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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文化角度

谈“新文科”的意义

2018 年 8 月 ，

在 全 国 教 育 大 会

召 开 之 前 的 半 个

月，中共中央在所

发文件里提出“高

等 教 育 要 努 力 发

展 新 工 科 、新 医

科、新农科、新文

科”（简称“四新”

建设），正式提出

“新文科”这一概

念。2019 年，教育

部 联 合 科 技 部 等

13 个部门共同启

动“ 六 卓 越 — 拔

尖”计划 2.0，作为

“四新”建设之一

的“新文科”从概

念 提 出 进 入 正 式

实施阶段。

前段时间，长

三 角 新 文 科 协 同

创 新 论 坛 在 上 海

大 学 举 行 。新 文

科，已引起学界等

社 会 各 界 的 广 泛

关注，成为热点话

题。

众所周知，中

央 多 次 提 出 人 类

正处于“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新文

科 ，为 何 应 时 而

生，我从传统文化

角度，谈谈它的意

义。

贾利军

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讲人

大 讲 堂

培养立体“分层教育”人才
是最佳解决方案

值此紧要关口，教育必须承载起这
样一个任务。但问题在于，什么样的教育
才能承载起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

这样的教育必须建立在整体论的世
界观上。因为只有建立了基于整体论的
世界观，我们才有可能从过往分科教育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
境地中走出来，转变成为“会当临绝顶，
一览众山小”的格局；这样的教育必须建
立在“天人合一”的方法论上。因为只有

“天人合一”，我们才有可能对人与自然
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问题与问题之间产
生有机灵敏的综合感受性。这种感受性
会让我们在处理任何一个问题时保持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部与整体的协调
性；这种感受性可以让我们在平衡错综
复杂的关系中，找出“纲举目张”的切入
点。

这就是华夏文明几千年文明孕育出
来的“分层教育”。

所谓“分层教育”，就是把人类的认
知活动分为：道、象、器三个相对的层级。
基于“器”的认知类似于当下的分科教
育，它所探究的是“一事一物之理”。这种
教育的缺点在于对规律性认知仅仅局限
于某一个具体问题或领域。这种教育的
优点在于它对于学者的天赋、悟性要求
并不高。这在中国古代属于工匠级别的
学习与实践；基于象的认知相对于前者
更显通约一些，它所探究的是“一类问题
之理”，也即纷繁复杂的具体问题有可能
是属于同一个大类，而基于象的教育就
是探究这一大类问题背后共同遵循的规
律是什么。无疑，这样的教育培养出来的
人才，其适用性将更加宽广；而基于道的
认知则是探究万事万物背后共同规律的
学习和实践。这个层级的学习对学者的
综合素质要求极高，但是这种教育培养
出来的人才无疑会具备全局意识、巅峰
视角和极强的实践能力。培训这样素养
的人才，无疑是对我们面临的全局性问
题的最佳解决方案。

换而言之，新文科就是要把过往的
平面的“分科教育”提升为立体的“分层
教育”，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尽其才，使
人类的智慧整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
针对和解决我们共同的危机。

从满清末年的救亡图存、西向而学，
我们已经走过一百多年的“洋为中用”的
历程。而今，我们要汲取几千年古老文明
沉淀出的智慧，要让根深叶茂的华夏文
明大树开出新花，“古为今用”来解决整
个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

何谓新文科？前人有云：“刚柔相摩，
谓之天文；文明以止，谓之人文。关乎天
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已化成天下”。值
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我们需要“反
者道之动”。从先贤的“人文化成”的路径
逆向反推，由器入道，重回人类认知的巅
峰视角，从整体论层面去探索诸多问题
的根本解决之道。这就是新文科乃至新
工科、新农科、新医科的意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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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
也进入到了深水期。

人与社会的矛盾本质上就是人
与人之间的矛盾。在过往的人类历史
时期，人剥削人乃至人奴役人发生在
很多区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这其间的区别仅在于剥削形式的进
化：从残酷的奴隶制到温情脉脉的资
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曾预言了资本主义
的灭亡，这无疑是伟大的判断。但是，
如前所述，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的
快速提升使得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
间的矛盾以“把蛋糕做大”使每个人
的绝对获得逐步增加的方式得到了
缓解。但这种缓解的本质治标不治
本。这种缓解的本质在于被剥削者的
心智水平发展落后于剥削者心智水
平的发展。

在知识垄断的年代，这种心智水
平发展之间的差异是可以通过制度
设计而稳定获得。但到了后现代社
会，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垄断几乎
成为不可能。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心智
水平之间的差异正在以前所未有的
速度拉平。而这种改变必然会对这些
区域长时间奉行的剥削的社会制度
产生根本性的冲击。在当今社会，贸
易摩擦、地区冲突、种族纷争，其背后
的深刻根源莫不如此。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的人与
自然的危机又使得过往惯常“做大蛋
糕”的权宜之计日益失效，这就使得

这种冲击必然会发生。当矛盾的双方
无法以一种和平的方式进行媾和时，
这种冲击所带来的后果对于全人类
都将是致命性的。

一言以蔽之，人类前所未有的，
如此急迫地需要通过自身的进化来
消解上述两种根本危机。而教育，则
是度过危机的重要路径。

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遍及全球
的西式“分科教育”,根本无法承担这
样一个任务。

这是因为，传统的西式分科教育
在世界观上属于原子论，方法论上属
于机械还原论。这种教育的优点在于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批量生产出特
定领域的“专家”。本质上，这种培养
方式是和工业文明早期的机器大工
业化生产相匹配的。这是因为人类工
业文明早期，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往
往是相对简单的线性的问题。

在人类业已进入到后工业化时
代，人类面临的问题日益复杂，星际
旅行、生态可持续发展乃至人类基因
组等等，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无一
不是非线性的复杂性问题。这些我们
面对的复杂性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将
人类过往的认知整合起来，这种整合
不是简单相加，不是简单组合，而是
要用整体、有机的视角审视任何一个
看似独立的问题。唯有如此，我们才
能防止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蝴蝶
效应”，才不会让人类的文明长堤不
至于落得个“毁于蚁穴”的结局。

部分学者会认为“新文科”的概
念源自美国，标志性事件是美国希拉
姆学院在2017年对培养方案进行全
面修订，对29个专业加以重组，将新
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传统课
程中，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的跨学科学
习。这一转变背后的缘由，则在于应
用型学科崛起的形势下文科的式微，
导致文科教师或学院的生存危机。

但是很明显，这样一个新文科的
概念显然是无法涵盖我国提出的“新
文科”内涵。众所周知，中央多次提出
人类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
个变局之大囊括了人类生活的方方
面面。而教育，就是这个大变局中的
核心局点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教育顺
应、适应和完美应对了这场巨大的变
革，人类社会才能够消除变局中的不
确定性，实现人类文明的凤凰涅槃，
再上台阶。

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简而
言之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
会的关系发生了巨变。在工业文明之
前，人类是大自然的附属物，或者至

少，人类的能动性并不能够对大自然
产生致命性的危害。而在工业革命之
后的几百年里，科学技术的介入，使
得人类对大自然的反作用性日益强
大。时至今日，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大
自然的存续甚至呈现出一种此消彼
长的态势。据估计，二战以来的技术
变迁所造成的污染占目前全球所有
污染的80%。

现代化不仅摧毁了人类可持续
的自然经济，而且破除了各种具有节
制的价值、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使
各种发展完全失去约束。对人类和整
个生物圈的颠覆性影响主要产生于
过去的500年，即西方价值向全球扩
张和取得世界支配地位的500年。

500年相对于人类近6000年的
文明史，只有8%的时间，但正是这短
短500年所造成的人口爆炸和环境
破坏，已经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平衡关
系，改变了生物圈的循环方式和人类
的自然进程，而这一切，与人类的整
体经验也是相违背的。

这无疑是可悲、可笑和必须要改
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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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教育是核心局点之一

人类面临的复杂性问题
迫切需要将过往认知整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