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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必然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不仅是人为努力和实践的
过程�而且也是客观辩证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从 “谋求形似 ”到 “争取神似 ”、“形神兼备 ”；从 “物质建设 ”到 “精神
建设 ”、“制度建设 ”；从 “羡慕尝试 ”到 “模式仿效 ”、“创新模式 ”；从 “学术依附 ”到 “学术独立 ”、“学术繁荣 ”；从 “国
内一流 ”到 “亚洲一流 ”、“世界一流 ”。应该说�这是我国 “985”重点大学实现世界一流梦想的必然建设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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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们正走在建设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的
历史征途中�至于我们离前面的奋斗目标还有多远？
浏览一下�除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把建成时间设定
得短一些以外�其他各所重点大学的战略规划�几乎
都把21世纪中叶前后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作为自己
的里程表。因此�我国要真正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势
必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既是人
为努力和实践的奋斗过程�也是客观辩证的发展过
程。 “路遥知马力 ”�希望人们在科学评估和正确认
识中国重点大学 “马力 ”的同时�也能对这个辨证发
展的建设道路有一个清醒、自觉的理性认知。

一、从 “谋求形似 ”到 “争取神似 ”、“形神兼备 ”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对中国来说是一项全新的伟

大事业。如果把当今世界一流大学作为我国重点大
学争创世界一流的现实目标�那么不难理解�我们必
然要走一个从 “形似 ”到 “神似 ”直至 “形神兼备 ”的
发展过程 ［1］。所谓 “形似 ”�是指形式上如同当今世
界一流大学的 “模样 ”�如 “综合性 ”�但内容上还没
有达到要求�如缺少大师人才。所谓 “神似 ”�是指
在精神追求上基本达到当今世界一流大学的高度或

水平�如善于承担人类使命�挑战人类未知领域。相
对而言�“形似 ”比较容易�如很快就能建成一座类
似哈佛教学楼的建筑物�而 “神似 ”则比较困难或难
度很大�如拒绝权贵干扰学术独立。当然�理想的境
界是 “形神兼备 ”�即我们创建的世界一流大学�不
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涵及精神境界上都达到世界一

流大学的高度和标准。不过�即使到此阶段�我们也
要反思一下�这种 “形神兼备 ”究竟是别人的翻版？

抑或自己的创造？我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切忌把
是否与西方现有一流大学一模一样作为追求的高

度�而应有中国的独立思考、建设理念和发展模式�
同时�她在未来还应是别人羡慕或模仿的榜样�就像
西方一流大学今天影响我们一样。

诚然�随着 “211”特别是 “985”工程的稳步实
施�我国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确实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历史性成就�而且未来建设的步伐还在不
断加速。但是�目前�我国重点大学似乎还没有走出
“形似 ”阶段或者说没有真正进入 “神似 ”阶段�而
“形神兼备 ”就更遥远了。具体说�不少重点高校虽
然树立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但是在相
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处于盖大楼、扩实验室、搞基
本建设的 “形似 ”阶段�少数重点高校�虽然大楼竣
工了�设备增加了�条件变好了�“形似 ”有了进展�
但因贷款太多�摊子太大�负担过重�却无力做 “神
似 ”的工作。因此�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
我们务必减少 “形似 ”�增加 “神似 ”�这是我国有朝
一日实现 “形神兼备 ”世界一流大学梦想的关键。

二、从 “物质建设 ”到 “精神建设 ”、“制度建设 ”
从物质到精神到制度�从物质建设到精神建设、

制度建设�这是国内外任何大学建设必须包含的内
容及经历的实践过程。物质是基础�精神是动力�制
度是保证。 “三大建设 ”可以重点推动�也可以综合
推动�但它们缺一不可。如果说�世界一流大学是人
类文明发展的代表性产物�那么�她实际上就是一个
国家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 “完美体现
者 ”。英国教育家埃里克·阿什比 （ＥｒｉｃＡｓｓｂｙ）曾

40　江苏高教　2010年第5期DOI :10．13236／j．cnki．jshe．2010．05．019



说过�任何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当然�其中
也包括校园环境。其实�要培养创造性人才特别是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何尝不需要优美
的育人环境？但是�一流大学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流
的大学精神及配套制度�尤其是拥有对人才的尊重、
对人性的呵护、对人类的关心和爱护的境界追求。
实际上�凡是访问过欧美等国著名大学或翻阅过留
学欧美的人员的见闻、感想、纪实�谁都可以亲眼看
到或想象得到一流大学那种无微不至的关心人、爱
护人、培养人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氛围。恰如芝加哥
大学前校长金伯顿所言：“有许多无形的东西使得
一所大学变得卓越并保持卓越。” ［2］

我国不少重点大学在 “三大建设 ”上与国外一
流大学还有不小的差距。具体说�我们过分强调物
质 （金钱 ）及其建设�忽视大学精神建设包括大学制
度建设�不少大学表面上侧重于 “两手抓 ”�一手抓
基本建设�一手抓制度建设�但鲜有力量抓精神建
设�即使是制度建设�关键点也没有找准�反映在管
理上就是思考和落实 “如何管住人 ”而不是 “如何服
务人 ”。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近日历数 “大学教育
八宗罪 ”�可以说国内重点大学 “都有份 ”：“官本位
浓厚、人事制度老化、师生关系疏远、教学声望下跌、
泡沫学术抬头、计划经济严重、人文精神模糊、改革
步伐缓慢 ” ［3］。众所周知�近年来影响甚大的 “钱学
森之问 ”以及有关西南联大和蔡元培校长的各类文
章不断增多�其实质就是向国家、社会和大学呼唤有
改革气魄的教育家。中肯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不少重点大学在国家投资上不低于多数国外大学�
但在精神和管理上逊于国外�而后者是大学的灵魂。
问题究竟出在哪？在我看来�不是物质�而是制度�
特别是精神。因为任何大学�物质建设总是不断推
进�制度建设也要日益完善�而精神建设始终是重中
之重�特别是师生需要的人性化服务�不仅一刻不能
缺失�而且要 “日进�日进�日日进 ”。大学要让所有
的物质、制度服务于 “人 ”。一旦大家都这样做了�
我们离世界一流大学目标就不远了。

三、从 “羡慕尝试 ”到 “模式仿效 ”、“创新模式 ”
回顾大学发展史�究竟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以

及怎么样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不仅中国人不是先知�
其实国外人早先也不知道。 “从历史来看�德国和
美国大学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时连‘一流大学’的
概念都没有�更谈不上靠什么一流大学理论来指导
其建设了。” ［4］但是�由于 “大学从它诞生的那天起�
其精神气质就是一种‘普遍主义’（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ｍ）
的 ” ［5］�因此�中世纪以来�各国大学都是采取相互学
习、借鉴的建设方式�各自走出了从 “羡慕尝试 ”到
“模式仿效 ”再到 “模式创新 ”的建设道路。就国家
来看�英国曾羡慕学习法国�德国曾羡慕学习英国�

美国曾羡慕学习德国�中国曾羡慕学习欧美。就大
学来看�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曾学习借鉴法国
的巴黎大学�美国的哈佛大学曾学习借鉴英国大学�
耶鲁大学曾学习借鉴哈佛大学�而北京大学是由蔡
元培校长学习借鉴德国模式而来。同时历史上�意
大利、英国大学都不是纯粹地模仿法国大学�而是进
行了模式改造�英国学者纽曼阐述的大学思想就是
对法国大学理念的超越；德国教育家洪堡对英国大
学也不是照搬照抄�而是形成了独特的柏林大学模
式；19世纪�美国大学学习、借鉴德国大学�也是经
过模式创新才实现的。这既是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
的生动表现�也是大学辩证发展的历史结果。

这表明�大学建设始终渗透着人类的精神�不断
推动创新发展的。因此�对待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
设事业�我们一定要站在全球视野和人类文明视域
中来考察�并且要在模式上进行创新发展。回顾历
史�中国大学在学习国外大学的过程中经历了不少
曲折和挫折�但是也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今天
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就是要汲取历史经验和教

训�善于走过学习模仿阶段�敢于、勇于、善于研究、
发现、构建自己的建设模式�大胆超越现有的 “西方
模式 ”�着力打造有富有特色的 “中国模式 ”。可以
说�建设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就是为了早日实现邓
小平提出的教育的 “三个面向 ”：“面向现代化 ”是我
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源与动力；“面向世界 ”�
是所有世界一流大学的自然本性；“面向未来 ”是世
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应有境界。

四、从 “学术依附 ”到 “学术独立 ”、“学术繁荣 ”
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教授指出：“一部世界大

学的发展史可说是争学术独立自由的历史。” ［6］在这
个意义上�我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本质上就是为了
取得国家的学术独立和学术繁荣�为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提供智力支持。然而�各种复杂性因素决定
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阶段

性特征。进一步说�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必然要
经历一个从 “学术依附 ”到 “学术独立 ”再到 “学术繁
荣 ”的历程。何谓 “学术依附 ”�简言之�就是学术上
依靠其他发达国家的平台条件发展�难以独立开展
行动。其关键原因和突出表现有二：一是世界各类
学术中心及各种国际权威期刊全部处于西方发达国

家�导致发展中国家学术资源严重不足�甚至完全依
靠发达国家来评价和支持�同时�国际留学生大多流
向并聚集在主要工业发达国家�使强者更强、弱者更
弱。二是受到殖民历史和发达国家教育输入等现实
因素的影响�发展中国家也难以获得学术自立�国内
不少重点高校使用国外大学教材就是重要案例。但
是�21世纪�中华民族若要实现伟大复兴�则必须实
现学术独立和学术繁荣。对此�我国重点大学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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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着重大责任－－－要通过各种努力尽快摆脱对发
达国家的学术依附地位。一是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为精神动力�以优势学科为基础抓紧建设 “全球学
术中心 ”。二是创建和发展中国的国际权威学术期
刊�逐步把它们建成全球权威性学术期刊�从而摆脱
对发达国家的学术期刊评价的依附地位。三是用好
国家重点投资�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平台�吸引人才包
括国际留学生到中国学术中心学习、访问和从事科
学研究�为中国发展作出贡献。四是抓紧利用 “孔
子学院 ”等渠道和各类学术媒介宣传和普及中国语
言和中国文化�使汉语逐渐转变为全球主要学术语
言。

如果一个国家想维持甚至提升国际影响力�它
就必须发展独立而强大的国家学术能力以及保持

“学术繁荣 ”�而 “学术依附 ”只能使一个国家站在国
际影响力的边缘。毫无疑问�世界一流大学肩负着
重大而光荣的责任和使命。前不久�英国伦敦政治
经济学院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马丁·雅克 （Ｍａｒｔｉｎ
Ｊａｃｑｕｅｓ）指出：“一国的历史和文化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它会以何种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历史上每一个
曾经称霸的国家或者大陆都会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

展示其实力。比如欧洲的典型方式就是海上扩张加
殖民帝国�而美国则是空中优势和全球经济霸权。
中国崛起为一个世界大国后�很可能会在相当长的
一段时期内�在文化等方面完全改写世界秩序。” ［7］

这确实是一个十分新颖的观点�对中国大学富有启
发性意义。如果未来的中国诚如马丁·雅克所言�
那么�通过建成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我国必将会迎
来期待已久的学术独立和学术繁荣的美好前景。

五、从 “国内一流 ”到 “亚洲一流 ”、“世界一流 ”
我国重点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将是一个长期

的、艰巨的历史过程�每个重点高校只能遵循从 “国
内一流 ”到 “亚洲一流 ”、“世界一流 ”的发展路径。
不过�这里我们确实要弄清什么是 “世界一流 ”？美
国高等教育专家菲利普·Ｇ·阿特巴赫的解读十分
精辟、透彻�他指出：“世界一流只是简称�表明进入
了全世界最有名大学的行列。几乎所有的世界一流
大学如今都在主要的英语国家或者少数在大型工业

化国家。所有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毫
无例外。但并非所有的研究型大学都是世界一流大
学�也不应该都是世界一流大学。”他继续说：“这些
定义和概念的使用在全世界都相当混乱。政策制定
者提到世界一流大学时�实际上可能是指研究型大
学。学校领导也可能把本校当作世界一流来‘推
销’�即使是不可能达到这种地位。国家旗舰大学
有时也会把自己描绘成地区或国际的一流大学。因
此�为了实现目标而仔细定义一下这些术语非常有
用。” ［8］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重点大学在争创世

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务必要做好自己的大学定位�
并实现科学发展。目前�从 “985”高校来看�可以被
视为中国 “旗舰大学 ”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显然
是肩负着最早实现中国世界一流大学梦想的重大责

任和光荣任务�而其他重点高校�可能需要认真地定
位自己的发展目标、制定自己的战略规划。应当说�
这是我国 “985”重点大学在争创世界一流大学过程
中必须采取的战略步骤。

诚然�对中国任何重点大学来说�要从 “国内一
流 ”达到 “亚洲一流 ”、“世界一流 ”�都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现在�国内一些高校 （如北大和清华 ）在国内
一流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不是 “亚洲一流 ”�还需要
国际论证。事实上�对于国内一流大学�无论是争取
“亚洲一流 ”�还是争取 “世界一流 ”�都需要付出长
期、艰苦而深入的努力才能实现。21世纪上半叶�
对于 “985”高校来说�在指导思想和工作要求上�要
坚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顺应国际高等教育的
发展趋势和潮流�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
规划纲要�精心谋划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战略
规划和发展计划�以引导和激励广大教职工、学生共
同实现自己的梦想。在发展道路和具体步骤上�要
努力从 “谋求形似 ”到 “争取神似 ”直至 “形神兼
备 ”；要同时推进 “物质建设 ”、“精神建设 ”和 “制度
建设 ”；要尽快从 “羡慕尝试 ”走过 “模式仿效 ”达到
“模式创新 ”；要争取从 “学术依附 ”走向 “学术独
立 ”�并进入 “学术繁荣 ”阶段。如此�属于中国的世
界一流大学必将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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