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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书院文化与现代大学文化创新

朱为鸿

（肇庆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摘 要：书院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传统书院倡导个性自由，重视学术创新，强调人文情怀，为现

代大学文化创新提供了许多启迪和参考。基于书院制建设的现代大学文化创新具有引领的作用，传承传统书院文

化，实现现代大学文化创新，是中国大学的文化使命，有助于培育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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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作为中国古代的教育组织，打破了封闭的

官办教育系统，推动教育由上层贵族垄断向下层社

会的移动，开启了书院教育与官学并行发展的双轨

教育体制。书院教育发展引起文化重心向下层平

民文化的转移，对平民文化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

用。书院培养了大批适应时代要求的人才，不独宋

代的书院如此，在以后元、明、清各个朝代都是如

此【1】。书院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不仅开创了

中国文化发展的独特路径，而且创造了大量有中国

特色的教育经验。中国大学应传承创新书院文化，

为中国特色大学发展寻求文化资源和精神支持。

一、传统书院的文脉与内在精神

（一）个性自由

书院文化的自由精神，主要体现在学术自由

上。古代书院之所以能传承千年，承担延续中华文

化之重任，一个首要原因就在于书院有学术自由。

正是因为有学术自由，学者们可以自由自主的研究

各自所好，可以自由自主的相互学习，可以自由自

主的相互诘难。有了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学

者们可以潜心学研。由于学习的是济世安邦的儒

家思想，学者们在学习中自然具备了一种积极向

上、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即便是时世艰难，亦自觉

向道，克己复礼，秉中持正，潜心专注问学，形成追

求学术自由之精神。有学术自由，自然可以碰撞出

思想火花，实现个人宏愿，体现人生价值。

中国现代大学在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的引导

下，致力于为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服务，放弃了大

学“为学术而学术”的追求。结果是，大学规模持续

扩大、功能不断拓展，但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人才培

养质量“令人堪忧”。 20世纪以降，大学日益巨型化

和复杂化，组织结构和功能不断演化，已经由单纯

的教育机构变成了有丰富内涵的社会机构，其发展

动力取决于学术、政治、市场三者的合力，表现出多

主体、多目标和多元化的文化特性。大学发展日益

走入困境，究其根源，主要是大学理念的缺乏和大

学文化的“不自觉”。所以，我们要学习古代书院的

学术自由精神，唤醒大学的文化自觉。

古代书院的学术自由风气比较浓厚，书院以儒

学为宗，但儒学内部学派林立，甚至出现一个书院

一个派别，每个学派内的学者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的

观点。然而，古代书院并不相互排斥，书院之间和

学者之间辩论攻诘，并不互相排斥。如大儒朱熹，

不计门户之见，邀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主讲，授义

利之辨等，并篆刻象山义利之辨的讲义以传后人。

正是这种多元包容的文化学术环境，使儒家思想在

书院得到发展，佛家和道家思想也得到传承发展，

并在碰撞中产生了新思想。现在中国大学的学术

交流，存在“山头主义”和唯我独尊的倾向，学术交

流缺乏包容和求真的气度，没有多元化和宽容的文

化环境，阻碍了学术文化发展和繁荣。所以，有必

要学习古代书院的学术交流经验，进一步在思想文

化上改革开放，形成自由、包容和多元的文化环境，

促进中国文化在百家争鸣中实现超越。

（二）学术创新

现代大学起源于中世纪，其历经数百年而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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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始终坚持创新。大学通

过传播、创新文化和培养人才等文化活动形成独特

的文化传统，大学文化是大学生命力之所在，而卓

越大学文化的特征是创新。当前，制约中国大学发

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原始创新能力不够。“大学的

创新能力弱，不是我们的投入太少，也不是我们的

人才队伍不足，关键是我们缺乏利于创新的大学文

化”【2】。所以，只有通过大学文化创新，才能不断提

高我国大学的学术竞争力和人才培养质量。住宿

学院制是西方大学的创新，住宿学院通过独特的人

才培养方式造就了大量高素质人才。中国古代的

书院同样富有创新精神，是值得中国现代大学借

鉴的。

中国古代书院孕育了众多学术派别，培养了许

多优秀人才，对古代中国的辉煌起到了巨大的推动

作用。自唐出现书院，书院扮演了重要的文化角

色，如讲学、藏书、校书、修书、著书、刻书、读书等，

并产生了诸如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乾嘉考据等学

派，这些学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发展起到了巨大

的促进作用。更为可贵的是，这些学派并不因循守

旧，固步自封，而是在理论上有不断传承创新，代表

了一定的时代精神。在陆九渊时，朱熹之学已是盛

名在外，但陆九渊并未人云亦云，而是直指朱熹理

学之弊端，提出了心学主张，最终形成朱陆之学两

足鼎立之势。朱学广大，陆学高明，朱陆鹅湖之辩

已成为千古佳话。继而，王守仁也没有完全因袭陆

学，而是在承袭陆学之基础上，批判继承，最终提出

了致良知之学，既进行了理论传承创新，又反映了

时代精神。

书院代表了兼容并蓄的文化精神。从宋元以

降，书院维持文化的弹性和教育、思想上的包容性，

成为承载中国文化命脉的主要机构。中国古代书

院的创新精神，对于今天大学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首先，当代大学要把创新精神的培育和弘扬作为大

学教育的根本任务，要像古代书院教育那样保持开

放的态度，不存门户之见，不拘泥于一家之言，积极

吸收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不断进行学术创新。其

次，要增强大学教师的创新意识，弘扬书院大师的

教学和学术研究相结合的传统，真正做到以学术研

究促进教学，以教学带动学术研究，使大学教师成

为具有创新精神的大师。再者，要着重培养大学生

的创新意识、创新习惯和创新能力，进而培养创新

人才。

（三）人文情怀

书院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儒家文化实质

是道德哲学，所以，书院文化具有浓厚的人文精神，

重视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社会责任感。而人文

精神正是今天的大学所缺乏的，人文素养是当代大

学生需要加强和提高的品质。面对科学功利主义、

数字化、信息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大学对科学技

术日益崇拜、对物质利益疯狂追求，大学教育逐步

丧失自己的终极目标。许多教育家呼吁：当代大学

需要重视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加强大学的人文精

神建设，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古代书院文化

的文化追求和人文精神培养对解决当代大学发展

的问题有所启示。

古代书院教育将知识传授、学术研究与人格完

善有机结合起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陆九渊曾对

弟子讲：“人生天地间，为人自当尽人道，学者之所

以为学，学为人而已”【3】。他认为，官学教育的缺陷

是只教学生在文辞章句上下功夫，而不是教学生

“做人”。陆九渊所谓的“做人”，其实就是通过书院

教育，让学生成为以德性为基础的通才。古代书院

有很强的文化氛围，师徒之间自由择师，慕名在先，

道义为重，以诚相见，相互问难辩疑，往往情如父

子。然而，当代中国大学办学深受功利主义影响，

围绕专业发展和就业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忽视了大

学生人格操守培养，人文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成为

人才成长的短板。教师责任意识不强，缺乏职业道

德理想，师生关系疏淡，教育影响力不强。究其原

因，与大学教师人文精神失落、社会责任感和奉献

意识淡薄不无关系。需要从书院师生关系和人文

教育模式中汲取有益经验。

古代书院重视学术渊源，以显示文化传统，如

通过命名题词、嵌碑立石、匾联语录等，突出教化内

容、修身之道。书院环境的选择和建设增强了书院

的吸引力，营造了书院教育文化氛围，有效促进学

生的人文修养提升。书院重学术、尊贤者的祭祀文

化传统让学生产生对前贤的敬畏心和向往，有助于

树立学术追求。当然，现代大学不必像书院那样建

在山水之间，但是我们同样可以营造具有浓郁人文

色彩的独特校园文化氛围，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

到教育。可以借鉴古代书院祭祀儒家圣贤的传统，

把历史上对本校有特殊贡献和德艺皆佳的楷模和

事迹展示在大学显眼之处，供师生瞻仰，观摩仿效，

以起到规勉劝诫的作用[4]。通过入学教育、毕业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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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等仪式，强化大学文化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二、传承与创新书院文化

古代书院已经成为历史文化遗迹，但书院教育

形成的文化教育传统仍然源远流长，并成为中国教

育的文化基因在持续发挥作用。书院的基本使命

也是培养人才，现代大学应弘扬书院文化的独特魅

力，挖掘书院积淀的教育精神和文化传统，在传承

中创新现代大学文化。

（一）更新教育观念，培育创新人才

书院承担着培养儒学研究人才和政事人才的

重任。书院作为私学的典范和高层次教育机构，一

直保持重儒学研究和重道德培养的传统，培养了大

批传播儒学的人才，在学术思想发展和古代知识分

子培养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适应社会发

展和政治的需要，弥补官学之不足，帮助生徒通过

科举取士。从唐代中后期开始，有些士人就选择隐

居山林读书这种求学方式，书院为考取科举而实施

相应的教育。宋代书院开始官学化，培养科举人才

成了重要内容和任务，特别是理宗承认程朱理学的

地位之后，书院的教学内容和科举考试内容逐渐趋

向一致。到了明清时期，书院作为科举人才培养机

构的性质更加突出，培养了大批通过科举考试入仕

的门徒。由此来看，书院教育在人才培养上存在目

标多元、内容多样和因材施教的特点，强调教育的

适应性，既适应生徒发展和知识传播的要求，又适

应当时社会政治发展的要求，在官学的夹缝中求生

存，在政治和教育的博奕中行走，表现出强劲的生

命力。

现代高等教育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

会服务和文化创新的任务，大学是培养高层次创新

人才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承担着为社会发展提

供人才储备和智力支持的重任。要主动借鉴书院

的文化教育观念，实施多元化的教育，培养多样性

的个性化人才，顺应社会发展要求，增强大学的适

应性，培养创新人才。

（二）加强教学管理，提高教育质量

中国古代书院有着严格的管理模式。它颁布

严格的学规，进行规范化、制度化的教学管理。书

院所订学规要求师生共同遵守、互相监督，对学生

的管理和考察注重德才兼备和平时考核，制度化的

教学管理保证了教育教学质量的持续提高。目前，

大学的内涵发展对大学管理制度提出了要求，通过

教学管理创新促进教学与科研的跨越式发展是大

学提高质量的必由之路。一位西方教育家说过:“大

学的本质在于把一群优异的年轻人聚会在一起，让

他们的创造力相互激励，产生使他们终身受益的智

慧。对于教师而言，重要的是他们是否能够通过教

学为学生创造出可以互相激发智慧和创造力的环

境。”目前，中国大学教育还没有走出“教师中心、教

材中心、课堂中心”的传统办学模式，教师和学生之

间缺乏互动。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确立学生主体

地位，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激发学生的主动思考和

探索精神，加强与学生平等交往，鼓励学生自由思

考，赋予学生发表个人见解的自由空间。加大教学

管理改革力度，在教学质量评估、教师业务水平考

核、教学管理制度等方面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机

制。要深化教学改革，优化教学过程，改进教学方

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

（三）建设学术团队，促进学术创新

宋代以后，很多学术派别的形成与发展都与书

院息息相关，有些是以书院为研究基地，有些以书

院为传播基地，有些是二者兼而有之。学派的产

生、发展及其影响不但取决于学术本身的价值大

小，还取决于学派创始人个人的影响力，学术大师

对学派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不少书院为了提升

自身学术创新水平，争相延聘学术大师担任主讲和

书院山长。正是由于书院宽松的学术环境，师生相

互答疑问难、相互激荡，推动了学术创新。当代大

学完成培育人才、创造知识、服务社会的使命需要

依靠优秀的学术团队，需要学术团队具备学术创新

能力。高校教师不仅要教学，还要进行研究，教师

团队要能够把握学科的发展方向和研究前沿，从知

识的传授者变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促进和激励学

生综合创新能力的发展。所以，大学要创造有利于

教师自由发展的环境，建立能有效提高师资队伍整

体素质的培养制度，改革传统的评价标准，调动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鼓励师生间相互质疑，

真正教学相长，学生就某一学术问题展开激烈讨

论，激发学生的科研热情，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促

进学术创新性。

（四）提倡自学和质疑，培养创新能力

书院主要的培养目标是要求士子学做人，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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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的完善，强调道德与学问并进。教学上以学生

个人钻研、师生之间的自由研讨为主，注重培养学

生的自学能力，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创新。书院里

的季考或岁考的成绩要参照平时成绩斟酌给定，质

疑和创新成为学生考核的主要指标。爱因斯坦认

为，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因为提出一个有

价值的问题可能会开辟一个新的领域，而解决问题

需要的只是一些技巧。然而，当前很多大学的教学

仍然沿袭以传授知识为主、培养能力为辅的教学模

式，不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基于此，大学要注

重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让学生在学习、生活过

程中敢于质疑，善于质疑，自由思考，用科学的精神

思考和分析问题，培养学生的理性精神和独立思考

能力。“书院的统治机构是院士委员会。每个院士

都有同等的发言权。从选举院士、选拔学生的人数

与标准，一直到书院农庄应否养猪等事，莫不由院

士会以讨论决之，极具民主精神。书院之称为‘共

和国’者以此。当然，这种民主性格也是较晚近的

事。”[5]大学要能够营造平等、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

和有利于学生思考的文化环境，让学生在这样的环

境中全身心投入到对知识的理解和思考中，拓展独

立思考的广度和深度，成为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

的有用之才。

三、基于大学文化创新的书院制建设

书院文化的构建重在书院人的精神与行为习

惯的塑造与养成，需要通过大学精神培育、制度构

建、物质文化环境改造和行为方式修炼等途径加以

建设。书院文化的建构应该是全方位、多途径和多

层次的，需要社会、学校和各职能部门的协作和支

持，需要书院人的共同努力和通力合作，甚至需要

几代书院人的不断积累和创新，是一个长期的文化

累积和文化创造过程。

（一）制定合理的制度

制度在构建书院文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按照心理学理论，态度的形成与转变包括服从（顺

从）、认同（同化）、内化三个环节或阶段。服从（顺

从）：个体为了获得奖酬或避免惩罚，按照社会的要

求、群体的规则和别人的意见而采取的表面服从的

行为；认同（同化）：不是个体对社会压力的被迫屈

服，也不是不自觉地模仿，而是自觉自愿地接受他

人的观点、信念、态度与行为的影响，使自己的态度

和行为逐渐与他人或某个团体的态度与行为相接

近的过程；内化：真正从内心深处相信并接受他人

的观点，把外部的新思想、新观点归于自己思想体

系之中，成为自己态度体系的组成部分。内化是态

度形成和转化的阶段，个体具有行为自觉和内在精

神诉求，其行为不再需要外部的约束和压力，行为

变得稳定而持久。文化建构也经过这三个阶段，制

度是实现三个阶段不断转化的关键。通过制定合

理的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在长期规范的基础上

逐渐形成行为习惯，进而培养其所需要的精神。肇

庆学院在打造书院文化时，把构建恰当的制度放在

首位。首先制定了《肇庆学院书院制工作方案》和

相关规定，然后按照有关制度进行书院建设，逐步

形成师生的行为习惯和精神追求，逐步营造书院的

文化氛围。

（二）重构师生关系

人与人的对话是思想教育实现的前提条件，然

而，当代大学师生之间正是缺乏这种对话关系，师

生成为熟悉的陌生人。据统计，课堂上极少、没有

主动回答或提出问题的学生分别达到 81.2%和

80.7%。大学师生之间的交往很少，师生之间在下

课后基本上没什么联系，与教师很少和没有交往的

学生达到90.4%，仅有9.6%的学生与教师经常交往，

其中，大部分交往形式也是表现在学习上和礼节性

的打招呼[6]。书院制可有效地改善师生关系，使师

生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进行交往和交流，拉近师生

距离、改善师生关系，建立轻松、愉快的交流方式和

对话机制。教师自觉将自己的生命体验融人教育

过程，以学生为中心，帮助学生确定适当的学习目

标和达到目标的最佳途径；指导学生发展原认知能

力，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学习策略；创设丰富

的教学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兴趣，充分调

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倡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式

学习，师生共同体验和分享成功的喜悦。教师具有

理解和宽容的态度，包容学生不同的表达方式，打

破双方身份的限制，消解师生心理上的隔阂。通过

互联网交流平台和文化活动平台拓宽沟通互动的

渠道，及时地实现师生的交流，让学生参与到教学

和学校管理中，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在参与中获

得自主发展。

（三）强化人文关怀

大学生注重情感关怀，渴望得到理解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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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师不仅要拥有渊博的知识和精深的学术，还

要具备敦厚的品行，把教书和育人结合起来，以自

身的人格魅力影响学生、塑造学生，使学生“信其

道，亲其师”。 然而，当前的大学教育存在诸多问题

和困惑，师生间的对话与交流越来越困难，师生关

系疏远和冷淡，教师缺乏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学生

以“消费者”的姿态走进校园，教育物化为“供应者”

与“消费者”的关系；甚至出现了学术“民工”的现

象，教师的职业道德受到质疑，教风和学风令人

担忧。

书院教育以文化活动和文化平台为载体，强化

对学生的人文关怀，追寻对学术的崇敬和对大师的

敬仰，重塑学术和文化殿堂的尊严。教师以真诚、

宽容的态度对待学生，以求真至善的形象赢得学生

的尊重与爱戴，体味“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

自由研究”的和谐氛围。师生平等对话，相互切磋、

质疑问难，关注世界大事，教学相长，调动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与主动性，促进教与学的双向发展。从单

纯的高深学问传授向学术并举的扩展，从单纯的知

识学习向知识、能力和素质结合的复合型学习转

变，从教师为主体的被动学习向以学生为本的自主

性学习、合作性学习、探究性学习转变，教学过程强

调学生的情感体验，注重培养学生的主体性和自我

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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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he Traditional Academyhe Traditional Academy’’s Culture ands Culture and
the Modern University Culture Innovationthe Modern University Culture Innovation

ZHU Wei-hong
(Zhaoqing University, Zhaoqing , Guangdong, 526061,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e academy is a unique ancient Chinese education organization. Traditional academy advocates
individual character freedom,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academic innovation, emphasizes the humanity feelings, and
provides a lot of inspiration and reference for modern university cultural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academy sys-
tem construction, modern university cultural innovation plays a leading role, inherits the traditional academy cul-
ture, realizes the modern university culture innovation, and is the cultural mission for Chinese universities, which
helps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ents with creative spirit and practic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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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On the Connotation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Connotation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
Academy Mode and Development GoalsAcademy Mode and Development Goals

HE Fei
(Zhaoqing University, Zhaoqing, Guangdong, 526061, China)

Abstract:Abstract: By summary of the reform practice of Zhaoqing University academy mode,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academy mode is the beneficial exploration on the Chinese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reform and talent devel-
opment, which perhaps will become a direction of China’s university reform. The modern university academy
mode is a kind of education management system. While matching college system, it is based on student life com-
munity construction and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a new type of talent development mode, and also a kind of in-
novation on the college students’moral education program.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reform of the system, the
modern university academy will become the college students’“inner home”characterized with“poetic dwell-
ing”, which provides plenty of room for the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mode is promoted, and teacher- centered approach is shifted to the student- center ap-
proach. As a result, education will return to the development of full man, namely, high-quality talents with com-
plete mind, healthy personality and capable of meeting to the social need.

Key words:Key words: modern university; academy mode; connotation of the academy mode; development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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