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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的

那一天!应慕尼黑大学"自由学
生联盟 #的邀请 !马克斯$韦伯
在施泰尼克书店的报告厅做了
题 为 % 以 学 术 为 志 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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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演
讲) %以学术为志业&是题为*以
脑 力 劳 动 为 志 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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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列讲座的
第一讲+第二讲的题目为%以政
治为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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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讲时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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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韦伯撰写
%以学术为志业 &之际 !第一次
世界大战接近尾声! 德国战败
的局势已经确定无疑! 因为在
此之前!俄国发生了二月革命!

美国则加入了协约国的行列 !

不过德国战败后的具体情况尚
无法预料) 讲座的听众主要是
若干年之后即将走上职业生涯
的学生!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可
能会开始学术生涯! 而韦伯本
人此时也处在如何把职业和志
业协调和融合的困难阶段 )

";!<

年! 年仅
=>

岁的韦伯被
聘为弗莱堡大学经济学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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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海德堡大学国民经
济和财政学教授聘书! 因病于
"!>=

年辞去海德堡大学教授
职务! 经济上依靠其夫人继承
的遗产) 韦伯没有中断学术研
究!不过随着战争的持续!德国
经济境况恶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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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的韦伯此时正在考虑接受慕尼
黑大学的聘任)

现 代 德 语 中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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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源于中古德
语中表示 *智慧 #的名词 !后来
指整个知识体系及其相关的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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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在上个世纪初
仍 然 具 有 *职 业 # '英 语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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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志业#'英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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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意思) 韦伯不否
认学术也是谋生的手段! 但是
他在讲座中强调了有志于学术
的年轻人应当具有使命感 !视
学术为天职)换句话说!以学术
为志业的人不仅仅是为了谋生
被动地从事这个行业! 而更加
重要的是出于自身的意愿主动
选择)在一定意义上!学术不再
是手段!而是目的!韦伯为投身
学术赋予了很强的道德色彩 !

因此称其为命运)

韦
伯首先描写了当时德
国的学术机制和学者

的物质条件) 他希望年轻人对
学术的本质和大学的运作机制
有充分的了解! 不要抱着任何
幻想! 他因此称自己的演讲是
*迂腐的 #! 正如爱因斯坦说 ,

*学术是一项美好的志业!只是
不能指望靠它谋生) -接着!韦
伯对德国和美国的大学制度进
行了比较)在美国!一个年轻的
学者作为讲师和副教授有固定
的薪俸)德国当时实行教席制!

拥 有 教 席 的 教 授 '被 称 为

B1C&),1&2'

( 相当于一个研究所
的所长! 手下有若干普通教授
'名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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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许多
科研助手)想成为一名教授!一
个人博士毕业以后首先要完成
第二篇博士论文即教授资格论
文 ! 然 后 再 当 若 干 年 讲 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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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讲师的教
学任务很少! 可以把主要精力
放在科研! 在学术志趣和科研
周期方面有很大的自主权 !因
此也没有固定的工资! 而是从
学生的学费中提取一定的比
例) 在整个

:!

世纪!德国大学
无论在教育模式还是在科研方
面均堪称一流! 有许多美国人
到德国求学)

:!

世纪初!哥廷
根大学图书馆的藏书量是哈佛
大学图书馆的

:>

倍!而后者当
时是美国最大的大学图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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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在海德堡大学就读
的美国学生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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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占学
生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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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在讲座中指出了德国
大学日益美国化的事实! 他认
为这是技术和经济发展使然 !

不过原来德国大学的人文精神
即洪堡提倡的借助教学和研究
追求纯粹知识的思想逐渐消
失! 大学的独立性和大学教授
的自主性也被削弱! 在大学里
至关重要的不再是学者与学生
之间的密切关系! 而是片面追
求学生的数量和知识的实用
性)洪堡于

:;:>

年建立柏林大
学时的宗旨是 *教师授课的自
主和学生学习的自由-!到了韦
伯发表演讲的

:!:$

年!大学日
益变成大型企业! 在医学和自
然科学领域这种趋势尤甚) 在
这些学科! 教席教授相当于企
业管理人! 而科研助手则沦为
工厂工人+ 这些年轻的学者挣
工资! 但是不再拥有自己的生
产工具) 韦伯预言这种情况不
仅会持续! 而且变得更加普遍

和严重! 意思是社会科学和人
文科学也无法逃脱此厄运) 在
韦伯看来!至少在当时!社会科
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学者仍然
拥有自己的藏书! 如同以往的
工匠拥有属于自己的工具)

接下来! 韦伯谈到了德国
大学聘任教授时的一些奇怪现
象)虽然推崇客观和公正!很多
时候! 经过学术和行政机构一
系列审议和评选之后! 被选中
的不是最优秀的申请者! 而是
第二甚至第三名) 有些申请者
学术造诣深厚! 但是因为教学
能力差落选! 这里说的能力是
指选课的学生数量少和他们为
教师打的分很低) 韦伯对这一
评价机制不以为然! 认为著名
历史学家兰克和杰出的生理和
物理学家黑尔姆霍尔茨都是优
秀的学者! 不过他们授课却很
糟糕)韦伯以为!教学和科研是
两个很难兼顾的事情) 他告诫
听众!有志于学术!就需要有远
大的胸怀和巨大的耐心! 一年
又一年看着才气不如自己的人
得到晋升) 一个有志于学术的
人能否进入这个行当! 其中起
作用的不只是相关学校的评价
机制和教席所在院系的具体需
求!而且因为编制是固定的!一
旦申请者的有效竞聘年龄与原
教席拥有者的退休时间错位 !

任凭他的学术成就怎样出色 !

他赢得教授位置的可能性几乎
为零) 韦伯把竞聘教授职位比
作碰*运气-甚至*赌博-)

韦伯告诉面前的学生 !能
否在学术上脱颖而出! 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创新能
力) 韦伯把这种能力与*灵感-

联系在一起!认为它是天赋的)

灵感是一个学者成功的必要前
提! 但是它绝不是苦思冥想而
来的+ 灵感不能替代艰辛的工
作! 起早贪黑用功也未必一定
能够换来灵感)韦伯提到!让黑
尔姆霍尔茨在物理和神经学领
域获得突破的灵感多数是在安
静的街道散步时获得的) 韦伯
还指出! 除了外部的选拔和晋
升机制以外! 有志于学术的人
还需考虑学术日益专业化的事
实) 学者必须具备很强的自制
力! 不仅要在学术兴趣上追求
独特性!而且在选择研究题目.

论证问题时专一和前后一致 )

他的建议是! 从事学术毕竟不
是为了体验) 一个有潜质的学
者不仅要拥有 *千年时光为我
流逝 -之雄心 !而且还要有 *再
等一千年-的耐心)

韦伯说! 尽管在学术界获
得成功不易! 任何一种学术成
果有一天终究过时并被淘汰 !

相比之下! 艺术家则可以指望
其作品成为流芳百世的杰作 )

韦伯认为! 学术的根本意义就
在于推陈出新) 每一项学术成
果都促成更多新的问题! 并且
为后人找到其答案奠定基础 )

在学术界被后人超过不仅是从
业者的命运!也是他们的目标)

学术毕竟不同于艺术! 学者不
能指望一劳永逸! 他的任何成
果都不会一直有效) 从事学术
需要一种热情!有了这一热情!

一个人才可以忍受长年的辛苦

甚至挫折! 只有用热情追求的
东西才真正具有价值) 韦伯把
这种持之以恒地献身于学术的
精神称为学者的*性格-)

学
术何以值得一个人如
此倾心甚至献身/韦伯

认为! 学术教会一个人说明和
解释事情的方法! 可以促使一
个人阐明自己的立场) 在韦伯
看来! 学术无法回答人生的根
本问题! 诸如人应当如何生活
以及人生的意义何在! 他认为
这些涉及价值的问题属于宗教
的范畴) 理性和信仰是两个相
互独立的领域! 二者不容混为
一谈)韦伯认为!学者应当有充

韦伯!以学术为志业"发表百年
金寿福

韦伯为投身学术赋予了很强的道德色彩!称其为命运!它变成了一个学者得到救赎的道德义务" 如
果一个人不是把学术视为志业! 他很难抵御来自其他行业的物质诱惑! 也很难牺牲业余时间和假
日" 这或许就是一百年后读韦伯的#以学术为志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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