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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本质的致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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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学是什么》从哲学的高度对大学做了系统而精辟的阐释。“大学是什么”并非一种简单

的事实判断，而是价值认知，但又不是某一种价值认知，它是基于某种价值共识的多元统一。从大学

的视域看大学，高深学问是大学存在的依据；从教育的视域看大学，大学为学术而学术；从“人”的

视域看大学：大学让人获得更大自由。大学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大学就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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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是什么》一书是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家

张楚廷教授继《人论》《高等教育哲学》之后，

在高等教育哲学领域的又一扛鼎之作。世界上第

一本高等教育哲学专著《大学之理念》是由德国

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所著，他是世界上第一

个从纯哲学的角度回答“大学是什么”的人；另

一位是美国教育家约翰·S·布鲁贝克，他在《高

等教育哲学》第八章“作为教会的大学”中讲述

了大学是什么；英国的红衣教主、教育家约翰·亨

利·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中对“大学是什么”

也有所涉及，但他论述的重点是“什么是大学”。

在借鉴经典论述的基础上，张楚廷教授结合中国

高等教育发展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

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经验，从高等教育哲学的高度

系统回答了“大学是什么”。 

    张楚廷教授自 1958 年从教以来，一直在大

学工作，曾先后担任湖南省两所高校的主要负责

人，是新中国高等教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高等

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大学

是什么》既是张楚廷教授从事大学教育工作 60

余年的经验总结，也是他对大学本质进行哲学思

考的结晶，具有极高的学术理论价值和实践   

价值。 

     “大学是什么”作为高等教育哲学的基本

问题，它并非简单的“事实判断”，而是一种“价

值认知”[1]，又不仅仅是某一种价值认知，是基

于某种价值共识的多元统一。 

    《大学是什么》一书围绕大学的出现、大学

出现后的作为、大学成立的应然目的和大学的发

展目标等方面系统论述了“大学是什么”。这为

我们进一步正确认识大学的本质提供了致知的

路径。 

    一、从大学的视域看大学：大学研究高深   

学问 

    自大学产生后，虽然大学的职能随着时代的

发展也在不断地变化和丰富，但“大学自觉其大

学”，本质上还“在于不忘大学的根本，即那个

‘学’字”。大学始终姓“学”，“大学是一个大

写的‘学’字”。这个大写的“学”，“不是外表

上、外形上的大，这个大是 University，是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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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是包罗万象的大，是通向天地日月之大”[2]。

换言之，大学的根在大师、在知识、在真理。也

就是说，这个大写的“学”字体现了大学的重要

特征和大学存在的依据—— 高深学问。 

    首先，大学的高深体现在拥有学术大师。“大

学乃大师之谓也”，这是我国教育家梅贻琦先生

的至理名言。大学之所以大的奥义不仅仅体现在

“大师”所代表的高深学问的蕴意，它的实质意

义还在于“大师所敞开的思想与精神、人格与心

灵的高度”。大学并非大楼之大、并非规模之大，

但“大学存在于大师的精神影像之中”，大师所

拥有的学术水平和宁静致远、淡泊名利的学术品

格决定和“代表着大学的高度”[3]。 

    其次，大学的高深是由其探究的学问决定

的。“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在某种意义上，

所谓‘高深’只是知识的层次和程度不同。但在

另一种意义上，这种程度在教育体系的上层是如

此突出，以致使它成为一种不同的性质”[4]。大

学教育相对于中等、初等教育的突出特性表现

在：大学在教育方法和教育重心上与中等、初等

教育的性质有所不同。中等、初等教育关注的领

域和重心是基础知识，而大学探求的是高深学问

和普遍真理。真理普遍存在于所有学科领域，大

学涉及所有领域，包罗所有学科，因此所有领域

都有相对高深的学问等待探求，既要探求物质世

界的真理，也要探求精神领域的真理。 

    再次，大学的高深是因为它是哲学和数学

“安家”的地方。从源头上说，哲学和数学的关

系非常密切，都是逻辑思维的产物、人的智慧和

心灵的结晶，且它们都发源于古希腊。古希腊的

哲学先贤柏拉图曾认为，数学就是理性哲学的前

提条件，数学证明“是能满足最高真理标准的认

识方法”“数学高于其余一切认识形式的优越 

性”[5]。因此，古希腊人把数学看作哲学，古希

腊人的智慧体现在哲学和数学上。自古希腊之

后，一种神奇的现象一直延续到近代，即许多大

哲学家同时也是数学家，从毕达哥拉斯到牛顿、

莱布尼兹、笛卡尔，直到 20 世纪的怀特海、罗

素等。究其原因，《大学是什么》对这一现象给

出了结论：哲学与数学有四大共同点，“一是它

们都来自人的心灵；二是它们的真理性判断是自

我完善的；三是它们都不是为实用而产生的，却

在产生之后无所不用；四是它们都堪称高深”。

可以说，“一所大学，一个民族，如果没有高水

平的哲学和数学，从长远来看是不行的”[2]。哲

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数学属于自然科学领

域。哲学的意义在于揭示事物的本质，以引导理

论的发展和指导人们的实践；数学是哲学的近

亲、科学的语言、真理论证的方法。不管是人文

社会科学领域，还是自然科学领域，每个学科走

向高深的必然标志便是本学科走向哲学，如教育

哲学、管理哲学、体育哲学、科学哲学，等等。

“世界是一本书，这本书就是用数学写成的，这

是理想主义哲学坚定的信仰”[2]，这就是哲学和

数学的高深之所在。 

    最后，大学的高深还是因为大学是包罗万象

的。大学的包罗万象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包罗万

象，它体现在对一切事物的研究、探索上，表现

为知识的传授和知识的创新。大学作为知识传授

和知识创新的主要场所，观察一切，思考一切，

研究一切，但大学并非要去做一切。“大学不经

商，但研究商学；大学不种地，但研究农学；大

学不从政，但研究政治学；大学不从军，但研究

军事学；大学不仅研究现实，还研究过去和未来；

大学不仅出理论、出思想，还出理论的理论、思

想的思想。大学最精美的产品则是形而上的思

想。”[2]这就是大学包罗万象的本质。 

    二、从教育的视域看大学：为学术而学术 

    纵观近现代大学教育价值观念的历史演变

轨迹，围绕“自由教育”和“专业教育”两种教

育价值观念的争论与调和从未间断。自由教育最

早是由古希腊哲学家、教育家亚里士多德提出

的，意指“教育是以人为目的”，是培养人的道

德和心智，培养人个性的自由发展，不应有任何

功利思想，而与自由教育相对应的专业教育并非

“自由人”的教育。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教育思想

成为古典人文主义大学教育传统的基础，一直为

人们所传承，尤其是生活在大学里的人。大学 

“为学术而学术”是大学研究高深学问的本质要

求。所以在大学，“虔诚的学者都会为学术而学

术、为真理而真理、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

术。这是一种纯洁，一种境界，超功利、超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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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境界”[2]。 

    19 世纪 50 年代，英国教育家纽曼针对大学

教育逐渐专业化、职业化的倾向从人文主义者视

角阐释了他的“自由教育观”。纽曼认为，自由

教育优于任何专业教育，过早专业化的教育“不

管此类劳动分工会多大地便于促进某项特定的

追求……它显然易于使人的心智变得狭窄”，在

人生的各阶段，极端的专业化都会使教育的目的

幻灭，因为它不容许旁及其他。“排外地从事学

习，无论是哪种学习，都会抹杀头脑中的兴趣，

抹杀对其他事物的感知能力”[6]。自由教育重在

培养人的心智，使学生学会独立思考，融会贯通

和灵活地运用知识，以胜任未来任何一种职业。

因此，纽曼主张，教育对“理智的训练即是自身

的目的”[6]。同时纽曼还认为，“自由教育尽管并

非专业教育，但它却具有真实和充分的实用性”，

他用“好”与“实用”的关系来阐释自由教育与

专业教育的关系，“那就是，实用的并不总见得

是好的，但好的却必定是实用的。”纽曼进一步

指出，“对心智的培养既包括自由教育或非专业

教育，也包括评论家们所讲的实用 教育”[6]。 

    无独有偶。由于美国的西部大开发需要大量

专业人才，大学教育的价值取向也开始向功利主

义倾斜。耶鲁大学于 1828 年发表了著名的耶鲁

报告，报告指出：“大学的目的，不是教导单一

的技能，而是提供广博的通识基础；不是造就某

一行业的专家，而是培养通才……”[7]进入 19 世

纪中叶，随着大批赠地学院的诞生，大学教育在

重点教授农学、机械工艺等自然科学及相关专业

知识的同时，也不排斥古典人文教育。自此，自

由教育与专业教育进入了“兼容并包”的时代，

蜕变为“通识教育”理念。哈佛大学提出的《红

皮书》中明确阐述了“通识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

学生的四种能力：有效思考的能力、沟通的能力、

能做适切判断的能力、对价值的认知能力，并规

划通识课程应包括三个领域：人文科学、社会科

学、自然科学”[7]。通识教育思想的诞生对世界

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大学教

育的主流思想。 

    通过上述的梳理不难发现：不论是纽曼的自

由教育思想，还是美国的通识教育思想，实际上

都是对古典自由教育思想和现代专业教育价值

观的调和，其中贯穿了“知识本身就是目的”“为

学术而学术”的“非功利”教育价值理念。 

    大学为学术而学术就是为人而人的教育思

想，还可以从大学的文、理、工三科的关系得到

认证。“文”和“理”的研究可以完全没有功利

目的，“工”因为是“理论进入现实生活的最后

一道关口”，所以它具有一定的功利性，但“工”

依赖于“文”和“理”。首先，工程技术所依据

的原理需要“理”来回答，而“‘理’所体现的

又是人对自然的理解与阐释”；其次，工学和工

程学产生和存在的必要性、目的及意义等都需要

“文”来论证，也就是说，“工”是人类活动的

目的，它是由“文”来笃定的。另一方面，“工”

的发展反过来又对“理”的发展起促进作用；“理”

“工”的发展对“文”亦产生影响。实质上，“文

的领头作用贯穿始终”，这从历史和逻辑两方面

也能得到印证。从学术史上看，“文的历史在两

三千年以上了，理的历史，如自然科学理论，约

四百年的历史；工的历史一百多年”。从逻辑上

看，“文”直接代表或表现着人的精神，包括人

的思想、信仰、追求、情感等。所有科学活动中

都有人的精神，并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科学活

动，决定科学活动的走向与性质[2]。 

    三、从“人”的视域来看大学：让人获得更

大自由  

    大学教育为学术而学术，其目的是让人获得

更大的自由。关于自由，张楚廷教授以“人即自

由，自由即人”来诠释人与自由的关系，并进一

步解释道：“人在，自由必在；自由在，人在。

并且，自由不在，人也不在了；人不在了，自由

也不在了。自由唯有属于人，而自由属于人时，

人才成为人”[2]。因此，几乎所有的人都热爱自

由、追求自由，为自由而不断地努力和奋斗。那

么，自由从何而来？“从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到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都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

识”[8]。也就是说，人只有认识了必然，顺应了

必然，才能拥有自由。然而，必然是一个无限的

范畴，有天上的必然，地下的必然，人间的必然

等等。人虽然认识必然的途径是多元的，哪怕是

一丁不识的人，他们也会知晓许多人间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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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学高深的特性决定了在大学所能认识的必

然比在其他方面所认识的必然要多得多，深刻得

多。可以说，人上大学，本质上就是为了更多、

更深刻地去认识必然，正如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

言，“目的是为了获得一种意义深远的自由”[9]。 

    大学让人获得更大自由是大学的职能所决

定的。大学的职能从本质上看，就是给人以更多、

更深刻地对必然的认识，目的是让人获得更大、

更充分的自由，这也是大学的使命。一般认为“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是大学的三大

职能。因此，知识传授—— 知识创新—— 知识转

化是大学三大职能自然逻辑的展开。但是，知识

转化是通过知识传授与知识创新去实现的。或者

说，知识转化依赖于知识传授与知识创新，否则

拿什么去服务社会呢？所以，相比而言，由美国

威斯康星大学提出的服务社会职能是大学的一

个非基本职能，大学的基本职能应该是人才培养

(知识传授)和科学研究(知识创新)。 

    针对大学的人才培养(知识传授)职能，纽曼

在他的《大学的理想》一书中开篇就对大学的这

一职能下了定义，他认为：“大学是一个传授普

遍知识的地方”[6]，他主张传授给学生的知识应

该是“最普遍的知识”，也就是“自由知识”而

不是实用知识。在这里，纽曼强调传授给学生“自

由知识”的目的是训练人的理智，发展人的理性，

这种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更有利于培养学生认识

必然、发现必然的能力。那么，“最普遍的知识”，

即“自由知识”又是什么知识、大学又是如何传

授自由知识的呢？前者，其实是一个学术问题。

知识是人在学术活动中对事物的发现、反思、总

结的结果。因此，与之相应的自由知识就是自由

学术的结果。自由学术即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

因的知识”，是“研究原因的学术”[10]。所以说，

自由学术就是关于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因和

果的学术，或者说，是关于事物的原理和事物的

原因的学术。鉴于知识与学术的关系，自由学术

也可称为自由知识或自由学问。正是因为自由知

识具备“原理”与“原因”的特点，所以它是“最

普遍的知识”，即最自由的知识，是能够使人享

有更多自由和更好地享有自由的知识，这也决定

了大学教育也应该是自由教育，通过自由教育所

传授的自由知识来实现让人获得更大自由的大

学人才培养目标。 

    大学在产生之初只是为了传授知识。大学科

学研究 作 为一项 职 能是由 德 国教育 家 威

廉·冯·洪堡提出来的。洪堡认为，大学作为最

高学府，不仅是传播知识，而且应该发展知识，

应该是“知识的总和”，因而他主张教学与研究

应同时在大学内进行。洪堡的这一思想对大学的

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改变了大学，提高了

大学对社会的影响力。这一思想给大学带来了根

本变化：大学已不再只是单纯地传授知识的场

所，而是教师和学生在教与学的过程中都变成了

研究者，大学成了传播知识、探求知识、发展知

识的场所。知识是大学的逻辑起点，为了让人获

得更大自由，大学把探索、发现和发展知识作为

无穷尽的目标，因为人只有在具有丰富知识的前

提下，才能更充分地认识必然、发现必然、发展

必然。换言之，知识是人享有自由、发展自由、

创造自由的前提。所以，传授知识、发展知识是

大学让人获得更大自由的使命。 

    综上所述，“大学是什么”并不是一种简单

的“事实判断”，也不是某一种价值认知，它具

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对“大学是什么”的认知，

中外教育家对此有经典回答，如我国教育家蔡元

培先生所说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梅贻琦先生“大学乃大师之谓也”；德国哲学家

雅斯贝尔斯“大学是为真理而真理”[9]；美国教

育家布鲁贝克“大学是现代社会的思想库”[4]，

等等。内涵越丰富的对象，对它的描述也就越多，

大学正是一种丰富无比的事物。因此，对“大学

是什么”或“大学不是什么”的回答不是唯一的，

它是基于某种价值共识的多元统一。同时，对大

学是什么的理解也不能泛化，大学的特殊性质决

定了大学就是它自己，即“大学就是大学”。为

什么这样说呢？《大学是什么》从高等教育哲学

的高度为我们做了系统而精辟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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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path to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university—Thoughts after 
reading Zhang Chuting’s What University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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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at University is makes systematic and incisive interpretation of university from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What university is” is not a simple factual judgement, but a value cognition. It is not a certain 

value cognition, but a pluralistic unity based on a certain value consens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iversity 

to view universities, profound learning is the basis for the existence of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is one with the notion of academics for the sake of academics; and from that of “Man,” 

university offers more freedom to people. All these special qualities determine that “University is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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