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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牛津大学素有博雅教育的传统。其中，人文精神是其自觉追求的目标。牛津大学的人文理想及其课程实践

的生命在场是对大学人文精神的一种现实回应。普遍知识的传授、求真之路的朝向、绅士典范的培养以及哲思传统的守

护，坚守着牛津大学的人文理想；显性人文课程和隐性人文课程的设置，践行着牛津大学的人文理想。牛津大学对人文

理想的践行和整全人的培养对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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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斯贝尔斯有言，“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１］４通过教育，促使人由

一种状态转向另一种更为理想的状态，这是教育的根本指向。大学教育是个体成人的关键阶段，旨在促

进个体的完整性生成。反观现实，随着大学生就业、竞争等问题的出现，考级、考证、考研随即成为我国

大学生生活的普遍样态。一旦如此，大学生极易成为知识堆集的容器，而非整全人；而此时的大学，也易

于降为资格养成之所，而非博雅教育的精神高地。大学育人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大学人文理想的诗意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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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和大学人文教育的真正践行。大学人文教育旨在培养和践行人文精神，引导个体不断追求高贵、卓越

的理想人格，达成个体精神世界丰盈和个体自我德性完满的目标。而牛津大学素有博雅教育的传统，其

中，人文精神是其自觉追求的目标所在。牛津大学的人文理想及其课程实践的生命在场正是对大学人

文精神的一种现实回应。透视牛津大学的办学之道，可为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提供参照和借鉴。

一　牛津大学的人文理想
牛津大学，约诞生于１１６７年，是英国最早的大学，其办学理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后世的大学。秉

持什么样的办学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这所大学的生命力。牛津大学的人文理想印迹，具体表现

如下：

（一）普遍知识的传授

创办伊始，牛津大学一直坚守着传授普遍知识这一大学理念，抑或是致力于对整全知识的一种守

护。英国的纽曼指出大学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其植根于人，旨在促成整全人的培养。同时，他

还认为：“知识按其程度变得越来越特殊时，知识就越不能成其为知识。”［２］３３“扩大大学所要传授的学科

范畴，这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虽然学生不可能攻读对他们开放的所有学科，但生活于代表整个知识

领域的人中间，耳濡目染，受其熏陶，必将获益匪浅。”［２］２２由此，将大学称为教育场所，而不是教学场所，

“教育”这个词则更高级［２］３３－３４。在牛津大学史学者谢尔顿·罗斯布莱特看来，纽曼的大学理念，不仅是

牛津大学的理念，而且也是英国大学的理念。牛津大学对于普遍性知识的传授，有助于促进大学生敞开

心智之门、保持心灵世界的鲜活以及养成博雅素养，进而为孕育有教养的绅士提供夯实的根基。

（二）求真之路的朝向

自由地探究学术、追求真理乃是大学的职责所在，而求真本身即是一个不断启人思、发人省的过程，

其中蕴含着浓浓的人文气息。牛津大学从中世纪沿用至今的校徽上写有“Ｄｏｍｉｎｕｓ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ｅａ”的
字样，旨在呼应大学对于求真之路的朝向，激发大学人对于真理的不懈探索。在岁月的变迁中，牛津大

学对学术的景仰和真理的追求矢志不渝，实乃变化中恒定的不变观。牛津大学在其发展历程中，虽经潮

起潮落，但始终坚守着自由求真的大学之道。大学的生命正在于大学人对于学术的自由探究和大学人

彼此间生命交往的过程之中，即研究之中的生命，体验之中的生命。“在洛克看来，人应当走的寻求真

理之路，既不是单纯依赖启示的飞升，也不是依靠他人施舍的懒惰。他也应当运用自己心智的力，用脑

力劳动来生产知识、充实心智，真正使自己的思想有所归着，让自己的心智安定下来，使欲望和意志指向

正确的方向。”［３］９５－９６牛津大学鼓励学生不断锻造自我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质疑批判精神，重视对学生创

造力的培养，这些均是大学求真之路朝向的外显表征。

（三）绅士典范的培养

英国的人文主义教育形成于１５世纪末和１６世纪初。１５３４年颁布的《至尊法案》拉开了英国宗教
改革的序幕。英国的宗教改革随之引起了英国文化的变迁。绅士文化即是英国文化变迁的重要体现。

英国历来注重绅士教育，其大学非常重视为年轻学子提供自由教育和激发学生求知欲的研究内容，旨在

培养有文化修养的绅士。牛津大学倡导培养有教养的人，而非仅有知识的人，大学生具有绅士教养比拥

有高深学识更为重要。绅士培养理念的践行，也于无形之中不断夯实着博雅教育的根基。绅士是指不

仅具有良好文化修养，而且在思想和行为方面同样得体的人。“绅士是一个从不伤害别人的人。真正

的绅士在与他人相处时，总是小心翼翼地不在他们心中产生不快或抵触。他关心他身边所有的人：对羞

怯的人，他温柔体贴；对冷漠的人，他彬彬有礼；对荒唐的人，他宽宏大度。”［２］１１４－１１５就人才培养而言，牛

津大学所践行的导师制可谓绅士培养的一种推动力。弗莱克斯纳曾用“陶冶”一词解读牛津大学所践

行的导师制。在牛津大学，学生的导师主要负责学生的学业和品行。践行导师制，在密切师生之间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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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生动交往的同时，也于无形之中濡染着学生，有一种润物无声的效果。

（四）哲思传统的守护

哲思是大学所呈现出的生命样态，牛津大学也一直以对哲思传统的守护为己任。由此，牛津大学倡

导教育应以发展学生的理智为目标，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品质和理性能力。一种未经省察的生活

是不值得一过的，让哲思成为大学生的一种生活方式，通过哲思促使大学生不断地反思自我，省察自我，

进而更好地发展自我。大学是在更高层次上使人成为更完美的自我，使人性成为更完美的人性，在“永

不平静的波浪等等中得到感悟，形成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人生哲理及人生诗篇”［２］７０。牛津大学的学生

接受博雅教育之后，“一种以自由、公平、冷静、克制和智慧为特征的终生思维习惯得以形成”［２］２２。而个

体正是通过理性的、审慎的哲思性思考方式不断达成认识自我、完善自我的目标。好的人生，有赖于哲

思的理性作为支撑。在理性光环的照耀下，人可以更加自由，更加从容地生活。

二　牛津大学人文理想的课程实践
牛津大学人文理想的践行主要凭借课程这一载体。课程是博雅教育在微观领域之中的镜像，主要

包括显性人文课程和隐性人文课程。

（一）显性人文课程

中世纪的牛津大学，其人文课程包括文法、修辞、逻辑三门基础学科以及算数、几何、天文、音乐等四

门高级学科，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科学、伦理学和哲学同样是人文课程的重要内容。牛津课程对１３世
纪哲学思想的一些新发现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并且还对数学和占星学的修习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同时

每一位学生也拥有充分自由的课程选择权［４］９６。这些文科课程全部用拉丁语进行教学，是牛津大学学

生学习的主要内容，在其所学科目中占据着较大的比重。

文艺复兴时期，作为英国思想和学术的中心，牛津大学沐浴在人文主义思潮的洗礼中，不断夯实着

人文理想这一传统。这一时期牛津大学的人文学科课程仍旧主要以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为中心，即

坚持一种以古典人文学科知识为核心的博雅教育观。同时，文艺复兴也促进了牛津大学人文课程内容

的拓展，牛津大学的主课转向了古典学，即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史哲。古典拉丁语、希腊文、希伯莱文以

及用这些语言写作的大量古代作品成为学校的重要教学内容［５］１９９。１６世纪，牛津大学的大学章程所规

定的教科书包括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维吉尔、西塞罗等人的著作。此后，古典人文教育随之成为牛津

大学的特色。到了１８世纪，尽管由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出现，自然科学也开始迅速发展，然而此时的牛津
大学，科学和技术教育并未在其中受到真正的重视，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核心的古典人文学科课程仍旧

占据着核心地位。此外，１８世纪是英国博雅教育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专门论述博雅教育的代表
性论述有英国科学家普莱斯特里１７６５年撰写的论文《面向公民和积极生活的博雅教育课程》［６］，以及

英国教育家维赛斯莫·诺克斯１７８１年的著作《博雅教育：或，关于获取实用与文雅知识的应用性论
文》［７］１。这些著作的问世，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促进了牛津大学对人文课程开设的关切和重视。

１９世纪，纽曼可谓是对博雅教育进行系统阐述的重要代表人物，有关博雅教育在课程中的实践，他
更加推崇古典语言和古典文学，其思想也深深影响着牛津大学的现实课程实践，因此古典学无疑成为牛

津大学重要的人文课程之一。１８７１年，科学和历史迅速成为同古典学、数学同等重要的学科，相应的学

科课程设置也应运而生。“到了２０世纪，牛津大学更加顺应时代潮流，在１９１２年规定古希腊文不再是
必修科目，同时开设的课程不断现代化，并增设了许多新学系，如现代语言系、政治系和经济系等。然而

即使这样，在牛津大学还是人文学科最具威望，即以希腊和拉丁原文学习古代世界的文学、历史和

思想。”［８］７

纵观牛津大学学科课程的发展变化，即使随着时代的发展伴有学科课程调整现象，然而有着一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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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的主线，即开设人文课程进而守护其人文理想，彰显其人文情怀。其人文学科的内容主要有：“对古

希腊罗马学术和语言、文学及自然科学的研究，后来演变成仅指拉丁文、希腊文、古典文学的研究。在此

基础上又产生了较为广义的近代人文学科，包括语言、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历史等。”［９］１６从表１中我

们可以看到，自中世纪始建直到现在，人文学科课程的设置是牛津大学各个时期共有的内容，例如哲学、

古典学等。由此可见牛津大学对人文学科课程的重视及其对自身所追求的人文理想的真正践行。

表１　牛津大学不同历史阶段科目变化一览表①

中世纪（１２～１４世纪） 文艺复兴时期（１５～１６世纪） １７～１９世纪前期　　 １９世纪中期～１９世纪末期 ２０世纪～至今

七艺

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科学

哲学

伦理学

神学

政治学

古典学

逻辑学

数学

伦理学

形而上学

物理学

语法

修辞法

哲学

政治

历史

经济学

心理学

语言

生物……

数学、数学与哲学、体

育与哲学、古典考古

学与古代史、美术、哲

学与神学、人文科学、

心理学、哲学与语言

学、音乐、法学、生物

科学……

（二）隐性人文课程

跨学科学院制的学生管理方式实属一种隐性的人文课程资源。这种管理方式强调集体生活的重要

性，学生们在一起生活，一起讨论，一起交往互动，一起真实地体验着大学生活的真谛。由于学生们来自

于不同学科、不同专业，彼此间的互动交流更易促进学科知识的交叉和融合，有助于呈现一种整体观下

的知识样态，进而达成彼此的相互成全。同时，这种方式有利于锻造学生的整全视野和广博的知识建

构，于学生的健全发展颇具意义和价值。

大学之中丰富多彩的活动同样是学生学习的隐性课程资源，同样备受牛津大学的关注和重视。通

过自由地参与有兴趣的活动，可以促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领悟蕴含于其中的人文精神。牛津大学特别

注重面向全校学生举办各种公开讲学和讨论性质的活动。牛津大学的教授每一学期须以公开讲座的方

式将最新的研究成果与师生一起分享和交流。此外，“牛津大学现有２００多个俱乐部和社团组织，既有

体育、音乐、戏剧方面的体育娱乐性组织，又有辩论、宗教、学术方面的组织，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

好参加各种组织，参加各种课外活动。牛津大学主要由各学院组织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使得学生在规

模巨大的大学中可享受到小学院的人文关怀和文化氛围。”［１０］２１通过参与社团活动，不仅活跃了学生的

学习生活，而且也拓展了学生的成长空间，既可让他们充分地体验生命成长的欢乐，也可让学校处处洋

溢着美好青春的朝气。同时，学生通过言说和行动的方式真实感受着学校这一公共场域的真正旨在，真

切体会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进而认识完整性的自我。由于人性中内含着人的合群这一特性，个体与他者

乃至社会的关系事实上孕育在个体与自身的关系圈之中。

此外，就牛津大学而言，“数百年不变的、每周至少一次的‘高桌晚宴’（包括正式晚餐、名流讲演和

导师———学生交流），则用严格的餐桌礼仪培养着学生对师长的尊重；以自由提问的方式培养学生不畏

权威、追求真理的精神；通过师生交流增强师生关系、让学生学会交际、学会关注社会和人生。”［１１］３４此情

此景，处处彰显着大学的人文理想，严格的餐桌礼仪于无形之中形塑着学生的绅士典范形象；自由的提

问方式于无形之中培养着学生的良好质疑精神，而师生之间的积极交往互动则真实地体现着“学术与

人生”统一体的生命在场，是一种真实生命状态的动态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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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表１据何梅．牛津大学人才培养的历史传统与现代走向［Ｄ］．西南师范大学，２００５．以及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ｘ．ａｃ．ｕｋ／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ｕｎｄｅｒ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ａｚ．ｈｔｍｌ编制而成。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三　牛津大学人文精神的现实启示
经由坚守和践行人文理想，牛津大学为其人文精神的诗意栖居提供了现实可行性，同时也为整全人

的培养孕育了现实路径。牛津大学的办学之道可为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提供参照和借鉴。

（一）践行人文理想

文化传统是一所大学的特色所在，其不仅是大学办学理念的一种彰显，而且也是大学安身立命的重

要保障。大学，正是通过独特的文化传统不断完成着自身的育人使命和学术使命，同时也不断夯实着自

身的文化底蕴和竞争实力。普遍知识的传授、求真之路的朝向、绅士典范的培养以及哲思传统的守护，

既孕育了牛津大学的人文理想，也形成了牛津大学的文化传统。牛津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与

其对于人文理想的守护和践行息息相关。一所一流大学，一定是人文理想在场的大学，因为只有真正以

人为本的大学才能滋养和培育一批批成为自己的大学人，才能使大学彰显出生命的活力。其中，大学主

要以课程的方式实现其人文理想的赋形。牛津大学不仅通过具体的显性课程对学生施以人文性的培

养，而且也通过隐性课程对学生进行化育性的塑造。“专业知识为我们奠定起步的基础，而文化则像哲

学和艺术一样将他们引向深奥高远之境。”［１２］１

我国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必须秉持大学人文理念，结合本土实际，遵循大学的发展逻辑，

确保大学人文理想的在场，彰显教育的本真。大学人文教育应该贯穿于专业教育之中，通过合理设置各

学科的核心课程、一般课程和融合性通识课程，进而促成纵深横广的教育培养模式。而通识课程主要由

显性人文课程和隐性人文课程所组成，其中，显性人文课程主要涉及古典学、哲学、音乐等，具体可以通

过研读名著、分主题讨论和系列讲座的方式实施；隐性人文课程主要指涉活动课程，包括对社团活动、文

体活动的参与等。此外，在显性人文课程的设置上，大学还应该突破院系、学科的界限，鼓励不同学科背

景的教师联合构建跨学科课程体系，建立跨系、跨院的人才联合培养方案和跨系、跨学院的学分制制度，

拓宽学生选修课的可选范围，进而促使学生形成纵深横广的知识结构体系。大学正是通过显性人文课

程和隐性人文课程大课程观的方式培育学生的人文素养，引导学生由个人性达至普遍性，促成学生人

格、德性的完满和精神世界的丰盈，进而达成教育使人成人的目标。目前，我国已经有一些重点大学以

通识课程的实施为凭借践行着大学的人文理想。其中，尤以分段式的通识教育为主，即大学本科教育的

前两年实施通识教育，后两年实施专业教育。在大学人文理想的观照之下，不同的大学可以依据自身实

际探寻不同的人文理想践行方式，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样态。不过，人文精神的培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路漫漫其修远兮，仍需上下而求索。

（二）培养整全人

大学教育旨在促成人的完整性生成。由此，大学仅仅实行专业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尚需通过传授普

遍性的知识促进整全人的诞生，进而真正实现大学教育的育人目标。而牛津大学正是通过对于普遍性

知识的传授完成着自身的育人使命。据此，我国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需要真正正视大学的人

才培养这一核心要务，将其真正置于大学教育的中心地位，确保其应有的名分，而其他所有工作的开展

均需以人才培养这一本源性目标为旨归。其中，人才培养应是一种整全人的培养，即通过对普遍性知识

抑或是整全性知识的传授进而唤起人的整全意识，促进人的自我理解。分门别类的专业化教育可以为

人的现实性生存提供可能，而通识教育所通向的则是整全的目标。促使大学生充分而有意义地生活在

大学之中，确保其心灵世界向整全的一种开放，既是大学生对于大学生活的真正融入，也是大学之大的

本真要义。大学教育的要义正是在于引领大学生领悟人之为人的使命所在，使其养成健全之人格和独

立自由之精神。

同时，一所一流大学不能仅限于满足提高学生的修养、智识和思维能力，更重要的是要为学生的个

性发展提供机会和平台，增设适应学生个性化培养的课程。“每个人都是一个一次性的奇迹，每个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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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中都载负着一种具有创造力的独特性，以作为他的生存的核心。珍惜这个独特的自我，把它实现出

来，是每个人的人生使命。”［１３］５牛津大学拥有数量众多的各式俱乐部和各种社团组织，这些社团组织不

仅丰富了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为其实现个性的成长提供了有力的发展平台，而且也增进了学生间的互

动交往，为其实现共性的成长提供了有益的发展空间。在这一意义上，个性和共性的共在才是一个整全

人的本然所是。

反观我国的大学，由于大学生就业压力等问题的出现，各种考试成为大学生生活的一种普遍样态，

教育中少了应有的闲暇，因此，社团活动的参与这一隐性人文课程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由此，我国建

设世界一流大学，除了必要的硬件建设，更有赖于构建有活力的校园文化［１４］，树立鲜明的办学理念，成

为真正的有生命力的人文校园［１５］。大学要为大学生提供自由的成长空间，为其个性发展搭建成长平

台，重视对于学生个性化培养的隐性人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的那样：“大学

生在交往中成长，但仍保持其个性，他们不是普通人，而是敢拿自己来冒险的个人。这种冒险既是现实

的，又必须带有想象力。同时，这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升华，每一个人都可以感觉到自己被召唤成为最伟

大的人。”［１］１４７正是在富于人文情怀的大学校园中，大学的人文气息于无形之中滋养着一批又一批学人

的精神生命，使其真正显现出人本应具有的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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