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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形成了美国不同于欧洲的一般意义的城市与大学。在分析

美国城市发展特点与大学发展之间关系的基础上，阐明了大学与城市之间密切相关、兴衰互依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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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与城市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
在英国，“城市”一般是指有大教堂的市镇; 而在美国

西部，所有的居民点，不管大或小，永久性或临时性，

现实中的或想象中的，都被称为“城市”。“城市”可

能是比市镇规模大的居民点，也可能仅仅是一个村

庄，或是一栋未竣工的木屋，有的“城市”可能几乎连

个影子都没有，只是对一个并不存在的小村庄的充满

期望的称呼，这是美国人对于城市的特别含义。证明

这些“城市”注定成为大都市的办法，就是让它尽快

拥有城市的各种特征，成为一个理想的完整社会，所

以大学的创建成为必然。
一、美国大学与城市的相互关系

美国大学与城市发展是密切相关、兴衰互依的关

系。一方面，大学依城市的产生而发展，大学的发展

离不开城市。城市经济的繁荣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着大学的生存环境，并且大学与城市越来越紧密地

结合在一起; 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大学的推

动。大学的生源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不仅对传播和积

累文化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对人力资源的培

植、输送，甚或对城市经济的繁荣与发展都起着极为

重要的作用。
( 一) 城市的流动性造成了大学的不稳定性

由于移民的流动性和城市的不稳定性，美国的城

市和大学也充满了不稳定性。有的学者把美国的大

学校史称作是流动人口的叙事史，正如一个城市的历

史一 样。城 市 的 流 动 性 造 就 了 大 学 的 不 稳 定 性。

“许多令人感伤的废弃村镇，都是希望归于泡影的遗

迹”，“任何一个这样的被遗弃的城镇废墟的故事，都

是一部充满挫折失败和夹缠着种种希望的编年史”。
例如: 詹姆斯敦在 1607 年建成，1619 年建成美国第

一个立法机构，在 1698 年它还是弗吉尼亚的首都，

1676 年后而日趋衰落，到 1722 年，据一位当事人报

道:“除了满目颓垣败瓦和三四幢尚完好而有人居住

的房屋之外，那里什么也没有了。”到 1812 年，组成联

邦的 13 个州中有 8 个州的首府所在地与以前不同，

有好几个州以根本不存在的城市命名自己的首府。
有被废弃的城市，也就有被废弃的大学。大学的

失败率如同城市的失败率一样，也是相当高的，失败

率平均高达 80% 以上。南北战争之前建立的大学，

到“1903 年仍然存在的不及 1 /5”。到南北战争前

夕，700 多所学院消亡了。在美国建国时期，如果一

所大学未能在短期内产生效益，就干脆放弃，或是将

其名称、设备及资金转赠或出售给比自己好的有发展

势头的大学。许多 20 世纪中叶发展起来的大学就曾

接受过这些被舍弃了的大学的产业。例如: 威斯康星

州议会在 1837 － 1838 年相继批准成立 18 所高等学

府，其中有一所“丹马克镇的费兰!里安学院”从未

成立过，取而代之地成立了“丹马克学院”。1846 年

建立的艾奥瓦学院，把校址定在达文波特城，到 1858
年达文波特逐渐衰落时，学校校董们就把学院的图

书、实验设备、博物馆还有 9000 美元捐赠给那些发展

势头良好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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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大学的分布极不均衡

在欧洲，大学一般都设立在历史悠久的中心城

市。而在美国，这一时期的大学都设立在经济繁荣的

未来的“城市”。从独立革命到南北战争这段时期内

创建并续办到 20 世纪的 180 所大学中，有 100 多所

建立在原来的 13 个殖民地之外。由于大多美国人集

中定居在大西洋沿岸地区，这使得大学分布的不均衡

性更为突出。大学分布不均衡的主要原因是伴随着

向西拓疆而出现的各民族的大迁徙。许多卸甲归田

的战士、志在四方的各地移民和许多教会的教士结队

来到这里，建立起新城镇、教堂，接着便在教堂中设立

学校。西部大学过多且规模不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

因为五花八门的宗教派别，每个教派都要设立自己的

大学，宣扬自己的教义，这就造成了在西部新“城市”
的发展中，各个规模不等、大小不一的大学出现在教

派所占领的城市中。
( 三) 城市需要大学，大学随城市而发展

一个没有大学的城市说不上是完整的，城市发展

要求建立大学。在美国，人们普遍认为“促使一座年

轻城市发展的最可靠办法是使它成为一所学院的院

址”，而且个人发迹和城市兴旺是分不开的。在东部

地区的一些古老城镇，当地社会互助共济的精神就足

以使一所大学平地而起。如宾夕法尼亚州伊斯顿市

的拉斐特学院的建立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当时伊斯顿

市还只是一个自治的村镇，是一个大约 3700 人的市

镇，就筹措到 2925 美元，在新学院大楼奠基之日，城

市的庆祝游行盛极一时，标志着大学对城市以及城市

人民的重要作用。另外，伍斯特学院的建立也是为了

俄亥俄州的发展繁荣。伍斯特市的《共和主义者报》
曾于 1865 年 10 月 12 日刊登:“它不仅将成为此地的

光荣，而且将抬高整个附近地区和本县房地产的价

格，任何人投资都不会吃亏……应在县里努力筹集十

万美元。”伍斯特市还会因为“当地每个孩子都可以

留在家乡上本国最好大学”而成为大都市。
另外，大学随城市发展而发展。殖民地时期，英

帝国为压抑殖民地人民的反抗，采取限制向西开拓的

政策，阿帕拉契山几乎成了封锁线。建国以后，政府

鼓励人们向俄亥俄河以北和阿帕拉契山以西拓植。
大批从海外来美的移民和志在四方的实业家，纷纷向

西垦殖和经营，一个个新兴的城市相继建立或创建。
随着新兴城市的建立，美国西部的大学也如雨后春笋

般纷纷出现，大大小小的大学或学院数不胜数。
二、大学与城市相互关系的成因

在美国，许多事情都不是由历史注定的，大学与

城市之间的关系也不例外。在没有历史的城市里设

立大学，本身就没有先例可循。加之，美国特殊的地

理和社会环境以及政府的鲜少介入等原因，使美国的

大学与城市形成鲜明的互动关系，其成因主要有:

( 一) 大批新兴城市没有历史

在欧洲，城市是各种机构的中心，那里保留着城

市的历史记载，有宫殿遗址、图书馆、档案馆和各种各

样的历史遗迹，而美国的新兴城市从没有过过去。在

新兴的城市里，可以感受到其勃勃发展的城市环境，

也可以感受到城市发展的不稳定性; 可以看到各个民

族、不同阶级和不同职业的壁垒，也可以看到变化、交
流和融合，但就是没有历史因袭下来的各种规定、阶
级和垄断等，使得大批新建的“城市”能够迅速发展。
辛辛那提在 13 年里由丛林地带发展成为城市; 芝加

哥人在不到 100 年的时间里，造就了第一个拥有百万

人口的大都市。
( 二) “实业家”的积极推动

“实业家”起源于 1830 年的美国，正是西部城市

建立并迅速发展起来的时期。因为在这些实业家的

心中，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兴衰

一体的。所以，在美国不同的新兴城市里，就有不同

的“实业家”出现，唯一的区别是这些“实业家”出现

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名称的不同。他们投入数目不等

的资金，致力于新兴城市的建设，致力于代表城市水

平的大学的创建和发展，很多这样的“实业家”随着

城市的迅速崛起而成为城市的建设者和大学发展的

推动者。如芝加哥城市的兴盛与威廉·奥格登是分

不开的。他是拉什医学院的首任院长，最早的“芝加

哥”大学的校董会董事长。德雷克为了使辛辛那提

在 1819 年成为一个重要的医学中心，他创建了俄亥

俄医学院( 后来成为辛辛那提大学的医学院) ，他还

大力促进城市的各种社会服务事业，创办了流动图书

馆、商业性医院和师范学院等。
( 三) 政府的鲜少介入和社会的热心推动

美国政府过问和着手教育事业是根据宪法的，而

美国政府领导和发展教育事业是迟于州宪法的。马

萨诸塞州议会在 1776 年制定的宪法，是政府正式以

法律形式介入教育领域的开始。直到 1791 年，在美

国的宪法修正案中，政府仍然对各州的教育事业没有

明文规定。只在第十条内规定:“凡宪法不曾赋予联

邦而又未曾限制划归各州的权利，都属于各州或人民

的权利。”这意味着大学的创办属于各州的权利，意

味着各州人民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创办自己的社会、城
市和大学。自此以后，在西部的新兴城市里，人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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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自发地结合在一起。他们联合起来供应自己的用

水，提供自己的排污系统，修建街道、桥梁和公园，他

们还建立医学院、大学和博物馆等公共事业。因为热

衷于自己的城市和兴办大学这样的公共机构，他们便

在自己的“城市”里建立起市政府，并争取州和联邦

政府的资助。所以，当时的这些新兴城市的政府没有

任何神圣不可侵犯的气息，也没有专制政治的味道。
城市的人们用地方主义和独立精神，来管理自己的城

市和社会，制定自己的法律，创建自己的大学。这种

情况的出现和美国当时的时代背景、文化传统是分不

开的。
( 四) 地理环境的特殊性

美国不像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因为一个强大省份

或一个政治家的推动而使其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的

国家。美国是因为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其成为一个

分权制的联邦国家。美国没有受到欧洲民族主义的

任何影响，居民分散各地，大陆广阔无垠，地理环境变

化多端。在巨大的地域空间里，地方社会、经济环境

和文化传统等，被茫茫荒野、河流山川相隔离，这种地

理环境的特殊性使美国迅速形成了其他国家需要几

个世纪才能形成的差别。美国各地的差异大部分是

由地形、气候和距离造成的，而欧洲各地的巨大差异

是由于不同时期的制度遗留下来的。到 18 世纪中

叶，在美国已经形成了至少 13 个各自为政的政府中

心: 他们不仅不会轻易地被其他政府中心牵制，而且

还妨碍其他“城市”成为殖民地的政治或文化首都，

并且各个政府中心也永远不会互相联合起来。
三、对我国大学与城市关系的启示

美国大学与城市的关系演变有其必然的历史性，

但其中也包含对大学治理的合理因素，使这一时期的

大学都不同程度地获得了发展，也促进了城市的繁荣

和经济的发展。教育分权制使得大学的发展能够因

地制宜; 政教分离使大学逐步摆脱教会的统治，开始

走上自治和世俗化之路; 政府对私立大学的重视，使

私立大学的发展受到法律的保护。另外，政府的拨地

兴学，使大学朝着服务于地方、服务于社会的方向发

展，为日后美国的繁荣和强盛奠定了基础。
( 一) 教育分权制

教育分权体制是当时一种适应各州经济发展和

较为灵活的管理体制，为以后美国大学的自由而健康

地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教育被视为各州的权利，各

州纷纷用立法手段或是采取实际措施来支持大学的

发展。到 19 世纪初，除原属英国殖民地的 13 个州之

外，又有另外的 10 个州加入联邦政府，在这新旧总共

23 个州中，有 13 个州的宪法都制定了有关教育的条

款。在州宪法之外，各州还相继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制定了教育法。有的州要求政府对学校作出妥善规

划和安排，并对学院作出保护和鼓励; 有的州认为教

育是教会或慈善机构应负责的事情，政府仅能对贫穷

儿童的教育负起责任; 有的州要求政府对教育仅作出

一般性的规定，还有的州认为教育事业和政府彼此无

关。教育分权制的实行，使疆域辽阔的美国能够因地

制宜地来管理自己的大学，促进了大学与城市需要的

紧密结合，也使得大学向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
( 二) 政教分离

在 19 至 20 世纪的欧洲，宗教活动贯穿在国民的

全部生活中，无论是创建政治或教化民众，都把宗教

视为第一要义，其中包括对大学的创建。所不同的

是，在当时的美国，人们不仅要紧跟时代的变化，而且

还要在多元文化的社会中保持相互容忍和和谐。在

多元而又变化不断的社会环境中，为了适应生活和社

会的新要求，迫使教会由统摄一切的地位，转而朝着

适应多元文化背景的社会的轨道去发展。美国建国

后，在 1791 年制定的联邦宪法中，规定人民享有宗教

信仰的自由，这为美国走上政教分离开辟了道路，促

进了美国大学和城市之间的交流和发展。当时正是

欧洲宗教盛行时期，采取政教分离的国家是不多的，

有的国家甚至还把某派宗教定为国教，而美国联邦宪

法允许众多教派的存在和差异，采取允许教派共存共

荣的精神是具有极大的先进性和超前性的。很多史

学家称美国的这种决定是革命性的，是为众人所欢迎

的。美国施行政教分离的效益是立竿见影的，原有的

美国的 13 个州很快取消设置国教; 新加入联邦的各

州更遏制大学向着宗教发展。这在充满宗教气息的

美国，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随着美国的经济和

政治发达，城市的兴起和移民日增，教会笼罩下的学

校一步步独立自主起来，大学也逐渐地摆脱教会的附

庸而转变成政府的世俗性的教育机构，这个转变在美

国大学的发展史上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
( 三) 政府和社会对私立大学重视

随着移民向西开拓移植和美国疆域的日益宽广，

随着生产发展和城市的日益发达，再加上从海外来美

的新移民大量入境，创办私立大学成为必然。建国初

期，美国政府曾着手整顿殖民地时期建立的私立大

学，以收效不大而告终。例如: 州议会曾试图改组费

城学院的董事会和教授会，使其能符合新的政治方

向，以失败而告终; 州政府曾一度改设宾夕法尼亚大

学，但遭到众学人的指责，指责州议会违背宪法，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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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得不于 1789 年归还基金，允许复校，其结果是因

学人不服而失败。与此相似，纽约州曾于 1787 年改

组京士学院，易名为哥伦比亚大学，借此希望由州政

府控制大学，后来计划落空。另外，弗吉尼亚州曾试

图将威廉·玛丽学院改为州立大学，政府与民众争执

多年且遭到种种抵制，最后以州政府失败而结束。另

外，麻州议会曾于 1810 年决定改组哈佛大学校董会，

由州政府委派新校董且拨给大学经费，斗争达 50 年

之久，大学始终不服并切断对州的从属关系。达特茅

斯诉讼案的出现，使州政府和私立大学的斗争发展到

最高峰，著名法官马歇尔于 1819 年下达判决书，表明

宪法必须维护私立大学取得法律保障，不得因州议会

的决定而更改，最终达特茅斯学院获胜。这项判决使

法制精神在教育领域彰显了威力，给私立大学的前进

廓清了道路。
( 四) 政府拨地兴办大学

1787 年，联邦政府制定了《西北土地法》规定，每

一市镇按规定各分为 36 块地区，并把其中第 16 块土

地作为教育事业使用。即这块土地可以出租或售卖，

将租金或售价作为教育经费。拨地兴学提供了美国

教育快速成长的客观条件。1850 年以后，政府又以

“更多一块的”一平方英里的土地，即第三十六块地

区，拨充为城市兴学的资源。阿帕拉契山以西新建立

的州共获得 14500 万英亩的教育用地，约合 226562
平方英里之多，政府的这种巨大拨助形成了美国西部

教育资源的永恒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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