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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年年知知识识分分子子要要当当定定海海神神针针
雷颐做客齐鲁大讲坛，呼吁知识分子致力于构建理性精神

本报济南9月27日讯（记者
马云云 实习生 杜凯华）

在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有怎样
的建设性力量，又如何在自身专

业之外把目光投向公共事务？27
日下午2:3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
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做客齐
鲁大讲坛，讲解知识分子在中国
现代社会转型中扮演的角色。

雷颐认为，改革开放后，我
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社会
分工更加细化、各种职业不断出
现，同时，许多东西尚未确定，知
识分子施展作用的余地更大。知
识分子的力量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国家未来制度的走向。

关于知识分子与当代社会
的关系，雷颐用简单的一段话表
述为：“从书斋里看社会，从社会

再看书斋。”就是一方面要在自
己的书斋里读书，同时要走出书
斋，了解社会，用社会的知识丰
富书本知识。“既不是完全的社
会活动家，也不是纯书斋里的书
呆子，这两者是互动的。”

与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相
比，现在一些大学被批正在培养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很多有关大
学教授的负面新闻被四处散播。
那么，知识分子究竟应该以怎样
的姿态出现在时代的舞台上？

雷颐分析，真正的知识分子
作为各行业精英，与愤青不同，
对于某些社会现象、政策，不论

赞扬还是批评，都不应该是盲目
的、情绪化的。雷颐说，所有的社
会关怀都要在理性的范围内，赞
扬应表明为什么赞扬，而不是喊
口号，批评也要分析为什么反
对，而绝不是简单的情绪宣泄。

雷颐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做
的，是在事实、学理的基础上，用
自己的学识，让不同观点共同探
讨、商榷，“通过讨论使社会建立
理性精神”。

雷颐认为，从这个角度来
看，批评性和建设性就不是互相
矛盾的对立体。

27日的讲座现场来了不少

青年学生，雷颐特地对台下的年
轻人讲，相对来说，年轻人更容
易情绪化，而作为知识分子的一
部分，青年知识分子更容易影响
其他年轻人，因而更应该理性，
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

齐鲁大讲坛由省委宣传部、
省社科联、山东大学、齐鲁晚报、
山东博物馆联合主办，以“搭建
思想平台、共享精神财富”为宗
旨。大讲坛坚持公益性原则，向
社会免费开放。目前齐鲁大讲坛
已成功举办87期。本场大讲坛由
山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
导师魏建主持。

知识分子如何肩负起社会担当

警警惕惕沦沦为为既既得得利利益益代代言言人人

知识分子的定义和群体结构是具体的、历史的，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时代
使命也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变化。在当前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舞台很大，
肩上的担子也很重。雷颐认为，知识分子不仅要有专业知识，而且要有独立精
神，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以自己的学识推动社会进步向善。

群体结构

从研习孔孟的“士”，到现代技术人才

雷颐说，关于知识分子的起源主要有
两种说法，一种观点认为起源于19世纪下
半叶的俄国，从西欧回来的留学生不满沙
皇统治，批判沙俄的政治社会体制，这些文
化人被称为知识分子。另一个是左拉写了
一封名为《我控诉》的公开信，为犹太人德
雷福斯喊冤，其他知识分子也参与到其中。

雷颐认为，无论是知识分子最早产生
于哪里，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一群受
过教育、有启蒙思想，有对当时现状采取合
理性批评的态度和反抗精神，渐渐在社会
形成了的一个独特阶层。

中国传统以学历划分知识分子，雷颐
则从其产生的视角给出了新的答案。

雷颐认为，我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从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社会开始转型一点
点产生的。而在此前，一个很类似的阶层是

“士”，那时没有具体的专业，主要研习孔孟
之道，做社会评论，参与政治，从事技术的
人员如医生等的社会地位则较低。

可是随着中国现代化转型，逐渐产生
了各种各样的职业知识分子，如出现了工
程师、现代医生、律师、报人等职业分工，专
门研究技术。雷颐认为，有了这个基础，才
为知识分子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一些人在
自己的专业范围之外，对社会投以关怀，关
注公共事务，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知识分
子。

评判标准

不仅要有知识，更得有独立精神

“所谓知识分子就是读书比别人
多，既然是这样，更应该回馈社会，回馈
大众。”雷颐认为，政府不是无所不能
的，只能把握宏观面，很多边边角角的
事物是政府无法触及的，同时社会结构
发生转变，利益多元化，治理方式也应
发生变化，而这恰恰为知识分子提供了
空间。

比如很多人主动到北京的民工学
校讲课，山东等地知识分子正在致力于
的乡村建设等，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雷颐还特别强调，“知识分子的标

准，首先要有独立性、超越性”，“从历史
来看，知识分子不仅有专业知识，而且
有独立精神，是强调社会关怀的人。”

他说，所谓的超越性指的是两方面，
首先，知识分子不仅是传统认为的文化
人，或者有知识的人，而是要有公共关怀，
就是超越自己的专业、职业，超越自己的
利益。“比如你是医生，但在治病救人之
外，还对医患、医德等都予以关注。”雷颐
说，否则就只是一名技术人才。

而另一点，就是要做到“超然物
外”，警惕沦为既得利益的代言人。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实习生 杜凯华

27日，在山东博物馆，著名学者雷颐做客齐鲁大讲坛。 本报记者 王鸿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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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