲的学费,但都是公益性的教育机构,不能

以盈利为目的,是以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为社会服

务的。私立芝加哥大学是公益性大学的杰出代表,
迄今为止该校已经获得了81个诺贝尔奖,获得了

53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中的24个。人们惊奇地问

道:81个诺贝尔奖是如何炼就的? 芝加哥大学校长

芝莫尔说:“发掘有可能成为研究领域领导者的学生

是造就众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经验。暠[7]发现这些具

有领导者素质的学生,需要一对一的精英教育,要有

智慧的眼光。每一个诺贝尔奖,就是一个科学研究

的重大突破,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这就是精英大学

的使命。
提到盈利大学,我们不能不想起10多年以前的

一个口号,就是教育产业化。这个口号到底是谁提

出的? 虽然没有专门的考证,但这样的口号无疑对

教育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面对教育的乱象,各
界对教育产业化的口号一片指责声,认为它是导致

我国高等教育混乱的根源。其实,问题并不在于教

育产业化的口号,而在于一个国家国民的思维方式

和社会风尚。
教育产业化的口号并不是中国的发明,早在30

多年以前,美国就出现了以营利为目的的高等教育

机构。凤凰城大学由美国阿波罗集团于1976年创

办,该校的创办者是圣何塞大学历史和人类学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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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约翰·斯佩林,他明确地提出办学就是为了营

利。目前,凤凰城大学是全美最大的私立大学,学校

分布在全美28个洲的134个分校中,共有9.6万名

学生。凤凰城大学股票于1994年上市,自上市以来

股票上涨了5倍,市值现在是11亿美元,而斯佩林

也成为教育领域的首富。美国现在有789所营利大

学,占美国高校总数的18.87%。目前,已公开上市

的营利大学就有10家,2010年的营利就达到130
亿美元。这说明美国多元化的自由市场经济,以及

对专科应用人才的需求,为营利大学提供了发展的

空间。
人们真是难于想象,美国大学的多样化简直是

多如繁星,让人目不暇接。在美国,既有培养政治精

英的华盛顿大学,也有被称为企业家摇篮的宾夕法

尼亚大学;既有艺术见长的威廉·玛丽学院,又有新

技术弄潮儿的达特茅斯学院;既有只招收研究生的

洛克菲勒大学,又有2009年6月新办的培养未来科

学领袖的奇点大学(每年只招收30到120名学生)
……总之,无论是办学模式,抑或是管理体制,在美

国找不到一所大学是相同的。例如,哈佛大学是校

长拍板定夺,耶鲁大学是教授说了算数,而普林斯顿

大学则是董事会决定一切;既有保守的耶鲁大学,又
有思想前卫的斯坦福大学,等。

美国大学办学模式的多样化,既决定于自由市

场经济,也受着美国人的个性和思维方式的影响。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曾经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

伍德罗·威尔逊的一段话中得到证明,1907年他到

哈佛大学参观,在演讲时说:“普林斯顿不是哈佛,也
不希望变成哈佛那样;反之,也不希望哈佛变成普林

斯顿。我们相信民主的活力在于多样化,在于各种

思想相互补充,相互竞争。暠[8]威尔逊在普林斯顿大

学校长任上竞选美国第28届总统成功,并且连任2
届。这说明威尔逊是一个智慧超群的人,他对美国

大学多样化的诠释,是值得各国教育界深思和借

鉴的。

暋暋二、中国大学办学模式的发展与偏离

暋暋近代大学传播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相对于

欧洲和北美洲要晚得多,大概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

事。亚洲第一所大学当属日本私立庆应义大学,它
创立于1858年,而公立的东京大学是成立于1877
年,它是亚洲唯一进入世界前50名的大学。埃及的

爱资哈尔大学虽然早在公元972年就创办了,但国

际教育界大多认为它是一所宗教学校,而不是世俗

意义上的大学,埃及的第一所大学是于1908年创办

的开罗大学。印度的第一所大学是迈索尔大学,它
是由迈索尔国王于1916年创办的,现在是一所五星

级的大学。泰国的马依多尔大学,是由朱拉隆功国

王于1887年下令创办的。澳大利亚第一所大学是

悉尼大学,创办于1850年。圣保罗大学是巴西第一

所大学,创办于1934年。开普敦大学是南非第一所

大学,创办于1829年,是非洲唯一进入世界前200
名的大学。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1594年创

办的澳门圣保罗学院。那时,澳门已经是葡萄牙的

殖民地,而中国大陆本土的高等教育则是在洋务运

动前后诞生的,如1845年创办的之江大学,1879年

创办的圣约翰大学,1888年创办的岭南大学等。可

惜的是,这些由教会兴办的大学,在1951年院系调

整时,都被撤销了,使得这些大学在大陆断了线,不
能成为我国近代大学创办的源头。

在洋务运动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暠和“以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暠的口号,于是洋务派大肆倡导

兴办西式学堂。期间曾兴办了100多所新式学堂,
如上海电报学堂(1866年)、武昌自强学堂(1893
年)、天津北洋西学堂 (1895 年)、上 海 南 洋 公 学

(1896年)、长沙实务学堂(1897年)、京师大学堂

(1898年)等。这些学堂大多都是中等专科性质的,
只有少数几所后来演变为大学。一个时期以来,几
所大学都在争夺中国近代大学第一把交椅,其实完

全没有实质意义。更为离谱的是,近来许多地方又

冒出百年或以上的老校,无论是从办学地点上,或是

学阶上,或是时间的连续上而言,都是极其不严谨

的,实属是对大众的误导。
一般来说,我国近代高等教育是比较落后的,这

是由于受到长期小农经济的限制。在解放前夕,我
国有公办大学39所,有私立和教会大学27所,基本

上是各占半壁河山。这本来是一个合理的布局,如
果在此基础上发展到现在,也许我国就会有世界一

流水平的私立大学了。

1951年12月,教育部召开了全国工学院院长

会议,拟定了全国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从而拉开了

全国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的序幕。这次调整的指导

思想是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照搬苏联高等教育的

体制和教学计划,苏联则向教育部派了专家作高级

顾问。在解放前,我国大学体制基本是欧美模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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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都是综合性的。院系调整时,按照苏联的模式,从
综合大学中把工学院、农学院和医学院分离出来单

独设立单科学院,某些工科中的系也分离成立了许

多单科学院。这样原来的综合大学只剩下文理科

系,成了小综合大学了。1952年院系调整前,我国

有高校211所,调整后变成了201所,到1953年高

校总数为182所。

1958年我国大跃进时期,高等学校一下子增加

到791所,到了1960年骤增至1289所。针对大跃

进冒进的错误,国家制定了《高教六十条》,据此对高

等学校进行整顿和裁减,到1963年大学数目减少到

407所,直到1983年高等学校数目保持在805所左

右。与此同时,我国中等学校数目是:1949 年是

1171所;1958 年是 3113 所;1960 年是6225所;

1963年是1355所;1983年是3090所[9]。一般来

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高等学校虽然数量

显得少了一些,但其与中等教育的结构的比例还是

合适的。
可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经济高

速的增长,在高等教育领域里也掀起了一股跨越式

大发展的浪潮。首先是大学合并,其指导思想是实

现“强强联合暠,以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这次

合并持续了10多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60多

个部委都卷入了这次大学的合并运动,有900多所

大学参与其中。这次大学合并,既没有充分听取教

育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意见,也不尊重教育规律,匆
忙制定了合校的时间表,且造成咄咄逼人的形势,大
有“合者存不合者亡暠的势头。一些原本不赞成合并

的大学,也违心地同意合并,从而丧失了原来学校的

特色。贪大求全的做法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带来的负

面影响将是久远的。
其次是大学扩招,这一举措是有违教育规律的,

也缺乏充分的可行性论证。1998年12月,国家教

育部颁布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其中

提出:“到2010年……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的发展,
入学率接近15%,若干所高校和一批重点大学进入

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暠高校按照这一计划的速度扩

招,到2002年在校的大学生人数竟达到1512.62万

人,提前8年实现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
西方发达国家,在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道路上,大
致经过了50~100年的时间。我国以冒进的速度实

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必然会导致教育质量下降和大

学毕业生就业困难。这种操之过急的高等教育大众

化,必然造成低水平上的教育过剩,导致多方面的负

面效应,如教育回报率低,教育资质不足,就业市场

紧张,教育资源浪费,挤占普通技术就业岗位等。而

且,这种人才素质的恶性循环,今后还将逐步地显现

出来。
再次,近20年来,大学改名、专升本之风一直狂

飙不止。我国现在有大学大约是2000所,除了老牌

的大学以外,很多大学纷纷改名,大学改名的思路是

名称愈来愈大,从城市—省—地域方位—大区直至中

国(或中央)。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是历史

造成的特例,可是在大学改名高潮时,兴起了一股冠

名“中国暠的歪风,据不完全统计,冠名“中国暠的大学

就有20多所,如中国地质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

政法大学、中国陶瓷大学、中国林业大学、中国计量学

院、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似乎只有这些大学才是中

国的,以示区别是中国而不是外国在中国办的。以此

而论,那其他的大学难道都不是中国的吗? 把国名冠

以大学名称,举世闻所未闻,难免贻笑大方!

21世纪是一个多样化的社会,大学合并、扩招

和升格的结果,使得我国大学整齐划一地走向了综

合化、大型化、标准化。现在追求本科成风,升格为

本科后又要争当研究型的大学,然后又要建成一流

大学,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暠。但是,这既是违背教

育规律也是不符合社会需要的。美国巴勒特教授曾

说:“普通高等教育会继续下去,但不是只有一个类

型。应该有不同种类分布在高等教育之下:传授技

能的;准学位水平的职业培训;理论和学术型教育;
高级经验教育;学术型研究生教育;专业和职业培训

教育。暠[10]然而,我国高等教育虽然已经实现了大众

化,甚至不少省市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即大学

毛入学率达到50%以上),这不仅不能证明我国高

等教育的成功,反而高等教育的单一和泡沫化将使

我国高等教育陷入困境。

暋暋三、中国大学办学模式单一化的根
源追溯

暋暋如果说美国高等教育多元化是其成功的主要标

志,那么我国高等教育的失败恰恰是追求“高大全暠
的单一模式。“世界的本质在于 ‘多暞,而不在于

‘一暞暠。在自然界,单一的物种会很快灭迹。在社

会,单一文化也难于持久。正是文化多样性、差异性

构成了生机勃勃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态系统暠[11]。同

样的,教育也是如此,中国与美国高等教育的模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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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2个极端的例子,是非常值得我国高等教育界人

士深思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国高等学校模式单

一呢? 我认为主要原因有3点。
首先,从思想作风上来看,主要是形式主义的歪

风作祟。所谓形式主义是指仅仅从形式(或表面)看
问题,而忽略事物的内在本质,把事物形式的完美夸

大到绝对的高度。形式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

和形而上学,是与唯物辩证法相对立的。例如,大学

升格和改名就是典型的形式主义的表现。在许多办

学者看来,大学比学院好听,本科比专科吃香,重点

大学比普通大学水平高,研究型的大学比教学型的

大学高级,世界一流水平大学比研究型大学更高级。
于是,很多学院、专科学校都要求改名,一直持续了

20年。现在,专科学校没有了,学院也都升格为大

学了,不少学校的校名是一改再改,有的甚至改名多

达十几次。例如,原来的几所工学院,后来改名为理

工大学,进而又更名为科技大学,因为理工比工学院

多了理,而科技比理工更宽广。总之,大学名称越改

越大,越改越广泛,现在全国冠名各种科技大学的多

达几百所,令人眼花缭乱。又比如,我国现在有所谓

的“五华暠大学,这是模仿清华大学而来,东华大学、
西华大学、南华大学和北华大学,但东西南北的“四
华暠的改名之举对其发展究竟起到什么作用呢? 好

像并不能缩短其与清华大学之间的差距。
依照中国人的逻辑,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加州

理工学院、达特茅斯学院、玛丽·威廉学院和法国巴

黎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高等工业学校等,岂不是早

就应该改名了,一个专科学校多么地不中听呀! 可

是,这些学校都有200~300多年的历史了,没有人

想到需要改名。他们真是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但却

是真正的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然而,我国那些冠

以豪华名称的大学,不用说30、50年,甚至100年也

不可能达到上述那些仅仅只是学院的成就。对比之

下,中国办学者们的形式主义是多么地严重,难怪我

国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其原因是我们满足于追求

形式,而西方国家的大学是在踏踏实实地追求真理!
其次,在思维方法上,是趋同思维导致单一模

式。最近,我阅读了《余英时访谈录》,他是美国普林

斯顿大学终身教授,著名的史学大师级的学者。在

谈到文化热的问题时,他说:“在西方很少见到这样

的‘热暞……一切真正的‘学暞都只能在‘冷暞的环境中

成长,绝无‘热暞的可能。暠[12]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

是,中国经常出现“热点暠,如下海热、出国热、考研

热、考公务员热、文化热、旅游热……究其原因,主要

是在思维方法上,中国人是求同不求异,而西方人恰

恰相反,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各美其美暠,而中国人

的思维方式是“掠人之美暠。这种趋同思维在办学上

显得十分突出,这是导致大学单一办学模式的根本

原因。本来社会对人才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有大宗

批发的,也有稀有职业的。在文革以前,全国大学中

只有2所大学设有新闻专业,2所大学设有图书馆

专业,有6所大学设有法律专业的,这是根据需要布

局的。可是,在高等教育大发展时,全国一哄而起,
这些专业都遍地开花了,致使全国大学700多所法

学院培养的70%毕业生学非所用。趋同思维必然

导致相互攀比,你有我也要有,其结果就导致各个大

学都追求大而全,使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也造成了

大学功能混乱。
再次,中国几千年的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潜移

默化地影响到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为什么封建小农

经济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呢? 因为我国近代既没有

进行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启蒙运动,也没有经

过产业革命,致使小农经济思想潜移默化地代代

相传。
小农经济思想的特点是:自我封闭、自成体系、自

给自足、无约束、无协作、无交换。这种思维方法是一

种平均主义,也是大锅饭的思想,看到别人好,自己就

想高攀,但是又缺乏创造能力,于是就只能靠模仿。
例如,我国大学的建制都是引进欧美国家大学的,一
所大学隶属若干个系,国外大学至今依然还是这种建

制。可是,在高等学校冒进时期,各个系统统都改成

了学院,甚至连民办大学也都把系改成院了。一所大

学动辄统属几十个学院,真是气派非凡。大学的科研

管理机构,也是一直攀高,50年代叫科研科,80年代

改成科研处,90年代又升格为科技部。上海某重点

大学居然把科技部改成了“科学技术研究院暠,而社科

部也随着改成“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暠。一个国家有

一个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一个大学也有一个科学技

术研究院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大学真是可以相当

“国家暠了。有些大学的办学者,心术不正,整天出歪

点子,只要一个大学带了头,其他大学马上就效仿,生
怕自己吃了亏。所以,小农经济思维方法,就是攀比、
模仿和重复,这是一种简单省心的思想方法,是我国

高等教育乱象频生的根源。奇怪的是,居然没有人出

来制止,真是见怪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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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学上的一种惯性思维方法是,民办大学向

公立大学看齐,教学型向研究型看齐,普通大学向一

流大学看齐,争不到世界一流,就挖空心思弄个中国

一流,华中一流或是中西部一流,花样不断翻新。其

实,各类学校完全没有必要相互攀比,要争取办出自

己的特色来。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前校长杨

福家先生坚决反对“专升本、本升研暠的攀比风。他

认为:“360行行行出状元,专有专的状元,本有本的

状元,研有研的状元,彼此分工不同而无高低之分。
美国烹饪学院、纽约服装学院是专的状元;威廉姆斯

学院、阿姆赫斯特学院是本的状元;哈佛、耶鲁、普林

斯顿是研的状元,都是社会不可少的。暠[13]这些虽是

简单的道理,但需要中国办学者们彻底摒弃心高气

躁,冷静思考才能发现!
如果说办学者们为了满足虚荣心的需要,被功

利蒙住了眼睛,但为什么有关部门也没有严格把关

呢? 大学合并、大学改名和专科升格,没有哪一件不

是层层推进的。因此,我国高等学校发展的偏离,其
根源在于集权的、“大一统暠的领导体制,其出路是必

须进行体制改革。
当然,大学还是会继续办下去的,只是由于种种

借口把所有的问题暂时掩盖住了。但是,掩盖是不

能持久的,问题最终总是会爆发出来的。俗话说,物
极必反,当事物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危机就会伴

随着生机。时势造英雄,到那时或许将会出现富有

改革创新精神的能人,在文化、教育和思想领域进行

思想启蒙,从思想作风、思维方法等方面进行彻底的

改革。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方有可能改变我国僵化、

单一的办学模式,也才能出现我国高等教育生机勃

勃、百花争艳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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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DiversificationofUniversity灢runningModel

LIUDao灢yu
(Wuhan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2)

Abstract暋Univeristyistheplaceinwhichtalentsarecultivatedandtalentneedsfromsocietyaredi灢
versified,multi灢sizedandmulti灢leveled.Therefore,university灢runningmodelsshouldalsobediversi灢
fied.However,intheprocessofdevelopingChina暞shighereducation,theuniversity灢runningmodelis
quiteunitaryduetotheideologyofdemandingperfection,whichhasnotonlycausedstructuralimbal灢
anceinChina暞suniversityfunctionsbutalsoproducedkindsofproblemsinunversities.Consequently,

itisurgenttoconceiveofsuchproblemsandmakesomeadjustmentsothatuniversitiesinChinawillde灢
velopinnormal,orderlyanddiversifiedways.

Keywords暋university;school灢runningmodel;schoolorganization;diversification;eliteuniversi灢
ties (责任编辑:陈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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