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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19封关于学术规范和方法的信，是一位大学教师解答自己的学生提出的关于学习疑问的记录。
针对的问题集中于如何遵从科学的规范和方法，完成大学作为理性保证的目标，建构并巩固自己的理
性，同时认识并克服科学的局限，成为一个趋向完善的个人。
信的写作历时4年，收信或质疑的学生也不固定，数年之间，或已远赴海外求学，或已进入社会工作
，大多则至今仍在学校念书。
其中很多人最初收信时刚入大学，如今已成为终身愿以学术为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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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青生，1957年生于江苏镇江。
先后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学士）、中央美术学院（硕士）。
之后，赴德国海德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曾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1985--1987），现为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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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学的意思和性质　　作为一个学生，大学阶段在做两种预备：　　其一，预备做一个高水平的
人。
因为你们已经用你们以往的努力证明你们是人群中的优秀分子，所以许多人都期望你们给我们大家带
来利益。
民众“遴选”出你们来到大学里深造，因为他们以为大学可以提供”高等教育”标示的教养，教养使
人高尚。
如果大学把学生训练得很会榨取和利用他人以达到专门的目的，那就不会冉有大学，只有特务培训中
心。
大学也不能成为教会或艺术家工作坊，以坚定你们的信仰或开发你们感受力（欧洲大学曾从教会开始
而终于分离）。
大学只能依赖科学以会同你们的理性，一面在方法的保证下使你们成长为有理性的人类精英，一面吸
收着你们巾的最优秀者继续巩固大学这个科学的本营。
　　其二，预备做一个强有力的人。
田为你们会在知识最集中的地方，在教授的引导下、同学的激励下，从图书、实验和实习的培养中拓
展思路，掌握方法，熟悉于段，对某一门专业有系统的了解，当然还包括接受方法，知道自己怎样去
继续了解和掌握专业的训练，据此方能不断把握专业的进展，在竟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具体的一个教学单位的情况总在不断改善，目标不会改变；专业卜，毕业的学牛个个马壮兵强。
　　预备也是有限度的，有些东西，大学不教。
比如你今后怎样克服同事而获得权力．你怎样用有效的手腕去应付社会的阴暗面。
教了也是纸卜谈兵，留待你们毕业后在人生中体验、把握。
学期短暂，人生漫长，因此在大学中就要了解什么是大学的性质，要从它的特长中去听受讲座．参与
研讨，投身实习，积极思维。
有几个原则是不应该忘记的：　　1．开张心怀。
为大任筹划准备，广选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的课程（不是指数量，而是指幅度）。
　　2．审慎周密：掌握周密实在的方法（特别注意进入优秀教授的亲授范围，参加研讨课和科研项
目；听课常不能深入）。
　　3．清晰判断：对问题明确掌握，尽量收集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研究材料，对比、分析、思索，
作出独立的判断。
　　4．谦逊：不要一旦发现别人学问的缺点，就认为自己掌握着真理。
方法永远在自我更新，材料日有所增，学科自成规律，科学中没有天才。
　　此外还有一些问题，我曾经或将要同你们面谈。
　　最后，你们会认为我本人不是一个人生的榜样，作为一个教师汉有身体力行，以实现个人在社会
上现实的价值，而是非常明显地对权力和金钱迟钝，并有有意回避之嫌。
我想向你们说明，这正是我现有的职务决定的。
在大学里执教．就是科学运行的操作者，和同行反学生一起，从专业的角度，差循科学的方法，为人
类理性的保证——大学活动而劳动。
社会地位的高低同我的思想程度的高低毫无关系，收入的多寡同我学术工作价值的多寡毫无关系。
今天，我踞此教席，我的职守与社会上一个成功者的标准也没有什么关系。
也许有一天我会离席而去，正是因为我还在这个席位之上，由于大学作为科学的保证的性质，所以你
们才收到这样一封信。
这封信不是出自我一时之意见，而是出自大学中的一个职守的理性要求。
　　　　　　　　　　　　关于提问　　因此，提问就至关重要了。
　　提问不仅有学问中问学求知的动机，还有对课题的设置和解决方法的追寻，更有对精神成长的一
种怀疑、辩驳和创造的积极鼓励。
　　1986年在中央美院，1989年和1997年在北大，我试着用每人提10问作为期末考试的方法来鼓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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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自我学习和独立思考。
有几个评分规则记下供你们在　　每日提问中参照：　　1．可以在一般的工具书或教材中找到答案
的问题无价值（不得分）。
　　2．不能由现有的研究基础加以处理的问题不是科学问题（要能有意思，但在科学研究的范畴内
无价值）。
　　3．经过反思的问题（自我问难，反复思考过的）对你个人有价值，同时也反映你的学术基础和
理论能力（得分）。
　　4．经过反思，而且因为此间而对问题清除（一问而使许多局部问题被超越）或升级（一问而使
问题中他人在另一个层次上思考），得分，只要能在学生的—般程度上提出一个这样问题就可得到满
分。
　　以上的这几条评分标准实际上反映丁提问的3种方法。
　　疑问：如评分标准中的第—种，口的是寻求知识。
　　质疑：如第二、三种，目的是寻求问题。
　　怀疑：如第四种．日的是寻求观念。
观念就是对世事人生的观点和见识，人情练达，直指本性，就是从怀疑始。
当然这已经超出厂科学提问的范畴。
　　刚才的评分标准中第一种问题不得分，并不表示这个问题无意义，而是要求个人精勤自为，披览
搜索答案。
问题虽有深浅，但是没有问题比“有疑而不问”更愚蠢!　　当然，这样的提问还不是科研的真正问题
——课题，因为课题要有基础（一般会要求硕士沦文来完成）。
这与我们的提问练习不同，对于课题设置的练习是本学期研讨课的教学目的，再说。
　　　　　　　　　　　　　关于科学的局限　　文科分为社会学和人文科学两种，大约可以比作工
科和理科的区别，但是实际学科结构要复杂得多，是因为所谓文科者，是将研究者“人”自身也部分
和全部地同时作为被研究的对象。
　　社会科学是指对人的现行活动（历时的）及关系（共时的）问题的认识和研究。
这些问题的现实存在并不是时态上的，可能是过去遗留的（历史上的），也可以是正在发生的，还可
能是预先筹划的（预测的）。
研究的目的是为理清现象、分析因果、设计对策、解决问题，社会科学自19世纪以来发展极快，因为
国家政府和社会利益集团需要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成果以及社会科学家的智识和技巧，　　人文科学是
指对人的自我迫问（人／我从哪里来?在干什·么?到哪里去?）而生起的现象及观念的认识和研究。
这些现象和观念常常并不实有，就是说不具备成形的现实存在。
（这里的存在指有形存在），是“无有”的。
它是人类自我追问的结果，因为有了问题，才有了被问题问出来的对象。
意大利人、美国人称之为“人道”或“人性”，德国人称之为“精神”，还有人称之为“心灵”。
诸多的界定表明了人文科学的对象不町界定（不可名）性质，它是一种“无有的存在”。
　　一问之下而题生。
人文科学就成为人类自我反省，自我认识和自我觉悟的理性方式。
但是，无沦是问者或解释者都在被问问题中混入了自我，所以，问与被问的关系的设定，就具有了意
志，具有了“因何、为何、“如何”（七何法之后三何）发问的自由。
这种主观的意志和自由，使得人文科学的规范和实验手段（试验和测学合法性的怀疑，只不过为这种
怀疑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如德国的Schiel首先将J．SI．Mill（穆勒）的 moral scuence（道德科学）译成C．eisteswlssenscheften（梢
神科学），后来由Dilthey整理解释为与自然科学并列的方法和知识领域。
　　科学的方法基于人的理性中算计部分，与思想并存。
在西方思想史上，到了实证主义时期，对哲学的科学化努力，使希腊形而上学（意为用基本原则追求
根本原因）的传统与科学分裂。
哲学上出现的以经验和实验为根据的方向，进一步发展为分析哲学[对可以科学化的思维方法及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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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和限度）的算计L但是，人的思想本来不必要根据，而是出于意志，指向信念（在宗教中归
向信仰），即使是世界上不存在，过去和将来不可能存在的事物，也可以进入思维。
而因人提问或由人思维产生的问题，这些问题变现为艺术、哲学、历史和语言现象，才成其为科学研
究的对象。
对于这些对象的研究就是人文科学，所以分析哲学确实如其所望，不再是纯粹的思想，而是关于思想
的一门人文科学，在它之外，人类的思想依旧对无尽的宇宙和永恒的沉寂心驰神往。
　　有些学者按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对于I’umanesimo（“人的”，相对于神的）规范在英语学术
界的用法，认为没有“人文科学”，只有“人文学科”而不是神学的赞颂祈祷、忏悔和信仰
（Humanities）。
“人的”（一般译为人文）就是上述的艺术、哲学、历史和语言。
但是关于艺术的艺术史，关于历史的历史学，关于哲学的哲学家和关于语言的语言学和文学学则是各
种科学。
有一个逻辑的反诘，如果没有人文科学，何以有人文学科?学科的这字所指为何?而文艺复兴时期对艺
术、哲学、历史、语言的理解不同于现代英语此词所指的意义，因为那时被当作学问做，是有规律和
准则可依的科学。
　　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实用）技术科学构成了今日大学的知识．这就是我们近年来
为自己的学生时时指导的教学内容（具体的科学方法和实验手段各门专业不同），但是，我今天是想
预先提醒我的最年轻的同事、新同学们，仅仅有大学知识是不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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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你们已经逐步了解大学的意义。
它不仅是一个培养子弟的学校，不仅是施教者传授人伦准则和社会理想的组织，它更是一个科学的保
证。
所谓科学的保证是指人类的理性在大学这样一个系统中，根据理性本身的逻辑，自我生长，自我推展
，自我检测，自我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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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过艰苦的高考，我们迈入了理想中的大学校园。
如何才能在这精英汇集的象牙塔脱颖而出，请来聆听一下北京大学教授的谆谆教诲，它能使你在最少
的时间内获取最大量的信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本书作者是北京大学"最受学生爱戴的老师"之一，亲切的语言、系统地讲解、生动的例子，使我们如
沐春风，为我们提供了学好专业知识的一把钥匙，因此本书被誉为大学校园的"葵花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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