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文 摘 要

    19 世纪的英国新大学运动使英国拥有了一批以培养工商业实用人才为目标的

新式大学，不仅转变了英国高等教育的职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

烈的大学现代化运动。然而，几乎与其同步发生的由书册派领导的牛津运动却受到

了不少冷落，就连牛津大学校方多年来也一直致力于将其大学的声望与牛津运动分

离开来。那么这其中到底有何奥秘呢?

    持续了12年之久的牛津运动反映出了18、19世纪英国国民的许多担优。牛津

运动最主要的领导者纽曼(JohaHenryNewman )在其《自我辩护》(Apologiaprovita

Sua)一书中对此事件这样表述，“该运动可算是对近一个世纪以来枯燥肤浅的宗教

教理和文学的一种反动，”一全国有热情和思想的人，都需要一种更精深的哲学，

而牛津运动则部分地满足了这种需要。”

    牛津运动者在大学观上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他们并不反对大学改革，对教育

的界定也与那些世俗的自由主义改革者大相径庭。他们所担心的是，大学会退化成

一个纯粹的教育工厂，因而牛津运动者努力去做的正是试图重建牛津大学教育的道

德和精神维度，借宗教来恢复大学。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堪称世界高等教育领域内

的“十字军运动气

    本论文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牛津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对19世纪英国的社会环境、英

国教会以及18eelg世纪的牛津大学加以阐述。其中，又从牛津大学固有的保守倾向、

独特的学院结构、理性自由氛围的出现三个方面分析牛津运动能够在牛津大学内部

发生的原因。此外，还指出了法国大革命、新大学运动及工业革命也是推动牛津运

动的重要因素。

    第二部分主要是介绍牛津运动的兴衰历史及运动的主旨。牛津运动的兴衰历史

说到底就是一段思想史，是纽曼等领导者在剧烈的时代变革和教育变化中新思想的



萌芽、生长、结果，然后随着纽曼等人的离开又逐渐枯萎。毕竟牛津运动始于国家

与教会之间的冲突，因此，在阐述牛津运动主旨时，从其宗教观和大学观两个方面

展开，侧重于后者的论述。

    第三部分是论述牛津运动的影响和意义。牛津运动轰轰烈烈地持续了 12 年之

久，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宗教领域，还引发了教育领域内的大辩论。它不可

避免地影响了1梦一20世纪的牛津大学，影响了其他一些欧洲、美洲国家，还波及到

了近代中国。应该说，正是因为牛津运动在19世纪便反映出了一个世纪以后乃至今

天高等教育领域内存在的普遍问题，它才能够产生如此广泛、深远的影响，才有着

不可磨灭的现实价值。

    第四部分则主要是对牛津运动作一总述，澄清几点关于牛津运动及牛津运动者

的误解，并对对牛津大学、牛津运动和纽曼三者之间关系作一系统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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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进入18世纪中期以后，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时代。从经济、政治、

知识和精神各方面来看，这个时代可以看作是一个机器的时代，民主的时代，或

者说是自由思想的时代.。

    对于整个世界而言，19世纪，特别是19世纪上半期，是一个躁动不安的时

代，也是一个社会变革丛生的时代，它从传统的政治、社会、经济以及宗教制度

手中夺取权力。.这种现象在当时的东西方世界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英国是一个高等教育历史悠久的国家，早在12、13世纪便成立了闻名遐迩

的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随后，在漫长的将近七百年中，一直由这两所大学支撑

和统治着英国的高等教育系统.。然而，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总是那个庞大的社

会体系在某种程度上的缩影，而且各种冲突的思想会很快地在教育界里反映出

来。④因此，这种状况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工业革命的推进以及教育民主

浪潮的兴起在19世纪发生了改变。

    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对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和推动作用，

但夺取革命胜利的资产阶级并没有舍弃贵族，反而又使英国退回到受古典训练

的、保守的上层地主阶级传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

时期，才得以使英国进入了真正的革命时代。因此，总的来说，17和18世纪的

英国教育仍然保持着相当浓厚的封建主义传统，传统的绅士文化、自由主义传统、

人文主义传统仍然在英国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英国素以尊重传统为民族特性，然而其中又不乏自由发展与鼓励竞争。17、

18世纪之前，由于罗马教廷属下的英国天主教教会几乎控制了全部教育的领导

和管理权，这种矛盾还不是很尖锐。但进入19世纪后，仅在30年代便在英国高

。【英」博伊德与金合著，任宝样与吴元训主译:《西方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
  324页。

.〔美〕威尔肯斯与帕杰特合著，刘平译:《基督教与西方思想》(卷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版，第213页.

.19世纪之前的英国共有六所大学，其中英格兰有两所:牛津(Ir70年)和剑桥(12的年);苏格兰在15
  一16世纪也产生了四所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1引1)，格拉斯哥大学 ([453)，阿伯丁大学 (14只)
  和爱丁堡大学(1582)。但就整个英国高等教育大系统来看，牛津与剑桥的地位远远高于后四所。
0《基督教与西方思想》(卷二)，第326页。



等教育领域内爆发了两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新大学运动(theNe份University

物vement)和牛津运动(theoxfordMovement)。随着近年来对大学现代化运动

研究的不断深入，新大学运动也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然而，几乎与其同步发

生的由书册派领导的牛津运动却受到了不少冷落，就连牛津大学校方多年来也一

直致力于将牛津大学的声望与牛津运动分离开来。但历史并不会因为任何因素的

回避而发生改变。这场持续了12年之久的以政治事件为导火线、以教会改革为

主题、以牛津大学为主战场、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的运动在当时可谓是备受关注，

其影响也不仅仅局限在英国、意大利以及美洲的许多地方，还波及到了近代中国，

那它到底是怎样的一场运动?为何慢慢受到了人们的淡忘?又是什么因素导致

它走向衰亡的?该运动对今天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有没有意义呢?⋯⋯

这一系列问题留给了后人。作者选择牛津运动，其中很大一点便是出于对这些问

题的兴趣;此外，便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要想全面地研究英国教育史，决绕不

开英国的宗教领域。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内专门研究英国高等教育的著作数量有所增多。

其中主要有英国学者邓特著，杭州大学教育系外国教育研究室翻译的《英国教育》

  (198了年版);顾明远、梁忠义主编的《世界教育大系。英国教育》(2000年版);

徐辉、郑继伟撰著的《英国教育史》(1993年版):殷企平撰著的 《英国高等科

技教育》(1995年版);张泰金撰著的《英国高等教育。历史。现状》(1995年版)

等等。

    介绍牛津大学的著作及论文也在逐年增加，但大多是局限于从历史的角度来

看牛津大学的功绩，或是介绍牛津大学的各学院状况，或是集中探讨牛津大学的

精髓— 学院制、寄宿制、导师制。其主要有裘克安撰著的《牛津大学》(1986

年版);德国学者彼得·扎格尔撰著的《牛津— 历史和文化》(2005 年版)以

及刘永撰著的《牛津人的辉煌》。相关论文仅从期刊网上以牛津大学为主题和关

键字搜索到的论文就有600多篇 (自1999年至2006年底)，均是从各个层面、

不同角度介绍牛津大学。

    国外对牛津运动的研究比较丰富一些，出版物多集中在20世纪2任一60年代。

其主要有:尤金·R·费尔威瑟 (EugeneR.Fair，ather)编写的《牛津运动》

(乃口叹“bZ公加Fe叨已月t，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64):克里



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D，son)撰著的《牛津运动的精神》(rbe今分艺tof

动‘石份才初公加竹匆想刀t，N即York:Sheed&肠rd，1934);5·L·奥拉德(5.L.

ollard)撰著的《牛津运动简史》(第二版)(AShor亡H，’stO2少Of Theox了bz-d

加F己切吟刀t，oxford:雨，br盯，1963);威廉.乔治.派克邝1111明GeorgePeck)

撰著的《牛津运动的社会意义》(TheSOc抽1几叩1jcat1’ons of the0x人万.d

彻F已肠心刀t，N叨York:Charlesscribner’ssons，1933);尹格夫·布里利奥

斯(YngveBrilioth)撰著的《圣公会的奋兴:牛津运动研究》，(劲‘月贝刀jcan

油叮昭1，Studles 山 劲eox了乙rd加叭已阴吟月t，London:Long扣ans，Green，1925)

等。

    此外，国外还有些相关的资料，但大多只是简单涉及或是将其作为其中一个

章节来对待。其主要有:KonradHJarausch，劲e乃叨nsfc川胭tjonofHj动er

Le日了刀JDgl敌卿esl只匆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3:

La.rencestone(ed.)，The如j犷ez‘2妙 1’n 交cjety了为1“.‘ 1)，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5;Basilwilley，人住刀eteenth艺触nt“1了StudjeS，London:

C五atto&Windus，1955;H.C.Barnard，A班stOI’yof石冰Ijshl卜0.1夕石况London二

Univer弥tyofLOndonPress，1961;贾.H.G.Ar切ytage，几，盯劫门功℃dyeaz-sOf

石砧Zjsh及勿catjon， Cambridge:C别mbridgeUnivers itypress ，1964:ButlerPerry，

心日dstone，伪“几功，StsteandTI.actarj即j翻 :ASt“dyofh了5油11gjousand

Attjtude场1及冷一了炙汐，oxfordUniversityPress，1982.

    然而，截止到目前，国内尚未出版过一本专门研究牛津运动的著作。

    牛津运动已经过去一个半世纪之久了。作为一次事件，它早已烟消云散了。

然而作为一种精神，它仍在警示和激励着我们，特别是牛津运动者在高等领域内

的影响直到现在还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运动领导者纽曼的《大学的理想》

(几eI’leaofaun~ 妙)一书中的精髓:“大学是传授知识的场所·⋯ ”以及

牛津运动者所担心的“大学会退化为一个纯粹的教育工厂”的阐述，对于今天

的高等教育诸多问题之争或许会有些启示作用。

    此外，牛津运动者在大学教师“终身教职”、大学自治以及导师制上的见解，

到现在仍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了解历史是为了不再让过去的错误重现。作者之所以选择牛津运动研究作为



学位论文，正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段令人回味的历史，而且更有着深刻的现实意

义。牛津运动者所思考的问题与当前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些热点问题息息相关。此

外，牛津大学、牛津运动以及纽曼三者之间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为什么说牛津

运动最终是 “衰落”而不是 “失败”?也是本论文想努力解决的问题。



















    19世纪20年代，英国缓慢地开始一个强大的近一个世纪的改革运动。经过

25年的斗争，英国最终战胜了革命的和拿破仑统治的法国。叭825年，战争中带

来的的经济破坏正在逐步消失;人口正在以英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工

业革命正在迅速地使一个农业和商业过转变为工业帝国;纯粹科学的繁荣，应用

于行政管理的机制，正在创造和实现新的生活⋯⋯。所有的一切都在变化和改革

中，英国正在面临着一个新的时代、社会秩序、社会机制甚至是一个新的统治阶

级来替代旧的、陈腐的社会状态。牛津运动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转型中应运而生。

    牛津运动轰轰烈烈地持续了12个春秋，在19世纪上半期的牛津大学内部引

起的争论一时竟压倒了学术研究.。纵观人类史，历史长河中出现的运动多不胜

数，但几乎所有的运动都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任何一场运动都会受到褒贬不

一的评价。牛津运动也不例外。“有多少个关注牛津运动的人，就有多少种牛津

运动”，对牛津运动备受争议的一面这样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

    美国历史学家尼科尔森 (J.H.Nicholson) 曾这样描述牛津运动:“牛津运

动是梅斯特尔 (J.de血istre)、博纳尔 (L.G.Bonald)和拉芒内(L胡ennais)

⑧的法国传统主义在英国的对等物⋯⋯是对于教会和国家内改革倾向的保守主义

反应”。④而美国学者威尔肯斯与帕杰特就把牛津运动提升到很高的层面上去考

虑，将它与美国芬尼的“新准则”(Ne份Measures)、德国的新虔敬主义、英格兰

的卫斯理运动相提并论，并以此为“认信主义”运动之典型。

    作为牛津运动的领导者，纽曼、基布尔等牛津人把这场运动看作是捍卫古典

传统，寻求大学自治，迎接自由主义挑战的正义之战:而同为牛津人的托马斯.阿

诺德 (Th姗 sArnold)。把牛津运动者称为一群“乌合之众” (Theverybad

party)气有意思的是，托马斯·阿诺德的儿子马修·阿诺德(施tthe’Arno1d)

却对牛津运动表示赞赏和同情。马修，阿诺德在谈到牛津运动时说:“让我们看

看约30年前那场震撼了牛津中心的伟大运动的全过程吧。这场运动所攻击的目

标可简单称为 ‘自由主义’，这就是所读过纽曼博士的《自我辩护》的人都清楚

不过的。自由主义胜利了，牛津运动遭到摧残，失败了。我们的残骸散落于所有

海岸⋯⋯”气

。《世界教育大系·英国教育》，第236页。
.《牛津大学，，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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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学校长，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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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牛津运动在其反对者眼中是一场毫无意义的保守倒退行为，但这是基于对该

运动的不理解所致。其实，牛津运动者并非古代信仰和圣礼的简单恢复者，他们

的矛头所指的是流行于18一19世纪的各种自由主义者和激进者。。

    牛津运动的价值并不在于它呼吁回到古代传统或是仅仅作为备受外界压力

的大学的捍卫者，而是它对教牧和奉献精神所发挥的影响。。牛津运动已经表现

出当时英国国民的许多担忧，例如人们在许多方面灵性冷漠，宗教处于无政府状

态，传统崩溃，各种自由主义思潮泛滥，世俗权力凌驾于教会事务之上，等等。

但令人遗憾地是，基于本质上的教阶制模式，牛津运动并未指出一条光明之路，

只能过分地依赖传统。

    不可否认，各种认信主义背后都有着浓厚的传统作为支撑，这才使它们成为

贯穿19世纪中期的重要力量，这一点在英国尤为凸显。当新事物和进步时常被

视为具有同等价值的时候，传统的力量在悄悄地被削弱。各种自由主义正是在这

种背景下悄然兴起。而牛津运动作为古典传统的捍卫者，必然从宗教、政治和学

术等各方面对其发动进攻，加速其终结。

    牛津运动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宗教领域，还引发了教育领域内的大辩

论。它不仅仅影响了英国等欧洲国家，而且还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影响。⑧牛津运

动能够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绝非偶然，并且联系到当前世界高等教育领域内存在

的一系列普遍问题，更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思考、去借鉴。

  (一)牛津运动对牛津大学的影响及对现代高等教育领域的意义

    如前所述，牛津运动的斗争阵地主要是牛津大学的各学院，运动的主要领导

者又都是牛津大学的教师，牛津运动更是以“牛津”冠名。因此，牛津运动和牛

津大学不可避免地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着气 牛津大学为牛津运动的产生塑造了

一个舞台，那么，牛津运动又对牛津大学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又对现代高等

教育有何意义呢?

    1、大学自治

    运动之初，或许很多高教会派⑧抱怨牛津运动者被大学自治的反对者利用，

而往赞成大学自治的一方身上涂抹焦油和羽毛。@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依据的。

牛津运动者在大学自治问题上所担心的，恰恰是因为牛津大学受到了越来越多外

。BH训咖，山j理月崖印可肠.沙nd，B而油以tic联111837，卜43反
.。~ ceston。(d‘)，介e饰1砂 印in肠c.织伪才“用已1)，PrinO改on饰ivers勺Press，.975，p.3性
.晚清学者辜鸿铭对牛津运动有过关注，在后文谈到牛津运动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时会有所具体表述。

。Ash咐刀。.。声oflhe肠扣耐Mo，ent.p.240.
.新教并非一个统一的教派，l(lj是分化的数 卜个教派的总称。其中，路德派、加尔文派、圣公会是三大全
  球性的主流教派，这三人主流教派内部也有不少不同的派别，并非铁板一块。其中，圣公会在很多方面

  都是接近天主教的，特别是其中的_L层教派一 口高教会派气

。阪 山‘陀”j理动勘d以.防J‘用el，卜317.



界因素的千扰，大学的自治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

    美国教育家布鲁巴克 (Johns.Brubacher)在 《高等教育哲学》中指出，

大学自治是高深学问最悠久的传统之一。这种最悠久的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欧洲

的中世纪大学。中世纪大学便是一种高度自治的行会性组织。英国教育家阿什比

(EricAshby)在 《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中写道:“大学自治，在西方通

常又叫学术自治，是指大学独立地决定自身的发展目标和计划，并将其付诸实施，

不受政府、教会或其它任何社会法人机构的控制和干预”.。

    18Dg一1810年，德国教育家洪堡 (WilhelmvonHumboldt)在创立柏林大

学的过程中，曾经对大学自治问题发表过一系列的言论。洪堡认为，大学应当相

对独立，摆脱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干扰。但这并不是说国家可以放任不管，国家应

当对大学提供支持，并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各种弊病侵害大学的健全发展。这一

观点与当时德国思想界提出的“国家服务于教育，教育服务于理性的国家”的口

号是一致的。②而作为牛津运动领导者的纽曼在此问题上可以说是对洪堡思想的

一个继承与发展.首先，纽曼认为大学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大学的任务

是提供博雅教育和从事智力训练;其次，纽曼非常相信智力的力量、思想的力量

和哲理的力量等。。尽管后来出现了纽曼及其相当一部分追随者的离开，但在大

学自治的问题上，牛津运动者的观点还是存在基本的一致性— 那就是政府、国

家、社会不应过多地干涉大学生活。

    牛津运动在牛津大学自治领域内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其扮演着对外界压力

的抵抗者角色上，以及通过这场运动传播思想的方式和内容上，而且还表现出牛

津运动者要求牛津大学内部改革的强烈愿望。在牛津运动者看来，大学本身并不

像外界眼中看上去得那么坚如磐石。他们对此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论断，将大学

的权力比喻成大学领导者家里的门锁，随时可以打开出入.④牛津运动者还将矛

头指向了当时的大学当局，其用意很明显，也是为了寻求大学的自治。因此，牛

津运动受到了其反对者乃至牛津大学校方越来越多的批评，这应该是其以后相当

一段时间受到世人忽视的原因之一。

    在某种意义上，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史就是大学与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史，

不同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繁荣与否直接与大学的公共关系和谐与否密切相关。历

史上，“传统主义者⋯⋯的观点似乎是要求建立一种与世隔绝的大学— 这种大

学几乎不必关注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认为国家需求的专业化培训和专家建议或

许就应该由其他机构— 职业学校、咨询公司、应用科学研究所和其他各种各样

0〔英」埃里克·阿什比著，滕大春、滕大生译:《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中译本)，北京:人民教育
  出版社1983年版，第 13页。

。李T其:《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
.肖海涛:《大学理想演变的历史轨迹》，《高等教育研究》20(旧年第1期。
。八已山注陀招滋印tn勘C沂心 为扫脚1，P.319.



的智囊团来提供。”。今天，高等教育的发展早己走出了传统主义的阴影，已经充

分证明了它的活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但同时也卷入了越来越多的市场因素。今

天的大学不仅仅要提供教学和科研服务，还要提供社会服务，甚至要对社会的公

平、种族的平等负责，俨然已经全面介入了社会生活之中，大学成了社会关注的

焦点。与此同时，大学与外界的关系如何便也成为决定大学发展的关键因素。

    大学是从事高深学问的场所。这是它区别于其他任何机构的本质所在。发展

学术重在追求真理，追求真理则要求学者的活动只能服从真理这一个标准，不能

受到任何外界的压力，因而坚持大学内在的学术性必然要保持学者传播发表新异

观点的自由和探索新知识的自由。从此角度看，大学内在的学术性意味着学术自

由，大学自治具有不需证明的合理性.。连美国教育家赫钦斯(RobertMaynard

Hutchins) 也认为，失去自治，高等教育就失去了精华。

    然而，说到底，大学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政府的

权威性决定了在政府与大学两者的关系中，政府起主导作用，大学自治不是绝对

的。“既然政府可以轻而易举地居于大学的上风，深知，如果它愿意的话，可以

摧毁大学，那么，对学术自由的某些限制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随着大学职能

的不断扩展，大学与政府、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更加紧密。西方大学从中

世纪时期的传统中继承下来的东西在不断减少，而政府千预大学自治的力量在逐

渐加大。牛津运动恰恰是在这种高等教育转型期出现的。而大学自治在一些古老

的西方大学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中仍然得以保留，很大程度上便是得益于像牛

津运动者这样的传统力量对外界因素的抗争。

    正如美国教育家克拉克·科尔所言:“高等教育既不能回避历史，社会的历

史也不能回避高等教育·“⋯现在的高等教育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是社会的一部

分，而且，作为一个结果，更少脱离社会，而且在将来这很可能越来越正确。”。

总之，大学自治必须放在社会、国家和市场三者的有机平衡中去考察。因为影响

大学变革的力量从来都不是唯一的，大学的健康发展是多种力量平衡的结果。。

    毋庸置疑，在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问题上，牛津大学是坚持得较好的一个

典范。按照英国意识形态的价值标准，它确实独立自主地在学术方面做出了不少

成就，并没有急功近利而放弃了自己的阵地。所有的这一切不能不归功于那些英

国传统的捍卫者。

    2、大学教师“终身教职”

。〔关1德里克·博克著，徐小洲等译:《走出象牙塔一一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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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终身教职”缘于维护学术自由。进入19世纪以后，由于科学技术的

进步，传统的依靠宗教维系社会稳定的格局逐渐被打破，代表各种政治及经济利

益的力量开始兴起，社会日趋多元化，大学教学和科研活动经常受到各种外界因

素的干扰.。大学里思想比较激进的教师针对社会、时局的舞弊纷纷展开讨论，

发表自己的看法，甚至进行猛烈的抨击。但是，这些比较激进的思想往往会被当

局看成是思想异端加以压制，许多教师因而受到批判甚至解聘。

    牛津运动者为了维护牛津大学教师在教学、科研方面的自由权，为了营造一

个有助于大学教授更好更多的出成果的宽松环境，于是提出了“教授终身教职”

(Provideli九timecareersroracademicmen)气大学教师“终身教职”在

大学及大学教师的教学、科学研究实践中体现出鲜明的学术自由意义，毕竟绝大

多数重大原创性的科研成果都需要一个长期的研究过程。

    的确，“终身教职”首先不仅可以保证教授的学术发展不受政客、企业家和

捐助者过多的干扰，还可以限制大学管理者的随意决策，可以自由指出管理者的

疏忽或者目光短浅的行为而不必担心自己的饭碗.其次，“终身教职”还是对大

学教师职业选择的一种制度性认可与补偿。毕竟，大学教师在步入学术职业的行

列之前，往往要接受长时期的学术训练和知识储备，为赢得大学教师“终身教职”

而付出了长时期艰辛的教学与科研劳动气 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

    学术自由乃学术机构之根基和命脉.作为学术自由的一种制度安排，“终身

教职”确实起到了保护学术自由的重要作用。尽管近年来各界也出现了许多反对

“终身教职”的呼声，认为其导致学术职位僵化，庇护了一些不思进取者，扼杀了

科学研究的冒险精神，加剧了职业不公现象等，于是要求废除教授终身制。但是，

在找到另外一种更好的保护学术自由的机制之前，教授终身制仍有必要存在，目

前它之所以存在一些问题，恰恰是表明教授终身制需要不断地更新和完善。

    3、引发了牛津大学内部改革派与传统派的辩论

    倘若把大学的改革解释为仅仅由于外部的千预、由于强迫大学接受议会的新

的规程，未免过于简单化.大学的改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气 牛津大学素以保守

著称，但其中也不乏改革派多年来在大学内部进行了尖锐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并

在校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在19世纪的牛津大学教育界，改革派与传统派之间的斗争集中体现在托马

斯·阿诺德和纽曼两个人身上。19世纪20年代中期，他们都是牛津大学奥里尔

学院的研究员。奥里尔学院是唯一严格按照才能推选所有研究员的学院.用纽曼

。几己uni.le月亩印in勘c记今伦勿mel，卜32O.
.n‘俩1、姆rs勺J仇勘c佗勺毛灼勿mel，p.32。
.王保星:《美国大学教师终身教职的学术自由意义，，《高等教育研究》2创巧年第3期。

。《世界教育大系·英国教育》，第238页。



的话来说，这个学院以“思想宽松博大”闻名。切的确，牛津大学的改革家基本

上就是集中在这里和其他二三所学院。

    面对时代的工业变革和政治动荡，托马斯。阿诺德探求既定的信念和近代知

识与社会发展之间的总和，因而在宗教和政治方面发展了宽宏、自由的观点;而

作为牛津运动领导人的纽曼则把自由主义看做是最危险的妥协，给自己提出阻止

智力和社会生活中“社会解体的潮流”的任务。纽曼最强烈的反对是对待精神傲

慢的罪孽，把 “理性的傲慢”的崇高作为最终的善。

    纽曼在他的宗教宣传小册子、书籍和在圣.玛丽教堂的布道，统治了牛津知

识分子的思想和活动达12年，甚至是巧年之久。然而，在推动牛津运动的过程

中，纽曼竭尽他的理智力量，结果使“牛津的智力活动”开始向相反的方向，即

传道派的方向流动。它不仅使大学生活的气氛受到影响，而且使英国国教基础也

一度动摇。

    而托马斯.阿诺德的活动从与纽曼的构思相反的途径得到灵感。当纽曼强调

需要树立教会的权威和阐明教会的教义，鲜明地分清国教与不信奉国教的时候，

托马斯。阿诺德竭力把两者包括在宽宏的、全民的教会之类。当纽曼认为教义是

人类判断所不及，并把教会对权威的要求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时候，托马斯 啊

诺德承认圣经的历史的批判和科学探求知识的正确性，相信如果基督教要在近代

世界幸存，它必须和科学妥协，并考虑社会变革。

    当托马斯·阿诺德于1841年任牛津大学近代史教授时，他的讲课吸引了众

人。当时的牛津运动也正处于其发展历程中的高峰期，牛津大学一度出现 “一股

新的富有活力和热情的气息带进被神学的争论的尘土压着的阴沉的氛围”.。

    实际上，1845 年以后，牛津大学的改革派越来越与校外的改革派站在同一

立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迫使政府加强对大学的干预。自1831年爱

丁堡大学教授汉密尔顿 钾illiamHaluilton)⑧在《爱丁堡评论》上对牛津大学

发表激烈的评论以来，校外人士一致对政府施加压力，特别是要求政府废止签名

同意英国国教39条教规作为入学的一个条件.该评论以直接的挑战和威胁国家

千预开篇:“这是改革的时代。重要性次于我们的宗教和政治机构的是公共教育

机构。现在已经对周边国家羡慕的宪法认真地进行了改革，我们的学校和大学不

免受到它们的轻视，改革的时间不可能遥远。”④

    这篇文章和1834年发表的一些文章所公开声称的目的是冲破教会对大学的

。《世界教育大系·英国教育》，第239页。
。《世界教育大系 ·英国教育》，第242 页。

。哈密尔顿，1805年8月3}1生于爱尔兰的都柏林。3岁时就能看英文书，会算术。 5岁时能翻译拉丁语，

  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后来又学会 厂愈大利语、法语、阿拉伯文和梵文。32 岁就被任命为爱尔兰皇家科学

  院院长。1863年，刚刚成立的美国科学院任命他为14 个外国院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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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重新把大学建设成为国家的机构。而斗争的矛头则直指牛津大学的教学效

率和宗教排外两个方面。

  (二)牛津运动在高等教育领域内的终结性成果

    纽曼个人生涯的89个春秋中，有38个是在牛津大学度过的。他在《自我辩

护》第一篇“1833年前我的宗教思想”中曾这样写道:“我从小就酷爱读圣经。

但是直到15岁，我都还没有固定的信仰⋯⋯”。①直到1833年牛津运动，在随

后的几十年中，纽曼一直是牛津大学令人瞩目的人物。其主要原因就是他参加并

领导了这场运动。也正是这场运动使纽曼的思想得到了升华，使纽曼个人的大学

理想进一步明确。结合在牛津运动中的个人历练，以及都柏林天主教大学校长的

经历，纽曼在他的教育生涯中走向了顶峰，其《大学的理想》得以出版。因此，

可以说是牛津运动造就了今天我们眼中的纽曼，让纽曼的名字为世人熟知，也使

得 《大学的理想》这本经典之作得以出版、流传。

    不可否认，《大学的理想》一书奠定了纽曼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伟大地位。

其对大学目的和大学功能的思考，对于如今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都具有十分重要

的借鉴意义。《大学的理想》之所以能够自出版至今一个半世纪保持不衰，正是

因为它对大学教育作了颇为深刻的论述，有着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英国教育学

者麦克拉思(Fergal 椒Grath) 曾指出:“纽曼在爱尔兰留下了一个活生生的例

子，并用他自己的不朽著作勾画了一所大学的崇高理想，勇敢地涉及了人类知识

的每一个领域。”降 多西方学者认为，《大学的理想》对于任何时代的教育都是

有价值的。

      《大学的理想》影响了19世纪后半期和整个20世纪的美国和欧洲，并还将

持续下去。。它的现实意义在于:它所提出的问题仍然是目前世界整个高等教育

面临的那些最严峻问题。

    英国教育家阿什比认为，如今高等教育的“核心问题是教育和职业培训之间

的矛盾”。④当然，科技的进步、职业教育的发展，己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但是，科技社会中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来自科技本身，而是来自掌握科技的

人以及科技知识和其他各种知识结合的情况。⑧以至于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己

经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考虑“知识整合厅的问题，重新对付知识分离带来的问

题。对于这一点，纽曼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己经鸣笛预警了。

。月户月哈记帅、心口sua，卜1
.E麦克拉思:《纽曼的大学:理想与现实，，1951年英文版，p.5理务ee5IO.
。John.凡又eta.，附功公Ph而5叩内叨口耐介d护”么习。，外h伽ell，Califomia.P搜叼d翻东sal助P翩 ，InC.
  2以力，p.34L

。 〔英]埃里克 ·阿什比:《使大学适应于一个工业社会，，1974年英文版，第 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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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的高等教育在工具主义或实用主义哲学的引导下注重更多的是知识的

工具价值，大学已俨然变成了企业学徒的培训场所、人才工厂、文凭工厂。有几

个大学生从一进校门的那天起没有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四年或三年后，我能不能

找到一个工作?能不能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换句话说，高等教育花了三四年的

时间培养了一批单向度思考问题的经济动物。而这些正是一个多世纪之前牛津运

动者所担心和忧虑的结果，到现在竟变成了现实。

    说到此，人们不由想起了美国高等教育家弗莱克斯纳 (Abrah二 Flexner)。

半个多世纪前他对大学功能的看法直到现在还是有借鉴意义的。当时，“威斯康

星理念”正在美国及西方一些国家风行，但同时美国一些大学为了获取更多的捐

助而出现了过分功利化的倾向，从而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例如，学术水平下降、

大学推广工作泛滥等一系列问题。弗莱克斯纳对其提出了批评，认为大学的这种

盲目行为损害了大学智力王国的尊严，并指出提高大学的学术水平是解决教育问

题和社会问题的关键，于是便提出了以发展知识为首的现代大学功能观。弗莱克

斯纳有句话值得人们去思考:“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流行什么就迎合什么。大

学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求 (needs) 而不是它的欲望(wants)”.。大学要适应社

会，但适应社会不仅仅是要服务于社会，更不是要失去自己的独立风格和价值追

求，而应当自觉地去引导社会，这也算是间接地服务社会吧。

  (三)牛津运动对19世纪英国教会的影响

    牛津运动在精神方面最为显著的结果之一便是它对英国教会生活的复兴。在

英国，这种影响一个多世纪来从未消除过。自1559。年到1833年近三个世纪里，

英国的教会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复兴.。

    在牛津运动的诞生地，基布尔学院，牛津运动的影响远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具

体，尽管它的反叛精神早就被圣公会的幕后统治集团消磨光了。只有圣玛丽。莫

德林教堂 (st.Mary枷gdalen)被烟雾缭绕的大弥撤拯救了下来一 英国圣公

会倾向于天主教的高教会派的传统礼拜仪式。作为牛津运动者曾经战斗过的阵地

之一— 圣巴纳巴斯教堂，在一幅漫画中被画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车站，还在上

面贴着这样的标语:“圣巴纳巴斯，统统换车去罗马!”。

    而在此运动之前，人们习惯于将天主教看成是服务于西班牙和法国的第五纵

队，是英国人的敌人，而且是一项政治死罪。然而，伴随着牛津运动，1840一.1850

年间英国天主教徒的数目不止翻了一倍，增加到84.6万左右;1856、1857、1858

①筋门hamrlexner，univers i‘es:̂m州can ，肠911止，0如an.Ncw、勺rk:OxfordUni~ityp侧 ，，968，p4.
.1559 年.英国教会中最古老一个教区宣布解散，英国的教会出现 了四分五裂的局面。

.ASho材刀七阳口oftheo习乙心腼咖ent，卜2润·
④《牛津:历史和文化》，第13页。







    牛津运动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归根结底是由当时欧

洲社会经济上的错位与政治上的不稳定性所致。①可以说是英国政府、英国教会

与牛津大学三者共同塑造了这场运动。

    牛津大学、牛津运动、纽曼三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牛津大学不仅为

牛津运动提供了萌芽、生长、开花、结果的肥沃土壤，还为牛津运动培养了那么

多优秀的领导者。领导者纽曼在牛津运动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在一定程度

上，一部牛津运动史就是纽曼生涯中某一阶段的个人历史。而也正是在牛津运动

中的经历，使得纽曼的个人思想一步步地走向了成熟，从原来一个普通的牛津大

学奥利尔学院的院士，成为了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位世界级大师。

  (一)牛津运动的价值

    牛津运动价值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可以换成另外一种问法:我们研究历史

是为了什么?研究历史是为了了解历史，借鉴经验，最终是为了不再让历史的错

误重现。同样，研究牛津运动，是为了了解那段逐渐被世人遗忘的那段历史，发

掘它其中的现实意义。

    从世界范围看，高等教育办学目的的极端功利化、办学方向的极端专业化使

得高等教育原有的活力出现不断萎缩和退化的迹象，大学保存和创造知识的功能

降低到了最低点，大学已不再仅仅是学术的圣殿.而牛津运动者所担心的正是“将

大学变成一个纯粹的教育工厂”。因此，现实中的无奈自然勾起了我们对纽曼及

其牛津运动的缅怀之情。

    牛津运动者在“大学自治”、“教授终身”及“导师制”上的独到见解令人钦

佩。以“导师制”为例作简要介绍，加拿大幽默散文家兼大学教授斯蒂芬·利考

克 (st件正en LCa印ck)曾这样写道:“无论我们喜欢与否，牛津给了学生某种东

西，一种生活和一种思想方式，而这一点在美国大学还只能努力效仿，却做不

到。·⋯ 这个秘诀的关键就在于导师的作用。学生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从导师那里

— 或者不如说同导师一起学到的”。.牛津大学的导师所做的就是召集少数几

个学生，向他们喷烟。被系统地喷烟，喷了4年的学生，就变成了成熟的学者。

自学、独立思考、触类旁通、全面发展，这就是牛津大学走的路子。这也恰恰是

牛津运动者所力求的。

    如今，高等教育领域内存在着一些教师沉浸于科研而疏于教学的现象。同时，

高校教师评价的机制也存在一些问题，往往把出版专著、发表论文的数量作为教

师职称评定和晋升的主要标准，看作是大学运行的主力机制.此外，个别高校或

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或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或为了提高学校在社会上的知名度，

。饰 仇而耐。月胡才巾Iors ，卜4.
.(牛津大学，，第 86页.



抛弃了自己传统的优势学科，从而渐渐失去了自己的特色。站在现实的角度上看

现代的大学，将促使人们更好地去思考一个多世纪之前那场牛津运动的价值所

在。

    用一句话来总结，牛津运动的价值就是给当前整个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提

一个醒，过多的行政千预和市场因素不应该渗入到大学中来，大学就是一个传播

知识的场所。

    (二)牛津运动者的局限性
    牛津运动轰轰烈烈地持续了12年之久，其积极的影响和意义已经在前文中

得到论述。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是矛盾的对立统一观点，牛津运动者在其大

学观上也有着历史的局限性，那就是他们过多地掺杂了教会的因素.

    如前所述，牛津运动者并非大学改革的反对者，但他们寄予希望的改革，只

有通过打破学院的半基督教会的性质和教会统治集团对大学的控制才能实现。改

革派的年轻成员把学术的衰弱，大学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归于教会对大学的控制.

牛津大学教授帕蒂森后来写道，阻止改革的主要因素不是学院对大学的控制，而

是完全另外的原因— “基督教的专制控制着大学的咽喉”，保守党的影响，使

它 “没有独立，没有知识的尊严，没有理智抱负，仅仅是政党的工具”。英国学

者史密斯(G01由yn s血th) 把学术的衰弱归之于“把科学拒之门外的大学的排

他主义的教士性质”，而正是这种性质使得18、19世纪牛津大学的教学声名狼藉。

“独身生活、教权主义和挂名职务的结合，是牛津大学各学院的教育人员成为在

学院等待傣禄的少数教士，在间歇时间敷衍塞责履行一些义务，他们为此领取导

师的费用”。。

    可见，如果19世纪牛津大学的组织和教学要进行根本的改革，最重要的是

教会对大学组织和课程的控制应该打破:牛津大学不应该局限于拥有拥护英国国

教教义的人，不应该被当作是教士的培训中心，而是需要开放成为一种全民性的

高等教育机构。所有这些只能通过国家政府的直接干预才能够做到，绝非教会的

力量所能达成。

    此外，牛津运动者高举理想主义的旗帜，力图解决困扰牛津大学的传统的一

切问题，但遗憾的是它始终没能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出来，还是把自己的希

望寄托在议会身上，这也是牛津运动的局限性所在。

    众所周知，英国新大学运动是以1828年伦敦学院的创建为开始的标志，而

大规模的新型学院的建成则是19世纪30年代的事情了。与此同时，牛津运动是

以1833年基布尔的布道为开始的标志。因此这两场运动可以说是同步开展的。

0《世界教育大系·英国教育，.第247页。



况且新大学运动当时是对保守而古老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挑战，而纽曼等牛

津运动者恰恰是站在捍卫传统的立场上展开辩论，所以，有一些研究者将牛津运

动看作是牛津大学保守势力对新大学运动挑战的一次回击。其实不然，因为并没

有证据显示两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只能将新大学运动看作是牛津

运动的一个促成因素。

    了解牛津运动的发展史以后，可以发现，牛津运动有着其产生的历史背景。

那就是教会与国王之间的矛盾由来己久。而且牛津运动有着自己的一套纲领和主

旨，其矛头主要是指向当时盛行的各种自由主义.

    此外，不少人认为，牛津运动就是一场简单的宗教复兴运动。的确，牛津运

动的导火线是一场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纠纷，牛津运动领导者也大多都具有牧师的

身份，运动的宗旨也总避不开基督教.但是，这并不能掩盖牛津运动在教育领域

内的影响。毕竟，牛津运动是发生在牛津大学内部，且运动领导者同时又都是牛

津大学的导师和教授。因此，不可避免地对牛津大学乃至整个英国高等教育产生

了影响。

    还需要指出的是，牛津运动者并不像某些自由主义者所批评的那样抑制了智

性探究和思考:相反，浓厚的智性探究精神恰恰是牛津运动得以兴起的因素之一。

“我们不能忽视热烈的理性讨论和探究以及理性的争论在牛津运动中的作用，因

为注重这方面的纯理性派就是这一运动出现的刺激物之一”。。像英国学者马

克·帕蒂森 (物rk Pattison) 。或洛维特 (Kar1JOwett) 对牛津运动反智性或

非智性的嘲笑，不过是其自己片面的表征而己。后来，在19世纪50年代，帕蒂

森自己也承认，牛津运动代表着新教改革中朝向启蒙和道德进步的一个有力的步

骤。。但是，无论这些批评是否恰当，牛津运动后来在神学上的偏离加强了《爱

丁堡评论》对牛津大学教育体制的批评，同时也加速了拓宽牛津大学的课程以便

包括更多的实用学科的紧迫性。

    尽管许多世俗化支持者和自由主义者对牛津运动的批评不绝于耳，认为其对

大学在社会和教会中的作用缺乏一个确定的整体观念，好像大学几乎都是次要

的、附属的;牛津运动者甚至有时还被嘲笑地描绘为利用特殊地位去促进神学目

的而不考虑大学的真实需要和目的.④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牛津运动者从一开

始就对大学及其与教会和国家的关系有着清晰而确定的观念，他们要做的只是给

予此观念一个更深刻的神学色彩和框架，而不是单纯去追求智性以及在此基础上

0王晨:《牛津、牛津运动与纽曼》，《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年第3期。
.牛津大学林肯学院研究员。他本人曾深受纽曼学说的影响，后来在回忆牛津运动时，他把纽曼等人的离
  开描述为“从压迫了牛津 卜五年之久的恶梦中获得解放: 在此期间，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许多无益的讨

  论，这些讨论 “把我们的思想完全从大学的真正工作转移方向.，并使学术成就降到低水’汽

.L.0.Frapple，八eR晌朋口如n份a爪，IJ理R阴勿tionorc西，C“阴ntlstReOC爪功:theLiberal山bOte朋the
  Refo朋at沁月in用n亡续e’仍th〔’e司tu尽Braitain，JoumalofReligiousstudiesXll980，p.301一302

。工晨:《牛津、牛津运动与纽曼》，《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年第3期。



的知识或是专业教育。

    英国是一个固守传统的国家，其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在一个保持其传统的前提

下以渐进的方式不断演变的过程。牛津大学在不断改革的过程中却不失其固有本

色，其人文教育与古典教育并未因科技大潮的汹涌澎湃而销声匿迹，至今仍能绽

放光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按照牛津人的教育思想，学习古典的东西，目

的并不在于取得古典学的知识，而是在于从中获得解决一种难题的方法，并培养

有关的纪律性和集中注意力的本领。学到了这种方法、纪律和本领，就一通百通，

可以转而征服其他任何难题。。

    在科技功利主义盛行，全球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逐步融合的今天，英国的发

展经验从另一角度在警示着我们:传统的未必是坏的，我们有必要维系自己民族

的传统。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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