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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9年8月，毛泽东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
》一文，于是中国人开始熟悉司徒雷登这个名字。
当然，他更多的是作为一名政治人物，而非一名文化使者或大学校长，被中国人民记取的。
毛泽东如此介绍这位美国人：“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
，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
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
”毛泽东在文章最后说：“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
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
”①　　《别了，司徒雷登！
》是一份带有嘲讽奚落意味的政治宣言书，毛泽东把司徒雷登大使离开中国，看作“美国侵略政策彻
底失败的象征”。
事实上，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与司徒雷登有着不错的私人关系。
如果不是历史的阴差阳错，作为大使的司徒雷登当时还差一点促成美国与新中国新型的友好关系。
②新兴的共和国不曾想到的是：当时我们告别的，不只是作为美国大使的司徒雷登，更告别和割裂了
一段优质的中国大学文化脉络。
解放后不久，院校调整的浪潮使司徒雷登亲手创办的燕京大学分崩离析，只留下一幢幢中西合璧、精
美绝伦的燕京校舍，留给后人对这位爱吃杭帮菜、会说杭州话、才华横溢的创办者的感喟。
作为一位谦卑而善良的基督徒，在长达27年的治校生涯中，司徒雷登把燕京大学打造成了中国一流的
大学。
他在那里倡导学术自由，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
先后作为燕大学生和教师的冰心先生，这样描述自己的校长：“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
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
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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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大学的理性之路》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后在政治、行政、市场等非学术力量影响下，知识理
性在中国大学语境下的各种表现方式。
作者选取了制度（大学自主权）、主体（大学校长和学院知识分子）、教育目标（人文和科学教育、
精英和大众教育）、知识的传播（教学活动）等角度，分析了几十年来我国大学制度建设中学术力量
和非学术力量之间的制衡。
作者强调，只有当我们将大学视为一种文化存在（而非政治或经济存在），并将知识的开放性、人格
的独立性、思想的包容性这些大学的“文化基因”制度化时，大学的本质才能被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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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侯定凯，教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美国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
主要专著和译著包括《高等教育社会学》、《失去灵魂的卓越》、《回归大学之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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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学术性优惠。
对于高中学业成绩特别优秀者或学术竞赛优胜者，国家实行免试保送上大学的制度。
保送生制度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初实行该制度是为了弥补全国统一高考的局限，更全面考察和选
拔具有潜力的学生。
具体来说，其目的包括：（1）全面考核保送生在中学阶段的表现，鼓励中学生的全面发展；（2）高
等学校通过对保送生进行面试了解其专长，选拔出具有较好的专业适应性的优秀人才，扩大高校招生
自主权；（3）建立一种以考试为主、以保送为辅的招生制度，把考试与保送两种形式的长处集中起
来，以克服各自的不足。
①虽然有调查表明，被保送入学的学生在大学表现不错，但是保送资格规定的模糊性和规则执行的不
力，导致这些制度沦为替权势子弟服务的工具，以至于一直有人呼吁取消或改革这一制度。
　　3.政治性优惠。
出于政治和社会稳定因素的考虑，对特殊家庭出身、民族背景的学生实行特殊照顾，是我国大学招生
政策的又一特点。
1950年出台的《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零年度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明确对于“参加工作三年以上的
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兄弟民族学生和华侨学生，考试成绩虽差，得从宽录取”。
1958年，对工人、农民、工农干部和老干部、工农速成中学的优秀毕业生也采取过免试保送上大学的
办法。
但由于这一办法不利于鼓励学生学习，导致新生质量严重下降，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次年
便停止了。
1972年各高校恢复招生（文化考试并未恢复）时，也采取过推荐上大学的办法，并一直实行到1976年
。
1978年以后，国家不再对工农学生及革命干部进行照顾，而是对三好学生、学科竞赛获奖者、体育特
长生等实施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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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新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一直受到知识理性、工具主义等多重力量的影响。
但是大学作为这个世俗社会中理性精神、精英意识与卓越原则的发源地与贮存库，必须意识到促使自
身独立于各种世俗力量之外的意义。
《中国大学的理性之路》一书主要从历史和事实层面，揭示了我国大学发展中知识理性的存在和变化
方式。
我们相信：知识理性的力量必将在大学未来发展中发挥重要的制衡和引领作用。
　　——谢安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著有《高等教育学》、《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新进展》等 主要研
究领域为教师教育、比较高等教育等　　中国大学的起源和发展历程有别于西方世界，挖掘中国高等
教育发展中知识理性的因素，既是深化我们对普遍意义上的大学理念认识的需要，也是思考中国大学
如何在市场化、全球化经济背景下，保持健康、可持续发展问题和深化中国大学文化认同的需要。
《中国大学的理性之路》在这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尝试。
　　——阎光才，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著有《识读大学》等 主要研究领域为大学组织、教育与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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