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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 甚至是全盘顺
应国内的社会环境" 他们在伊
利诺伊大学学到的西方科学技
术知识就无法毫无保留!直接有
效地服务于所谓#社会需求$%而
更让他感到诧异的则是中国知
识阶层的民族主义立场&

一个国家花费人力物力来

帮助另一个国家发展进步 !虽

然开始能收获掌声和谢意 !但

假以时日便仍被那些曾经饱受

惠泽的国民视为帝国主义 !好

像时刻要从他们身上掠夺财

富" #$%这种敌对情绪&并未

因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访华人

士的友善态度和杰出贡献而有

所减轻" $$总是有人假定我

们就是带着优越感去教导中国

人要 '用我们的方式( 立身行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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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评价饱含同情与无奈 "却
也提出了美国教育对

HK

年代
中国的影响甚为有限的疑问%

三

大卫'金利提交了一份清
醒严肃的报告( 此时恰逢美国
)大萧条 $爆发期间 "伊利诺伊
大学随之紧缩财政" 接踵而来
的还有美国外交政策和公众态
度日益深重的孤立主义倾向 "

再加上学校高层对中国 *及亚
洲+失去兴趣"以及一些其他方
面的紧迫问题" 伊利诺伊大学

就再没有为建立与亚太地区的
联系而实施新的举措或启动新
的计划,

EFGK

年以后"伊利诺伊
大学中国学生的人数逐渐减少"

直到二战结束后的
EFMU

年由于
中国政府又开始向美国输送大
批留学生才得以恢复增长%但这
种情形并未持续太久 "

EFMF

年
后" 这一波留学潮便戛然而止%

紧接着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两国
在冷战背景下形成了长期敌对
的状态% 在此期间"中国台湾和
香港地区成为留美华裔学生的
主要输送地"其中部分学生来到
伊利诺伊大学%与前面两批中国
留学生一样"大部分来自台湾地
区的学子都选择攻读理工科硕
士和博士学位"只有少数人另辟
蹊径学习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其
中较知名者如曾经摘取奥斯卡
最佳导演奖的李安 *戏剧学学
士"

EFDK

+%

到了
EFND

年"随着中国大
陆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复苏 "在
经历了近

GK

年的隔绝之后"第
三次留美潮应运而生% 最先来
到美国的多为访问学者" 直到
EFDE

年至
EFDG

年期间 " 终于
有不少公费和自费留学生赴美
攻读研究生% 伊利诺伊大学不
属于全美第一梯队的精英学
府" 因此一开始并非中国学生
的首选%当时"大多数美国顶级
研究型高校都对重新获得与中
国学术界开展文化交流的机会
表现积极" 竞相争取最优秀的
中国生源" 但两国之间的校际
交换项目还是进展缓慢% 而伊
利诺伊大学以其与亚太地区的
历史渊源" 在中国赢得了开路
先锋的美誉% 中国科学院副院
长- 著名的无机材料专家严东
生*

EFED

.

HKEU

+"曾在
EFMF

年
获得伊利诺伊大学陶瓷学博士
学位% 他在给时任伊利诺伊大
学校长的斯坦利/依肯贝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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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的信中写道&

伊利诺伊大学因其在诸多

科学和工程领域的杰出贡献而

%在中国&久负盛名!校方也一直

善于增进各类学术团体和科学

家群体之间的互动与友谊"$$

我自己也是伊利诺伊大学的校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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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取得博士学位后

一直在那里工作到
!"$%

年"如

果能由我负责接待从母校来访

的代表团!那对我来说必将是莫

大的 '荣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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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东生于
EFDG

年给斯坦利/依
肯贝瑞校长写了这封信" 正式
邀请他率伊利诺伊大学代表团
访问中国%

依肯贝瑞校长接受了邀
请"但他没有像大卫/金利校长
那样留下文字资料" 所以我们
无法获知他在中国的见闻和感
触% 无论如何"

EFDG

年以后"中
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允许自费留
学" 伊利诺伊大学以其出色的
科学和工程专业" 吸引了很多
中国学生的目光% 如同之前的
两代留学生" 这一批中国学生
也几乎全是研究生" 他们大多
经济拮据" 只能想方设法节衣
缩食" 以便能寄钱回国贴补家
用%

HKKK

年以后"随着大批中
国学生远赴海外就读本科 "这
种情况逐渐发生了改观% 在美
国" 尤其是

HKKN

年到
HKKD

年
之后" 中国留学生的数量突飞
猛进" 这也体现了国内中等收
入群体的日渐壮大% 到了

HKEG

年至
HKEM

年"中国留学生达到
HD

万人"占美国高校外国留学
生总数的三分之一% 更值得注
意的是" 其中本科生人数大幅
增长" 几乎占中国留学生总数
的一半之多%有鉴于此"批评界
纷纷谴责美国高等教育将中国
学生当成了主要的消费者% 事
实上" 在一个教学和科研面临

财政危机的时代" 支付全额学
费的中国本科生群体在某种程
度上挽救了很多大学" 使它们
得以继续保持教育平等观念和
学术竞争力%但是"在这些受惠
于中国学生的高校中" 用来帮
助中国学生适应不同教育文化
理念的相关服务和设施却寥寥
无 几 % ! 案 例 请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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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诺伊大学拥有近
PKKK

名中国学生" 在全美高校中名
列前茅" 因此成为中国学生赴
美留学发展态势的晴雨表 "常
年占据此类新闻的媒体头条 %

尽管如此" 在与中国开展学术
交流乃至建立长期联络方面 "

它反倒是显得踌躇不前% 举例
来说" 某私人基金会从上世纪
FK

年代开始资助一个人文社
会科学交流项目" 每年在十到
十二所中国高校中选定若干学
者来伊利诺伊大学进行为期一
年的科研工作" 近期却决定予
以中止%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
上就是校方高层对是否与高速
发展中的中国加强合作" 越来
越犹疑不决" 特别是曾经有一
个原定召开于南京大学的所有
参加过交流项目的学者的研讨
会"原本已筹备多时"却因伊利
诺伊大学校方在最后一刻取消
而前功尽弃" 这样的变故更让
该基金会心生疑窦" 最终不得
不偃旗息鼓%而另一方面"赴美
留学的中国学生也面临着多重
挑战& 如美国高校不断深化的
财政危机" 美国政治文化的二
分对立和种族矛盾" 以及自身
在校园内外的 )被种族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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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境"无不令许多
中国学生不知所措%

早在
EFEH

年" 埃德蒙/詹
姆斯校长曾与美国总统塔夫脱
和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共同
担任)美国中华协会$名誉副主

席% 他获此殊荣之下的满腔豪
情不禁跃然纸上&

我们伊利诺伊大学拥有多

名中国学生! 足足四五十人之

多" 他们都能充分利用学校的

资源来充实自己" 其中不少毕

业生回国后都为社会) 为家庭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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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埃德蒙/詹姆斯
校长及其继任者大卫/金利校
长都以其先见之明和独出心裁
探索了以美国教育培养中国学
生的方式方法" 他们开设的英
语课程和外国学生办事处都曾
有效地帮助中国学生适应全新
的文化环境" 而这样的良苦用
心也为伊利诺伊大学在太平洋
彼岸的中国赢得盛誉% 一个世
纪过去了" 中国已经从当初那
个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发展成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而赴美
留学的中国学生一方面在数量
上早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 "另
一方面在现实中面临的重重困
境却又一如既往%毋庸置疑"埃
德蒙/詹姆斯和大卫/金利两位
校长为了使伊利诺伊大学成为
中美文化交流的桥梁完成了太
多创举" 特别是开创了将教育
作为一种)软实力$来影响两国
关系的经典案例" 既具有筚路
蓝缕的先锋意义" 同时又凸显
出难以规避的局限性% 重新梳
理这段遮蔽已久的历史" 可以
在中美关系史- 中美文化交流
史以及中国留学史等多个维度
上" 发现伊利诺伊大学特有的
示范价值" 值得我们深入发掘
和研究%

*作者为美国伊利诺伊大

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教授 &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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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写!中国伦理学"的一次尝试
施炎平

朱贻庭教授的新著 0中国
传统道德哲学

U

辨 1 *以下简

称 '

C

辨 (+是对自己四十余年
中国伦理研究成果所作的哲
学概括和思考整理% 该书旨在
通过对中国传统伦理学史的
梳理整合 -反思总结 "深入探
讨传统伦理的古今传承与创
新 "思考其思想资源的现代转
化 "并试图重建一个具有中华
文化)家园 $感 -又集中体现现
代精神文明价值导向的 )中国
伦理学 $逻辑结构和范畴 % 一

个年过八十的学人能有如此
的文化担当 -学术精神和研究
热情"确实是可敬可佩2

观念!思路和方法

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曾
引述黑格尔所说 )哲学是哲学
史的总结 "哲学史是哲学的展
开 $" 阐述自己关于中国哲学
研究的观念和思路方法 "并以

此为指导 "着眼于揭示和梳理
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 "探
索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进程 "

进而创建了以 0智慧说三篇 1

为代表 -真善美统一为核心理
念的)中国现代哲学$体系,

朱教授对伦理学 -伦理学
史的认知和理解 "和冯契先生
的理念十分相契 , 他深知 "属
于哲学范畴的伦理学 "自然就
是伦理学史的总结 "而 )中国
伦理学 $则对应 )中国伦理学
史 $的总结 , 故他在伦理思想

史研究上孜孜以求的是伦理
学本身的研究 "又在伦理学研
究中着力寻找伦理思想史提
供的依据和资源, 由此塑造并
确立自己关于中国伦理学研
究的观念 -思路和方法 , 其中
尤值得注意的有三&

首先 "他的中国传统伦理
学研究不局限于伦理学本身 "

而是以复合学科的视野和思
路 "融合哲学的 -道德问题的
思考 "以及文化学 -社会学等
领域的研究 "探讨和把握中国

传统伦理思想的哲学智慧和
民族特色, 同时又十分注意引
入古今 -中西辨证比较的研究
方法 "扩大了研究视野 "夯实
了学术厚度,

其次 "他通过辨析 )伦理 $

与 )道德 $的区别与联系 "确立
起自己的伦理学观 "进而阐述
)天人之辨$-)心性之辨 $-)义
利之辨 $-)和同之辩 $ 等对偶
范畴的道德哲学论题 "为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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