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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名教授到处级干部

2012年4月25日，时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
授的贝淡宁，陪同国际关系著名学者、哈佛
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访问山东大学政治学与
公共管理学院。贝淡宁作了题为“社群主义
与儒家政治哲学”的学术讲座，社群主义研
究是贝淡宁的专长，他的成名作便是《社群
主义及其批评者》，此书也奠定了他在西方
学术界的地位。

也正是那次访问，贝淡宁与现任山东大
学青岛校区党工委书记孔令栋相熟，对儒学
的共同兴趣让他们日后结为好友。大约在
2012年，孔令栋邀请贝淡宁到山大任政管学
院院长。曾在政管学院担任过院长的孔令栋
相信，贝淡宁的经历很适合这个岗位。“他一
直有这个想法，当时就犹豫，也没坚决地说
不行。”孔令栋说。但在2015年，他开始考虑
担任该职的可能性。当时，贝淡宁与清华的
合约只剩一年多就到期了。

孔令栋向校领导汇报了引进贝淡宁的
意愿，校方表示支持。作为教育部直属的重
点大学，山东大学属于副部级单位，二级学
院的院长行政级别是处级，担任院长这一职
位，也意味着贝淡宁从一位知名学者，走上
了高校的管理岗位。

去年9月24日，从时任山大校长张荣手
里接受聘书时，贝淡宁尚未结束在清华大学
的聘期。直到2017年1月1日，贝淡宁才正式成
为山大一员。齐鲁晚报记者在清华大学哲学
系官方网站发现，在师资队伍一栏里，排在
第一位的便是贝淡宁。孔令栋说，贝淡宁在
清华的苏世民书院授课。该院培养未来可以
引领世界的人才，聘请最杰出的教授，贝淡
宁的课不可或缺。所以，经与清华协商，受聘
山大后，他仍在苏世民书院兼职授课。

现任政管学院副院长李济时清楚记得，
1月2日和3日两天，贝淡宁来到济南与院里
的老师见面，就这样，贝淡宁开始了他的院
长任期。

和而不同

中国人喜欢讲“新官上任三把火”，但曾
被一媒体评价为“温良恭俭让”的贝淡宁，似

乎并没有特别
大的动作。

“我有一些
想法，但学院规
模很大，有很多
老师，1000多个
学生。我先跟他
们见面，讨论他
们的问题，我才
知道怎么做。”
贝淡宁解释。

今年9月26
日，山大青岛校
区全面启用。之
前的7月1 2日，
政管学院完成
整建制从济南
搬到青岛的工
作。在新学期的
开学典礼上，院
长贝淡宁作了
演讲。推崇儒家
思想的他，告诉
新生们要做到

“ 和 而 不 同 ”，
“学院追求和而
不同，希望同学
们多与老师、同
学沟通，在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中进步。”
实际上，在具体的管理工作中，贝淡宁

也在遵循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每两个周，政管学院会开一次党政联席

会，与会的有院党委书记、院长、副书记、副
院长等院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就任院长一年
多来，只要在青岛，贝淡宁基本每次会议都
出席。

与会时，贝淡宁会将与老师、学生交谈

中收集的每一条意见都带到会上。外人眼
里，这位新院长办事很谨慎，对学校既有的
制度和做法处处尊重，生怕因为不了解而带
来问题。

李济时发现，作为一位在学界比较有影
响力的大牌学者，贝淡宁却并不想做一个大
牌院长，什么事情都听任自己的意志执行，
而是“尽量以意见的形式而非用院长的身份
去办事”。而贝淡宁在会上反映的问题，其中
有些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因为校区领
导和学校都很器重贝淡宁，李济时还建议应
由贝淡宁直接反映到校级层面。

去年就任院长时，贝淡宁承诺会充分利
用国内外资源在山东大学国际化建设、推广
儒家文化、培养国际化人才等方面作出贡
献。来到山大后，他担心会很忙，脑海里也有
很多想法。“比如在教育的内容方面，觉得大
家都应该学习比较基础的政治哲学等。”不
过，他后来发现，有些想法不一定符合学院
的情况。学校为政管学院配备了一位常务副
院长、三位副院长处理日常事务，集体管理
学院，“很讲民主，一起决定问题，我觉得挺
好。”贝淡宁随后话锋一转，“另一方面，如果
要办事，不是一个人说了算。所以有时候效
率不是那么高。”

但谈到国外高校是不是有更好的教学
管理方式时，贝淡宁又表示，自己在国外未
任管理职务，所以并不了解。他认为，院里已
经有很好的制度，自己要做的主要是
补充而非破坏。

“我们很希望他能把西方好的
东西带进来，比如说平等、民主、开
放的作风，把学术自由带进来。”李
济时告诉齐鲁晚报记者，贝淡宁
来到青岛校区后，很注重改善交
流的氛围、场所，他建议把学院里
的公共场所都利用起来，建一个
咖啡屋，这样大家可以在公共场
所畅谈。这在西方是很正常的，大
家也很支持。

一直在飞来飞去

当时校方引入贝淡宁，就是希
望贝淡宁能推动政管学院的国际化
以及儒学化。时任山大校长张荣曾
说，贝淡宁作为国际知名哲学家、社会
学家，致力于研究中国和山东问题，对
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对青岛校
区国际交流合作意义重大。

据了解，青岛校区落成后，在首批搬
迁的学院和研究机构中，山大已聘请七
位海内外杰出学者担任院长和重点实验
室主任，体现出人才队伍建设的国际化。

对于国际化，贝淡宁认为这确实是
学院的短板。以他在清华执教十多年
的经验，他认为山大的本科生并不比
清华的本科生差；但山大学生缺乏出
国的机会，而清华的学生这样的机
会多很多。

7月，贝淡宁就为院里的学生带
来了福利，他带四个本科生和两个
研究生到挪威参加为期 1 2天的
NEWDAY项目，项目由挪威南森学
院、北欧亚洲研究院等发起，旨在与
国际学者、青年学生一起探讨政治、
文化、教育、可持续发展等当今国际
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

几个月以后，参与此次项目的本科
五年级学生杨晓童提起此次北欧之行，
心情仍很激动。作为政管学院和外国语学
院联合培养的双学位学士，通过此行，她对
北欧和中国的政治文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她认为，北欧的规范性力量、强调对话沟通、
政治交往的智慧都可供中国借鉴；参与此次
活动，她还了解到北欧一直未融入欧洲市
场，这主要是考虑到了小渔民的利益，这在
注重集体主义的中国很难想象。除了北欧五
国，还有日本、韩国的学生参与此次活动。

刘耀灵也是此行的学生，活动中也受益
良多。亲身的经历让她验证了贝淡宁的著作

《东方遭遇西方》。她觉得，通过与各国学生
的交流，东方人和西方人还是共同点更多一
些，有着共同的话题。

“我还在与欧洲、印度、北美大学讨论合
作协议的可能性，给我们学生和老师争取更
多去国外的机会。这个过程会很漫长，但这
是我的责任。”贝淡宁说。

用刘耀灵的话说就是，“贝院长一直在
飞来飞去，不在国际上飞来飞去，就是在国
内飞来飞去。”

的确，贝淡宁为院长的定位就是促进国
际交流合作，以及人才引进，做增量的高端
工作，所以一年之中出访比较多。据李济时
介绍，目前学院正在跟英国的伦敦政经学
院、澳洲国立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等谈
合作。
(下转A10版）

每两个周，山东大学政管学院会开一次党政联席会议，贝淡宁总会反馈他从学院师生中收集来的意见。自去
年9月24日从时任山东大学校长张荣手中接过聘书以来，一年多的时间里，来自加拿大的贝淡宁努力地适应着院
长的角色。这位之前从未有过高校管理经验的洋院长，既小心遵循着既有的管理制度，“萧规曹随”；也努力地实践
着他在就任时的承诺，努力调动各方资源，推动山大的国际化建设和他推广儒家文化的理想。

2017年7月，贝淡宁与六名学生在挪威南森学院。汪沛摄

2016年9月24日，时任山大校长张荣向贝淡宁颁发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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