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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新语》

内容概要

该书为陈平原“大学五书”丛书中的一本。
本书集合了作者近年所撰论文、评论、随笔30篇，通过“大学现状”“大学周边”“大学人物”三个
专辑，以开阔的学术视野，以大学为主，兼及中学；以历史为主，兼及当下；以论文为主，兼及随笔
，由大学史深入到政策制定及精神传统的探讨，笔锋触及教育资源均衡分配、如何看待大学排名等当
下大学教育的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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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新语》

作者简介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曾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
文大学、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
士学位获得者”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千古文人侠客梦》
《中国散文小说史》《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当代中国人文观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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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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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史视野中的王瑶先生 /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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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平原君仍谦称这本书是“阶段性成果”，不过自我总结的意味已很足。人文学者对大学的观察、
判断与建议，建立在可靠的自我认知上，且凡事注重稳健，这也是平原君的个人特色吧。我最感念的
还是第三辑，谈及大学与名师，更能抓住大学精神的魂灵。
2、写和读是一个能量传导的过程，写作者行云流水，读者自然感觉畅快。大学精神已经是为数不多
的坚守了。
3、若干篇还行，但整本书缺乏体系，深度不够，到底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4、感谢曹老师带到课堂上分享。内容受益很深，且一度读到凌晨三四点，三天便连带做笔记读完了
。可惜不得不说此书不能成书，内在不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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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原刊《新京报》2016年5月28日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二十年来一直关注中国大学的陈平原先生，最近
推出了新书《大学新语》，收入他近年来撰写的文章三十篇。虽曰“新语”，许多思考都是在积年研
究基础上的推进和阐发，若用一句话来概括，便是对中国“大学之道”持续不懈地追问与求索。作者
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说：“希望在历史与现实的对照与碰撞中，展开对于‘大学之道’的深入思考，
为中国教育改革提供借鉴”。与一般教育学背景的专家不同，陈平原是从大学史研究入手，进而拓展
到大学改革的话题的。一般而言，主导和参与大学改革的官员与学者，往往受某种“政策思维”的主
导，寄望于通过出台若干规划和方案，一蹴而就地改变大学现有的面貌，实现预期的目标，很少考虑
历史经验的价值。作为对大学史素有研究的人文学者，陈平原强调在长远的历史视野中思考大学改革
问题。他曾坦率地表示，若要追问中国大学路在何方，“我只好开诚布公地回答：不知道”。这与热
衷于设计种种规划和方案的学者形成了鲜明了对比，表面的谦逊之下，实际上是一种负责任的审慎的
态度。陈平原深知当代中国大学是从历史中一步步走过来的，中国的大学不是“办在中国”，而是“
长在中国”，只能站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大学改革不能太急，追求的效
果应该是“移步变形”，而不是“日新月异”。与大学改革主事者“一往无前”的思维形成对照的是
，部分学者和公众对民国大学的理想化甚至神化的态度。特别是在近些年来的“民国热”中，民国时
期的大学也成为许多人追慕怀恋的对象。陈平原对此同样持批评的态度：“现在有一种流行观点，说
民国大学多好多好。可是持论者必须明白，今天的中国大学同样需要一种‘了解之同情’。民国大学
是一种精英教育，这与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模式很不一样。⋯⋯当下中国大学的困境必须直面，不是
召唤‘民国大学’的亡灵就能解决的”。无论是遥望未来，还是神化过去，出发点都是对现在的否定
。陈平原的看法却没那么简单化，他承认当代中国大学面临种种困境，需要改革，但也不漠视其取得
的成就。史家最大的长处是分寸感，因为对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人事有体贴和同情，对同样受制于种种
因素的不尽如人意的现实，也能加以体谅。在陈平原这里，历史感和现实感是相辅相成的，过去与现
在始终构成相互平衡的力量。他把自己的这种态度概括为“瞻前顾后”，在新的媒体环境鼓励“语不
惊人死不休”的表达方式的今天，这种看似低调的自我定位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可贵的品质。乍读起来
，书中的文字并不是那么痛快淋漓，但细细品味，却能体会到作者平实表达背后的通透和熨帖，既能
照顾到方方面面，又不乏可操作性和建设性。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当代中国大学改革中，“争创世界
一流”、“与国际接轨”之类的口号，已经为大家耳熟能详。国际视野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关键是我
们需要怎样的“国际视野”。如果单纯地服膺某种技术化的国际标准（实际上是西方标准甚至美国标
准），割裂大学与本土历史与现实的密切联系，这是陈平原所不能接受的。大学虽然是来自西方的一
种组织形式，但当它被移植到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中国的时候，必然和这片土地血肉相联。尤其是在
一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大学所做的贡献，是其他国家很多世界一流大学无法比拟的。再
者，中国传统的教育精神（如书院讲学等），也以种种形式，渗透并滋养着现代中国大学的成长。这
些在历史中形成的本土经验，往往为大学改革主事者所忽视，却是陈平原再三提请大家重视的资源，
他明确表示：“不喜欢动辄‘与国际接轨’的高论；喜欢古今对话，故强调理解传统书院以及百年中
国大学进程”。《大学新语》讨论私立大学的出路、香港的大学对内地高等教育的挑战等话题，都表
现出对本土传统的珍视。这种对本土情怀与国际视野之间张力的思考，透露出陈平原对中国大学主体
性的追求。主体性主要寄寓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因而陈平原尤为看重中国人文学在国际舞台上的表
现。令他担心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人文学界在独立性和自信心方面，不仅没有进步，还在倒
退，表现之一就是对海外汉学的过度推崇。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理工科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
正在迅速缩小，而人文学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差距反而有拉大的趋势。中国人文学如何在世界舞台上发
出有分量的声音，而又不失去自身的主体性，获得令人尊重的地位，这是陈平原念兹在兹的问题。《
大学新语》关于燕京学堂、中美人文对话等话题的论述，皆着眼于此。这里重要的不是遵循西方人文
学术的标准，“为国际化而国际化”，而是一面以“不卑不亢”的心态与各国（不仅仅是西方）学术
界对话，一面“练好内功，努力提升整体的学术水平。若能沉得住气，努力耕耘，十年生聚，十年教
训，等到出现大批既有国际视野也有本土情怀的著作，那时候，中国学术之国际化，将是水到渠成”
。有“人”的大学在谈到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大学时，陈平原曾说，“‘大学’（University）的本意，
是将追求科学知识和精神生活的人聚集在一起，以便于共同研究”，并援引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
话，指出大学的基本任务是“生命的精神交往”。大学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知识共同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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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由有血有肉、有学问有精神的人物组成的知识共同体”。这是人文学者的立场，是对那种单纯从制
度和机构层面看待大学的视角的有力反拨。明乎此，便不难理解陈平原的大学史研究，格外关注那些
能体现人的趣味、气度和精神的故事和传说，正是这些看似很虚的文学性的叙事，支撑着我们对过去
的大学的历史记忆，塑造着当代大学的精神风貌。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学新语》特别设“大学人物
”一辑，可谓别有意趣。陈平原一贯擅长写追忆学人的随笔，有见识，有情感，还有学术史的深度，
这一辑中的文章，可与《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花开叶落中文系》等书中的同
类文字合观。然而略有不同的是，“大学人物”诸篇，特别关注学人与大学的因缘，如王瑶与清华和
北大，程千帆与南京大学，任访秋与河南大学，都是极好的题目，作者信手拈来，娓娓的笔致中，前
辈学人的境界风范跃然纸上。不仅如此，这些文字本身就是作者与各位先生“生命的精神交往”的生
动记录，“大学之道”即寓于其中。古语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归根结底，“大学之道”就
寄托在大学校园中具体而鲜活的“人”——既包括校长、教授，也包括学生——的身上，“大学之道
”的形成和弘扬，是历史和现实中无数个体生命实践的结果。而《大学新语》以及陈平原的其他大学
论著，向我们呈现的不正是一个孜孜不倦的求道者的形象吗？也正因为此，我们读他的文字，始终能
感受到一种超越专业问题之上的关切、担当和热情，并且为之吸引，愿意和作者一道思考中国大学的
未来。自然，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言，《大学新语》只是“阶段性成果”，许多探讨还有进一步展开的
空间。中国的“大学之道”仍是一个尚未定型的充满可能性的存在，大学改革的道路正长，作者的思
考也未有穷期，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陈平原先生日后“更精彩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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