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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桅杆下的蔚蓝国度：比较教育视角下的东西方印象》记录了一位资深教育官员赴欧洲八国教育
考察的亲身经历。
作者以细致的体察和独特的视角，深度观察了这些欧洲国家教育的方方面面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细节
。
教学特色、学科优势、校园最观，乃至四季气候、人的性情、办事规则、风俗民情、历史文化一一如
实展现。
还介绍了20所最具关注度的欧洲大学的办学特点以及入学申请要点。
是海外求学，生活和旅游不可多得的实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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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玉琪，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摄影家协会会员，1983年大学毕业后开始从事教育外事工作，法
学硕士，上世纪90年代中期留学英国。
　　多年致力于研究国外教育，参与中英，中法、中澳、中德，中韩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形成和管
理。
协助法国孔子学院等一批海外孔子学院的筹建工作。
留学英国期间受邀为《江西日报》之《星期刊·人在天涯》专栏作者。
多年笔耕不辍，中英法文对照系列汉语教学丛书《阿香游中国》的中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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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展览之都到文化之城寻访黑森州赫尔辛基的秋天雷克雅未克生活基辅纪行沉湎于历史中的小城不熄
的科学之光消失的鱼美人静听巴塞罗那的声音简约风车国用心做人，用心做事/江波几度东风过西窗/
聂卫平斯文同乐/涂序理心仪之优美大学20所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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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春季刚过，进入新世纪的第一场世界博览会在德国汉诺威开幕。
我们高校参与的“山江湖”工程作为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项目，进入了博览会的专题展览区
域，组委会专门安排了交流内容。
　　汉诺威是下萨克森州首府，德国北部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位于德国中北部平原和山地的交界处
，地理上又是巴黎到莫斯科、北欧到意大利的交叉路口，濒临运河，是水陆交通枢纽。
汉诺威工业发达，制造业尤为突出，有全德最大的轮胎厂，除商业、金融、保险业外，展览会议业也
办得蓬蓬勃勃。
　　展馆规模非常宏大，在巨大的停车场下车后要通过一个大型的通道口，分为几十个检票通道进入
场地。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展馆，中国展馆前排队的人不少。
因为我们是项目相关人员，德方展览部的负责人在通道口迎接到我们，然后去联合国相关机构设置的
环保专题展部门观看我们参展的项目。
在主场馆，一部15分钟表现科技发展历程的电影在四周的墙壁上全幕放映，人们只能站着观看，任何
一个角度都是画面，令人目不暇接。
走出展馆，竟然遇到了头顶硬壳帽的英国警察，大摇大摆在德国的土地上行走，令人生疑。
原来是英国馆把他们从不列颠岛请来的，这身装束，也只有英国这么传统的国家才有了。
　　午餐就在组委会办公楼的一个小会议室吃，由接待我们的展览主任招待。
这对崇尚简约用餐的德国人来说已经很正规了。
正餐过后上了一种红色的甜品，非常甜，主任的助理用德语发音叫“火腿鸽子”，听起来不错，却甜
得令人难忘。
这么大的场馆将来怎么利用呢，我们很关心这个问题，其实那时我们也并没有展览经济的概念。
主任助理认真想了一下，说可能会交给某个大学或是新建一个大学吧。
　　听了这些，让人很佩服德国人的大学情结和崇尚科学的精神。
严格说起来，德国可以称得上是研究型大学的鼻祖。
经过十七八世纪的启蒙运动，19世纪出现了“科学的世纪”，各个门类的自然科学研究突飞猛进，所
有的科学门类基本形成。
德国也是在1822年出现了自然科学家协会。
德国的大学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得以逐渐削弱了教会的控制，大学成为国家的机构，为德国科学的
崛起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制度基础。
这一时期的哈雷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开创了学术自由的传统，并导致了第一所研究型大学柏林大学的出
现。
这所大学后改名为现在的洪堡大学。
　　柏林大学的自由学术氛围为后来德国所有的大学提供了榜样，这与直到二战前德国的科技水平一
直是世界一流有直接的关系。
在结束世博会的任务前往波恩的东亚研究院和波恩大学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是什么缔
造了现代化的德国，使其在20世纪让世界瞩目。
在德国，研究型大学是一个具有特权的团体，保持了很大的自治权，校长从教授中选举出来，新增教
授的程序是由教授会推荐再递交给教育行政部门。
学生可以自由选课，还有转换大学的机会。
此外，德国的大学还很长时间保留着无薪讲师的制度，他们不拿薪水，因此是自由人，他的收入来自
讲课的学生交少许的讲课费，讲师们必须投入全部的工作热情。
真理不再是上帝赐予，学生们必须努力去发现新的知识和技术，而支撑这些需要怎样的勇气和科学精
神！
　　如今的波恩，不再是首都，已经变成一座富有活力的大学城和文化都会，同时又是活跃着的高新
技术基地和联合国派出机构的所在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桅杆下的蔚蓝国度>>

波恩位于莱茵河谷地七座山脉与丘陵地区之间，曾经人才辈出，典雅的历史建筑与美丽的乡村田园风
光天然融合在一起。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这座城市几经风霜，市内的古老建筑，多次毁于战火，又被重新修建。
建于1786年的波恩大学，是欧洲古老高等学府之一，校舍主楼是普鲁士时期的宫殿式建筑，共产主义
理论的鼻祖马克思和著名的诗人海涅都曾在这里学习过。
市中心的大教堂，建于11世纪之初，顶端为96米高的方形塔，被人们视为波恩的象征。
现在，波恩许多古老建筑在重新修缮后被改为博物馆和文化机构，得到充分利用。
伟大的音乐天才贝多芬也于1770年诞生于波恩市，并在此生活了22年，他的故居现如今也彼辟为博物
馆，陈列着贝多芬当年的手稿、文献和乐器。
　　进入波恩，城市宁静，空气清新，树木郁郁葱葱，花草鲜艳缤纷。
自从东西德在上世纪80年代未合并后，首都从波恩迁往柏林，这里政客云集的嘈杂渐渐远去。
现在的波恩市人口30万，拥有大小公园、街心花园数百个，市区周围是大片森林。
莱茵河西岸还有一条长达20多公里的林荫小道，成了波恩最长的步行区。
　　相比洪堡大学，波恩大学不是德国最古老的大学，但却是古老大学中保存得最完好的校园之一。
波恩大学的校区分散在全城，可谓校在城叶，城征校中。
漫步街头，如令的波恩颇有人去城空之感，与冷战时期作为西德首都的繁华有很大区别，政府机构走r
一大半，各国大使馆也空空如也，房租大跌。
波恩政府想了很多办法保住人气，随着新兴产业的出现，人气住慢慢上升，在此居住，享受这里的宁
静和人文气息。
　　整体上看，德国高等教育近些年来的改革基本沿两条主线进行，对内结构调整，整合联邦和各州
及社会各方面资源，赋予大学充分自主权，强化其自身能力建设，对外则充分利用国外资源，提升德
国高校的竞争力。
　　2003年9月，欧洲40位负责高等教育的部长任柏林举行会议，讨论通过了《博洛尼亚高教改革宣言
》。
会上决定采用分级制教育体制，将高校学位体系分为学士、硕士、博士三级。
实行这种统一的三级教育体制，便于在全欧各国之间得到相互承认，也便于学生中途更换学校，改变
了过去只有硕士、博士两级的大学教育模式。
　　德国是一个民主联邦制国家，联邦体系历史悠久。
联邦只负责制定基本法，基本法之外的所有法规均由各个州负责，联邦没有专门统一主管教育的国家
行政部门，而代表国家行使部分教育管理职能的是由各自独立的16个联邦州组成的联邦州文教部长联
席会议，讨论和决定一些教育的共性问题。
　　说起影响了欧洲教育的《博洛尼亚高教改革宣言》，德国是主要发起国和积极参与国。
主要原因是上世纪下半叶，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大量国际学生学者进入英美的高校留学深造，面对灵活
的英美高教课程和学位体系，以德国、法国等为代表的欧洲高教模式面临丧失国际吸引力的一系列问
题，如何改革谋发展，恢复以往的高等教育实力，成为欧洲大陆高等教育所共同面临的难题。
为此德国放弃了传统标志性的本硕一体大学结构，转向与英美一致的学士、硕士二级学制。
此外，高等教育质量管理评价也从政府主导转向由非政府认证机构评估的质量保证体系。
　　德国高校的研究具有充分的自由民主，教授在教学与科研相统一一的框架下，可以自主决定自己
的授课内容与研究项目，自编教材，州教育部无权干涉。
在州教育部长会和校长联席会的监督指导下，大学完成任务情况按年度汇报。
教授是终身制，一旦成为教授就不再从事其他职业。
　　德国高校是满足个人发展空间需求的场所。
综合性大学实施的是比较普遍性的学习，即我们通常所讲的“通才教育”。
在德国，一般学生完成高中学业后只有30％的学生进入综合大学，原因是大学学习时间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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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那段时日，我每个星期都以一种期待的心情等着那个伊莉莎门头像旁边盖着洋邮戳的信件翩翩到
来。
存好集邮的同事急着揭去他们的战利品之后，我则静静地坐下来，在那些因涂改而愈发显得潦草的字
里行间寻觅着第一读者的乐趣。
　　——聂卫平（作者挚友）　　我由衷期望在我们教育外事干部队伍中，能有一批像玉琪这样用心
的同志，把亲身经历的事件、亲眼目睹的风景记录下来、整理出来，与更多的人分享，让更多的人感
受到昨天的怀念、今天的珍惜、明天的憧憬。
我愿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份用心的快乐！
　　——江波（英国诺丁汉大学博士，资深外交官，历任中国驻外使领馆教育参赞，中国留学基金委
副秘书长，教育部副司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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