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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百年改革的历史、规律与启示
白 强

(重庆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重庆401331)

摘 要:改革是大学发展的强大动力。哈佛大学经历了持续百年的重大改革,最终走向卓越并成为世

界一流大学的典范。揭示哈佛大学百年改革史背后隐藏着的内部和外部规律,可以为当代中国大学改革特别

是一流大学的建设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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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发展离不开改革的推动。19世纪以来,哈佛大学为适应不同时期美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不
断锐意革新,因时而动,因势而变,经历了由6位著名校长分别主导的历时132年的持续改革(1869-
2001年)。正是一次次与时俱进的改革,把哈佛大学一步步推向世界一流大学的顶峰,成就了哈佛大

学今日的辉煌。“他山之石可攻玉。”回顾哈佛大学百年改革的历史,揭示其百年改革的一般规律并从

中获得启迪,对于正在建设一流大学的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哈佛大学百年改革的历史回顾

哈佛大学百年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荡气回肠的历史。从第21任校长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WilliamEliot)开启重大改革以来,哈佛大学相继经历了阿尔伯特·劳伦斯·洛厄尔(AbbottLaw-
renceLowell)、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JamesBryantConant)、奈森·普西(NathanMarsh
pusey)、德里克·博克(DerekBok)、尼尔·陆登庭(NeilRudenstine),共6任校长、历时132年的持

续改革。在这6位校长的努力下,哈佛大学一步步走向世界一流大学的顶峰。
(一)从教学型小学院到教学研究型大学的改革(1869-1933年)

19世纪中叶以前的哈佛大学,总体上是一个沿袭欧洲古典高等教育传统、以培养贵族精英为

主的教学型小学院。虽然其间经历了美国独立战争的洗礼,但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平静”地按照欧

洲古典大学的办学逻辑运行。然而,到了19世纪70年代,这种状况随着北方资本主义在南北战争

中的彻底胜利被改变了。响应国家利益诉求成为哈佛大学改变发展航向的转折点。在这一历史转

折时刻,“应运而生”的艾略特成为引领哈佛大学变革的舵手。在担任哈佛大学第21任校长期间

(1869-1909年),面对内战后美国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大学运动的高涨、赠地学院的兴起以及哈佛

大学自身的生存危机等现实境遇,艾略特校长批判地汲取欧洲大学先进的办学经验,立足于美国社

会现实需求,以坚忍不拔、持之以恒的勇气和毅力,对哈佛大学进行了长达40年大刀阔斧的改革。
具体而言,有重建法学院、振兴医学院、新建商学院、设立文理研究生院、实行自由选修制、改革考试

招生制度、招聘一流学者等多项重大改革措施,使哈佛大学由一个教学型小学院转变为以实用学科

为主体、又具德国大学风格的学府[1]。继任校长洛厄尔在执掌哈佛大学的24年里(1909-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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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接过改革大旗,再展乘风破浪之雄风,以批判的精神进一步推动“哈佛美国化”的进程,由此进

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如改革集中分配制、实行荣誉学位制、推行导师制等。这些举措巩固

了艾略特校长的改革成果,进一步提升了哈佛大学的办学实力,完成了哈佛大学从教学型小学院向

教学研究型大学的成功转型。这是哈佛大学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跨越,为哈佛大学继续朝着研究型

大学方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从教学研究型大学到一流研究型大学的改革(1933-1971年)

20世纪30至70年代,世界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战”后,随着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被美苏两极对抗格局所取代,美国成为全球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迫切需要高等教育为全球对抗战略

服务。哈佛大学再一次发挥了美国大学改革“桥头堡”的引领作用,在科南特和普西两位校长的接

力努力下,哈佛大学掀起“国家化”改革的新高潮。科南特校长执掌哈佛大学的时代(1933-1953
年),正是硝烟弥漫的“二战”时期和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时期。面对战争和两极对抗的国际形势,
国家对高等教育有着迫切的现实需求,科南特校长秉承了前任校长改革的勇气、魄力、毅力和睿智,
掀起了哈佛大学历史上以提高科研水平、服务战争需要和培养民主社会公民为目标的重大改革,如
实行“学术精英”招生制度、推行“非升即走”教师晋升制度、发起“通识教育”改革运动、拓展科研职

能等。这一系列措施,引领哈佛大学走上了真正研究型大学的发展轨道。继任校长普西在18年的

校长生涯里(1953-1971年),在科南特校长改革的基础上,紧密结合“二战”后60至70年代美国国

家战略需求,继续推进哈佛大学改革的步伐,如构建多样化的大学、进一步改革招生政策、打造卓越

师资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筹资运动等,使哈佛大学的师生结构向多元化发展,科研水平和师资质量

不断提高,办学经费大为改善,完成了哈佛大学从教学研究型大学向一流研究型大学的转变,为哈

佛大学走上国际化发展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从一流研究型大学到高度国际化大学的改革(1971-2001年)

20世纪80~90年代,正值美苏对抗最激烈和两极冷战格局解体时期,也是新旧世纪交替时

期,服务全球化战略成为美国对高等教育的现实需求。此时,博克、陆登庭两位校长接过改革“接力

棒”,高举国际化改革大旗,持续推进哈佛大学国际化改革的步伐。博克校长在执掌哈佛大学的20
年里(1971-1991年),面对激烈的美苏对抗、教育优异化改革运动的兴起、“新联邦主义”教育计划

的实施以及日益高涨的本科教育改革呼声,在本科核心课程的设置、行政管理制度、国际化建设以

及大规模筹资运动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更加顺应时代潮流的革新举措,使哈佛大学真正步入了向

国际化大学方向发展的快车道,为其赢得一流的国际声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继任校长陆登庭在

博克校长改革的基础上,把现代化、全球化的高等教育理念进一步贯彻落实到哈佛大学的跨世纪建

设中,如构建人文教育教学体系、组织大规模的跨学科国际合作研究、面向全球招聘一流教授、实行

平民精英招生、开展卓有成效的筹资运动等,使哈佛大学成为学术包容性更强、学科交叉范围更大、
对外联系更广、教学科研水平更高、全球影响力更强的高度国际化大学,完成了哈佛大学从一流研

究型大学向一流国际化大学转变的历史使命。

二、哈佛大学百年改革的基本规律

所谓“规律”,是“两个表面上互相矛盾的事物之间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2]。大学改革作为一

种高等教育现象,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一方面,大学本身各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

约的,彼此之间的关系深刻地影响着大学的改革;另一方面,大学改革与其他社会现象,如政治、经
济与文化等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大学的改革。所以,大学改

革内部诸要素之间以及大学改革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因此,大学改

革存在着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哈佛大学百年改革历程告诉我们,只有掌握并遵循大学改革的内

部规律和外部规律,大学改革才能取得成效并走向成功。



(一)哈佛大学百年改革的内部规律

1.主体性规律:卓越校长治校

校长是一所大学的“精神领袖”[3]。对于大学改革而言,校长是改革的决策者、设计者和组织

者。可以说,大学校长的角色表现如何直接决定着改革的成败。从一所大学改革的内部关系来看,
校长在大学改革的诸多内部要素中占据核心地位,与改革结果有着内在的、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
从哈佛大学走向辉煌的历程上看,其重大变革经历了从教学型小学院到教学研究型大学、从教学研

究型大学到研究型大学、从研究型大学到国际化大学三个跨越式发展阶段,历时132年,共有6任

卓越的校长(艾略特、洛厄尔、科南特、普西、博克、陆登庭)在这期间发挥了极其重要甚至是决定性

的作用。作为哈佛大学历次重大变革的核心人物,这些校长既是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又是以治校

为业的职业家,还是勇于推进改革的实践家。每位校长虽然身处不同的历史时期,但都能根据不同

的社会形势审时度势、深谋远虑,以治校为志业坚持不懈改革,把哈佛大学面临的一次次“危机”转
化为一次次“生机”,从而使哈佛大学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持续的创造力。因此,哈佛大学的

发展首要得益于有一批卓越的教育家校长,是“教育家校长引领了大学的持续崛起”[4]。

2.守恒性规律:坚守办学理念

办学理念是人们对大学办学中基本问题的理性认识、价值判断和理想追求,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和指导性作用[5],规定着大学的发展方向,规范着大学的办学行为,决定着大学的发展高度,可以

说,有什么样的办学理念,就有什么样的大学。哈佛大学从1636年建校至今,已有379年的历史,
始终坚持“崇尚真理,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即使在改革时期也始终坚守这一理念。在这一理念的

指导下,哈佛大学在学术上,始终坚守学术自由、追求真理;在人才培养上,始终坚持精英教育、培养

一流人才。可见,在治校办学的思想观念中,办学理念居于核心地位,具有极强的守恒性,与其他办

学要素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的和本质的联系。正是这种联系决定了办学理念对于治校办学的

根本性意义,即它是一所大学的灵魂,在影响一所大学改革和发展的诸要素中,居于深层次的统摄

地位。换句话说,无论大学如何改革、功能如何拓展、规模如何变化,其办学理念都应该始终如一、
坚如磐石。

3.平衡性规律:协调大学职能

大学自诞生以来,与社会的关系日益密切且职能范围不断延伸。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

会始终是大学的三大基本职能。在大学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这三大基本职能之间是一个相互联

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正是三大职能的有机互动和共同推进,才有大学的不断发展和完

善。考察哈佛大学6位校长的改革历史可以发现,他们在处理三大职能关系的问题上,始终坚持了

“全面统筹,有所侧重”的原则,通过促进三大职能的协调发展,最终使哈佛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和服务社会等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卓越成就,促进了哈佛大学的全面发展,成就了哈佛大学的

辉煌。可见,三大职能与大学改革发展有着内在的、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三大职能的联系程度如

何、作用发挥得怎样,都直接影响大学的未来发展和走向。大学改革必须遵循大学职能的综合协调

发展的原则,单纯注重或发展某一职能,不会促进大学的全面发展,大学也不可能走向世界一流。
(二)哈佛大学百年改革的外部规律

1.大学关系规律:学习借鉴与创新超越的统一

在一所大学走向世界一流的改革过程中,他国杰出的大学办学理念、办学经验、办学模式等先

进经验可以成为本国大学创新发展的基础。哈佛大学之所以能够实现跨超式发展,超越欧洲大学

而登上世界一流大学的顶峰,其重要原因在于坚持了学习借鉴与创新超越的统一。哈佛大学在迈

向世界一流大学所经历的历次重大改革,都是吸收了欧洲大学的先进办学经验,但又不是对欧洲大

学办学经验的生搬硬套,而是在经历“加工改造”后进行的新尝试,实现了借鉴基础之上的超越,继
而对世界高等教育产生重大影响。



2.学政关系规律:政府控制与大学自治的统一

在大学演进历史中,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始终是一对重要的双边关系。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发

现“完全被控制的大学”,也没有发现“完全不控制大学的政府”。从总体上看,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始

终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一方面,哈佛大学在服务国家和社会的历史过程中,由于始终坚持大

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宗旨而与政府保持着一定距离;另一方面,美国政府虽极力要求大学服务社

会,但并没有对哈佛大学进行强制性干预。由此可见,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处于一种相对合理、平衡

的状态时,是有利于大学自身改革与发展的。

3.文化关系规律:本土化与国际化的统一

“大学是一个具有高度自我调节和适应能力的组织,开放性和包容性是大学文化的基本特

征。”[6]大学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征决定了大学在改革发展过程中,除了要传承本国优秀的文

化,还要对他国文化乃至国际文化进行批判、选择、吸收和创新,进而形成新的改革发展动力,即文

化软实力。因此,本国文化因素、他国文化因素乃至国际文化因素与一所大学的改革和发展具有必

然的、内在的联系。传承本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吸收先进的外部文化并正确处理本国文化与外部文

化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所大学改革应当遵循的文化逻辑。哈佛大学在历次重大改革中,无不遵循

着这一文化发展的逻辑,如艾略特校长就强调美国的大学“必须从种子开始生长”[7]。哈佛大学高

等教育的本土化思想,是在坚持本土化基础上的借鉴与超越,从而创造了“科学主义”与“实用主义”
相结合的“哈佛大学文化”,使古老的哈佛大学焕发出勃勃生机。

三、哈佛大学百年改革的有益启示

“先有哈佛,后有美国。”世界强国的崛起必先有一流大学的崛起。哈佛大学百年改革史所蕴含

的改革规律为当代中国大学改革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大学改革要选拔任用教育家校长

哈佛大学的历次重大改革之所以能够把哈佛大学一次次引向卓越,其首要原因在于哈佛大学

有了像艾略特、洛厄尔、科南特、普西、博克、陆登庭这样一批卓越的教育家校长。大学改革要求教

育家校长治校,这是由大学的内在本质和发展需要所决定的。从大学的本质上看,大学是由学者和

学生组成的、以传播和研究高深学问为志业的共同体。这就决定了大学最根本的属性在于学术性。
学术性既是大学的逻辑起点,又是大学发展的逻辑归宿[8]。从大学发展需要上看,现代大学处于一

个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大学职能的广泛性、目标的多重性、学术活动的专业性、人才的独特性以

及管理活动的复杂性,都从客观上要求大学校长既要有学者的底蕴,又要有教育家的修养,还要有

管理者的头脑[9]。显然,教育家校长治校,这是现代大学自身发展对校长素质的客观要求。因此,
大学改革首先要选好大学的“领头人”,治校要选拔任用教育家校长。

(二)大学改革要坚持理念坚守与灵活应变的统一

大学走向一流是一个漫长的历史积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作为引领大学发展的办学

理念不能变,从某种意义上讲,办学理念就是大学的未来理想,它规定着大学的一切行动,失去理念

坚守的改革至多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另一方面,大学也不能抱残守缺、因循守旧,相反,应当顺应潮

流与时俱进,因时而动,因势而变。坚持理念坚守与灵活应变的统一,其实就是“以不变应万变”。
大学不同于其他社会组织或机构,只有坚持理念才能积淀出深厚的文化,也只有灵活应变才能发挥

大学引领社会的作用。有学者认为,中国大学发展面临的困境不是理念的缺失,而是理念的迷

茫[10]。因此,准确把握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坚守大学使命,回归大学本真,应当是中国大学的改

革需要重视的方面。
(三)大学改革要处理好借鉴与创新的关系

哈佛大学在历次危机面前不言败,历经几百年风雨沧桑而不衰落,最终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的典范,这与其善于处理好学习借鉴和改革创新之间的关系有紧密关联。哈佛大学百年改革史是

一个学习借鉴欧洲大学办学经验但又超越其办学模式的创新过程。借鉴是大学发展的基础,创新

是大学发展的动力。没有学习借鉴就会“坐井观天”,没有创新超越就会落入平庸。可见,大学在改

革过程中,既要学习借鉴他国大学先进经验,又要紧密结合本国实际进行创造性的改革。惟其如

此,大学才能站在巨人肩膀上飞得更高,发展得更好。
(四)大学改革要处理好被控制与自治的关系

自治与被控制一直伴随着大学的发展历史,成为大学改革发展的一对基本矛盾。因此,如何正

确对待和处理好这一对基本矛盾,求得二者某种程度的平衡,就成为大学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纵

观哈佛大学百年改革史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平衡大学自治与政府控制的过程。其实,国家意志与大

学精神二者并非水火不容,大学改革应当坚持国家意志与大学精神的和谐统一。这是因为大学追

求真理的行为与国家的长远利益需要是一致的,大学不应当以急功近利的行为满足国家的短视需

要。因此,大学与国家应当就这一点达成平衡、取得一致,即国家要给予大学“适当的自治”,大学要

回应国家长远利益[11]。
(五)大学改革要兼顾三大职能的协调发展

正如前面所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作为现代大学的三大基本职能,是一个相互联

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已进入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服从于从“高等教

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转变的国家战略要求,已成为中国大学改革的总趋势。但问题在于,大
学在响应国家战略需求的过程中不能顾此失彼而导致“大学本体功能与衍生功能的错位与失

衡”[12]。因此,作为大学改革的设计者和领导者,必须正确处理和有效平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

服务社会三大职能的关系,此亦是当代中国大学改革的一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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