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生活在人与人共在的世界之中，人文教育的过程

就是要人与人的生动交往，激活人文知识背后的精

神指涉，在人文知识的引领中，让人文精神生动地活

化在人与人的交往之中，活在人与人的友爱之中。换

言之，如何在人文教育的过程中，把人文知识还原到

人与人的交往世界之中，乃是人文教育过程的中心。
弗洛姆在论及爱的艺术时这样谈到：“只有当我

自己达到独立，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独立地走自己

的路，即不想去控制和利用别人，只有在这种情况

下，尊重对方才成为可能。只有在自由的基础上才会

有爱情，正像一首古老的法国歌曲中唱的那样，‘爱

情是自由之子，永远不会是控制的产物’。”［1］一个

人何以成为一个富于且能践行社会关怀的个体？只

有当其自身成为一个独立、自由、丰富而富于创造性

的人，才可能真正成为深入而切实地关怀社会的时

代精英，成为在公共生活中不断追求自我存在之卓

越的优秀公民。尊重每个人的独立性，扩展个体交往

的自由空间，激励人与人之间的友爱，让个体真实地

活在他人之中，以增进人与人的共契，这是人文教育

实践的灵魂。
陈丹青曾讲到他女儿在美国读大学的经历：“她

到了大学，要选六门课，其中有一门就是《神曲》，结

果来了个老头子，这个老头子教了一辈子《神曲》，将

近 40 年。他会讲维吉尔带但丁游地狱，游完以后要

到天堂了，维吉尔就消失了。老头子每次讲到这里都

会泣不成声，在课堂上大哭起来，这就是我说的善

良。他讲了 40 年，重复了上千遍，可每次讲课还会受

不了，眼泪喷出来，这就是教育。”［2］这个案例提示

我们，人文教育实践展开的基础无非是两个，一是蕴

含人文教育旨趣的人文经典，也即“文”；二是受过良

好人文教育的教育者，也即“人”。人文教育实践终究

是通过受到良好人文教育、拥有人文趣味的人来进

行，这是人文教育的本体支撑。换言之，人文教育始

于教育者自身的属人化，努力让自己成为人意义上

的人，并且在教育过程中活出这种属人性。人文教育

的本体依据提示我们，人文教育之可能性，首先在于

人文教育者自身把自己当人。直白地说，人文教育的

根本依据乃是那些自身有着丰富的人文素养、活出

自己的人文姿态的人。这意味着就当下中国的人文

教育现实而言，最要紧的出路就是如何提升教师的

人文素养，以及培养出富于人文素养和人文情怀的

年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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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人文？如何教育

陈高华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文互动而相益，谓之教育。
我们身处的时代，是一个功利和实用支配下的

技术化、市场化时代，背后的资本逻辑所促使的专业

化分工，已然使教育变成趋向功利和实用的专业教

育。可以说，现代大学的发展，就是专业教育兴起、人
文教育式微的一个过程。我们不难见到，大学里频频

新增的专业，无非是适应市场需求而设置的社会工

种，它们不断地挤压着作为大学之本的基础性学科，

以至于如今大学里所谓的人文学科不得不变成一种

专业而交给“功利和实用”的市场规则来评断，成了

一种有人文之名而无人文之实的冷门专业。于是乎，

那些天然地具有实用性的理工科专业师生对人文学

科专业师生的不屑甚至鄙夷，就成了一个司空见惯

的现象，它不仅存在于个别的理工科专业师生那里，

甚至是理工科大学的一条显而易见的操作规则。更

令人惊诧的是，据说有些理工科大学之所以办人文

学科，竟是为了解决理工科男生找女朋友的问题［1］。
奇哉怪哉，人文学科竟是理工科的“后宫”！在此背景

之下，如下吊诡的情形也就变得可理解了：我们越是

呼唤人文教育，人文教育的处境就越是艰难，就越难

有伸展的空间。
既然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是我们的时代精神，

7



既然资本是我们的时代精神的支配性逻辑，那我们

为何不顺其精神、按其逻辑，让人文消失于专业之

中，任文、史、哲这些源远流长的教育门类在市场中

苦恼于自己存在的正当性，反而还要“西西弗斯般

地”呼唤人文教育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看

看贵州大学校长郑强在 2015 年两会期间回答记者

的一个说法：“现在我发现很多理工科学生没有情

感，连孝敬父母的情感都没有，这是很恐怖的。教育

回归常态，就是让人回归人样。”［2］结合现实的情形，

我们从这个说法中可以看到，理工科学生尽管可以

在专业领域获得高精尖的能力，却往往丧失掉了人

之为人的一些基本情感。我们甚至可以说，理工科这

种过度实用化的专业教育“不仅不是在培养人，而且

是在加速人的物化，实际上是在扼杀人”［3］。换言之，

专业教育实际上背离了教育的成人旨趣，成了一种

空有教育之名的专业培训。实际上，我们可以说，郑

强校长的这个说法极为简练地表达了教育与人之间

的内在关联，而这应是教育的常态。
换言之，我们之所以呼唤人文教育，首先一点就

是针对现代社会中的专业教育之弊，重新唤起人们

对何谓教育之本然的意识。在古典时期，无论中西，

教育皆以塑造人性、造就理想人格为其目的，是地地

道道的人文教育。大学在中世纪的出现，也是呈现为

一种人文主义机构，是人文精神的制度化，使此前在

历史中徜徉的人文化成活动逐渐具有一个稳定性的

空间。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劳动在现代社会中

的地位上升，诸种不同形式的教育才加速度地变成

了以就业为导向的专业培训，大学也变成了职业培

训所、文凭颁发地，又或者是企业的技术研发部。即

使如此，人们仍模糊地持守着教育的“树人”向度。因

为，尽管我们如今把专业技能的培训称为教育，甚至

是大学诸种不同学科中的热门专业，但我们还不至

于把教人如何偷窃、杀人、钻法律空子看成是教育。
原因何在？这并不是因为上述种种在社会中没有市

场，而是人们对于教育仍隐隐约约地希冀着一个向

善的维度。这一点则是源于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和其

他人同样的原始善性”，而“原始感觉的善性是不可

剥夺的”［4］。这就是说，若打落掉时代附着于教育上

的种种装饰，回到教育的本源，我们就会自然地把

“向善成人”看做教育的本性所在，它既是教育出发

的动力，也是教育要达至的目标。
其次，现实地来看，我们呼唤人文教育是为了安

顿人心、传承文明、养成共同感，是所谓“观乎人文以

化成天下”。正如康德在阅读卢梭之后所发现的那

样，专业教育的错误在于，把知识甚至是技能当做价

值判断的标准，交出了人的自主性，任凭市场的需要

来标注自己的价值（实为价格）。人文教育则因其关

乎精神、眷注成人，通过唤醒自我意识、强调自由意

志而能安顿人心。因为，人文教育无论是通过内在的

修养和践行，还是寻求外在的普遍之物，都在于确立

和塑造自身的人格和价值观念，或者说，人文教育并

无明确的外在目的，而在于自身的活动展开，因此，

它必定造就一种独立的人格。这种具有独立人格的

人，当然是一种有教养的人。因为，人文教育常常是

朝向经典的人文互动，通过这一朝向活动，人因经典

而得到滋养，经典因人的阐发而熠熠生辉。在这种人

文互动的过程中，文明就这般地从过去流淌了过来。
此外，一个民族、一个共同体的经典，总是有限的，它

们凝聚了一个民族、一个共同体的精神和文明，当人

们在人文教育中一遍遍地朝向这些经典，在这些经

典中来回往复，与之亲熟，自然而然就会养成一种共

同感。由此可见，人文教育看似没有眼前的实用性，

却贯穿着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文明。这在如今这个全

球化的时代至为重要，人文教育可以说是使人们获

得自我认同、文化认同以至国家认同的关键要素。正

如甘阳所言，如果我们在大学中受教育的学生对生

养、培育自己的这片土地一无所知，对其所蕴含的深

厚文化没有一种认同感，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民甚至自己的亲人没有一种同情之心，反倒是由陌

生而冷漠，由冷漠至残酷，那就是我们中国人自身存

在的危机，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危机［1］。
那么，我们应如何来进行人文教育呢？当然，从

大的方面来讲，应该要有制度的保障，使大学以及各

类教育机构能够给予人文教育自身的存在地位，而

不是处于一种寄生性的地位，如此人文教育才不至

于因市场化浪潮而变成一种苦苦挣扎的冷门专业。
同时，要进行观念上的塑造，使社会形成一种崇尚人

文的氛围，懂得人文在构建价值共识上的地位。当

然，这些都超出了个人的能力范围，不是一时能够完

成的。不过，我们大学中从事人文教育的学者，也应

践行人文教育的要求，而不能一方面哀叹人文教育

在大学中的式微，另一方面却又主动地“自我殖民”，
使人文教育专业化，向理工科献出自己。我们清楚，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也不是说特别艰难，它

需要的只是以人文学者自许的教师对于自己身份的

自觉。就笔者个人而言，作为大学中人文学科的教

师，笔者坚持在教学中强调人文之为教育的本然，强

调对经典作品的阅读和敬畏；此外，力所能及地举办

读书会活动，阅读历史上的经典作品。笔者以为，人

文学者定期地举行读书会，与同学一起阅读经典作

8



品，是一种极好的人文教育实践。
首先，无论是孔子与众弟子们的教学场面，还是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学园，都可以说是我们今天读

书会的典范，而且，大学最初就是一些如同读书会般

的学术团体，它逐渐地发展成为行会，由此而形成大

学。换言之，从当下的现实来看，我们在专业化盛行

的大学里头，举办读书会，阅读经典，就类似于在中

世纪教会统治下，一些有志于学术和自由的学者走

出教会，邀集同道探讨学问。当然，我们也不难明白，

在此氛围之中，人们不仅是在砥砺学术，也是在示范

一种生活方式。
其次，读书会阅读的是经典作品，经典作品是人

类文明的结晶。因此，读书会是在自觉地传承人类文

明，使人类文明经由自身流传下来，也使自身受到文

明的滋养而变成一个文明化的人。这样一些经由文

明滋养的人，就不会因现代资本社会的专业化分工

而撕裂，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可共同朝向的文明，有自

己的根。换句话说，读书会的成员已经在读书会中养

成了一种共同体感，有足够的能力去弥合现代社会

中的原子化情状，而不至于完全追随资本无根漂流。
最后，就读书会的具体情状而言，读书会这个

“会”，第一层意思是“聚在一起”，就是大家在一起读

书，这在当下连老师都已然叫喊着要“冲出书斋”的
大学里，实在不易，但这恰恰是以人文教育期许自身

的教师应有的姿态；第二层意思是“体会”，即大家在

阅读经典时要有自己的体会，要使自己与经典接通；

第三层意思则是“会一会”，即要把各自的体会拿出

来，相互较量一下，在这里学会与不同的观点看法打

交道，如何去倾听和尊重不同观点；第四层意思是这

种较量并不是为了“争胜”，而是为了“生成”，生成一

种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你而属于我们的东西，由此

达到“会通”效果。在这里，读书会通过朝向经典而意

识到自己，通过把自己呈现出来而意识到他者，通过

与他者在意见上的来回往复养成一种共同体，并由

此示范了一种生活方式。恰如康德所言，人文学者应

该坚信，我们的责任是造就人格而非制作书本，是示

范行为间的秩序而非占据高位。总而言之，一种合宜

的生活方式才是人文学者应当期许的杰作［4］。
注：该文得到 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3CKS031］

和大连理工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
目”［DLLT13RC（3）64］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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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作为现代社会通识教育的形式：以古典书院为例

柯小刚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毋庸讳言，今天讨论教育问题的背景是：现代大

学已经堕落为职业培训公司和学术工业制造公司。
在学生眼里，学校理所当然是就业培训服务机构；在

学校眼里，教师是雇员，学生是客户上帝，监管雇员

为上帝服务成为大学管理的主要工作。理工科的研

究生管导师叫“老板”，更是直接暴露了现代大学的

本质。现代大学已经丧失了教育的古老责任。这是近

年来大学古典通识教育和民间传统文化通识教育兴

起的背景。
在大学古典通识教育方面，刘小枫和甘阳作出

了开创性的贡献。中山大学博雅学院、中国人民大学

古典班、重庆大学博雅学院、清华大学新雅学院相继

开办，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形成了可供借鉴

推广的模式。2015 年 11 月 27 日至 29 日在重庆举

行的“中国比较古典学学会第三届年会”以“《理想

国》的教学与研究”为主题，有百余名古典学者和一

线大学古典通识教育教师参加，展现了大学古典通

识教育开展的盛况。不过，这些古典通识教育实践仅

限大学体制内，有待面向更加广阔的社会空间展开。
另一方面，民间传统文化通识教育近年来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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