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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我们告别20世纪脉脉余晖的时候，人们惊讶于象牙塔里独善其身的大学，竟然也被裹挟进世界
的浪潮之中。
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作为思想先锋的知识分子，又一次陷入苦闷与彷徨：精英退席，大众
登场，文化人的精神魅力还能持续多久？
与大众共舞，应该是民族素质的普遍飙升，还是教育质量的骤然滑落？
　　高等教育在新世纪的转型，着重体现在大学教育目标从高深学问向应用技能扩展；学生的学习方
式从单纯的知识学习向知识、能力、素质的复合型学习转变；大学的办学理念呈现为科学研究与社会
服务功能和谐统一、学术旨趣和职业取向并行不悖的“威斯康星理念”；新型的高等教育民主化理念
，也构成了大学教育的政治文明。
其实，从世界范围内看高等教育的变革与转型，并非是世纪之交的一场突变，而是历时性的渐变过程
。
19世纪初以来，关于大学的办学理念就一直存在着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古典教育与实用教育之争，
英国的纽曼与斯宾塞论战，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而美国永恒主义教育家赫钦斯在芝加哥大学所作的
尝试，可以说是传统教育的最后一抹晚霞。
之后，传统大学受到批评，它的门户被迫开放，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
就连学究气最重的英国老牌大学也不得不介入社会经济发展，英国剑桥大学周围形成的“剑桥工业园
”，即为其中的范本，更不用说始终以“识时务者为俊杰”作为办学理念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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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大相径庭；美索不达米亚几不知兽形神，——唯有埃阿，其形象为半人半鱼
。
美索不达米亚几不知道动物崇拜，——这是又不同于埃及之处。
一般来说，图腾崇拜的痕迹实属罕见；诚然，动物中不乏被奉为神圣者，诸如牛、蛇等。
所谓圣牛，往往被视为牛躯人首；而埃及的景况迥然而异，神祗形象通常为人体，而赋之以动物之首
。
”谢·亚·托卡列夫所述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神的形象”状况我们姑且不论，但是认为埃及的“神
祗形象通常为人体，而赋之以动物之首”，就不太符合事实了。
而有的学者则把埃及“神的形象”大致分为三种形态：（一）动物形态，（二）人的形态，（三）抽
象形态。
这虽然比谢·亚·托卡列夫更接近实际，但还只是从平面的状态陈述，而且没有分清主次。
我们认为自古以来，埃及人同其他地区的先民一样，有浓厚的万物有灵观念，也认为世界上许多东西
都具有神性，因而许多东西也就成了他们的神，而且还赋予这些神以同类事物的相应的形象，那就必
然不只是人的形象、动物形象，也有植物形象，倒是抽象形象则至今还没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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