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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旅游，也去过很多地
方，但回想过来无非都是到此一
游，从未有过什么深入，在罗马
尼亚留学到现在的 3 个月，我发
现很多东西，是旅游过程中无法
体会到的，罗马尼亚是一个东正
教国家，每当坐在电车上，一经
过教堂，就能看到乘客不约而同
地在胸口划十字，场面非常震撼，
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信仰，罗国
人称之为credincios，那日我和一
罗国女孩参加了他们的Ziua Re⁃
cunostintei，一个类似感恩节的
罗国当地节日，没有华丽的教堂，
没有身穿教会服饰的传教士，就
是一个平日里普普通通的学生食
堂，罗马尼亚的中学生会很自觉
地在那么一个星期五晚上来到这
里，一个接着一个的上台演讲，说
出自己心中的感恩。

后来，我又在Centrul Vechi
那儿参加了一个心理课程，本来

只不过想练习练习罗语听力，但
发现这是一个自我提升进修的
心理课程，教给学生重新认识自
我，教人处理自己和身边的人的
关系，战胜恐惧，获得自信。先是
一个年长的老师上台开头并介绍
这个课程，接着学员分享各自战
胜恐惧，自我重生的经历，各个讲
述着这个项目是如何改变了自己
的人生，说得泪眼婆娑，甚至抱头
痛哭。现场氛围特别的好，充满了
感激，爱，和当下的喜悦。

这一切都没有说服我，我本
来就是抱着学习语言的心态来
看的，顺道儿看看好戏，中间的
时候我离开了，我坚信这个心理
课程里说的东西是正确的，比如
要 rupe realitate 和你的 interp⁃
retare 之间的 barierǎ之类的哲
理，然后再利用的心理学和很多
哲学结合，但是我只是不相信单
单一个课程就可以改变一个人，

我不相信任何狂热的东西，总觉
得狂热的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我
不觉得用一个简单的答案可以
解答所有的问题。

我没有去用我的观点说服
我的朋友，说这个课程多么可
笑，去嘲笑她，说这课程本质上
就是一个cult。我没有这么做，因
为相信人是可以有信仰的，信仰
的力量是神奇而又伟大的，像我
这样 skeptical 的人是无法体会
到的。我不信上帝和耶穌，但是
相信很多信基督的人都比我快
乐比我单纯，the god filled their
hearts with faith.

这是世界上存在着很多美
好的事物。

我知道不存在所谓的 mag⁃
ic fix 让你能再某一个时刻突然
找到你的救赎，找到一切问题的
根源和答案，your boat will ar⁃
rive, and you will lead a happy

life ever after，就像这个心理项
目上抱头痛哭的那些人一样，以
为经历泪水之后必然是雨过天
晴，必然就会有重生。我知道曲
折之后会有阳光，接着会有更多
更强烈的曲折。这不是悲观主
义，花开花落，春去秋来，没有什
么会永垂不朽，一切都有尽头。
爱情会凋零，友谊会枯竭，人会
生老病死。人生其实就是关于
high and low,有高潮有低谷，有
美好又丑陋，所有的美好和丑
陋，都是交替着走了又来，来了
又走。经历无数个循环之后最终
走向尽头。

在这个回环交错中，无论
credincios 与否，我相信人的知
识和智慧是和年龄成正比的。我
明白，很多的道理，必须亲自体
会过了才会明白。我知道，一定
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信仰与
现实其实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

现在首先这里问一个问题，
提起精英这样东西，我们内心里
出现的对这一群体模糊的印象都
具有什么样的表征（不是针对每
一个体的）。这里我拿的是用自己
社交圈内的部分朋友聊天记录里
取出的频率最高的几个词，“聪
明、富裕、博学、自负、冷漠”。因
而，这一实际存在的社会资源分
配形式被很简单的用各种本应针
对个体的形容词来代替，那么在
很多人看来，这个制度的存在并
没有可视化的社会贡献，而是一
种神话形人群或大多数人憧憬的
职业种类的简单集合体，可以用
我们意识里对这些精英式人物的
共通人物特点来标签化。

精英制度在人类社会存在了
数千年，但是一直在各种社会规
范性的文献中很少被提及和强
调，甚至现在在很多民主制国家
的教育模式和法律建设中（至少
是表层面的）有意淡化着这种思
想，似乎它跟一个提倡民主的社
会将格格不入。对这个模糊概念
的不同定义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
种现状。精英的一种定义是，拥有
较为优秀的个人能力，是有着良
好教育和较高个人修养、在社会
中处于重要地位并掌握着社会中
的支配领导地位，处于社会中绝
强势群体中的人群。让我们换个
角度来看看这个定义，优秀的个
人能力的直接体现，会对同一或
邻近群体中的大多数同龄人带来
竞争导致的紧张情绪。处于社会
强势地位的人群往往被占据社会
绝大部分财富的群体直接相混
淆，因而这一群体常常是仇富心
态的各种形式的直接受害者（例
如文革里的批斗高级知识分
子）。那么精英制度应该是一个
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对我们的社
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对于我们重
新定义和认识这一机制，意识到
它对社会的真正影响力是有先决
作用的。

精英制度在早期的人类政治
出现的时候，就被很自然的运用
于统治阶级的构建。从禅让制到
科举的出现，虽然中间出现过对
贵族阶级的绝对权力垄断时期，
但始终任人唯贤是所有朝代的生
存铁律。这些古老的例子的一个
特点在于它们遵循的是优胜劣汰
法则，而不是权利平等原则：通过
淘汰率极高的筛选方法肯定人的
价值，在人群中对资源和地位的

垄断使得人们的竞争意识被迫得
到强化，而这些残酷竞争的胜利
者获得了社会的统治机会。抛开
这些制度的残酷性、片面性和历
史性来说，它们至今依然不变的
核心在于，这一机制能够做到对
超目标类动机在人群中的强烈唤
起。人的每一种行为都一定处于
一定的动机，它是包括道德等深
层心理活动在内的意识形态的集
合，很大程度地受到的历史性的
影响，而所谓超目标类动机，简单
的定义一下就是与我们出于满足
生理物质需要的动机相对的，具
有非必要性要求的目的。花数小
时上网聊天而不选择好好睡上一
觉的行为动机就算一种超目标动
机，同样，要求获得对自己的价值
的肯定和尊重，希望实现远大个
人抱负理想的愿望也是之一。以
小农经济为基础的高度封建社会
本来应该是极为稳定的社会形
态，但是这一被其称为“天下奇才
尽入吾之彀矣”的彀，反而成为了

这个稳定社会里最大的一条鲶
鱼。为什么范进会疯掉，为什么作
为秀才的洪秀全会发起太平天国
运动，他们都是这个帝国里最直
接接触过精英竞争体制的人们。
法国的古斯塔夫认为教育才是造
成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机器，其实
这一说法并不绝对，拥有选拔制
度的教育，甚至是精英制度衍生
下的选拔制度的分支而存在的教
育，才是真正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之一。希望说到这里的时候，大家
不要把我的“不安定”看成一个贬
义词，它代指着一个能够为旧环
境注入活力的特征。相对于我们
对食物、水、以致是性的直接需求
那种固态的动机而言，超目标类
动机更为“液态”，没有一个统一
的标准。在古代中国的这种人才
选拔制度，就直接充当了对这一
动机的塑造角色，人们的控制欲
和自我价值创造欲被唤醒，并被
赋予“升官发财”、“书中自有黄金
屋”的外显。不仅如此，从中国高
考的初衷，到二战纳粹的形成，无
一不是这一体制下最直接的体
现。一言概括就是，精英制度把人
的深层欲望加以塑造并与人类社

会的形成终端相连接。
我对这个制度的存在对社会

的影响，持积极态度。有人会问这
为什么。的确，把种种社会历史表
象与之直接联系起来带来的结果
是，这个机制具有魔鬼的一切特
征：利用人的欲望（或者按现代观
点说是人的弱点）来制造虚空文
明，使他们丑态百出，甚至有反人
类倾向。但是作为一个社会进步
论主义者，我承认社会的弊端是
社会发展中的副产品，并把之看
做全部可以接受，利大于弊。先别
急着喷我，我接下来要说的内容
会试图解释原因，这也是我在罗
马尼亚两个月来对这一问题看法
能够形成的主要原因。

现代社会的一部分稳定特征
源于它的精英制度被缓和地归成
几个大类，这些明显的分类能够
形成明确而公平的社会游戏规
则，即没有血腥的社会物质和精
神财富分配法则，而即使有诸多
的不满甚至是怨恨，作为社会组

成的每一个成员依然愿意服从这
样的状态。然而每一种机制分类
越明显，就会产生不同组合带来
的明显的组合效应：一个社会对
于某一类机制分支的态度几乎能
够从根本上决定这个社会的发展
面貌，不善于使用这类组合引导
整体发展的民族以及社会，会在
实体发展中遇到无法通过哪怕是
宏观调控手段来解决的问题。可
以说，所谓的民族性格，甚至可以
等同于一个民族对精英机制分支
的采纳程度。基于现在整体较为
缓和的世界整体形势，人口增长
率上升带来的生存要求对人类社
会个体的素质带来提高，对于国
家来讲就是“文化软实力”。如何
进行自己的软实力构建这个环节
里，通过对有趣例子的对比就能
够发现上述观点的实例基础。像
我刚刚提到的，不同社会对社会
精英制度的分支的利用方式和程
度，甚至可能决定社会的面貌，我
想拿高等教育发展作为这个问题
的切入点。高等教育在几乎所有
具有文化发展实力的国家里都是
一个非常受到重视的环节，而且
世界主要国家对它的发展更倾向

于与社会生产力的直接结合，这
使得在其产生之初是提高个人修
养和思想能力为主要目标的“学
府”转化成为了组建、提高生产力
和培养社会人才的“机构”。在高
等教育体系中使用精英体制是绝
大部分国家的现状。但这个体制
不是在所有的国家或者社会团体
中获得了同样的效果——有单纯
出于利用一种机制来分配教育资
源的动机，也有一些出于更深层
的目标。美国，西欧的德国、英国
和逐渐跟进的法意，东亚的日本、
韩国、中国，都是典型的后者动机
采用国。把高校“吊起来卖”的行
为虽然不排除对外国出售教育资
源的目的，更多是想通过这一机
制的竞争效应来刺激本国人民有
特质的生活追求方式和内容的形
成。很多这些国家的年轻人会把
大学看做一个神圣的象牙塔，甚
至是某种终生品质的磨不灭的印
记。拿中国的高考来讲，学生父母
对孩子获得较高得分，在同龄人

中占据较优位置报以强烈愿望，
学生顶着巨大压力、经历种种非
常态生活来完成一个看似只是教
育资源分配的争夺考试，这些愿
望都已早就是典型的超目标愿望
了。我们即使知道可能很大部分
人在死读书、考不考得上最好的
学校与能否实现自身价值相关性
并不高，但是我们依然愿意追求
最好的学校，就算有“好大学等于
好工作”的现实说法，也是一个很
明显的由教育精英制度带来的某
种形式的“加工型欲望”。这一看
似相对独立的分支，激起了这个国
家年轻人成为精英的欲望，也使得
整个国家在每年的那么几天为之
震动。即使是完成了这一人生阶
段，这个国家的人还是成功塑造了
一个为较高目标奋斗，愿意付出代
价并自然接受残酷选择，勤劳而生
气的群体。日本和韩国人的带着疯
狂的勤奋，德国人的自傲自负，美
国人的追求精尖（也在于他们的政
治，如美总统们一直强调的维持世
界最强国）都在他们刻意强化的、
存在于如高等教育范畴等许许多
多范畴内的体制中得以形成发展，
也有了他们有别于它国的国家、民

族“性格”。
在让我们看看另一种现状，

如我所在的罗马尼亚。罗马尼亚
的高校教育发展史其实不算短，
19世纪前叶就有了雏形和基奠的
国家已经可以说是一个教育基础
良好的国家。但是罗马尼亚本身
一方面受限于其人口数量小，也
在于其追求机会平等的社会意
识，本国的教育中没有全国统一
性的强有力的精英选拔体制。请
注意，如果按照文章刚开头我说
的那样，仅仅按传统的对精英集
合与精英体制混为一谈的方式来
认识的话，每个国家都一定有精
英阶层，但是按照精英集合这一
体制是一种社会深层意识塑造者
的角度考虑，罗国的社会形态中
就没有对这一制度的强化，或者
可以说缺少了精英体制。我在这
里是拿高校教育作为一个例子，
并不是强词夺理的说高校教育单
其一面就能独挡整个社会，但是
例子的价值在于其代表性，在整
个罗社会对强势竞争的淡化来
看，这个国家可以说，缺少特殊意
义上的“精英”。一个没有精英的
社会，会给人以安逸和舒适感，但
从相当部分本国年轻人对生活安
逸的追求大于对抱负的塑造的现
实来说，这也很可能是造成社会
陷入缓慢发展、国家形象较为平
和但松散的致因。希腊，保加利
亚，土耳其，墨西哥等等偏向于追
求教育平民化的国家，同样问题
都实际存在，并且能够轻易的在
国际时事以及与他国的对比中找
出来。

所以，对于精英制度，我认为
不再应该是形而上地抱着类仇富
心态去对待的事物，而是我们在
社会小单位中可以加以认识并适
当采纳运用的一种意识规则。我
并不是说平缓的社会状况就一定
不好，或者说某些采用高压模式
的国家就一定是应该追求的发展
模板，但是这一制度本身能够带
来的涵盖生产力、文化力乃至国
民意志和性格的潜在力量不应该
被一种粗陋的模糊解释而一带而
过。除了在这里解释为什么同样
是危机状态下有些国家能保持强
大哪些国家保持较被动社会状态
以外，这个话题或许还能够对于
微观的社会管理和公共管理有一
定建议意义。现在姑且想不到，也
就先记到这儿吧。

——12.24 于罗马尼亚高老庄

论社会精英制度与高校教育
文/北外 袁宾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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