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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最著名的一所高等学府，

是由齐国兴办的一所大型养士机构。因建于齐国都

城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的稷门之下而得名。它初

创于齐桓公田午当政之时，兴盛于齐宣王、 王两

代，至秦灭齐时，学宫才最终关闭，前后延续了大约

150 年，为战国时代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的提高，其

主要标志是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和牛耕技术的推

广，这为稷下学宫的创立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

经济条件；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加剧，政治需要养士、
用士是齐国创立稷下学宫的一个直接原因；齐国历

史悠久，有着其他列国所不及的良好文化传统和开

明的政治风气，以及由此形成的齐国统治者的良好

文化心理素质和文化政策，这是稷下学宫得以产生

的一个关键性条件，也是惟独齐国能够成为文化学

术中心的最主要的原因。
稷下学宫创立于诸侯纷争的时代，能够在此期

间存在长达 150 年之久，其先进的办学理念是一个

关键性的因素，它所开启的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精

神对我国乃至世界大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但是秦统一中国后焚书坑儒及汉以后“儒家独

尊”的文教政策的实施，这一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

精神逐渐消失，直至清末京师大学堂的创立才掀开

中国近现代大学的序幕。而世界上近现代大学的开

端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萨
莱诺大学和法国的巴黎大学。由此可以看出，稷下学

宫倡导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百家争鸣之精神对我

国的大学发展与建设具有极强的当代意义。

一、稷下学宫的办学理念

1. 尊宠贤士

稷下学宫自创办之日起，齐王对来到学宫的学

者大都优礼相待，如据徐干《中论·亡国》的记载：“齐

桓公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才而争宠之。”
齐国规定：在稷下，凡列为大夫者，皆“为开第康庄之

衢，高门大屋，尊宠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齐

王不仅给稷下先生提供优厚的待遇而且大多能够礼

贤下士，如齐宣王为了留住孟子，曾许诺：“我欲中国

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

式。”（《孟子·公孙丑下》）而淳于髡比孟子待遇更优，

齐王“立淳于髡为上卿。赐之千金，革车百乘，与平诸

侯之事”（刘向《说苑·尊贤》）。《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
骈、接舆、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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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正是齐王能够尊宠贤士，吸引了天下名士络绎

不绝地来稷下讲学，使稷下成了当时人才聚集的场

所和东方的文化教育中心，不但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而且也繁荣了齐国的经济和文化。
2. 教学自由

稷下学宫是由齐国官方举办，却由私家主持的

一所高等学府，齐国的统治者除了在政治和社会地

位上给予稷下先生优厚的待遇外，还给予他们充分

的学术自由，所以稷下先生有充分的教学自主权。在

教学组织形式上，稷下先生可以自由选择，他们为了

宣传自己的学说往往会聚徒讲学，学生也有较大的

自由度选择听取先生的讲课，他们可以去自由听讲，

不必局限于某一个先生，这种灵活的学习制度使得

学生有机会接触到各家学说，有利于打破门户之见，

促进学术思想的交流和人才的培养。在教学内容上，

稷下先生也有自由选择的权力，可以选择自己研究

的成果与著作，也可以与其他学者进行学术探讨。另

外稷下学宫在教学上还实行一种“期会”制，刘向的

《别录》云：“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

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集解引）稷下学宫的“期

会”制是一种定期举行的教学和学术活动，全校师生

和游学人士都可以参加，他们通过演讲向社会公开

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和对社会的看法，各派之间相

互设疑问难，交流思想，从而促进了学术的活跃，体

现了学术思想的平等，也大大地提高了稷下学宫的

教学质量和学术研究水平。稷下这种“期会”制的组

织形式促进了专门化的学术研究，而诸子百家的学

术研究又极大地促进了教学水平的提高，从而使稷

下学宫成为百家争鸣的重要园地。
稷下学宫的教学自由还体现在教师们的来去自

由，当时稷下先生们的去留并不以物质待遇为念，他

们所关心的是自己的政治主张能否得以采纳，言合

则留，不合则去，即“道不同不相为谋”。孟子就曾因

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被采纳而离开齐国，后来又曾

被齐王聘用，而荀子也曾“三为祭酒”。这种来去自由

的作风促进了各个国家的人才流动，也使得教学变

得更加自由。
3. 论辩争鸣

战国时期的政治多元使百家论辩成为风气，稷

下集中了各家学者，更易产生论辩。稷下也颇出一些

雄辩之才，如被人称为“天口骈”的田骈、“谈天衍”的
邹衍、“雕龙 ”的邹 、“炙毂过髡”的淳于髡、“千里

驹”的鲁仲连、“飞兔”的徐劫等，孟轲自谓“岂好辩

哉？予不得已也”，荀况也称道“君子必辩”。这一大批

辩才创造了稷下学术辩论的兴旺局面。稷下学者的

论辩既有个别的辩，也有大规模的辩；既有先生与先

生的辩，也有学生与先生的辩；既有学派内部的辩，

也有学派之间的辩；既有理论问题的辩，也有现实问

题的辩；还有稷下先生与齐国当权者的辩。
齐国的统治者为了鼓励稷下先生大胆发表自己

的观点与看法，允许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即不担

任具体的行政职务，但是有权对国内外的大事要事

畅所欲言，而不要承担任何政治上的风险。正是这样

特殊的权利，因此稷下先生多敢于藐视王公大臣，针

贬时弊，直言进谏，为齐国的建设提出了许多有益的

建议。另外齐王还不以个人的好恶人为地造成学派

之间的尊卑、轻重之别，对各学派的主张，选择有利

于己的则用之，而不利于己的也不打压，这样促使各

家各派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相互之间进行论辩争

鸣。在长期的争鸣过程中，存在“此消彼长”的现象。
如在齐威王时，淳于髡的影响最大，他是容百家于

身，宣王初年仍有崇高的地位，曾一日荐七士于宣

王，后来孟子逐渐取代了他的地位，这时儒家思想处

于主导的地位。孟子离开稷下学宫后，黄老学派逐渐

兴盛。在宣王后期及齐 王时期黄老学派是稷下学

宫的学术主流。到了齐襄王时，荀子最负盛名，曾“三

为祭酒”，获得“最为老师”的美称，还被列为客卿，由

此儒家势力又大增。到齐王建时，阴阳家思想在稷下

学宫流行起来，邹衍受到推崇，阴阳家也随之显名。
稷下学宫自由论辩争鸣的风气促进了各学派之

间的交流，诸子百家在论辩争鸣中，互相取长补短，

丰富和发展了自身的理论，不少到过稷下学宫的学

者和派别都出现了兼收并蓄的特点，保证了稷下学

宫的学术水平，从而促进和推动了学术文化的发展

和繁荣。
4. 兼容并包

所谓“兼容并包”就是打破门户之见，吸收各派

思想，不分国籍，招揽天下有识之士。齐王出于“争天

下者必先争人”（管子·霸言）的明确意识，稷下学宫

形成了来者不拒、包容百家、兼综融汇的办学方针，

希望各学派学者能够对齐国实现统一霸业做理论上

的探讨和说明。稷下学宫不光给学者提供了优厚的

待遇、良好的学术环境，还有开明的政治风气，由此

吸引了大批名士的到来。按战国时期的国家划分，他

们有来自齐本国的贤人如淳于髡、彭蒙、田骈、尹文、
邹衍、邹 、接子、颜 、田巴、鲁仲连等；也有来自外

国的著名学者如慎到、荀卿是赵国人，宋妍、 说是

宋国人，环渊是楚国人等；按当时的学派划分，儒家

有荀子、颜 、鲁仲连，其中荀子在齐襄王时三为祭

酒，享有极高的威望；道家势力最大，人物众多，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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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骈、慎到、彭蒙、接子、环渊等人；宋妍则是墨家精

神的真正继承者；属名家的有尹文、 说和田巴；法

家虽无著名的代表人物，但《管子》一书的作者却主

要是一批法家人物，他们是为田齐变法提供理论指

导的主要力量；阴阳家是著名学者邹衍和邹 ；也有

的虽无定家，但学贯南北，如稷下元老淳于髡就是一

位“学无所主”，兼容多家学术的学者，告子也是一位

“兼治儒墨之道者”。从这些来自不同国家与地区，不

同学派的学者，我们可以看出，稷下学宫坚持学术自

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各种思想互相碰撞，相互

交流与融合。

二、稷下学宫的当代意义

1. 优化教师管理机制，吸引优秀顶尖人才

如果我们把大学比作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

则大学之间的竞争就好比是各诸侯国之间的争霸，

而教师扮演的正是古代“士”的角色。“得士者昌，失

士者亡”的规律对今天的大学仍然十分适用。稷下学

宫实行来去自由的人才制度，重视人才、关怀人才、
善用人才，为稷下先生提供优厚的物质待遇、政治待

遇以及人格尊重，为他们专心治学，致力于育人进而

提高教育质量提供物质与精神保障，从而为稷下学

宫的鼎盛与繁荣奠定了基础。
在新的世纪里，高校既面临发展的机遇又面临

生存的挑战，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人

才是关键。要吸引与留住优秀的师资，首先要提高教

师的物质待遇，解决教师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够专

心地从事教学和研究。其次应改变当前的统一的教

师评奖晋升制度，为教师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提供

宽松的学术环境，鼓励教师做创造性、独创性研究。
在当前统一的教师评奖晋升制度下，许多教师迫于

压力或者学术利益的驱使，做了大量重复的和缺乏

独创性的“研究”，致使大学的整体性的学术水平不

高。最后要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稷下学宫是由官家

举办，却是由私家主持的，它都是由像荀子这样的大

家去主持学宫的事务，这对我国高校教师参与大学

的管理提供很好的借鉴，如我们可以在关于大学学

术事业的发展与规划方面让各专家学者去主持，比

如教师的招聘与晋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

式等实行“教授治学”。这样一方面体现出大学对他

们的认可与尊重，另一方面又能够调动他们参与学

校管理的积极性，使他们切实感受到主人翁的地位。
梅贻琦先生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

也，有大师之谓也。”2000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艾伦·
麦克迪尔米德教授说：“一所大学的质量并不取决它

所拥有的教学大楼，也不取决于试验室和图书馆，虽

然这些都很重要，但是决定科研水平高低的关键是

人，一般来说，即使有风景如画的校园，汗牛充栋的

图书馆，装备精良的试验室，但要是不能将最优秀的

教师和一流的学生吸引到这些建筑物之中，那只能

是金玉其表，因此，我一再强调———科学研究在于

人，人是第一位的。”因此我们应充分认识到优秀师

资对高校建设的重要作用，借鉴稷下学宫尊宠贤士

的办学理念，优化当前的教师管理机制，促进高校的

建设与发展。
2. 改革教学模式，实行开放式办学

稷下学宫在教学上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为师生提

供了一个自由宽松的学习与学术环境。学生可自主

择师、自由求学，教师也可自由择生、随处讲学，学生

可跨越门户与学派的界限，学无常师。稷下学宫的兴

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教学自由”的办学理

念，在于实行人才自由流动、开放性的教学活动。联

系当今高校，其教学模式较之稷下学宫就凸显出了

它形式的刻板与僵化，方法、手段的机械单一等弊

端。大部分高校还保留着应试教育模式的影子，教师

讲授，学生接受；教师读讲义，学生记笔记，考试背笔

记，如此而已。要完成时代赋予高校的神圣使命，就

必须改革传统的教学组织形式，建立并实施以辩论

为主要形式，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独立实践能力为

目的的教学组织形式。总之，稷下学宫的“期会”形
式，以及教师和学生双向选择的制度，都是值得我们

借鉴的。
稷下学宫吸引天下名士络绎不绝来此讲学传道

授业，学者们取长补短，融合交流，形成了各学派兼

容并蓄的博大态势。这不仅在于其良好的办学体制，

更在于其“兼容并包、来去自由”的开放办学方针及

其开放度。实行开放式办学方针，主动参与高校之间

的竞争，迎合社会发展的趋势，探索高等教育发展的

规律，使新设置的院系、专业、课程、教材等，不断适

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升学校的综合实力，促

进高校之间的人才竞争与自由流动，从而提高学校

的教学科研水平与知名度，培养高素质的、专门化的

人才。
3. 博采众长，以海纳百川之势促学术之自由

稷下学宫是一所由官家举办而由私家主持的著

名高等学府，它能够成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中心

正因为它所坚持的学术自由精神。官府不以行政权

力去干预学宫的教学、著述与讲学活动，而稷下先生

进行这些活动也不受官方意志左右，各家各派自行

传授各家学说，推行各自主张，并进行自由辩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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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也可学习各派的思想，吸收各家学派的思想观点。
稷下先生可以自由安排教学内容，自由讲学，自由著

述，从自己的立场与观点出发陈述对各种问题的看

法，体现出学者自主治学、学术自由的精神。
现在的大学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政府，为政府

服务。学校发展规划由政府根据国家的宪法来制定，

学校缺乏自主权，加之在教师招聘上大部分都是“近

亲繁殖”，这种情况之下何以谈学术自由、兼容并包，

又如何能够达到百家争鸣的地步呢？因此要改变这

种局面，首先就必须打破原先的旧体制，扩大学校的

办学自主权，坚持“学术自由”，让各家各派在国家宪

法允许的范围内相互争鸣，在争辩的过程中相互吸

收，不断提高与完善自己，始终保持大学的思想活

跃、民主自由的气息，不断提升学术研究水平，最终

增强大学的综合竞争力；其次要实行“人要来自五湖

四海，派要出于三教九流”（丁学良语）的教师招聘制

度，改变当前大学学术近亲繁殖的不良状况；第三要

坚持校长治校、教授治学的办学管理体制，让专业有

造诣的教授和专家参与到学校发展规划的制定中

去，提高学校的学术和科研水平；第四要加强国内外

高校之间的交流合作，促进各家学说的融合与繁荣。
稷下学宫的经验表明，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

学方针对于大学自身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对于社

会思想、文化的进步也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李慎

之在白奚的《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

与百家争鸣》序言中指出：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的
精神是我们可以依恃的一份遗产，当然也是需要发

扬光大进而予以提升的一份遗产。因此只有坚持学

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才能够继承与发扬百

家争鸣精神，才能够为整个社会创造出一种民主自

由的学术空气，繁荣民族的文化事业，推动社会思

想、文化、教育不断向前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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