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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学生领军中国现代学科转型  

  学科作为知识的重要载体，其基本布局、内部结构和实际运行直接受特定的知识系统所左
右。从某种意义上讲，有什么样的知识系统，就有什么样的学科设置。进一步讲，囊括学科的教
育，也是一定的知识源流和知识结构的集中反映。教育的内容，直接展示的是知识的整体面貌和
传播方式。一旦知识发生变异，学科设置及教育体系就随之重构。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的发生
期，知识系统没有定型，处于探索阶段，孔子式的讲学和百家争鸣成为知识传播的主要形式；汉
代的儒学定于一尊和经学的自成体系，让学校教育浮出水面；佛学的输入和宋明理学的诞生，升
华了儒学的知识结构和理论架构，科举教育和书院林立，以及八股的涌现，为这种知识系统的传
播提供了良好的平台。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传统的古典知识很难派上用场，尤其是代表中国早
期现代化的畸形的洋务运动的启动，西方的一套新知识变成了治国安邦的“法宝”。军事上旧式
的冷武器向现代的热武器的转变，工商业方面工厂企业的经营与发展，运输通讯业的新技术，矿
山的开发和运营，富国术和经济理论，乃至制度及人文，都随着现代化列车的开动，迫不及待地
从西方引进了大批新知识。新式学堂的涌现和科举制的废除，就是西方新知识大量涌入的必然结
果。如何构建符合新知识内在规律的新学科，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地被提到了议程上来。  

  中国古代，并无学科的分类，更少学科意识。科举考试只有文、武两类，经、史、子、集也
不过是对历史文献的区分。当仿效西方创建大学之后，学科分类才成为教育领域需要解决的一个
问题。虽说在洋务学堂创办的过程中，这些中等专科学校已经涉及到数学、物理、化学、天文、
地理等学科的课程、师资、实验设备等问题，但真正去组建一个学科的思想准备、物质条件基本
不具备。所以，当1895年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在天津创办的时候，只能委托美国传教士丁家
立来具体筹建各个学科。此后陆续建立的大学，如1897年的上海交大、浙江大学、1898年的北京
大学、1902年的山西大学等，基本是模仿欧美或日本，全盘照搬。这种移植式的学科构建，只能
按照文化移植、文化迁移、文化交流的基本理论和路数去研究。就近代中国新型学科构建过程的
特点来讲，最突出的是移植过程中的“水土不服”，即学科建设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严重脱
节，也就是社会文化的建设远远落后于学科的建设，并转而制约学科的发展；就近代中国新型学
科构建过程的难点来说，虽然很多，但最难的还是人才问题。近代中国的大学学科，十之八九由
归国的留学生所创建。仅以张伯苓1919年创建南开大学为例，各学科的创办者基本是留美生，如
数学系是哈佛大学博士姜立夫，化学系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邱宗岳和耶鲁大学博士杨石先，物理
系是普林斯顿大学博士饶毓泰，生物系是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应尚德和耶鲁大学博士李继桐，经济
系是耶鲁大学博士何廉，历史系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蒋廷黻，政治系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林同
济，哲学系是哈佛大学硕士汤用彤。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人才短缺及留学生的文化结构和知识储
备有关。  

  从1872年和1877年向美国、欧洲派遣留学生开始，就开创了一条中国高级人才培养的切实有
效的新途径。20世纪初的帷幕拉开后，数以万计的青年学子负箕海外，造就了一支中西兼通的新
知识群体，成为中国新兴知识分子队伍的中坚力量。值得骄傲的是，留学生的知识储备和文化素
养，大体代表了近代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向。这批人大多有较好的传统文化根基，对西方文化亦
有较多的了解，中西融会，亦土亦洋，他们在带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完成了中西文化的
融合与创新，实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留学生文化正是传统与现代碰撞及交融的产物，也是
中国文化变革与新生的必由之路。现代新学科的创建与发展，正好需要留学生这样学贯中西的复
合型人才，所以留学生无可推脱地占据了中国现代学科发展的核心地位。无论是传统学科的改
造，还是新兴学科的创立，归国留学生都是领军人物。     

  现代转型与学术共同体密切相关  

  学科发展更离不开良好的社会机体，特别是与社会公共文化的发展状况紧密相连。因为每一
个学科必须有很好的学术共同体与之匹配，否则就将社会和学科隔离，停留在闭门的“学院”式
研究的自娱自乐，缺乏应有的动力，变成一潭死水，毫无生机。所谓学术共同体，就是自由、平
等、活跃的社会交流平台，包括学会、学术会议、相互讲学、对外学术交流、专业学术杂志、报
纸等。学术共同体的创建，无形中强化了不同学校的学科竞争与相互借鉴，还将学科延伸到了社
会，促进了学科和社会的沟通。在近代中国学科的现代转型中，凡是发展得比较好的学科，都与
学术共同体的相对完备、十分活跃密切相关。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在学会的组织和活动、
专业杂志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学术会议的活跃和高质量等方面，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学科，再加上
这些学科与社会变革联系紧密，其发展就迅速而强势。学科依托社会，社会带动学科，社会和学
科的良性互动，是经历史证明了的学科建设的必由之路。而且，学术共同体的建立，又反过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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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共文化领域的形成和发展注入了不可或缺的动力。按学界比较认同的看法，近代中国社会
公共文化空间产生于戊戌变法时期，其直接动力就是各地的维新派创立了许多学会，办了不少报
刊，并力所能及地建立新式学堂。湖南的时务学堂和那里的南学会紧密配合，将新知识通过学会
这一平台向社会传播，并通过学会提升了学术，从而保证时务学堂教学的高水平；同时还有《湘
报》的宣传鼓动，遂使湖南成为维新运动时期最富朝气的一省。历史地看，戊戌变法的最大功绩
是首创了一个虽然弱小，但发展强劲的社会公共文化空间。一些大学随着维新运动的建立和发
展，和新的文化生存空间的出现密切相关。辛亥、“五四”之后，随着公共文化领域的扩大，大
学的学科建设迎来了不可多得的黄金时期，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则与之同步，也开创了一个
新阶段。     

  本土化是现代学科建设中的难点  

  知识无国界，学科全球通。国际化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生命线。中国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亦是如
此，完全是国际化的产物，几乎所有学科都是从欧美或日本移植过来的。即使像语言学、历史学
等，古代中国就有，但完整地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也经历了一个国际化的过程。汉
语言学的学科体系，是从马建忠在欧洲研究西方语言学后，写出了名著《马氏文通》，才有了语
法结构、词汇识别、语言学理论等基本知识，再通过一批由在欧美、日本学语言学的归国留学生
如语言学大师赵元任等人的努力，才逐步建立起来的。没有西方语言学的输入，汉语言学学科不
可能在大学立足。历史学也是一样。古代中国确实有很好的治史经验和传统，但并没有形成今天
所理解的独立学科，迟至20世纪前半叶，随着进化史观、唯物史观、新人文史观的输入和新的现
代研究理念和方法的采用，才变成一门新学科。和历史学联系紧密的考古学则是李济、梁思永等
留学前辈从西方引入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际化的过程就是中国现代学科建立和发展的过
程。  

  和国际化相比，本土化却是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难点。所谓本土化就是结合中国社会文化实际
对学科进行能动的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讲，本土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学科创新的过程。和植物的
移植大致相仿，现代学科的成长壮大必须逐步适合中国这块土壤。但这决不是被动的适应，而是
积极的创新，也就是以现代的理念和方法改造古典的旧传统，让本土的旧文化与外来的新文化衔
接，在中西文化的融合中创新学科。经济学科的发展基本是这样，通过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让
课堂教学和学术研究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较好地解决了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关系。20世纪
30年代，张伯苓在南开大学发起了“本土化运动”，核心是教学科研、学科建设要结合中国实
际，知中国，服务中国。教材要自编，尽量少用外国教材；研究课题要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服
务社会，参与社会。通过与社会的沟通，学科的发展随之就本土化了，这是水到渠成的自然的本
土化，而不是故作姿态，为本土而本土。这中间有两个问题常常会使本土化走偏。一是“食洋不
化”，在根本没有精通西方文化的情况下，简单地拿来主义，用自己都一知半解的所谓现代文化
来推行本土化，会化成什么样子，不言自明。人类文化的基本原理，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对西方
的东西研究得越准确，在与中国本土的结合上才越有效。实际上，学科本土化的过程也是对现代
新文化进一步深化研究和运用的过程。二是“食中不化”，中国的东西真正弄通搞懂，融会贯
通，并不容易，只有知中华社会文化之真谛，才可能在学科建设中很好地将西方新学科和中国本
土融合创新。所以张伯苓在本土化运动中特别强调要懂中国。如果西方的真懂，中国的精通，学
科建设中的本土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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