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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复兴，不只是空喊口号，关键是如何落实，而落实的着力点在教育。目前很多读经班、国学班，还有很多社会团体体，纷纷以某
某书院自称，说明书院一词寄托了人们很多美好的想象，代表了一种文化认同和文化理想，但书院与现代学校教育有很很大的区别，
有其独特的传统和精神特点。那么书院能否承担起反省目前教育体制缺失的任务？能否与学校教育互相取长补短，更好好地融合，以
提供一种新的选择、新的方向？本报记者就此分别访问了著名学者龚鹏程和熊丙奇。

书院能承担儒学复兴的期待吗

齐鲁晚报：对于书院的复
兴，您有何期待？您为何特别强
调复兴书院精神？

龚鹏程：书院有许多精神都
是现代学校不具备的。例如书院
强调主敬，要敬业。这敬业本来
是《礼记·学记》就讲的，读大学，
须学得敬业乐群。但敬业这种精
神，在学校传统中是没有的，有
的学生荒唐度日，酗酒打架，闹
着玩，谈恋爱，乱七八糟。只有在
书院里还有敬业这样的精神。

再就是书院在礼底下表现
出一种契约精神。现代的学堂
呢？现代学堂有两种形式，一是
中小学，管得非常死，规矩很多，
其目的是要把学生控束住。从前
是发型、衣服裙子的样式长短都
要管；现在其实也差不多，只是
换了些形式。但大学又极为散
漫，毫无规矩。university，又称“由
你玩四年”，谁管你啊？以致有些
大学生养成了恶劣的习惯，生活
完全不能自理，天天睡懒觉。没
有礼的精神灌输其中，你寻思
着要他们守什么规约，必然引
起反弹。老师进教室讲课，学生
起来敬礼都不会；下课，学生一
哄而散，也不懂得要跟老师敬
礼，没任何仪式。学生迟到早退，
在课堂上喝饮料吃汉堡等等都
算是客气的；课堂上打瞌睡、玩
手机、抱着男女朋友摸摸蹭蹭的
很多。在书院史里，哪有这样的
事？

书院又强调自学精神。因为
书院所要教给学生的东西，跟学
校是两回事。学校教的是一套考
试的技术与知识，只有考试才有
用，所以只是敲门砖，叫做利禄
之学。而书院跟学校的不同是什
么呢？是义利之辨！读书不是为
了求科举跟功名，是为自己读
的，不是为了老师、为了家长，是
我自己想要做个明白人，懂道理

的明白人。
自学自律，为己之学，这种

精神贯穿于书院中。正因这样，
书院才必须要有藏书。因为是自
学，学生更多的是从书本子上查
找，而不是靠老师教你什么。现
在的教育却只是读教科书、读老
师的讲义。传统书院不是，是自
学，要自己去找书。目前，我们中
小学不重视图书馆。好一点的大
学，图书馆好些，北大、浙大、清
华的图书馆都很好，但学生有没
有养成利用图书馆的习惯呢？没
有，大多只是去那里读课本、做
作业，没有自学的习惯。其实大
学哪需要老师讲课？你只要钻进
书山去，自然可学到很多东西，
并不太需要老师。老师起些指点
性的、印证性的作用就够了。这
即是传统书院的教学。

从前的书院不但要藏书，还
要刻书、印书，它是个出版系统，
是面对社会的。现在大学一般也
不重视出版功能。只有少数大学

的出版社办得还可以，而很多大
学并没有出版社。有出版社的，
印的也多是些教科书、考试用
书，真正面对社会、改善风俗、启
迪知识的著作却不太多。

因为书院不是功利之学，所
以书院又都有反官学的倾向。朱
熹、叶适、陈亮他们办书院时，不
约而同地都讲为什么要办书院？
因为学校太差了。学校为什么
差？因为学生来读书都是为了将
来的出路，跟现在的大学一样，
学生选你这个科系，读中文、历
史、哲学，千万个不情愿。因为他
觉得学这些没出路。选科系，就
是奔着出路来的，不是为了你的
学问。学生一上课就问：“这科分
数怎么给、怎么考试？”我讲的东
西有多么重要、我的见解有多么
难得听到等等，他都不在意。若
觉得这跟他的分数没什么关系，
或分数给得不够漂亮，他就不修
了。这就是功利之学。书院就反
对这个。

另外，书院因材施教，有教
无类，认为“途之人皆可为禹”、

“人皆可为尧舜”。传统书院恰
好就是面向社会的，因为它具
有儒家经世致用的目的。通过
我的讲学，能够移风易俗，能改
造这个世界，这是书院非常重
要的意义所在。所以书院不是
象牙塔，除了钻研学问，它还要
影响社会。

还有，刚才说过书院的师生
感情非常深厚，尊师重道就不用
说了。关键是什么？它有个原理。
老师选学生，学生也选老师。各
位都知道，书院跟学校不一样。
以明朝清朝为例，学校的学官是
官方选派的，学生按籍贯入学。
州学、府学、县学皆然，跟现在的
学校一样，有学区、有学籍嘛！但
书院不是，书院学生都是跨省而
来的。学生选择老师、书院，是因
为书院各有宗旨、有风格各异的
学者，可以选择跟哪个老师学、
学什么学问。学生大老远来，穿

州过府走几百里到书院去学。这
才是从师、才是求学、才是问道。

同时书院也选学生。像杭州
的诂经精舍，为什么好？学生很
少，总共才十八人。阮元在广东
办学海堂时，略多些，正取生二
十名，附取生二十名，总共也才
四十人。所有书院的学生都非常
少，精挑细选。如陈澧，被选中到
书院读书时，已是举人了，在当
地已经很有名望。书院选了这样
一批读书种子来培养，焉能不出
人才？

老师选学生，学生选老师，
所以到书院以后，师生关系当然
非常紧密。因为人很少，吃住生
活都在一起，这么多年下来，天
天问学诘难，感情如家人父子。
当然不是现在大学的师生关系
能比得上的。现在一个大学几
万人，校区又分散在好几处，动
辄相隔数十公里甚而数百公
里，教室则动辄数十百人上课，
以致老师不认识学生，学生也
不认识老师。我就常碰到一些
大学毕业生，问他们是什么科
系毕业的、他们系有什么老师，
许多学生连老师的名字都想不
起来。

当时朱熹就说学校为什么
差？就是老师“以学校为传舍”，
把学校当旅馆，我住几年就走
了；学生则“视老师如路人”，路
上看到了也不打招呼，假装不认
识。结果，过几年也就真的不认
识，连名字也忘了。这样的例子
非常多。书院的学生不是为了文
凭，所以不会这样。

现在大学里每年还有许多
学生跳楼自杀的，年年都要死很
多人。其他疯的、变成废人的，不
可胜数。师生反目，结为死仇，甚
至打官司告来告去的，也不可胜
数。我读古代书院史料，从来没
见过这等事。

访问人：本报记者 黄体军
受访嘉宾：龚鹏程（中国国学中心顾问，北京大学教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中心主任）

反对功利之学，
现代学校缺少书院的精神传统

离开了质疑、批判精神

培养的书院教育，只是

概念与炒作

齐鲁晚报：有着独特精神特
点的书院，在现代教育体系中能
否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熊丙奇：我国香港中文大学
的书院制，近年来也引起内地高
校的关注，说到底，也就是把几
个宿舍的学生归为一个书院，通
过书院组织各类活动，让学生得
到专业知识之外的校园成长。每
个书院有自己的书院文化，会聘
请教授担任学生的兼职导师，每
一两周要和学生进行交流、沟
通，关注学生身心健康，还组织
各类讲座，丰富校园生活。同宿
舍楼的同学不但组建社团，还一
起出杂志、办期刊。家长到香港
中文大学探望孩子，就可住在宿
舍楼下的房间中，而一些访问学
者，也就住在学生宿舍里，这为
学生们营造了与教授们方便交
流的环境。而大学精神的传承、
大学文化的形成，也就在教师和
学生的共同生活、日常交流中。

导师制和寄宿制，是海外实
行精英教育的大学培养学生的
基本措施。寄宿制学院不是给学
生提供宿舍那么简单，而是把宿
舍作为培育学生健全人格的空

间。以哈佛大学为例，全体大一
新生会安排在哈佛园，每个宿舍
还会配备宿舍学监，负责引导新
生适应大学生活，宿舍楼就有会
议室、活动室。到了大二，学生们
会分配到校园里的另外 12 个学
生社区(也就是宿舍区)，哈佛希望
通过这样的方式，发展学生的校
友关系，培养学生间的友谊。在哈
佛，每个学生都可以说出古老的
宿舍曾经住了谁，比如比尔·盖茨
或者罗斯福。那种由学生自由选
择室友的方式，显然并不适合发
展学生的人际关系，而会缩小交
际圈，难以培育出校友文化。

我国大学虽然也实行寄宿
制——— 教育部门还曾发文要求，
禁止学生在校外租房——— 可是，
所谓的寄宿制，只是提供给学生
一间宿舍，并没有让学生感受到
寄宿制生活的魅力。不像国外大
学那样，可以在下课后和教授们
在校园里一起生活、交谈。我国很
多大学，一到下午四五点，教授们
就离开校园，只留下孤单的学生。
宿舍里也配备有辅导员，可是这

些辅导员大多很年轻，很难对学
生进行人生指导。对于这样的寄
宿制，学生并不满意，于是有的提
出还不如到校外租房。更重要的
是，由于没有教授和学生共同生
活的环境，没有导师指导学生、关
心学生的人生发展，大学宿舍成
为学生问题高发的地方，比如有
学生在宿舍通宵达旦玩游戏、宿
舍卫生脏乱差等等。

而且，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开始的后勤社会化改革，让大学
寄宿制进一步受到重创。一方面，
改革把原来住在校园的教授们全
部赶出校园，有教授就指出，换到
现在，朱自清已不可能写出《荷塘
月色》，他恐怕已经搬出清华园
了。另一方面，学生宿舍管理转变
为物业管理，且变得不彻底，因为
如果宿舍管理属于物业管理的
话，应该满足学生业主（租客）的
需要，可宿舍还有各种各样的规
定，比如晚上 10点熄灯等等。

要解决问题，必须思考学校
实行寄宿制教学的本意。如果学
校实行寄宿制，就是给学生提供

宿舍，那还不如全部社会化，让
学生自己租房而住。要让寄宿制
起到育人的作用，必须在为学生
提供寄宿环境的同时，配备宿舍
导师，创造与教授共同学习、交
流的空间，如果有充满人文关怀
的宿舍管理，有及时关注学生身
心变化、指导学生适应学习生
活、规划人生发展的导师，大学
宿舍生活是会变得精彩的。

今天中国教育的问题是，如
何不要让教育在底线之下，少谈
什么复兴，多谈常识更重要。

书院教育在现代教育中，核
心是通识教育，而通识教育的核
心是质疑、批判精神培养。离开
了质疑、批判精神培养的书院教
育，不可能培养学生的独立、自
主与创造力，这样的书院只有概
念与炒作。

国学教育过程中，要允

许不同的意见表达

齐鲁晚报：现在各地有很多

读经班，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熊丙奇：毋庸置疑，国学教

育近年来在我国大中小学都很
热，可是，分析学校的国学教育
内容，给人的感觉是，对于国学
教育的价值、内容、课程体系、
培养模式，都缺乏科学、系统的
论证，不少学校把诵读经典视
为国学教育，学生则把穿汉服
作为国学教育，这是形式和概
念上的国学教育。尤其是在国
学教育过程中，仍旧采取灌输
模式，结果是学生可能背诵了
几段经典，却根本就没理解国
学。

在学校教育中进行国学教
育，必须立足于把学生培养为
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公
民，不然，国学教育就没有多大
价值。为此，需要办学者和教育
者围绕育人目标，来选择适合
本校的教材、课程和培养方式，
哪些教育内容适合培养本校的
人才，就用哪些内容，不能说用
国学教材就好，不用就不好。再
者，在进行国学教育过程中，要
允许不同的意见表达，不能以
进行国学教育为名反对质疑，
并给质疑者扣帽子，认为是不
尊重传统文化，这样推进国学
教育，会走到培养独立人格的
反面。

（文中学者观点不代表本报
立场）

访问人： 本报记者 黄体军
受访嘉宾：熊丙奇（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国学教育应服务于培养学生独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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