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教育究竟何为？――大学生的四个 l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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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所谓的人文教育，最重要的是教育观念的转变，大学不仅是知识传授的场所，更重要的是培养有知

识、有教养的博雅之士。如何培养博雅之士？本文提出了对于大学生的教育来说，应该提倡四个 learn：

learn to know，learn to be，learn to do ，learn to together（学习知识、学习做人、学习做事、学

习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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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许多人都在谈大学人文教育，但人文教育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否开一些通识课

程，让学生读读《论语》、《孟子》、《庄子》，或者了解莎士比亚、歌德，就是人文教育？如

果对人文教育作如此狭隘的理解，那么对于学生来说，通识课程无疑又增加了一点死的知识，

而已。所谓的人文教育，最重要的是教育观念的转变，大学不仅是知识传授的场所，更重要

的是培养有知识、有教养的博雅之士。如何培养博雅之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讨论

21 世纪的报告中说，大学教育应该鼓励学生在大学里面学习四个 learn：learn to know，

learn to be，learn to do ，learn to together（学习知识、学习做人、学会做事、学习

相处）。 

在我看来，当大学生的目标在这四个 learn 上平衡发展时， 大学的人文教育才能说真

正落实到了实处。 

 

                           大学之所以为大学 

 

大学并不完全是一个乌托邦，而是从得它的历史来看，虽然我们经常说我们中国的大学

很古老，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千年的历史，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还是起源于欧洲，最早

的大学产生于法国、意大利，然后再到英国，像我们所熟悉的牛津、剑桥，都是产生于中世

纪的欧洲。大学 university 这个词，按照它原来的含义其实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

university 是一个地方，一个可以接纳来自世界各地学生的地方。我们知道中世纪的欧洲

是由宗教统治的，那么罗马教会领导的基督教并不是单单一个民族的，他普渡众生，是全人

类的，最起码是白人的、全欧洲的，那么这个传统就保存了下来，越是好的大学，越是国际

化的大学，留学生就越多。越是差的大学就越是 local，所以我们说对大学来讲开放是第一

个标准。第二个，大学是提供博雅教育的地方，培养绅士的地方，在欧洲绅士就是贵族，无

论是法国的巴黎大学、德国的洪堡大学，还是英国的剑桥、牛津大学，都是以这条为宗旨的。

在教会以外之所以还要组建大学，其目的就是要培养有知识的贵族，那个时候的知识可能跟

我们今天理解的有些不一样，我们今天更注重应用性的技术，而那时人们更偏向于陶冶性情

的知识。所以他们培养的人都是些博雅之士。  

不仅是欧洲，这两点也一样是中国教育的传统，我们中国的孔夫子虽然没像柏拉图那样

有个书院，但是他弟子三千，也形成了一个教育的空间和氛围。从孔夫子开始，一直到后来



 

 

宋代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书院，包括岳麓书院啊，白鹿洞书院啊，东林书院等等许多著名的书

院，你会发现他们的教育理念很接近欧洲大学的风格。一是它包容性很强，不仅仅只接纳本

地人士，而是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有志于儒学研究的学子，这些学子常常不满于科举，当年

的科举跟我们今天的应试教育差不多，是学不到什么真东西的，所以他们要到书院里面来寻

找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书院，按照中国的传统，主要不是传授知识，而是教你做人，

做什么人呢？成为一个儒家所认为的有道德的君子，一个知书达礼的君子。 

同样是博雅的教育，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大学起源的目标是非常非常明确的。那么这

么一个非常清楚的理念为什么到了今天就被模糊起来了呢？这个与工业革命，特别是二战后

大学的大规模发展有关系。本来大学是少数贵族、精英才能去的地方，不要说那么古老，我

是文革后第一年恢复高考时读的大学，今年是恢复高考三十周年。我们作为第一届恢复高考

的大学生，那人数非常少，比现在的博士生还少。那个年代的大学是非常精英的。 

随着二战后全世界大学的普及、平民化，大学数量剧增，它教育的性质目标自然就发生

了变化。现在很多大学生甚至把大学看成是一个卖知识的市场，我交了学费，是购买知识，

你老师站在讲台上，不过是在出卖知识。双方是一个贸易关系。学生把上大学仅仅看作是买

一种专业技能的过程。这样一种看法实际上今天非常流行，有不少学生、家长以这样的标准

来选大学。虽然现在不少学校摇身一变都改名叫大学了，但是大学不是专科学校，他是

university，他是一个综合性的、培养博雅之士的地方，这就是一所真正的大学和一所专科

性学校最大的差别。大学来主要是来感受一所综合性大学的氛围，培养博雅的素质。 

那么，今天一所真正的 university, 公认由什么组成的呢，有三部分：一是在教学方

面他是一个学术性教学，决不是应用性的，而是带有研究性的教学。二，大学也同时是一个

学术研究的机构，正如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所说，大学之大，不在于有大楼而是有大师，可惜

的是中国今天的大学都热衷于盖大楼而不注重培养大师。第三点最重要，是创造性的文化氛

围，看一个大学是不是好的，就要看在校园里面是不是有一种创造性的文化生活，这个文化

是广义的，包括文学、艺术、科技，乃至各个方面你所能想象的它都有。以上就形成了大学

的三个很重要的组成标准。也只有满足了这三个条件我们才能说这是一所真正的、理想的大

学。 

这些标准是欧洲大学的传承，尤其以后同学们有机会出去到国外大学感受一下就会发

现。今天我们中国的大学，给人感觉与外面差不多，也都是俗人呆的地方，清华北大现在成

为考试精英朝圣的麦加之地，一到暑假，全国各地的学子就组团举着小旗来清华北大旅游，

在北大未名湖畔，清华牌楼前宣誓：我一定要考上清华北大！这些举动背后根本不具有神圣

性，考上这两所大学只是一个非常世俗的目标。但是如果你到了那些个非常古老的大学，牛

津、剑桥，美国大学算年轻的，像哈佛、耶鲁，就非常不一样，我在哈佛作为访问学者待过

半年，哈佛大学可以说其貌不扬，老的哈佛校园可以说比我们一个学院还小，三分钟就可以

兜下来了，矮矮的几幢楼，连校门都没有，当然没有我们聊城大学几千万建个大门那样壮观。

但是你一进哈佛，站在哈佛广场，就会感受到一种神圣性，这种神圣性实际上是它的历史传

统留下的，让你感到那真是一个学术殿堂。哈佛有个传统，不管是美国总统还是比尔·盖茨

来了，它都不会给你搞一个什么盛大欢迎仪式。任何人哪怕总统哪怕教皇去，都要低下他昂

贵的头，为什么？因为哈佛所代表的那种知识的严肃性、神圣性，即使在金钱、权力面前也

丝毫不贬值。但是那种氛围就是令你然起敬。我有个同学，毕业后下海经商了，老是嘲笑我，

说你们搞学术什么破玩意，这些我都玩过，有什么意思！ 结果有一年他到美国商务旅行，

回来对我说：“我去哈佛了，一进门，那个学术气氛，原来还是很神圣啊！那一瞬间我突然

很冲动，算了，钱真没什么用，还是回到校园干学术吧。但一回到中国，看看中国这些学校，

想想还是算了吧”先不要讲抽象的理念，就是校园感观上的这种神圣性，我们这里也破坏得

差不多了。而在国外，那些古老的大学，那种学术的庄严感至今不散，在欧洲传统里面当初



 

 

教会所带来的那种神圣性今天还很浓。哈佛被全世界称作学术的麦加，大家都去朝圣，原因

也就在此。 

    当我们了解了大学之所以是大学以后，就可以接下去理解为什么大学生要学四个 learn

了。 

 

learn to know(学习知识)  

 

大家都知道，到大学来就是学习知识。但是学什么知识呢？这个恐怕就不是每一个同学

都清楚的了。学专业是当然的了，但大学是培养博雅之士的地方，所以，学习专业以外的知

识尤为重要。这里我们会遇到一个博与约的问题，博是博雅，约是指你能化约一个专业的知

识，这两个东西之间可能会有点紧张，有些同学讲：老师，我们学专业都忙不过来了，还有

多少时间学专业以外的知识呢？实际上，其实我们今天的大学体制有很严重的问题，有一个

流毒还没有肃清，就是全盘俄化的流毒。我们今天大学的专业分得这样细，可以说全世界少

有，英国、法国、德国的大学，还有美国的大学，你考进的时候完全不分专业，大一大二完

全是通识教育，大三大四才有所谓的专业供你选择，我们现在的高考，家长和小孩煞费苦心

考虑高考选什么专业，一个高中生刚刚被应试教育搞得昏头昏脑的，他搞的清楚自己真正喜

欢什么专业吗？他的选择只能按照世俗眼光去衡量，以后什么能赚大钱，什么比较吃香，就

选什么。结果考进去以后发现其实自己未必喜欢。一个人最痛苦的，除了嫁错人以外就是选

错专业。嫁错人还可以离婚改嫁，选错专业再改，代价就大多了。国外的大学直到大三乃至

大四才开始渐渐细分专业。当你修了很多门课后，心灵逐渐丰满起来，真正发现了你的兴趣

所在，才开始选择专业。到底自己喜欢什么，适合什么，这是一个过程，不是一次性的决断，

但是中国现在的大学却是一次性买断。 

不少读书好的同学，专业知识学得常深，但是比较忽略专业以外的知识。前面讲过，

大学和职业学校的差别，它不是培养专业技能的，而是培养综合素质的，综合素质像褒鸡汤

一样，是慢慢炖出来的，而不是靠某种专业技能练出来的，这就是一个好的大学和一个专科

类大学学生的最大差别。那些被大家公认为金饭碗的跨国公司招新员工的时候，人家根本不

看你专业，它只看你出身什么学校，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是个人才，我花半年一年时间培训

一下专业技能就可以了，技术没有什么难的。但是你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心灵丰富，知识全面，

有创造性的人才，这是需要好环境熏陶的，传统社会讲究好人家出身，现代社会则看是否好

学校出身。所以这些跨国公司根本不问专业，只问学校。 

为什么好的学校出来的人社会比较欢迎呢？因为他的知识面非常宽广，他受到了比较好

的博雅教育，他是有创造性的，并不只是掌握了某门技能。从这点而言，learn to know 这

里大有文章可做。至今我还很怀念我的大学生活，那时侯专业学习比较枯燥，最有趣的是自

己坐在图书馆里面乱看书，乱翻杂志，然后听各种各样相干的乃至不相干的讲座，这些讲座

你当时问我有什么用，我也不知道，但是慢慢地，你的人格，你的心灵，你的知识就被这样

一个氛围熏陶出来了，好的大学你进去就会发现，墙上贴满学术讲座的海报，而不是那些实

用性的传单。哈佛大学每天各院系、研究中心的讲座加起来有几十个。以费正清东亚研究中

心为例子，一周平均就要有二、三次讲座。那是真正的大学氛围。要学知识哪里学不到，到

新东方去可能还比我们大学学的更好呢。然而，新东方没有讲座，只有大学才有这些“乱七

八糟”的讲座，而我们正需要这样的讲座来熏陶心灵。博雅之士在大学里不用专门去学，就

是一个熏陶的结果。 

现在人们都很关心大学排名，这是最不懂大学的外行人做法。看一个大学是不是够优秀，

首先要看他有没有传统，有传统的就是好学校。当然传统是各种各样的，你选择了一所大学

就选择了他的传统，比如说在美国，绝对不是像中国那样，按照什么量化标准，每所大学都



 

 

想成为清华北大，如今清华北大也越来越没有特点，基本上是千校一面。真正好的大学不在

于他的大，而在于他的传统，美国的大学真的非常多元，你看，哈佛地处美国东部的新英格

兰地区，基本上是欧洲大学的传统。那么到了西部的斯坦福大学就不一样了，斯坦福完全是

一所美国的大学，他十分注重创造性，更美国化，注重应用性，所以在大学旁边可以发展出

来一个硅谷。斯坦福还有个邻居，是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伯克利被称为贫民的哈佛，在美

国公立大学里面它是公认的第一名，充满了前卫和反抗的精神，60 年代反越战时伯克利冲

在前面，各种各样的嬉皮士、同性恋云集。当年福科到美国去，其他学校不去，独独选择了

伯克利，他觉得这是他心灵可以栖息的场所。到今天伯克利还有个广场，这个广场上还有各

种流浪者和乞丐，在中国早就被城管给赶走了，但是伯克利认为这是学校的传统，可以容忍

异端，这是从 60 年代遗留下来的反战传统。 

而今天在中国，大学仿佛只以大取胜，越大就越是“大”学，拼成一艘艘航空母舰，像

浙大和吉大。而在美国，有一个小小的大学经常压过哈佛耶鲁，排在第一名，这就是非常小

的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之小你难以想象，一共才两千名学生，它拒绝办商学院、法学院

这类应用性学院，它接受的是欧洲古老传统，认为大学应该发展那些理论性的学科，像数学、

物理、人文社会科学…这些所谓形而上的东西。普林斯顿完全没有应用学科，但是他的学生

非常精英，他每年从校友里面得到的平均捐款远远高于哈佛。你进了普林斯顿大学后感觉会

非常强烈。余英时先生所在的历史系，那幢楼历史悠久，当年爱因斯坦在这里办公，世界上

第一台计算机在这里诞生，余先生最后又在这里执教…这就形成了普林斯顿大学非常精英的

学术氛围。 

博与雅的结合，就是一种有用的知识和好的知识的平衡，今天的社会很实际，都在比较

这个有用，那个没用，我们很多同学也都是想考出个证书，积累些有用的知识，但实际上真

正能够培养人的心灵的，更重要的是那些没有用的知识，那就是我称之为好的知识。一个博

雅的心灵它是由很多好的知识塑造起来的 。王小波有一篇杂文里面讲，他读大学时他在人

民大学，读的是经济，在高等数学课上，来的是位老先生，他上台讲的第一句话是，我今天

讲的是高等数学，我想告诉你们的是，高等数学没有用，但却是好的知识，这句话让王小波

一生受用。现在很多人脑袋里装的都是有用的知识，这样的人发展空间很有限，最多是个一

流技术人才，只有装满好的知识的人，他才有创造性，才见过大世面，他有想象力，有用的

知识不给你想象空间的，他教给你的，是一套规则，而不是如何突破和创造。前不久，我在

校报读到整整一版介绍华东师大的出身的儒商，读完之后我发现了一个秘密，儒商大部分都

不是商学院出身！江南春是中文系的，他最早热衷写诗，后来把写诗这个创造力运用到商业

中去：坐电梯时突然想到这个电梯里可以搞广告啊！后来他建立了分众传媒，果然一鸣惊人，

显然他的灵感来源于平常写诗所形成的想象力。不是商学院毕业的，后来生意场上为什么也

做得那么好呢？这就是他们有一些技术以外的知识，即使到了商场上，慢慢靠着他们丰富的

想象力大获成功。所以我们看到好的知识，千万不要以有用没用来衡量，好的知识平时可能

没有用，一但有用的时候就有大用，而且终生受用。 

 

learn to be （学习做人） 

 

大学只要是培养博雅之士，那么做人，learn to be 就是大学培养的中心目标，从中

西方的传统来看，这是比 learn to know 更重要的一个目标。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双料

博士冯象前不久在接受采访时，讲了一段话，他说，美国的法学院，像耶鲁，从来不把培养

专业人才当作自己的目标。那么耶鲁培养什么呢？培养的是品质优异的学生，至于他以后是

当律师，当法官，还是当总统，乃至去好莱坞写剧本，都是法学院学生的选择。美国最一流

的法学院从来不给学生设定目标，他就是培养一个优秀的、领袖式的人才，这才是他的宗旨。 



 

 

我们现在也有不少大学自认为是一流大学，要培养一流人才，怎么是一流呢？培养学生

从大学起会打高尔夫球！他们觉得一流大学就是要培养贵族，什么是贵族，他们心里也不清

楚，大概以为打个高尔夫球就不得了。那么国外的大学又怎样培养贵族呢？其实贵族的传统

含义根本不是中国人以为的打高尔夫球，骑马，打猎这些特权。真正的贵族在大学里面有两

个含义，第一，它要培养你作为贵族的自律精神。牛津、剑桥，还有好多欧洲的大学，至今

还保持了学院的传统，如国王学院、女王学院、三一学院……学院过的是集体生活，里面的

学生完全是按照训练贵族的方式培养的。实际上过去的欧洲贵族，放在今天你们都不想去做，

逃避都来不及。欧洲执行长子继承权，不是长子就要当骑士，要出去打仗。尊为贵族，所以

就有专门的学校来训练他们，这个训练是像清教徒一般的生活，非常辛苦，条件简陋，纪律

像军队一般的严明，今天身为英国的王子，威廉王子，哈里王子，哪怕是到伊顿公学读书，

传统还是那个，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道德、生活的自律，非常严谨。贵族把什么看得最重要？

是荣誉。这个传统也被西方的大学继承下来，他们把自己母校的荣誉看得比什么都重。国外

的大学都有个校徽，为什么要有校徽呢，这是因为过去的名门望族都有自己的族徽，而校徽

也渊源于此。这个大学的校徽代表着你这个家族、这个大学的荣誉，你的一生就和这个荣誉

捆绑在一起。在国外你是什么大学出身，你一生的行为规范就和大学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校

友对学校的认同感很强，一生都会按照母校的传统去生活，捍卫母校的尊严。校友里面要是

出了败类，发生抄袭了，所有的校友都会觉得是极大的耻辱，抄袭者会被严厉地清除出大学。 

我们今天讲八荣八耻。靠什么维持八荣八耻？靠国法？法是个外在的戒律，虽然说天

网恢恢，但是疏而有漏的太多了，靠个人自律？个人自律是有限的，我们也不可能象过去那

样修身养性。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动力，那就是荣誉。在国外的大学，尤其是私立大学，很

大一部分资金来源，来自校友的捐款。为什么要捐款？他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回报。我是哈

佛学生，毕业时找到了好的工作，这个荣誉是我的母校给我的，所以我要给母校回报。 

第二点，贵族并不是靠打高尔夫球把自己和平民区别开来，你越是贵族，越要关心平

民，要和平民打成一片。每到周末，几乎所有哈佛的同学都会自觉的到社区去做义工，比如

在华人社区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哈佛的同学在那里帮助新来的华人移民学英语、如何

报税纳税。当年我在波士顿的一个教堂参加过英语口语提高班，不用交学费，我的老师是一

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子，哈佛商学院毕业，在一个大银行上班，平时非常非常忙，但是她每周

还是抽出两个半天到教堂来做义工，教英语。我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说了两句话，第一句

话说：“这是哈佛的传统”；第二句话说：“我这一周里面，只有这两天是真正为自己工作，

这是我最喜欢的。”什么叫贵族气质？不是今天许多中国的媒体所宣传的那样，与平民隔绝，

高高在上。那不是贵族，靠开宝马车、打高尔夫球包装自己的，是伪贵族，只是没有精神底

蕴的暴发户而已。 

 

learn to do（学习做事） 

 

要成为贵族，首先要学会做事。我刚才说的都是些大事，但是大事不是一天做出来的，

金字塔不是一天建起的。要能够做大事，首先要学会做小事，学会做各种各样的小事，这是

大学特别要熏陶的。我们有一些同学，书读得很好，但有一个能力非常弱，就是不会做事。

今天我们很多同学出去找工作，给人感觉，大事不会做，小事不想做。报纸上报道，好多学

生名牌大学毕业，复印机不会用，最简单的传真不会发，这些小事情，可能有些是一学就会，

但是很多能力是要积累的。所以在大学里面除了书读好以外，还要学会做小事情，这是一种

能力。现在我们大学有各种各样志愿者的团体和活动，还有许多勤工俭学的机会。哪怕学生

时间再紧，也一定要去参加这些活动，重要的不是你从中得到了什么金钱的回报，而是学会

做事。这是很重要的。 



 

 

我有几个博士生，是农村来的，家里比较贫困。为了表明自己会全心学习，就对我说：

“老师，我宁愿生活苦一点，也坚决不打工”。我对他们说：“你错了，最出色的学生，书要

读的好，工也要打的好，这才是好学生”。在国外的学校里面，不管你有钱还是没钱，许多

学生都在打工，还是中国学生觉得丢脸的工：在学校附近的餐馆和咖啡馆里做服务员。今天

中午是你的同学来给你端菜，晚上就变成你为他服务了。这是很平常的事，通过做这些，他

们要提升自己的生活能力。这不是为钱，主要是锻炼自己在社会中的生存能力。 

正因为小事做过了，以后才能成就大事。不要以为不做小事直接就能成就大事。不要拒

绝做小事，只有一点点做起，每一个细节都把握才能做成大事。我们现在有不少同学找工作，

败就败在细节上。现在不少大学生、研究生的求职简历，大部分是千篇一律，没有什么亮点。

用人单位想看到的，除了成绩这些硬指标之外，还要看你是否有过社会阅历，比如暑假里面

到什么公司兼过怎么职，参加过什么志愿团体，有过什么相关的社会实践，在大学里面是否

领导过什么社团。学校里有没有领导过社团……这些都是闪光的地方，是拿得出手的地方，

让我知道你是干过小事情，你是能干小事情的。但是，在这方面，大部分同学是一片空白，

非常苍白。在国外大学生参加过太多太多的志愿团体，学生社团，乃至各种义工，小事做的

太多了，所以他们一进公司，就非常迅速地适应了公司的节奏。现在同学们都想进大公司，

因为大公司收入高，发展前途好。但是公司文化不是大学文化，大学还能容忍散漫、随便。

今天的公司像军队一样，非常严谨，越是好的公司越严谨，尤其是外企，那整个氛围非常严

格，学生如果要进去，就要适应这种文化，很多时候就是做小事培养起来的。 

波士顿每年到九月份，在中央公园就有一个全市志愿团体联合搞的招募新成员的大会。

这个热闹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比上海搞国际车展还热闹。这全是义工，没有报酬，自己还

要贴车费、贴精力，但是这么多人，他们就是为了锻炼自己的能力，而这些经历填在求职表

上、履历表上都是闪光点。江南春现在成了亿万富翁，但当年却是从搞推销、跑腿开始的。

因为他当年竞选校学生会主席，要请每个系的学生会主席吃饭，一圈请下来欠债一百六十块，

为了这一百六十块，他出去拉广告，这都是从小事做起，跑着跑着，就跑出了灵感，搞出了

分众传媒，占有了全国 70％的户外广告。所以，对于大学生来说，learn to do 首先不是

大事，而是小事和实事。 

 

learn to together （学习相处） 

 

我们可以发现，今天的社会非常注重团队精神，不要说公司，就是在大学你搞研究，

都是形成各种各样的团队。有些人很有天分，但是他不善于与别人交流，也不善于与别人合

作，这就无法担当大任。今天在大学里面，如何学会与别人相处，如何具备团队精神，这也

是我们需要重点培养的。欧洲的贵族为什么要在学院里培养集体精神，而不是个人的修身养

性？因为骑士们外出打仗不能自说自话，要有严格的纪律和合作精神。1995 年我在加拿大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访问的时候，住在圣约翰学院。按照英国的模式，大学不仅有各种专业

的院和系，除此之外还有学院。这个学院意味着什么呢？它不是教学和研究机构，而是一个

老师和学生日常生活的团体，是一个 community。圣约翰学院就是这样，他是一个宿舍，但

又不仅是宿舍，功能非常丰富。学院里的人来自于不同的专业和不同的国家，除了上课，他

们平时的各种活动都是以学院为单位进行，学生之间的比赛也都是学院与学院之间的较量。

学生的荣誉感除了大学，就是所在的学院。教授除了所在的系之外，也属于某个学院，因为

他要和那个学院的学生有交流。香港中文大学也是这个模式，他们有新亚书院、崇基书院、

逸夫书院、联合书院四大书院，每个学生都归属为一个书院，虽然住在里面的同学系科不一

样，在这里过的却是完全的集体生活。 

我在圣约翰学院的这个集体里面感受是非常深刻的。学生非常自由独立，生活条件是



 

 

很好的，每个学生一间房间，虽然不大，但是独立而舒适。学院规定每个进了这个学院的学

生每年要做一次学术报告，向其他学科的同学介绍你的最新研究成果，因此同学们得到的知

识是异常丰富的。其次就餐是集体的，不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每周的菜是事先安排好的，

在晚餐时间里，除了吃饭，就是大家围坐在餐桌前自由聊天。因为都是来自全世界五湖四海，

有英语好的，也有英语差的，但非常自由，谈天说地，什么都聊。还有丰富多彩的体育比赛，

各种各样的兴趣协会，那个活动之多，真是不能想象，我印象最深的活动是那年十一月，那

是加拿大的感恩节，按照北美的传统，感恩节一家人聚在一起，主食就是火鸡。如果谁家里

吃不上火鸡，这说明这家里已经穷得不像话了，就像中国的穷人春节水饺都吃不上一样。那

一年圣约翰学院里举行了一场慈善拍卖会，拍卖所得将捐给银行，这笔善款专门用于免费给

穷人发放火鸡。考虑到都是学生，就设定了一个上限，最高出价者不能超过 50 加元。拍卖

是象征性的，拍卖品也不名贵，都是学生喜欢的各种好玩的礼物。但是，在整个拍卖过程中

的氛围，与电视上看到的大款们的拍卖会没有什么差别，程序是一样的。学院通过这种方式

来训练你怎么组织拍卖活动，怎么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 

大学最重要的一课是训练如何参加社团、组织社团。如果学生在大学期间没有参加过

任何社团活动，那么他的大学生活是有欠缺的，因为他不知道怎么与别人相处。越是好的大

学，培养的学生目标就越是高。哈佛大学说，我们培养的就是领袖，社会上的各种领袖，不

论是商界领袖，政界领袖还是知识领袖。北大现在也说北大就是培养领袖的。当然不是说人

人都要当领袖，但是有没有当领袖的潜力，是学生今后事业上能走多远的一个标志。 

上海复旦附中出了一个很有趣的人物，这个人物就是前年被哈佛大学提前录取的女同

学汤玫捷，那一年全亚洲只有两个被哈佛提前录取，当时那个新闻很轰动，我还写过一篇文

章，叫《哈佛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因为这个汤玫捷在复旦附中里面按照成绩排名在百名之

外，不算最拔尖。但正是这样一名学生却为哈佛看中，看中她的什么呢，不是汤玫捷的成绩，

而是汤玫捷的领导力，她具有的潜在的领袖气质，她高二的时候作为交换学生在美国高中生

活过一年，她在那个学校里面已经表现出非常突出的领袖能力。在美国考大学，领袖能力是

非常重要的，一流大学要培养的，就是领袖人才。汤玫捷就是因为这个才华让哈佛给看中了。

后来她果然才智不凡，到了哈佛以后，学生个个自命不凡，但汤玫捷依然还是精英中的精英。

她在大一的时候组织了哈佛和全球中学生领袖高峰会议，还拉到了大笔赞助，然后回到浦东

召开了这个会议，与会的不仅有哈佛学生，还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高中生领袖。后来纽约时

报一个整版，专题报道了汤玫捷的成功。以前中国人不是这个形象，是她改变了美国人对中

国学生的一些看法。 

 

大学的人文教育是一个综合性的教育，它是有形的，通过各种人文的、科学的、社会科

学的通识课程加以引导，在许多时候更是无形的，是一个大学的讲座、社团、学生活动、教

授的气质、校长的风范等诸无形的因素熏陶出来的。今天的大学是什么氛围，培养出来的学

生就是什么样的风格，未来的中国就有什么样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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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humanist education, the key is to change the education ideas. University is not only a field 

of teaching knowledge, but also a place to develop the cultured polished and learned men. How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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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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