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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冷遇。丁耘感慨，如果说 80 后还看到了传统生活

世界的背影的话，那么成长在互联网时代和新中产阶层

核心家庭、小家庭中的年轻一代，确实难以进入传统的

世界的情感与感受。

“他们接受的是科学与理智教育，‘鸡娃’一代更

是以智力教育、技术教育优先。而技术宰制时代的来临

无疑让柏拉图从数学和推理出发建立秩序的思路更易接

受。特别是，当年轻人知道，从理智出发建立秩序也能

思考并获得完整生活意义的话，就更是如此。”

黄锐杰认为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从一个侧

面反映了整个大环境的一种变化，就是人们越来越从《论

语》代表的感性思维方式向《理想国》为代表的理性思

维方式转变。当工具理性成为社会的主流认知，文科无

用论甚嚣尘上也就不足为奇”。

在人工智能重构知识生产范式的当下，文科的价值

正经历着从显性功能到隐性内核的巨大跃迁。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信息时代，沟通表达能力愈

发重要。文科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写作、演讲等能力，

使他们能够清晰、准确地传达自己的观点。无论是撰写

商务报告、进行项目汇报，还是参与公共事务讨论，良

好的表达能力都能让个人脱颖而出，为个人发展助力。

记者曾经采访艺术家麦橘，他本科学哲学，毕业后

从事金融行业，既不懂编程，也不会绘画，后来却成为

国内知名的 AI 艺术家。他说：“审美也是一种经济。”

当所有人都能轻易获得某种风格时， AI 只 是 一

个“翻译官”，将创作者的想法转化为画面，最终呈现

的作品效果取决于创作者的描述程度和 AI 的执行程度。

这种审美能力的积淀和充分准确的表达能力，当然得靠

黄锐杰观察到，这一调整目前主要针对应用型文科专业。

复旦大学作为中国高校界的人文重镇，其改革举措

往往具有风向标意义。近日，金力校长接受《人民日报》

大江东工作室采访时表示：

文科是复旦的旗帜、是“老根”。“老根”不能动摇，

也是学校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今年复旦本科生招生计划，

文科确实有所减少，一是因为高考文科生源在萎缩，二

是一些曾经热门的专业遇冷，社会的需求在萎缩，但文

史哲等“老根”学科变化不大。

他表示，“老根”要继续做强。优势学科、高峰学

科，没有任何理由放弃或缩减，必须加强支持和投入，

不吝用兵、不遗余力，让“老根”更加枝繁叶茂。“我

们希望能培养和造就有思想、能够引领世界和时代的人，

对中华文化和人类文明有贡献的人，从这点看文科一定

要做‘精’。”他提到，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陈尚君，

40 年心无旁骛，以一人之力钩沉补遗出版《唐五代诗全

编》，“用最聪明的头脑下最笨的功夫、干最寂寞的事情”，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与阐释、传承与发扬做出了

不朽功业，复旦引以为荣、倍加呵护。

给技术时代“纠偏”“引航”

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下，文科教育似乎不能产出直

接的经济价值，文科

专业不挣钱成了某

种“社会共识”。

人们不禁要问，效

率至上的时代，文

科到底有啥用？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丁耘开设的通识课在复旦大

学颇受欢迎。他有一个深切的感受，那就是 80 后喜欢

《论语》与《理想国》的学生差不多一半一半；而到了

00 后时代，喜欢《理想国》的学生们明显上升，《论语》

　　他们接受的是科学与理智教育，“鸡娃”一代更是以智力教育、技术
教育优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