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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人讨论钱学森之问 !但

是钱学森自己成才前! 就已经是一个

精彩的人了 " 我们大学只想着培养

#才$!不想着培养#人$% 如果真要回答

钱学森之问! 那么今天大学的院系应

该全部打散取消"

很多时候! 大学都纠结于现在的

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人! 往往是市场需

要什么样的人! 我们就培养什么样的

人" 但看看知识的结构! 在古希腊时

代!雅典七律里就规定了人要具备的
!

种能力 !即逻辑学 #文法 #修辞学 #音

乐#算术#几何学#天文学" 它们是文理

兼通的!而且第一位是逻辑!但现在哪

个大学是从逻辑开始教起的$ 我们都

是上来先分专业"

知识是不分领域的! 人类遇到的

问题也都是跨领域的! 为什么我们的

教育要把知识分割得那么清楚! 并且

越分越清楚" 看问题必须要宏观思考!

解决问题要从微观上着手" 但现在正

好相反! 我们培养出来的人都只有微

观解决问题的能力! 缺少宏观思考能

力"

我认为! 所有的学生都必须经受

文理综合训练" 当年我考上耶鲁大学

的物理系博士!到学校后!导师让我必

须修读人文学院一年级的基础课" 我

一听就急了! 和导师说%&你有没有搞

错!我是来学高能物理的!怎么让我去

学人文学院一年级的课$ ' 结果导师

说%&你首先得是一个人! 然后才是了

解一些物理知识的人" 如果连人文学

科都没有修读过! 怎么能够算是一个

完整的人$ '

现在很多人在讨论钱学森之问 !

但是钱学森自己在成才之前! 就已经

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人" 仔细看一下他

的传记!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 真的

要学习钱学森! 今天的大学院系应该

全部取消"

不妨问问自己 !作为当代人 !你

的困惑是什么 $ 说到底 !仍然是我们

是谁 $ 我们从哪里来 $ 我们要到哪里

去 $ 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些问题不能

达成共识 !才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 "

在台湾 ! 我发现四分之三的人没有

梦想 !而大陆很多年轻人也是如此 !

他们的一生就是准备考好大学 !至

于为什么要考这些学校 ! 却没有想

过 "

我们的教育一定要从基础做起 "

我们的学生一定要有文理的基本修

养" 文科是左腿!理科是右腿!一个人

如果不知道人类文明来龙去脉! 未来

的走向及自我定位!这就是文盲(而一

个人如果没有基本的数理知识! 及理

性思考能力和理性思考社会问题 !这

就是理盲"

文汇报!既然教育是有共性的!为

什么中国的教育不能学其他发达国家

的教育呢&

钱致榕!中国的教育为什么不能

学别的国家!那是因为我们的学生不

一样" 最简单的问题是!中国的学生

在走出校门以前!他们打过工吗$ 在

家里干很多家务吗$ 他们当过志愿者

吗$我们的学生不同!决定了我们的教

育不能向美国学" 现在我们很多大学

推博雅教育!推&全人'教育!这都是在

补学生在基础教育和家庭教育本来该

上的课" 现在中国的很多孩子都是抱

大的一代 !不单单大陆是这样 !台湾

也是如此"

文汇报! 现在很多学校也在提出

要回归教育本源!要推行全人的教育!

但是究竟做得怎么样呢&

钱致榕! 其实有些是制度导向造

成的问题" 现在的大学整天都忙于应

付排名#应付各种评比!搞各种活动!

教育真的很热闹! 但是这种热闹并没

有用"我认为!教育部应该做的是不要

再允许排名了"说实话!如果教育部没

有评估!没有排名!没有各种考核!我

认为很多大学的校长会觉得没有事情

做了"

大学的研究工作! 也是为了培养

人才!而不是单纯地为了研究!更不是

为了排名" 现在的问题是高校本末倒

置太久了"

而且说实话!很多时候!拿经费越

多的高校!价值观也越扭曲!因为他们

是这种扭曲的价值导向的受益者和助

推者!已经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他们

已经适应了这样的体系!让他们改变这

整个体系!其实是很困难的" 我和很多

大学里的老先生交流过!现在的教育现

状让人很沮丧" 即便是专业教育!也不

是填鸭式的教育! 而是要从头教起!让

学生学会自己学习"学生一辈子只有一

次读大学的机会!我们要给学生正确的

教育!我想我们大学都要反思!是不是

给了学生正确的教育"

文汇报! 如果学生是从小就没有

给予正确的教育!那么到了大学时!他

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已经基本上成形

了!那还有改变的希望吗&

钱致榕! 好学生一定是培养出来

的!而不是挑选出来的"现在大陆的很

多
"#$

大学 #

%&&

大学到了招生的时

候!都有最好的生源!他们能够教出好

学生来一点也不稀奇" 我曾经和北京

大学交流过! 我认为如果北京大学在

别的
$'

多所部属院校都挑选完了学

生以后再来挑选学生! 然后说我能够

把他们培养好!那才是真正的好大学"

现在大陆的大学投入不少! 如果每个

学校能够对
$!

的学生进行博雅教

育! 使他们具有宏观的视野! 文理汇

通!再具有一些专业的能力!那么慢慢

来 ! 中国人才的现状一定会有变化

的"

文汇报! 但是在现实的考评制度

下!老师就是分科教育一路学上来的!

而且他们也在各个专业服务! 怎么能

够指望他们承担起博雅教育的功能

呢&

钱致榕! 其实很多老先生对教育

的现状都不满意! 我们为什么不能发

挥那些老先生们的优势呢$说实话!如

果要求高校里的年轻人为大学生做博

雅教育! 一是他们还不具备这样的视

野!二是年轻人也赔不起!因为现实是

对年轻人仍然有很多考评! 不管是论

文还是科研" 我在台湾尝试做博雅教

育的时候!从普林斯顿请来教授!从耶

鲁请来老教授! 教历史的则是北京大

学的历史学家!张广达先生"这些老先

生年龄都已经够大了! 本身具备一定

的学术视野! 而且他们自己受外界的

约束也会比较小! 只有这样的人现在

才能参与博雅教育" 既然我们不能把

所有的专业都推翻重来! 那么总是可

以在小范围内作一些改变吧"

文汇报!对于学生来说!他们在原

有的价值体系下成长起来! 能够脱离

功利! 跟随你们一起坚持追随教育的

本源吗&

钱致榕!说实话!我在台湾刚刚开

始推行博雅教育的时候!也非常艰难!

台湾比大陆更功利!更浮躁"当时学生

(

年只有
%'

个学分让我们来设计课

程! 我们必须和
&%'

个细分的专业学

分&抗衡'!刚开始的时候!那些院长们

也不愿意为我们的课让出时间" 我们

每年就让学生自由报名!每年收
%'

名

学生"这些学生每上
%

小时课!回家就

得有论文!全部都是问题式样的论文"

刚开始!学生很多论文都是网上抄的!

我们每天都要一篇篇地对! 然后发回

重写" 后来只好干脆规定论文必须手

写"即便抄也得抄一遍!而不能像在电

脑上那样剪切粘贴" 我们教了两个课

程!什么是大学!什么是知识!什么是

知识分子!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

去! 我们面临什么问题! 如何面对未

来$上了一年后!学生都有了很大的变

化!在专业课上的提问也越来越好了!

哪怕每年只有
%'

个人! 假以时日!教

育一定会有变化"

!排名指挥棒"让很多高校迷失了办学方向#无论是科研还是人才引进#学校对学术
!"#

的看重#甚至超过了学生本身$

让大学教育回归到培养真正完整的!人"%%%香港科技大学的创校学术副校长
$

曾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的钱致榕先生

带领了一批同道学者#在台湾和大陆的大学推动博雅教育$ 他们中#有人在海外有终身教职#也有来自北京大学等名校&专为博士

生授课的老教授''

在台湾的大学里#钱致榕推出的博雅课只有
%&

个学分#但他却希望它能与
'%&

个学分的专业课!抗衡"$

最初开设这些课程时#没哪个学院的院长愿意让出授课时间(但艰难地坚持几年后#连很多专业任课老师都发现#学生们的

学习状态变了)他们的眼睛一天天!亮"了起来#上完通识课后#他们懂得在专业课上提问题''

钱致榕日前在复旦大学的!创新教与学"的研讨会上发表了!博雅教育#面对学生五十年的需要#回归大学育才的目的"的演

讲#并在演讲后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编者

现在的大学都很轻看自己!就业

市场需要什么人才!就尽快满足市场

需要% 但只要看看最近三年知识更新

的变化和未来社会的需要!我们就会

发现 !大学迎合市场 !并非在培养真

正的人才%

从上世纪
!'

年代末大陆恢复高

考至今!国内综合性的大学越来越多"

经过&

%&&

计划'#&

")$

计划'!这些大

学出现在国际学术领域里!论文发表

得越来越多!可对人才培养却越来越

不重视" 大学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排名

和论文发表数上!这两年又开始重视

论文的影响因子了" 但这
%'

多年来!

我在国内参加了很多会议!看到很多

大学在教学方面做得实在欠缺"

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恐怕是!要让教

育部统一下指令!改变对所有高校的考

核标准" 应该把各种考核指标改成&在

未来五年里发展出什么好课程和好教

材'! 而不是在科研杂志上发表了多少

篇论文" 其实!每年每天都有人在发表

论文!哪怕是国际顶尖的)科学*杂志!

如果你回头看去年它发表了什么文章!

又有多少人会记得其中的每一篇论文

呢" 真正有意义的论文屈指可数"

但今天! 大学培养了什么人才!我

们
"#

年#

$#

年乃至
%#

年后都可以看

出来" 所以!大学应该把目标放长远"

现在的大学都很轻看自己!就业

市场需要什么人才!就尽快满足市场

需要" 但只要看看最近三年知识更新

的变化和未来社会的需要!我们就会

发现 !大学迎合市场 !并非在培养真

正的人才"

大学培养年轻人只为他们毕业

找到个工作& 年轻人未来如何有人关

注吗& 如果我们的大学可以让年轻人

每
!

年回炉一次!或者学制延长到
"#

年! 那么学生
"#

年后自然还符合市

场要求% 如果大学培养的人过了头
!

年就要被淘汰!甚至没出校门就已经

过时了! 那让我们这些教育界的人!

情何以堪&

很多大学谈起人才培养头头是

道 ! 也有不少大学号称自己要回答

&钱学森之问'!但有多少大学问过自

己%我们为什么办大学$ 我们为谁办

大学$ 我们到底在办怎样的大学$

这个问题的答案! 说来很简单!

办大学的目标是为了培养人才"如果

是为搞研究!那么去办科学院就可以

了 !科学院的研究条件比较好 !也不

需要为大学生操那么多心"国家和社

会对大学的投资!其实是为了让大学

培养人"

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我们的大学

为谁培养人才$ 我们如果是为美国培

养人才! 那么就必须学习哈佛大学(

如果为英国培养人才!那么就应该学

习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 但是

中国的大学是为中国培养人才!所以

拜托大家不要成天想办法去学哈佛

和牛津 !我们没有他们的条件 !没有

他们的需要!我们的学生和他们不一

样!一定要从中国今天的需要出发"

大学还得问问自己!自己到底在

为未来的哪一个时间段培养人才$

现在! 国家的很多中坚力量都是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培养出来的" 而今

天的年轻人等到毕业走向社会! 大概

是从
%'&$

年到
%'%'

年"所以!我们是

为
%'%'

到
%'*'

年的中国培养人才"

到
%'*'

年! 社会需要的人才应

该具备哪些素质$

今天!我们高校里成立了很多研

究院 !出现很多大平台 !它们都是为

目前很红火的专业而设的!可这些专

业在
%'

年前是没有的" 不妨想像一

下!

%'

年后国家最需要的人才# 最需

要的专业 ! 我们现在可能提前预测

吗$ 可以想见!今天我们所忙的各种

研究大平台!

%'

年后都会报废" 即使

在美国! 曾经为
%'

年后发展所作的

预测基本上也都是失败的" 所以今天

自以为是为今后
%'

年培养专业人才

所做的工作 !做得越精彩 !可能越是

落空"

我还注意到!很多学校都声称有

自己的办学理念" 台湾的一所大学!

就列出了他们培养学生必须具备
%(

项能力" 我听说这一点后就问校长%

&请问校长先生 ! 你掌握了多少能

力$ '空洞的口号总有很多!但它们对

人才培养一点用也没有"

这一代的年轻人!未来寿命会增

长!他们的职业生涯也会变长" 我们

今天培养学生 ! 要给他们足够的能

力!让他可以服务于未来的
$'

年!否

则他每过五年就要&回炉'一次!纳税

人吃不消!大学也吃不消"

而且!未来的很多年轻人已经不

可能像我们这代人这样!一辈子只干

一个工作" 他们不会这么幸福!当然

也可以说 !他们比我们幸运 !也许每

五六年就要改一次行!因为传统职业

在不断消失!新的行业又不断地冒出

来!一生改行八九次都有可能"

听说教育部很重视大学毕业生

的就业率" 所谓就业率!统计的主要

是
%+

岁的大学生毕业之后找到的第

一份工作" 那么请问!有没有第二个

教育部关心学生
$

年后的第二份工

作 !或者有没有第三 #第四个教育部

关心这些学生
&'

年以后 #

%'

年以后

的第三#第四个工作$

为了解决就业问题! 不少大学都

提倡加强专业教育! 注重实用技能的

传授" 但这却使我们的教育方向越走

越偏"教育界的人应该醒悟!我们要从

&人'做起!为他们一生着想!而不是为

他们毕业的头五年着想" 未来人口老

龄化不断加剧!工作的人越来越少!而

要供养的老人越来越多!所以!将来一

代人的产值# 他们的生产力一定是今

天的两三倍"但是!我们的教育和对世

界的认知和
$'

年前却没有什么不同!

还是按照
$'

年前定下来的路在走!这

真是很值得我们反思的事情"

年轻学生的第二到第九个工作

是怎样的 !我们不知道 (二十年以后

社会上会有什么行业 ! 我们也不知

道" 二十年后热门的专业知识!今天

还没有发展出来" 我唯一可以保证的

是! 现在这些专业教育的内容在
%'

年后都会落伍" 老师辛辛苦苦教!学

生辛辛苦苦学! 但今后学生们会说%

&老师!你教我们的东西都是落后#没

用的'! 这让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人

情何以堪$

现在的大学都说自己朝前看 !但

是没有大学朝后看看! 哪些是不合理

的!需要改变的& 学科越分越细!学院

越设越多! 知识被支离破碎地分割成

专业!年轻人被塞到一个个专业里!也

许有技巧和技能!但是没有智慧%如此

培养的学生没走出校门就已经落伍%

教育总是从知识传授开始!寄希

望于教会年轻人一些东西! 想让他们

这样#那样!想让他们爱国#关怀社会#

关爱人类++这些都是高调! 从前的

年轻人不听!现在年轻人更是不爱听"

今天的大学试图举办大量的活

动!希望通过活动来改变年轻人!但看

来也没有什么效果" 这些活动最终可

以被视为是大学的业绩! 花费了大量

的金钱!向教育主管部门展示成果"

关于知识! 我们现在还把它分解

成文科和理科" 文科就是文史哲和政

治#经济等社会科学"文科的一个发展

趋势是!各个学科都忙着成立学院"比

如!历史学有历史学院!文学就有文学

院!专业划得越来越窄" 很不幸的是!

有的大学还出现了公共行政学院" 可

公共行政并不是和某一个学科有关

系!它和法律#人文#工程#经济等学科

都有关系" 我们的公共行政学院里并

没有这些丰富的学科! 只有公共行政

技巧"但依靠这些!我们就能培养出公

共行政人才$他们走出校门!立刻就会

落伍"

大学里还有法学院! 学法律的学

生都只会背条文! 但法律和经济#社

会#工程#国际关系#文化都有关系!只

学法律的人走出校门绝对不会有国际

竞争力!甚至可以说!没有走出校门就

已注定他们要报废"医学院更是如此!

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法学和医学都没

有设在本科阶段的原因"

再说理科!和文科也差不多糟糕!

数学有学院!物理有学院!这些都是理

科的基本学科! 很多新兴学科都是从

这些基础学科中发展出来的! 所有的

学科怎么可能截然分开$更不用说!现

在的学生从高中开始就分文理科了"

而大学在学院里设的一个又一个系又

使得专业分隔越来越细"

按照教育的本源! 所有的学科是

不应该这样截然分开的! 更不应该让

学生在学校里面就按照那些很细的应

用学科来学习" 应用学科就像人的四

肢! 它的价值是可以做事! 而基础学

科!包括文科和理科就像人的头脑#中

枢神经和内脏" 如果头脑#神经和内脏

不发展起来!只发展四肢没有用" 我们

没把一个人培育完整! 却想把他培养

成四肢发达的&千手观音'!做很多实

用的事情!怎么可能$, 而更糟糕的是!

现在大学里的学院一旦成立! 很难撤

掉"

今天! 中国的大学都是有固定学

制的!但现有的学制是否合理呢$以医

科为例"我查了一下资料!现在所用的

学制基本上是
&"'+

年-光绪
%"

年.根

据国外的大学制订的" 从史料可以看

出!医科从
&"&%

年开始直接出现在大

学堂里的"但美国
&)!)

年就已经规定

医科生必须是大学毕业后才能读的!

而不是高中毕业" 那为什么当初我们

教育界的先辈那么没有远见$ 那是因

为我们那时没有大学毕业生! 连初中

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也没有" 所以在

民国的
&'

年间!中国一下子办了几万

所小学#几所大学"当时的医学直接出

现在大学里!接收中学毕业生!这是应

急的措施"可
&''

多年来!没有一位教

育部长回头看看历史! 看一看这个应

急的措施在现在是否还合理" 同样的

例子还有很多! 培养人既要不断往前

看!也需要不断地回头看!才能知道什

么是合理的!什么是需要变革的"

教育部最该做的是取消排名

今天的大学是为未来
!"#$"

年储备人才

我们的大学是培养#千手观音$还是智慧的#人

对完整的#人$的要求永远不会过时

大学博雅教育!

替中小学补课

!

钱致榕

本报记者 姜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