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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讲堂

湖南大学新生拿到手上的《学生
守则》，除了一般学校都有的校风、校
训以及种种规章制度外，有 108个字
让他们记忆尤为深刻。

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
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
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
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短毁长；
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
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页；
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
读书必须过笔；会课按刻蚤完；
夜读仍戒晏起；疑误定要力争。
这 108个字就是岳麓书院历史上

有名的学规，它刻在书院讲坛的石碑
上，已经静静看着自己的“生徒”走过
了 260多个春秋。
学规又叫学约、学则，如同今日

的学生守则。古代学规有多少，要看
古代的书院有多少，一院有一院的规
章，同一书院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
规章，积千年下来，大概也可用汗牛
充栋这个词了，但流传至今的可谓
“凤毛麟角”，活着的就更少了。在岳
麓书院历史上曾有过三个有名的学
规。

朱张会讲后，绍熙五年（1194
年），63 岁高龄的朱熹由丞相留正推
荐出任荆湖南路安抚使兼知潭州
（长沙），再次来到阔别 27 年的潭州
（长沙）。他给书院带来了一份特殊
的礼物：《朱子书院教条》。岳麓书院
生徒第一次有了“学生守则”。这个
学规即是他在任知南康军、兴复白
鹿洞书院时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
示》的翻版，只是改名《朱子书院教
条》而已。

500多年后，李文炤在康熙五十六
年（1717年）任岳麓书院山长，他所办
的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学规的制定。岳
麓书院虽早已有《朱子教条》行于世，
但时过境迁，很多内容已不能适应新
的社会状况，而需要加以充实和发展。
李文炤把修订学规当做被委任为山长
的应尽之责，他在序言中说：“以菲材，
谬承大中丞、大方伯及各宪知遇，付以
丽泽讲习之任。自惟浅陋，无以应友朋
之求。谨参先氏之成法，述一己之陋
见，共相商确，而持行之。”

时间又过了 20 多年，“望重乡
国”的清代国学大师王文清来到了岳
麓书院，并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亲
手制定了《岳麓书院学规》，后由门人
曹盛朝等 47人刻成碑刻，嵌于讲堂
左壁上。其拓本流传海内外，为学者
所重视。

在学规中，王文清不仅把中华民

族尊敬老人、尊重师长、节省尚俭、互
助友爱等传统美德融和、凝结在学规
中，给人以亲切感和实在感，而且对
讦短毁长、损友肥私、游手好闲等坏
的品性进行了鞭笞，劝导生徒力诫这
些恶行。把中国古时那些旨在规范人
们行为的道德规范都概括到学规中
去了，有一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操
之以规的适用感。“时常省问父母”是
“孝”，“朔望恭谒圣贤”是“忠”，“服食
宜从俭素”是“廉”，“损友必须拒绝”
是“节”，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理学
教育所倡导的道德规范融为一体了。
既以传统美德作为书院教育的宗旨，
又以儒家道德规范来塑造生徒的品
格，进行道德修养，这是学规的最大
特点。
学规关于学习态度和方法的条

文，同样也很有特色，不仅具体，而且
贴近生活。“日看纲目数页”，说的是
要求生徒读书要有计划、持之以恒，
坚持将所需读的书一篇一篇地读完。
“读书必须过笔”，意即读书要动脑和
动手，把学与思结合起来。“会课按刻
蚤完”，是说一日事一日毕，不要拖欠
作业，不可荒废光阴。“夜读仍戒晏

起”，说的是学习要刻苦用功，切忌一
曝十寒。“疑误定要力争”，是训导生
徒学习要穷根究底，不可不求甚解，
浅尝辄止。如此等等，文字不多而寓
意深刻，文笔通俗而富含哲理，生徒易
读易记，也易接受。这些条文讲的虽是
学习态度和方法，但也是对生徒如何
做人、如何处世的生动的品格教育，因
而受到生徒的拥护和自觉遵守。
从学规制定的 1748年到书院改

制的 1903年，这一学规共执行了 155
年，其强劲的文化辐射力能穿透人的
精神领地，最终规范人的行为。1903年
至今，这一学规，又在讲堂的壁上静候
了一百多年，在教育渐渐走出困境和
冷漠之后，人们的视线再次投向它，甚
或有国家领导人驻足碑前，逐条抄
记。

一切都在与时俱进，2005 年教育
部颁布了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
理规定》，突出了人文关怀；新《高等学
校学生行为准则》则对大学生政治、思
想、学习、道德、健康等八方面提出原
则性要求。有意思的是，这些条规的内
容与《岳麓书院学规》有异曲同工之
妙，值得玩味。

地处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在教育部没有批复正式招生的情况下，走出了“自主招
生”和“自授学位”的蹊径。从现实情况来看，南方科大的发展之路阻力重重，文凭不被
教育部承认是最大阻力。

活着的学规
□彭世文

大学自主办学的艰难探索
□刘尧

如果有一所大学，在未经国家教育部
批准的情况下自主招生，并且学生毕业时
所发的文凭，有可能也得不到教育部承认，
这样的大学你敢上吗？2010年 12月 17
日，没有“准生证”的南方科技大学发表声
明称：在没拿到教育部正式招生批复的情
况下，学校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和文凭。南
方科大这一举动，能成为我国大陆大学“自
主办学”的破冰之举吗？人们议论纷纷。

南方科技大学是位于深圳的一所正
在筹办的大学，至今已筹办 3年多，仍未
拿到教育部的招生批文。《东南快报》2010
年 12月 22日报道：2010年 12月 18日，
筹建中的南方科大启动校区内，来自黑龙
江、新疆等全国十多个省市的 1000多名
考生和家长专程赶来参加南方科大 2010
年教改实验班咨询会，现场异常火暴。记
者采访的二十几名学生和家长都表示愿
来南方科大读书，并不担心“自授学位”问
题。朱清时校长坦言，目前学校自主招生
和自授学位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没有教育
部授予的文凭大印，而学生能不能被社会
所接受，完全是靠学校的教学质量和社会
对学校的认可程度，这让学校必须“背水
一战”。
南方科技大学经过 3年多的筹建，

2011年 1月终于获得教育部正式发文批
准筹建。对此南方科大校长朱清时称“批
准筹建不等于批准招生”，获准筹建只是
有了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认可的名分，但招
生制度仍与国家规定矛盾。地处深圳的南
方科大在教育部没有批复正式招生的情
况下，走出了“自主招生”和“自授学位”的
蹊径。从现实情况来看，南方科大的发展

之路阻力重重，文凭不被教育部承认是最
大阻力。社会对南方科大的自主办学探索
充满期待，也给予许多的评论。

大学自主办学之路

我国大陆高等教育一直实施行政化
管理体制，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集中资
源、统一管理、统一建设、统一发展。虽然，
这一体制在高等教育精英化时期，起到了
保障单一化精英教育质量的作用。但是，
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这一体制
使大学办学自主权缺失，导致大学先天个
性缺陷而趋同化，难以保障多元化大众高
等教育的质量。正是这一体制上的缺陷，
即便如《高等教育法》赋予大学自主招生
权力，也需要每年由学校向教育部报批，
不批就无法开展招生。从国际范围看，许
多国家的大学都是自主招生、自授学位，
文凭的价值由社会承认，这既体现了大学
的办学自主权，也体现了教育本身的价
值。南方科大“去行政化、自主招生、自授
学位”，公开叫板我国大陆教育行政化管
理体制，击中的正是教育行政化以及学历
社会、学历情结的软肋，带来了一丝全新
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必须要有的多元化自
主办学之风。
南方科大的“去行政化”办学，不仅在

校内不设传统的行政化机关，而且大胆挣
脱教育行政部门对大学坚硬的行政干预；
实行“自主招生”越过全国统一高考选拔，
直接从高二学生中大量选拔新生，已经远
远突破了教育行政部门允许的自主招生
范围。“自授学位”试图摆脱长期以来教育

行政部门对文凭的监管和审核，实施文凭
由学校自主监管与接受社会的检验。从根
本上来说，这样的探索是对于大陆高等教
育行政化管理体制的一种公开挑战，也是
在大陆大学“去行政化”、真正办一流大
学、回答“钱学森之问”的艰难探索。

大学自主办学不是自由办学

有许多人担心，南方科大“自主招生、

自授学位”，学校的权力太大了，这样因缺
少教育行政部门的外部监管，就会出现买
文凭的现象，文凭也就没有了公信可言。
众所周知，直到今天我国大陆的大学没有
获得自主办学的诸多权利，仍然处于行政
化管理体制之中。行政权力不仅主导了大
学教学的管理、科研资源的分配，还控制
了学术评比、职称评定以及招生政策的制
定、众多专业的设置等等。虽然在高等教
育大众化时期，确实需要扩大大学办学自

主权，但大学自主办学不是自由办学。扩
大办学自主权，需要教育行政部门和大学
双方管理体系的同步改革。
目前，我国大陆在高等教育管理的权

限上，哪些属于教育行政部门，哪些属于
大学，似乎并不太明晰。千万不能让大学
在没有自主办学的法规保障下，探索什么
办学自主权。当国家建立并完善了有关法
规保障体系，大学再来探索办学自主权比
较合适。也就是说，大学应该按国家颁布
的相关法规去办学，自主办学也必须有法
可依、有法必依。
自主办学不是自由办学，我们倡导

自主办学，但反对自由办学。在我国大
陆依旧处于“文凭社会”，文凭在人才与
劳动力市场上具有交换的价值，人们可
以通过它实现不同资本之间的转换，文
凭就不能失去国家的监管而由大学自
主颁发。笔者认为，目前应该探索教育
行政部门应该管什么，哪些权力应该交
给大学，大学办学自主权如何回归大
学。比如：教育行政部门管教育方针、管
教育政策，抓宏观教育调控以及教育经
费和教师待遇等等问题；大学管教育方
针的落实，具体的人才培养等问题。如
此探索，才是一种理性途径。

高等教育体制应该是多元的

大家知道，中国的教育体制自古就是
多元的，公有太学、国子监、州府县学，私
有书院、私塾、家塾，不同教育形式的竞争
促进了人才成长环境的不断完善。进入近
代以来，公私立教育的并行更造就了清末

民国间数十年教育的辉煌，大师辈出、人
才蔚兴，流风余韵让人追怀不已。多元办
学可以说一直是中国古代培养人才的重
要方式。孔子就开办了私立学校，有贤人
七十、弟子三千，正是现在一个小型学院
的规模。后来从朱熹、陆九渊到颜元、黄宗
羲都主讲于书院，为社会培育人才。可今
天，这个传统被抛弃了。
其实，从国际高等教育发展来看，进

入大众化后的高等教育体制就应该是多
元的。我国大陆教育行政部门要大力支持
各类大学，发挥其自主性和灵活性，探索
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众化高等教育多
元化发展之路。进入 2011年 1月，我们高
兴地看到，教育部已经批准上海纽约大学
与南方科技大学筹建。南方科大将通过充
分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模式，创新办
学体制机制；塑造追求卓越，学术自由和
学者自律的大学精神；努力建立现代大学
人事制度，构建起以学术为主导的学校内
部管理体制，积聚优质教育资源建成世界
一流大学。上海纽约大学作为国内第一所
中美合作的国际化大学，在教育部正式批
准筹建后，将全面启动包括课程准备、师
资招聘、各项设施设备的建造、董事会组
建等工作，2013年有望在全世界范围内
招收首届本科生，目标也是建立成世界一
流研究型大学。
虽然，我国大陆大学探索自主办学之

路充满艰难险阻，但是，当历史车轮驶入
2011年的车辙，伴随着上海纽约大学与
南方科技大学被批准筹建，可以说大陆大
学自主办学的坚冰已破，扬帆远航的时刻
就不会太遥远了。

和许多离职后走上世界讲坛的西
方政要一样，罗马诺·普罗迪这几年也
频频到访中国。1月 19日，这位著名的
政治家，意大利前总理、欧盟委员会前
主席走上南开大学的讲坛，为师生讲授
“21世纪世界主要地区的地缘政治格
局”。

现年 71岁的普罗迪出生于意大利
北部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获有法学和

经济学双重学位，曾执教于美国哈佛大
学，是西方国家公认的经济学家，真正
的“教授级”政治领袖。他两度出任意
大利总理，目睹和参与了欧洲一体化的
全过程，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
球经济格局变化和希腊债务危机给欧
盟国家蒙上的阴影，更让他对当今世界
地缘政治产生了全新看法。

演讲中，普罗迪深入分析了进入
21世纪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出现的
新变化、新特征，美国、欧盟、俄罗斯、
拉美，还有亚洲尤其是中国在新的地缘
政治格局中各自扮演的角色和担当的
责任。

普罗迪指出，如果说 18 世纪、19
世纪是欧洲的世纪，20 世纪是美国的
世纪，那么 21世纪则是“中国的世纪”。
伊拉克战争标志着美国主宰的世纪结
束了。同时欧洲一体化格局松动，欧洲
国家内部开始出现大量分歧；经过苏联
解体阵痛后，俄罗斯的力量开始变得越
来越强大；印度、巴西也重新焕发了活
力；特别引人注目的还有中国的崛起。

普罗迪预言，东方世界的崛起，以
及教育对于亚洲崛起的推动力，将是

21世纪的主旋律之一。他说：“美国试图
维持单级世界的梦想破裂了。”虽然至今
仍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替代美国成为世界
老大，但“世界的确发生了改变”。在上世
纪 50年代美国 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50%，2007年已经滑到了 27%，其经济和
政治力量的下降过程有目共睹。“世界正
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
普罗迪评价说，21世纪成为中国世

纪实际上成为一种积极趋势，也是一个美
好愿景。世界期望看到“一个更强大、更合
作、更有责任的中国”，在推进世界变革和
和平繁荣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或许是身在中国的缘故，在 40多

分钟的演讲中，普罗迪不吝溢美之词，
对中国的崛起充满赞赏。他说，历史上
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如此
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巨变，中国经济的快
速发展让世界完全改变了对它的印象。
举办奥运会、加入 G20峰会、迅速有效
地应对经济危机，中国在人力资源、资
本等方面的优势，令全世界看到了它的
力量，“中国代表了新的世界领导力
量。”他幽默地说，“中国唯一的弱势只
有足球了。” （张剑 / 整理）

罗马诺·普罗迪：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在我看来，历史上成功人物是少
数，而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做到
了‘四合’———天合、地合、人合、己合。”
日前，面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5000余名
师生，著名学者、清史专家、北京满学会
会长阎崇年侃侃而谈，以《读史与人生》
为题，用大量生动的历史故事，解剖历
史，解读人生，为师生送上了丰富的精神
大餐，引来大家阵阵掌声。

各行各业都要读史学史

“无论是从事自然科学或技术，还是
社会科学，各行各业的人都要学历史，学

历史可解人生之惑。”阎崇年以自己 50
年的历史研究生涯鼓励大家读史学史。

阎崇年认为，学史对心灵的作用一
是心大，即让心灵变得更加宽广，无论
是北宋哲学家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还是范仲
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名句，都是鼓励人们要有大心，对问
题更包容。二是心智，他以自己在《百家
讲坛》讲《清十二帝疑案》为例，说明治
学要严谨，既要客观真实，又要好听好
看，这其中就包含智慧。三是心硬。每个
人一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要像历
史上那些有作为的人，遭遇挫折仍奋发
进取，如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
《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
明，厥有《国语》。四是心善。朱熹说过：
“民之俊秀，皆进大学。”就是民众中的优
良分子上大学。
“作为肩负民族复兴重任的大学生，

一定要从自身做起，与人为善，重视道德
修养。”阎崇年说。

“四合”伴你成功

在央视《百家讲坛》，阎崇年先后开讲
《清十二帝疑案》和《明亡清兴 60年》，由
此声名鹊起。他说自己学习历史 50多年，

看了很多史书，总结感悟历史人物成败悲
喜，最后总结成两个字就是“四合”。即“天
合、地合、人合、己合”。他说，一个人要做
成事情，必须四合。一个人做不成事，失败
了，形成悲剧，往往是因为四不合。
“天合”即天时。成大事业者，必有大

天时。怎样做到天合？就像大家熟识的那
句：“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是要察知天
时，顺应天时。
“地合”就是要了解地利，利用地利。

他以自己从开始时的先秦史研究后转向
清史为例，说明凭借清朝国都、坛庙、皇
家园林以大量宫廷档案在北京的便利，
让他在清史研究上占据了地合。
“人合”即多大人合多大事业，要学

会处理矛盾。
而“四合”中重要的是“己合”，就是自

己与自己相合。阎崇年说，人心理不平衡，
就会有苦恼，有烦闷。不平衡大致有两种
情况：—种是顺境，一种是逆境。顺境的时
候要谦慎；逆境的时候要立志，特别需要
“己合”。“己合”包括 3个平衡：即生理平
衡、心理平衡和伦理平衡。要时刻做到心
态豁达，即在顺境和逆境中，都要保持良
好的心态，这样才能面对挫折，激励自己
做出—番事业。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大
家：不论干什么，都应当与天合、与地合、
与人合、与己合。 （李晓春 /整理）

《岳麓书院学规》拓片———碑高 58厘米，宽 63厘米，碑文共 127字。学规正
文 18条，每条 6字，共 108字，是现存中国书院学规中字数最少的学规。

阎崇年：
读史可解人生之惑

意大利前总理、欧盟委员会前主席
罗马诺·普罗迪

清史专家、北京满学会会长阎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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