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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北大听讲座”书系的第十辑，所收文章绵为专家、教授、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在北大的精
彩演讲。
文章深入浅出，简练朴素，既有引人深思的深厚学理、又有催人泪奋进的人生智慧。
文章兼容并蓄，可谓思想的精粹、智慧的集锦。
由于“汇集了各领域最前沿的思想和观点”，本丛书被喻为最具时代精神的“思想大餐”，且“由于
其严肃的学术品格和通俗的阅读形式”而深得各界读者钟爱，其被评为“九十年代以来最受欢迎的思
想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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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姚国华　21世纪中国大学运动　　姚国华　　湖南南县人，1981年起就读于兰州大学数学力学系
、哲学系，四川大学哲学系，先后任教于衡阳工学院马列室、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十佳讲师。
　　1994—1997年，开创当时全国耀眼的文化绿洲——华中理工大学人文讲座、无形学院及《中国大
学人文启思录》等，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后退出，潜心写作五年，新出版专著《大学重建》、《文化立国》（上下卷），在文化界引起很大反
响。
　　大家好!谢谢乡土中国学会给我机会，让我在北大的讲坛上与大家交流。
　　听说乡土中国学会主要研究“三农”问题，这方面我很关切，但没有研究。
我的书中也引用了“乡土中国”这个概念。
上个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乡土中国》，对中国传统社会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给我启发很大。
我本人读书甚少，但是偶尔碰到一些令人警醒的思想，便铭刻在心。
　　80年代，在一处读到费孝通先生的另一观点也是如此。
他指出：50年代，全国在行政命令下进行大调动，各地的人们走出乡土，聚集到一起，形成一个个有
现代意义的国有企事业单位，毛泽东称“五湖四海”的人走到一起。
可是，70、80年代后，这些单位无一例外都出现了一种趋向：职工们扎了根，有了稳定的家庭，有了
下一代；孩子们长大以后大多留在本单位就业、成家，并产生了第三代。
费先生敏锐地预见到这可能导致传统宗法关系的回归。
　　今天中国改革过程中的许多问题，像国有企业的衰落，大学的“土著化”与“沼泽化”等等都可
以在这里找到根源。
遗憾的是，费先生这一深远的眼光几乎被埋没了。
二十年来，经济学家们为拯救国企争论得不亦乐乎，最后大家满足于这样的答案：计划经济从头到脚
就是一个怪物，它必然失败，市场经济必然胜利。
其实，计划经济未必坏到如此，50年代60年代的那些惊人的成就不都是在计划经济下实现的吗?　　费
孝通先生看到的，也是我所赞成的：中国牢固的乡土性，与之相联系的血缘关系纽带，尤其是社会深
层结构里的文化伦理，才是众多现象的根源。
从这里深入挖掘，可能会对解决现实问题带来启示。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21世纪中国大学运动”，“大学运动”几个字眼可能比较敏感，（笑声）
主持的同学把它写成了“大学建设运动”，这也可以呀，因为我的重点也是大学的定位与建设。
　　现代文明的进程有一个大学运动的问题。
任何文明都有世俗生活的层面，但在世俗生活之上，还需要一个给每个人以精神支撑，给整个社会以
凝聚力的“象牙塔”。
古代社会有祭坛、图腾等，成形的文明体系中更有教堂、庙宇、寺院、祠堂等，它们是社会的精神中
心，人们面对它们肃然起敬，形成一种虔诚感、神圣感。
西方现代文明的“象牙塔”就是基督教和由此衍生出来的大学，大学的使命是在信仰的平台上建立普
遍的理性思维。
　　我的理解，文明是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人类制造物；在文明的背后，有一个支配它的灵魂，
这就是支配着创造者内心的文化。
它绝不是街头的招牌标语，不是口号表演，也不是我们手上的文化典籍，而是存在于人内心的精神内
涵，被人认同并且时刻起作用的信念、思想与情感。
因此，文明与文化，是载体与灵魂的关系。
　　我们今天见到的西方文明如此复杂、多样、强大，它背后的实质就是理性文化。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科学思维相信自然界存在着不为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
律（natural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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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和人的关系上，法制社会也需要这样一个超越个人的规则，亦即法律（1洲）。
这两种law的思维构成现代文明的秩序。
　　整个现代文明都取决于对law的把握，而这种理性思维源于古希腊哲学。
雅典人的工商业生活导致了他们特定的思维，相信万物的根本不在物质层面，而在背后的一个规则的
支配。
从毕达哥拉斯到德谟克利特到柏拉图到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归根到底都在追求万物背后的逻各斯，这
逻各斯是可以用数学和逻辑精确把握的。
　　中世纪时，奥古斯丁把它综合到基督教的信仰体系里。
一开始，理性屈从于信仰，但是随着十字军东征，更多原汁原昧的古希腊哲学思想被发现，到12世纪
，另一位伟大的宗教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进行了第二次基督教大综合，把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的
哲学融入基督教信仰中。
从此，理性的因素越来越多于纯粹信仰的因素，于是经院哲学应运而生。
今天，一谈起经院哲学，大多数人会认为它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纯概念争论，比如说，天堂里的玫瑰有
没有刺，上帝可不可以是女人的身体，亚当的身上是否少一根肋骨，亚当和夏娃有没有肚脐等，（笑
声）它们貌似可笑，却灌输给人们一种重要的理念：上帝是讲道理的，上帝创造的世界是有规律可循
的。
　　这种追寻道理的精神造就了牛顿。
今天人们认为，牛顿晚年研究基督教是科学家的堕落。
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牛顿要没有虔诚的信仰，就没有今天受我们推崇的科学了。
万有引力的发现就是牛顿想了解上帝为什么要把这个苹果砸在自己的脑袋上，这种认知上帝的冲动导
致了他那些伟大的发现。
　　这就是说，西方延续至今的理性精神基于一千多年的基督教信仰灌注给人们的信念：世界是上帝
用至善至美的理性原则创造的，谁把握了这个原则，谁就把握了上帝。
十二世纪前后，一批怀着这种探求上帝规则的冲动的人聚集在修道院里，后来他们搬到一个地方专门
继续这种争论，这就是大学的起源。
大学基于一种理念：相信世界是有规律的，人在社会生活中也要依循相当的规则来行事。
从这个意义看来，没有大学，就没有现代文明。
　　讲到这里，我们归纳一下：现代文明的产生需要一个文化前提，而这个前提的载体就是大学。
　　真正现代意义的大学开端于德国的柏林大学，又称柏林洪堡大学。
路德新教改革后，德国人从内心相信上帝，认为只要有了信仰，就解决了一切问题。
他们漠视工业革命、市场经济、自然科学等，执着于心灵的生活。
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拿破仑扫荡欧洲，德国人才惊醒了，他们发觉只有内心生活的充实是不够的，
德国需要走工业化的道路。
但是此时，德国被拿破仑打得一败涂地，流血、还要割地赔款。
这种一贫如洗、满目疮痍的情况，依照我们中国人的思路，先要恢复战争的创伤，把经济搞上去，把
国防建设起来，然后再考虑其他方面。
德国人的思路却与此截然相反。
他们相信，一个强大的国家首先是精神上的强大，只有在文化和科学领域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个国家
才有可能成为世界强国。
普鲁士内政部教育司司长洪堡成为所有内阁成员中最重要的人物，他们在最艰难的时候，不是拿钱去
发展经济，去发展国防，而是集中全国资源，开拓一块最自由的天地，建起柏林大学。
这所大学不只是培养人才，更重要的是，它成为整个国家文化和精神的中心。
　　大学兴起后，推动中学、小学的建设，整个国民教育发展起来，德国现代化由此起步，这个落后
的封建国家一跃而成整个欧洲的学术文化中心，成为世界一流强国。
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人在每个领域中做出的决定性贡献超过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的总和。
这里加上美国并无意义，当时美国对世界的贡献几乎是零。
（笑声）　　当时，德国强大，中国如何呢?中国人有的是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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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个事实。
不知谁说过一句话，“中国人穷了几千年，再不搞改革开放就晚了。
”这句话总体意思没错，但说中国“穷了几千年”并不准确。
中国不是穷了几千年，而是富了几千年，而且一直富到鸦片战争前夕，还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34％
，高于今日美国在世界的比例，中国人实在太富了。
（笑声）当然标准不同，有时没有可比性。
白银价格直线下降，英国人拿不出钱来中国换香料、丝绸、瓷器，而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根本不
需要别人的东西输入，英国人无计可施了。
（笑声）他们自知鸦片对人的精神具有无可比拟的摧毁性，他们自己不抽鸦片，却以罪恶的鸦片贸易
来对付中国。
这时中国文明在封闭体系中已经烂熟，中国人内心日趋腐朽与没落，一接触到鸦片，整个精神防线就
崩溃了。
　　鸦片战争后中国赔了不少银子，但那对中国只是小意思。
中国人富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富到甲午海战。
清政府内部一些人开始反省，搞起洋务运动，派官员到西方去采购，他们专挑别人最好最贵的东西买
，“我们有的是钱，你们只管拿来!”中国当时买的洋枪洋炮大多是德国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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