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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大学荣誉校长的俞立中，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

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个急速发展的时代，人文科学的

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当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时候，人

们会更注重精神层面的需求。”

他指出，我们今天看似讨论的是文科缩减的问题，

实际上应该讨论的是大学教育如何改革的问题。“任何

发展阶段，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社会精英只是一部分，

大多数人从事一般性的工作，特别是在当下中国高等教

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因此，我觉得没有必要在到底

要多招人文科学的学生，还是多招理工科的学生这些问

题上去争论，关键问题是如何去面对教育改革，如何使

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工程学科都能够面对

人工智能的发展。人文社会科学专业需要改革，理工科

专业也需要改革，这些改革不光光是改变专业的名字，

而是牵涉到教育观念、教育的手段、培养方式的巨大变

革。人文社会科学无用论，纯属无稽之谈。”

在俞立中看来，大学教育的根本任务首先是培养一

个人，一个完整的人，然后才是培养人才，在某个领域

里做出贡献的人才。如果大学的教育，忘记了“使人成

为人”的教育使命，将会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他认为，今天我们改革的方向并不是文科理科招生

比例的问题，而是学科交叉融合的问题。因为人类遇到

的很多问题都不是单一学科能够独立解决的，大学的本

科专业设置应该是面向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段时间里我研究了纽约大学的专业设置，它现

在有 230 个本科专业。如果学生对这么多专业都不满意

的话，可以自己提出一个想学习或研究的领域，只要有

两个学科的老师认同他这个观点，就可以批准他作为一

个专业存在。所以，我觉得大学的专业叫什么名字并不

重要，属于什么专业类型也不重要了，关键问题是学生

的志趣在哪里，社会发展需要人才有什么样的知识结构

和能力素养。大学教育应以学生为中心，并不是老师能

讲什么就讲什么，而更应该考虑学生学到了什么。”俞

立中说。

日本学者吉见俊哉在《何谓大学》《“废除文科学部”

的冲击》等著作中批判了工具化思维导致大学教育沦为

就业培训场，认为有必要重新思考上大学的意义何在。

他提出“人生三度入大学”的观点。第一次是在 18

岁到 21 岁，完成基础教育与批判性思维启蒙，打破高

中阶段“正确答案依赖症”，培养“迎接失败的能力”；

第二次是在 30 岁到 35 岁，职场人通过再教育突破职业

瓶颈，例如文科生学习数字技术或工程师补足伦理素养，

实现跨界转型；第三次是在 60 岁前后，通过知识更新

重塑人生价值，如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或社区治理研究。

这种设计打破了工业化时代的“直线时间轴”，使大

学成为贯穿整个人生命周期的价值创造节点。实际上，大

学不是工厂，教育的目的也不是培育越来越“机器化”的人，

只有重新定义何谓大学，才能让大学在人工智能时代不被

高速化、碎片化、流动化的知识生产所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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