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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齐国一所著名的高等

学府。刘向在 《别录》云 : 齐有稷门 , 齐之西

门也。外有学堂 , 即齐宣王所立学宫也。因它

位于齐都临淄的稷门 ( 城西南门 ) 而得名。稷

下学宫历史悠久 , 但它具体创于何时已难确考。

据东汉徐干《中论·亡国》云 : 齐桓公立稷下之

官 ( 宫) , 设大夫之长 , 招致贤人而尊宠之。齐

桓公田午当政是在公元前 374 至公元前 357 年 ,

据此可以推测 , 学宫之创约在公元前 4 世纪 60

年代左右。公元前 221 年秦军吞灭齐国, 稷下学

宫随之不复存在。稷下学宫自创设至消亡历经

齐桓公、威王、宣王、湣王、襄王、王建六代 ,

历时约 150 年。稷下学宫既是战国百家争鸣的中

心和缩影 , 也是当时教育的重要创造。稷下学

宫不愧为中国古代高等学府的光辉典范。它不

仅对我国古代学校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

而且也给今天的高校改革以诸多有益的借鉴。

一、办学模式: 官家兴办、私家主持

稷下学宫是一所由官家操办而由私家主持

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它是由齐桓公创办的

国立大学 , 由官家出资 ; 它脱胎于养士并始终

不 改 变 养 士 、 用 士 的 基 本 目 的 。 齐 宣 王 曾 云 :

寡人忧国爱民 , 固愿得士以治之 (《战国策·赵

策四》) 。刘向 《别录》亦云 : 齐有稷门 , 齐之

城 西 门 也 。 外 有 学 堂 , 即 齐 宣 王 所 立 学 宫 也 。

这些都表明了稷下学宫的官办性质。但是 , 它

却冲破了商、周以来“学在官府”的传统格局 ,

已从官府中解放出来。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

一是学宫的学术领导人通常由非常有名望的学

者来担任。它的讲学和各项学术活动均不以齐

国君的好恶为转移 , 也不迎合当时官府的政治

倾向 , 而是由各家学派自主开展 , 各家各派阐

述、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学术思想、理论主

张 。 正 是 “各 著 书 言 治 、 乱 之 事 , 以 干 世 主 ”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二是齐国统治者不设

行政部门加以控制管理 ; 官方也从不以自己好

恶独尊一家而压制他家 , 或以一家为标准统一

他家。因此可以说 , 稷下学宫具有官学和私学

两重性质, 是一所“官私合营”的高等学府。

目前我国高 教 体 制 改 革 的 要 求 ———政 校 分

开、自主办学与稷下学宫 “官家兴办、私家主

持”的办学模式非常相似。稷下学宫由官家出

资保障了充足的办学经费 , 而私家主持则保证

了学校的繁荣和思想的自由。这给当今高校的

体制改革有如下启示 : 高校只有拥有办学自主

肖正德

【摘 要】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齐国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它在 150 的办学历程中形成

了一些显著的办学特色: 官家兴办、私家主持的办学模式; 讲学与学术并重的职能形式; 兼

容并包、来去由已的教学制度; 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办学方针 ; 尊重“先生”、提供优厚

待遇的教师政策。稷下学宫的这些办学特色, 对我国后来的教育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

响, 也为今天兴办高等学校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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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 才能自主地进行改革、自主地选择发展模

式。长期以来 , 国家及教育主管部门集举办权、

办学权、管理权于一身, 自上而下地做出决策并

对高校进行统一的管理; 学校没有自主办学权和

独立的决策权力, 学校领导和教师要严格按照政

府要求和行政规律行事, 否则就要受到处罚。这

种以政府行政约束为主导的办学机制, 极大地压

抑了高校和高校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 不利于高校的良性发展。对此, 必须创新高

等教育体制、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政校分开, 政

府只提供一定的办学经费和物质条件 , 以指导、

服务的方式对学校进行管理, 但不对学校进行严

格控制和直接干预。政府与教育主管部门要由原

来的微观干预转为宏观指导、由直接管理转为间

接管理、由刚性管理转为柔性管理, 赋予学校更

大的自主权; 学校则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 在

专业设置、招生考试、人才培养等方面办出自己

的特色来。概言之, 在当今高校体制改革中, 我

们可以借鉴稷下学宫“官家兴办、私家主持”的

办学管理模式, 实行“政府宏观管理与高校依法

自主办学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二、职能形式: 讲学与学术研究并重

稷下学宫是一所集讲学与学术研究于一体的

高等学府。其讲学没有统一的安排和计划, 完全

由各学派领袖自行安排。教者可以自由择徒, 随

处讲学; 学者可以自由择师, 随处求学, 各家学

派皆形成有独特教学内容的独立的学术团体。学

宫的讲学活动十分活跃。同时, 各派还定期举行

学术集会。刘向说: 齐有稷门, 城门也, 谈说之

士期会于稷下也。这种“期会”可能就是各种各

样的学术交流会。另外, 学宫的大师们都能著书

立说 , 而且其成果之丰 , 可谓汗牛充栋。仅据

《汉书·艺文志》所著录, 计有宋銑著《宋子》18

篇; 尹文著《尹文子》1 篇; 慎到著《慎子》42

篇 ; 环渊著 《蜎子》13 篇 ; 田骈著 《田子》25

篇 ; 接 予 著 《捷 ( 接 ) 子 》2 篇 ; 邹 衍 著 《邹

子》49 篇、《邹子始终》56 篇 ; 邹奭著 《邹 奭

子》12 篇; 鲁仲连著《鲁仲连子》14 篇。此外,

如兵书《黄帝内经》、《六韬》以及吴、齐《孙子

兵法》, 一般都认为他们出自稷下。《孟子》和

《荀子》皆为不朽之作 , 现仍传世。这些都充分

显示了它作为一所高等学府的存在价值。

现代高校的基本功能———既是教学中心又是

科研中心与稷下学宫 “集讲学和学术研究于一

身”的特色殊途同归。稷下先生们的讲学与学术

研究互为因果、互为表里, 展现了稷下学宫作为

高等学府的特色。它给当今高校的启示是: 大学

传统应该是教学和科研并重且相互结合。著名存

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指出: 研究与教学并重

是大学的首要原则; 大学的第一个原则就是研究

和教学的统一。因此, 大学不仅应当具有培养人

才的职能, 而且应当承担科学研究的任务。特别

是在科技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第一生产力的时代 ,

大学科研更显示出它的威力和必要性。故此, 在

大学教学改革的进程中, 要把教学与科研看成是

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活动。一方面要将科学研究

的宗旨、方法、手段及其成果体现于教学过程的

各个环节, 以实现教学过程的科研化; 另一方面

要将教学目标、内容、环节等结合到科研过程之

中 , 以实现科研过程的教学化。总之 , 在高等

教育发展突飞猛进的今天 , 要借鉴稷下学宫的

经 验 , 充 分 认 识 大 学 教 学 过 程 的 一 个 突 出 特

点———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树立“教学中有科研

与科研中有教学”的理念 , 把大学建设成一个

既是 “教学中心”又是 “科研中心”的高等教

育机构。

三、教学制度: 兼容并包、来去由已

稷下学宫是诸子私学的聚集地, 它自然而然

地继承和发扬了私学的特点, 即兼容并包、来去

由已。所谓“兼容并包”, 即打破各家的门户之

见 , 不分国籍 , 不分庶鄙 , 吸收各派云集于稷

下; 所谓“来去由已”, 即稷下对天下游士 , 不

管集团或个人, 皆一视同仁, 来者不拒, 去者不

止 , 甚至还欢迎去而复返者。据有关史料记载 ,

在为学术界所公认的稷下先生中, 儒家有邹人孟

子、赵人荀子、齐人徐劫和鲁仲连; 道家有宋人

宋銑, 楚人环渊, 齐人尹文、接予、季真、彭蒙

和田骈 , 赵人慎到 ; 阴阳家有齐人邹衍和邹忌 ,

等等。由此可见 , 当时的稷下学宫是学派林立、

人才济济, 可谓是我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的“丛

林”阶段。一般说来, 稷下学宫允许各学派首领

及其弟子来去自由。如荀子少时独自游学于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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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宫, 在稷下学宫出名后有了弟子, 又携弟子离

去。这种流动的游学制度使各学派之间不断处于

交流状态, 极其富有发展活力。

现阶段我国大学改革的热点话题———学习与

教学自由与稷下学宫“兼容并包、来去自由”的

特点异曲同工。稷下学宫兼容并包、来去由已的

教学制度, 冲破了学府中各学派的门户之见, 解

除了学派之间、师生之间的森严壁垒, 扩大了学

生的知识面, 体现了师生高度的主体意识和自主

原则。它给当今高校的借鉴是: 学生应该有学习

的自由, 教师应该有流动的自由。

( 1)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选择学习内 容 、

决定学习时间与方式以及形成自己思想的自由。

可是, 由于受传统观念束缚, 我国大学生学习自

由的范围还比较狭窄, 学生缺乏学习自由的观念

和把握学习自由权利的能力。长期以来, 我国高

校在教学组织上多采取学年制和班级授课制形

式, 辅之以严格的考勤制。整齐划一的教学管理

既不符合因材施教的原则, 也不利于学生积极性

和主动性的发挥、不利于学生个性和人格的发

展。为培养知识经济时代所需要的、富有创造性

的人才, 高校必须进行对此进行改革, 要改学年

制为真正的学分制并实行选课制和 “走班制”。

为此, 高校要建立起弹性教学管理制度, 授予学

生选择学校、专业、课程、教师、授课地点、学

习地点的自由。同时, 学校应该给学生提供研究

的课题和方向, 并提供大量的信息资源服务, 以

指导学生作出自己的选择。通过改革, 应使大学

生们具有一定的自我选择权和自我设计、自我发

展的能力, 使学生的个性得到生成与发展、独立

人格得到培养。

( 2) 教师应有流动的自由。稷下学宫在教

学管理方面实行流动、开放的制度, 容许人才自

由流动。它一方面容许学生自由寻师求学, 另一

方面允许教师自由招生、到处讲学、自由流动。

允许师资队伍流动可以避免压制人才、埋没人才

的现象, 有利于学术思想的交流和教师自身的成

长, 并能改变不合理的人才结构。高校师资队伍

流动是势在必行的。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教育

主管部门及学校的任务应当是因势利导, 制定相

应的政策并采取有效的措施, 充分发挥师资队伍

流动的正向作用。

四、办学方针: 学术自由、百家争鸣

稷下学宫采取了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办学

方针。田午政权创办稷下之学时, 就号召各派学

者为齐国实现统一霸业进行理论上的探讨。为了

鼓励学者们进行理论探讨, 齐国政府不仅仅让学

者们“不治而议论”, 而且还为其提供了丰厚的

物质条件。这就使学者们有生活保障而无政事烦

忧, 因此“喜议政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

“咸作书刺世”(《荀子叙录》) 。于是稷下学者及

其所持之“道”就有了相当的独立性和自由。另

外, 稷下学宫各派学术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

面。各家学者之间论辩的广泛与频繁是中国古代

教育史上所罕见的。不仅各学派相辩, 而且同一

学派也相辩; 不仅先生与先生辩, 而且学生与先

生之间也相辩; 不仅稷下学宫内部相辩, 而且还

同稷下以外的人物相辩; 不仅学者间相辩, 而且

还同齐王、宰相也辩。这充分反映了学宫中活跃

的学术气氛。通过这种自由地争辩和批判, 各学

派既有所渗透、交融、吸收, 同时也为齐国统治

者提供了适宜的治国方案。

当今学者们矢志不渝的理想追求———学术自

由与稷下学宫“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方针一

脉相承。可以说, 稷下学宫是实践学术自由的典

型。它充分尊重士人之学, 并对其不加干涉和限

制, 使学宫成为战国百家争鸣的缩影。它给我们

的启示是: 学术自由是学术发展的生命力, 是繁

荣学术、发展科学、探求真理的基本条件。崇尚

学术自由是一种古老的、富有生命力的大学理念,

也是当今学者们孜孜以求的理想家园。遗憾的是,

我国在大学管理中, 长期存在着对学术统得过死

的问题, 从而窒息了学术的发展和创造性人才的

培养, 使不少学生成了唯书唯上、没有独立思想

的“人才”。高校要培养创新型人才 , 就必须改

革传统的大学教学组织形式 , 提倡并实施 “以

辩论为主要形式、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与实践

能力为目的”的教学组织形式。同时 , 让学生

直接参与学术交流、参加学术辩论 , 以培养其

创造力。

五、教师政策: 尊重“先生”并提供优厚待遇

稷下学宫很尊重教师 , 并给予其优厚的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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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91 页) 只有几十所; 规模狭小, 全部学生

不过数千人; 学科范围有限, 只传授一些近代自然

科学和语言知识。所以, 它们的影响就有一定的

局限性, 不足以改变整个中国的教育和社会。□

注释:

① 《 中 华 教 育 界 》 第 23 卷 第 2 期 , 1935

年, 转引自高适良主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汇编———洋务运动时期》第 150 页, 上海教育出

版社, 1992 年.

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四十七, 24- 25 页.

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四十七, 13- 24 页.

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四十七, 13- 24 页.

⑤《读书月刊》1933 年第 2 卷, 第四号.

⑥《读书月刊》1933 年第 2 卷, 第四号.

⑦毕乃德: 《同文馆考》, 《中华教育界》,

1935 年, 第 23 卷第 2 期, 13- 16 页.

⑧毕乃德: 《同文馆考》, 《中华教育界》,

1935 年, 第 23 卷第 2 期, 13- 16 页.

⑨《读书月刊》1933 年第 2 卷, 第四号.

⑩《教育杂志》二十七卷, 第四号。转引自

高适良.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

时期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43.

〇11 《教育杂志》二十七卷 , 第四号。转引

自高适良主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洋 务 运 动 时 期 》 第 179 页 ,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

1992 年.

遇 。 首 先 , 学 宫 里 的 老 师 被 尊 称 为 “ 先 生 ”。

“不治而议论”是齐国君主给稷下先生们很高的

政治待遇; 更为重要的是, 齐王待学者们“不臣

己位”, 把自己同学者的关系看成是“师友之交”

而非君臣关系 , 他甚至还折腰“请为弟子”。其

次, 齐君根据学者的学术水平、社会名望、带徒

数量以及资历等情况授以不同等级的官职称号 ,

高者为“上卿”、“客卿”, 次者为“上大夫”或

“大夫”。如淳于髡因博学 ( 号称 “稷下之冠”)

而被立于“上卿”, “赐之千金, 革车百乘, 与平

诸侯之事”(《说苑·尊贤》) ; 孟子和荀子皆列于

“卿”; 齐宣王时邹衍等各派学者七十六人“皆赐

于上大夫”(《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 列“大夫”

和“学士”者另有“数百千人”, 并“为开第康

庄之衢 , 高门大屋 , 尊宠之”(《史记·田敬仲完

世家》) 。稷下学宫礼贤下士并给予其优厚待遇 ,

是当时能长期兴盛的主要原因。

我 们 今 天 贯 彻 教 师 政 策 时 反 复 强 调 的 命

题———尊师重教与稷下学宫尊重“先生”并提供

优厚待遇的政策相似。齐君主对稷下学者的尊

重, 是办好这所高等学府的关键。这给当代兴办

高等学校又有一定的借鉴: 只有尊师重教, 学校

的教学质量才会提高、学校才会快速发展。因为

教师是教育实践的直接承担者和教育改革的实施

者, 一切教育改革与发展都离不开教师的参与 ,

而教师的参与度又直接决定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

成败。在学校管理中, 只有尊重教师并满足教师

的需求、因势利导, 才能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但是 ,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 ,

我国高校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还有待提

高。因此, 各级政府和学校不仅要注意提高教师

的物质待遇 , 使他们能够专心地从事教学与科

研, 而且还要提高他们的政治待遇, 如在学校发

展方面要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 让他们切实感受

到自己在学校中的主人翁地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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