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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敌人》

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拥有双重身份，既是哈佛大学出版社专业出版人（人文学部执行主编），又是训练有素的人
文学者（芝加哥大学英文系博士）。作者以其特有的犀利文笔和罕见的坦诚，分析了美国高等教育商
业化改造之后人文学科所发生的一系列令人痛心的变化，首先是学术成果的量化管理。随之而来的另
一个荒唐现象是，在大学舞台上占主导地位的不再是学者，而是各级行政管理人员。校园越来越像公
司，而教师越来越像公司白领，被驱赶着生产一些莫名其妙、对他们本人来说越来越没有内在意义的
产品。本书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其所抨击的现象不仅美国存在，中国甚至存在有过之无不及的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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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  兵临城下第二部  从玩世不恭到全盘否定：现有秩序的卫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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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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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敌人》

精彩书评

1、近些年，我们与世界接轨，不仅仅是市场经济，就连学术圈也要与世界接轨，于是乎出现了张维
迎版的北大改革计划，据说要想在北大获得一个职位，至少要有获得欧美著名大学的博士学位。不仅
如此，据说连学术制度也在迅速向美国看齐，比如我们所周知的“不发表即淘汰”，迅速在国内流行
开来，于是乎国朝上上下下忙着抄论文、争课题。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小册子将美国这个学术工厂
揭了底朝天——他这部小册子的副标题叫做《不发表则灭亡如何导致了学术的衰落》。这个标题非常
耸人听闻，但没有听说美国学术完蛋了啊，我隔壁的某某同志还想到美国留学呢。但哈佛大学出版社
的大编辑应该不会信口雌黄，毕竟在国朝大学出版社在大量排印垃圾读物的时候，哈佛大学出版社早
已经是享誉全球了。只是不知道，沃特斯在这部小册子中，给我们带来了美国学术界的那些轶闻。
在198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543本新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802本。到了2000年剑桥升至2376
本，牛津升至2250本。所有大学出版社的总出版量在2000年为3100万册。我推想，这个数字在经历了
新世纪的曙光之后，应该会翻一番。而国朝的出版量，我实在是不敢想象，毕竟在大学扩招，文凭扩
招的情况下，每年五万博士，就意味着五万本博士论文，还不要说其他各式各样的课题和论文集。随
着而来的是伴随滚滚金钱浪潮的海啸。而这一切是怎么来的呢？据说，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政府
要求大学对核武器进行研究，拨了巨款在这个毁灭人类的武器之上。随着战争的结束，政府向大学的
拨款并没有结束，而是更加源源不断地流入了大学。沃特斯说，来自政府的资助迫使大学为了自己建
立了一个日益膨胀的官僚机构，为了应付来自哥哥拨款单位的文件。金钱改变了大学自身的面貌，而
身在其中的人文学科更加尴尬。美国某大学校长说，他对于人文学没有任何期待，因为他们是没有前
途的。而美国的纳税人又是如何看待学校里的那些人文教授的呢？说实在的，他们也同样不喜欢那些
供职于各个名牌大学的名流们，那些人文笔晦涩，根本就是垃圾，还不如灭了他们算了。对于以上的
判断，我想中美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差别，而伴随着经济起舞的步伐，两国的人文教授们疲于发表文章
，频繁做学术报告，由此而生产出来的学术产品数量的攀升速度肯定要高于最近不景气的道琼斯指数
。人们对于学术创作的热情，正如网络经济的泡沫造就了纳斯达克的繁荣，也同样造就了学术出版市
场的繁荣。但是，泡沫经济从来不会持久。这个制度已经濒临崩溃了，据统计美国2002年版《学术图
书馆调查》的统计，图书馆订购的印刷品从2000年至2001年下降了6%，在2002年又下降了大约8%，具
体到学术专著的销售趋势，数据就更加不容乐观了。仅到2002年6月图书馆订购的大学出版社书目实际
上就下降了12%以上，而精装书更是下降了20%。换句话说，也许学术出版的末日就在不久将来的某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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