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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迷墙》

内容概要

按理说，“人”进入体制原本是为了实现自己，结果人人发现自己被实现为体制。这是一种可以称之
为“非人化”的体制。当我们翘首回顾——不论是试图推诿抑或奋起责问——我们都撞在体制这堵墙
面上，找不到一位能够求助或与之说理的“人”。于是我们以不同的心态指着那看不见的墙面叫道：
一切都因为“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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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迷墙》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权力至上，一种官僚化的教育机制
教育问题，并不重要
国情的塑力
没有文化的教育机制
大学，一级行政机构
一切行动听“命令”
建一流大学的热情
“大楼”路线
躲不开的历史
第二章 行政导向，一个等级森严的学术环境
特权的民主逻辑
滥用的学术标准
教授，被行政等级化
指标学术
评估经济
第三章 利益驱动，一场挑战道德底线的诚信危机
多枯教授
做好分内事也难
遭遇严重的诚信危机
课堂，学不到东西
说谎的教育者
“杀鸡给猴看”的管理模式
永远不败的研究
学术成为赚钱的绝妙载体
第四章 工具理性，一种断送所有层面教育的思维方式
教育，成为生存竞争的工具
上大学，人生的唯一出路
考试断送教育
补不回来的人文情怀
浪费精力的教育要求
教育是“出口”
学费如谜
拔高的就业期望
第五章 形式主义，一次叶公好龙的病态改革
怕出乱子
讲究排场
排名的“利好”
方案这样出笼
洋人的权威判断
谁向自己“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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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迷墙》

精彩短评

1、可以对照大学有问题来读读。
2、txt,pdf
3、了解大陆教育现状必读，向作者致敬！
4、重点在图，文字水平不高，陈丹青言重了。一党专政不解决，这些都免谈。
5、咆哮吧！~
6、深入透彻全面的剖析高等教育及学术研究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具体翔实，触目惊心。
7、被大学上了
8、看过部分
9、扫了一次
10、必须力荐
11、看了才知道原来大学里有这么多问题。但是我还是觉得陈丹青有句话很对，自我教育其实更重要
。书上有之前的读者的评论：看过此书后退学的同学们：为什么？我要改变，不要退学！！！
12、： �G649.21 
13、不知道是不是由于看过太多关于此类问题的书，我在这本书中已找不到任何新意，观点一般。无
非说的是当下大家都知道的热门话题，然而这种书是永远不会引起掌权者的注意的。更重要的是自己
的努力改变社会，而不止停在批评的份上。
14、蛮深刻的，不过除去精彩的小说还有成章的逻辑论述大概不会给五分了。访谈纪实类书籍
15、还可以
16、最近同时在读两本书,体制迷墙和我在MIT上学,两本书有个共同点:与大学有关,前者所反映的问题
很贴切,很现实,它应当引起每一个关注高等教育人的深深思考...
17、光说不做，确实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能吼出来起码也比万马齐喑要强吧。。。
18、不说了
19、“人”进入体制原本是为了实现自己，结果人人发现自己被实现为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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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迷墙》

精彩书评

1、这是可以让知识民工输的心安理得的一本书，如果不是变得更气愤。至于还有什么大用，其无用
程度正如无数本推墙书一样，别说至少你被改变了，最不需要改变的就是读者你，真正需要读的那帮
孙子根本看都不看一眼，他们正忙着成果变现钞呢。
2、大学是青春最危险的杀手，如一剂十香软筋散，把以往的意气和斗志消散得无形无影。还记得，
我刚入大学时的意气风发，大二的迷茫无措，大三的腐宅双修，大四的百无聊赖。如今的我，即将离
开这个幻灭了多少年轻梦想的圣殿，读到《体制迷墙》这本书时，有了更多的感同身受和无奈。诚然
，大学教育的弊病早已耳熟能详，大街小巷中，无论是谁，是否读过大学都能发表几句议论。而这本
书可贵的地方在于被访问者的“高端”，客观求实的论调和细致深入的梳理和分析，在作者的引导之
下，读者可以俯观教育全局，了解今日教育的困境与无奈。什么？你要解决方法？耸肩，非不为也实
不能也。部分摘录如下：“今日种种问题，我们要去找前因，乃至前因的前因。”“我一点也不反对
政治教育。相反，我们今天严重缺乏正确的政治教育。这种政治教育的失败，就是因为现在这样的政
治考试。”“我们的标准考试毁了所有层面的教育。”     —陈丹青
3、从上学开始就一直没离开学校，不过在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发现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虽
然在小学，但是随着应试教育的发展，觉得问题越来越严重，并且一直没有转向良性发展的迹象。虽
然工作十五年了，学校的硬件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教师的素质也提高了很多，但是围绕考试来运转的
机制却越来越得到了加强。以前总觉得问题最大的是中学教育，不过看了这本书以后，才发现在大学
阶段，中国教育扭曲的程度甚至更可怕！问题是这种扭曲还是不断加剧。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
误当属教育，虽然盖了很多高楼，但是教育的基本核心的东西，甚至在退化，不但比解放前退化了，
那时候的高等教育还可以自主招生，教师待遇和世界水平不相上下。甚至和五六十年代，和清末以前
的封建时代相比，那个时候的教育基本上还是以培养人为本的，可是现在的中学，就是在折磨孩子。
而随着本科的扩招，和现在的研究生扩招，使上大学变成了考研的预科。还要进行一次考试。过若干
年是不是博士也要扩招了。博士后学位化是中国的发明，看来按照这个发展下去，考试是不会停止了
。也许世界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大面积、大范围的、教育畸形化发展，更可怕的是，几乎所有的教
育工作者，所有的老师校长，教育官员，甚至家长都认识到这个体制的畸形，可是却都不知道应该怎
么改变它。只能够让它向更加可怕的方向跑下去。怪不得鲁迅当年说，他看不到希望。也许今天我们
还要再喊一次救救孩子！
4、还记得书的扉页那张大学利益结构图，被我照下来放在一篇课堂的读书笔记中，结果被老师要求
详细解释时语塞的情境。此书将与十多个或校长或教授或所长关于大学问题的对谈资料分门别类，加
上作者自己的理解和新闻资料，集结成册。揭露了许多问题，让人读之深深点头称是，但也仅仅是揭
露。有时候揭露的问题看多了，连点头称是的兴趣都大减，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审丑疲劳吧。是啊，是
有问题，so what？世俗如我之人，总想跳过精彩的模型和分析，问那个预答辩时候兴致勃勃介绍自己
论文的人一句，“对，那又怎么样？”该书所采访之人都是身在教育中人，都各中的利益相关者也是
利益既得者，除了一个突然进来又很快退出的陈丹青。而我，最是喜欢看他的回答。简简单单，直中
要害。也可能与我不大喜看大学人事管理、科研管理的技术细节论证相关。他的话，总是说到这些的
背后。但问起so what？的问题时，他也只能够摇头，表示虽然自己跳开了，大家还是，该干什么干什
么罢，起码有在干。突然想到爱因斯坦被问起自己后半生所致力于的人类公平与和平的事业是否能实
现，答曰：不能。然则为什么要做呢？因为：必须。记录下陈丹青所写的序：体制与人，人与体制。
他对体制问题所见所感，并不比专门研究所谓制度经济学，大学组织管理的人要浅：熊丙奇先生的这
本书，连同他上一本专著《大学有问题》，给我们的大学教育算了一笔清清楚楚的糊涂账。说它清楚
，是因为其中搜罗列举了当今大学几乎所有层面的问题，简直是一部“百科全书”，凡在职在校大学
师生日常熟知的种种弊端、恶迹、丑行、怪现象，书中都有翔实的交代与评析。卷首那张妙不可言的
《大学利益结构图》，更是当代教育研究的珍贵资料。说它糊涂，则书中的议论着虽然提成了大学教
育的症状与处方，可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却是无解的、被悬置的——谁造成这一切？谁愿意出面辩护？
谁承担责任？最后，谁能够改变局面——然而问题可能真是无解的，只能被悬置：在议论着口口声声
的教育“体制”中，确实看不见“人”，即便当议论的内容几乎对准具体的“人”，焦距便会自动模
糊、闪开，回向那作为全景观式的教育“体制”。我并非是在渴求本书的作者，相反，书中有那么意
味真名真姓的人，便是熊丙奇。尽管十六位发表意见的认识同样是有名有姓，然而要不是熊丙奇在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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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迷墙》

茫体制中站出来、找同道、做采访、发议论，又将纷杂的议论煞费苦心作出梳理、分类、注释、评点
，便不可能呈现出书中令我们触目惊心的“体制迷墙”。 　　大家都在议论体制。有待追问的是：人
与体制，体制与人，本来应该是什么关系？如今又是什么关系？在我看来，不论这体制被称为是“行
政”的、“管理”的、还是“教育”的，总之，它成功地致使“人”在其中处于空前暧昧的位置：作
为制定者，“人”被隐去面目，难以指认；作为接受者——也就是千千万万希望被教育体制接纳的人
——都明白：必须解读体制，进而占有它、利用它。因此，我们受制于体制的模式大致相似：既受惠
，也受困；既受用，也受罪。要之，现存体制是所有教师存活的饭碗（而不见得是志业），也是万千
学子追求的饭票（而不见得是教育）。按理说，“人”进入体制原本是为了实现自己，结果人人发现
自己被实现为体制。 　　这是一种可以称之为“非人化”的体制。当我们翘首回顾——不论是试图推
诿抑或奋起责问——我们都撞在体制这堵墙面上，找不到一位能够求助或与之说理的“人”。于是我
们以不同的心态指着那看不见的墙面叫道：一切都因为“体制”！ 　　而那墙面上密密麻麻的砖块，
显然就是我们自己——众所周知，在无微不至无孔不入的体制格局中，人人必须“找人”。你找了人
么？你找对了人么？不然，你如何有效对付高考、毕业、留任、评职、晋升、提拔等等等等一连串游
戏规则？看来，这非人的体制并非不通人性，以至人性紧紧依赖并牵制着体制——十多年来，尤其是
进入新世纪以来，体制以教育的名义成功劫持了人性，又以这被劫持的人性，成功地劫持了教育——
如果我们难以找到为此负责的“人”，岂不意味着人人都有责任？倘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今日大
学教育的种种问题，便是“活该”！ 　　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从未面临的奇境。 　　教育家办教育
的时代，也随风而逝。北大校长好几位，我们说来说去还是首倡“学术自由”的蔡孑民蔡先生，他以
校长的权位开一代办学新风，这风气虽则早已荡然，毕竟还是遥远的美谈：此亦“人治”也。而西南
联大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三位大人物相与办学，实亦“人治”，不然西南联大艰苦卓绝而人才迭
出，又何从谈起。至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辉煌与短命，先是王国维、梁启超相继谢世，其后烽火离乱
，毕竟还有陈寅恪与吴宓在⋯⋯ 　　政治强人的人治，或是历史与国情的不得不然；教育精英的人治
，则是国家民族的大幸。最近《南方周末》公布当今学子评选百年杰出大学校长的名单，前数名便是
以上几位早已作古的民国教育家，还加上20世纪40年代短期出掌北大的胡适之。参与评选的年轻人谁
曾亲身蒙受以上校长的恩德？况且昔年的大学实行哪种“体制”，我们未必清楚、未必记得——然而
教育史清清楚楚记得那几位卓越的“人”。 现在呢，现在的教育局面弄成这般繁荣而荒凉，倘若以上
教育家活转来，谅必也是一筹莫展，便是再强的强人怕也无计可施。历史的进退，诚哉此一时也彼一
时：在健全制度的过程中，“人”的效能被刻意消解，我们又走到历史的另一极端——平心而论，“
人治”的独断早经抑制，然而我们也不再拥有卓越的“人”。“人”的集体平庸、被迫平庸，是现行
体制的前提与后果，可是体制总得假手于“人”，怎么办呢，妙得很：它将昔日独断分明的“人治”
拆卸为无数隐形的“人”，又将“人”的性能一概设置为体制的零部件，尔后冠之以体制之名，治理
大学。这治理的统一模式，便是有权利而没担当，有政策而没主张，有计划而没理想。其过程，是人
性持续地被磨损、被扭曲、被抵消，教育的主体及其主事者终于全盘“体制化”，至此，体制不再体
现为教育，而是教育体现为体制。 　　在熊先生与十六位受访者剀切痛陈的“大学问题”中，纠缠交
错着人与体制、体制与人的复杂关系和深刻矛盾。它的能量以失控与纵容兼而有之的方式，渗透到大
学教育的每一层面、每一环节，以至触及人的问题，便归结为体制的弊病；触及体制的弊病，便发现
终究是人的问题——在人治与精英的时代，“人”的作用能够左右、塑造，以至颠覆体制，使之改道
易辙；在体制主宰一切的今天，则体制有效地把持、控制、及至百般支配“人”，使之就范而合作。
今日教育告别了人治的是非与独断，换来精英的缺席与真空，其代价，其效应，是面对庞大的体制，
人人怨责，而人人无能为力——除非是那些利用体制、舞弄权谋并堂堂隐匿的人。在这本书中，众多
议论者虽然怀揣种种好办法，但我发现，正因为众人明知没办法，即便有办法，也明知谁也没办法实
施那些好办法，于是嘤嘤求友，徒托空论。 我们愿意默认这大尴尬么？在被议论一方，情状恐怕尴尬
尤甚：在本书后记中，熊先生说他特意约请了六位国内著名大学的校长参与议论，结果无一例外被婉
拒——这一层，我不同情熊先生，而宁愿同情校长们：他们又忙又累，哪里顾得上谈教育？要知道，
不是他们在办教育，而是教育体制在“办”他们；他们虽则是执行体制的人，其实每走一步无非被体
制所“执行”。或曰：今日校长的权力不是很大么？不，那是受制于行政机器的小权利，不是教育的
大权力，不然，为什么贵为校长，都不便为教育本职说几句真心话？ 夏初，我在香山宾馆“中国大学
的人文教育研讨会”中斗胆描述：“今日中国高等教育，有大学，没有大师；有教育官员，没有教育
家；有教育政策，没有教育思想；有教学大纲，没有教育的灵魂；有教育的地位，没有教育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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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迷墙》

”言过其实么？我但愿自己大错特错：假如大学校长们愿意出面为体制作辩护，我们洗耳恭听。 　　
而体制恢恢，仍竟有零零星星不甘于无能为力“人”。眼下这本书明目张胆戳穿大学教育这张纸，而
且将要付印了。我不敢说这是教育的希望，仅止审慎地看作“人”的希望：半年来，我因辞呈而被渲
染的媒体闹剧并非全然虚空，不少有名有姓的“人”迅速给予清晰的回应，如徐友渔、杨东平、顾海
兵⋯⋯还有一位深圳市高级中学科研处的刘伟特意跑来北京对我说：大学还算好啊，有人敢说话，中
小学乃至幼儿园的教育其实更糟糕、更畸形、更可怕。书中的议论者多半无权无势，即或曾经有权，
今也身退，退为发议论的人。他们个个耿介认真，显然无法根除人性深处的倔强和愚蠢——请恕我使
用“愚蠢”这个词——其中尤为倔强者，便是本书作者熊丙奇。 　　我至今不曾见过熊先生。今年4
月间，他打来电话，自报名姓，随即寄来他所写成的《大学有问题》，详细读过：原来大学这笔烂账
早就有人在算，算得很到家。不久收到他的新书稿，并嘱作序，我不禁感奋而惭愧：我之议论教育，
最是资格浅；我之提出辞呈，其实是自私；我之所以仍在议论仍在写，盖因写作的快感与深深的沮丧
。熊丙奇多年来不依不饶地追究大学教育无数令人沮丧的事：瞧这架势，他心里从来不沮丧。 　　教
育需要批评，批评不需要如我这般沮丧而退却的人。本书指证的渊深“黑洞”或足令人更沮丧，而这
书之能够编成功，我承认，适足令我们有理由免于无谓的沮丧，并隐然闪烁着顽强的希望——这希望
，不在书中的议论，而在抬头议论的“人”。这些议论处处宣泄着对教育体制的失望，同时宣告，有
那么一小撮人不肯对教育失去希望。 　　是的，我们毕竟难以弃绝对教育的希望。教育的希望，终究
在人。倘若对“人”不再抱有希望，我们还剩什么希望？ 　　2005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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