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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中，总会有这样一

些教师：他们埋头读书，潜心

做学问，致力于纯学术研究，

颇有一种“学海无涯苦作舟”

的精神。他们唯一追求的是学

术价值，至于学术成果如何转

化、如何应用、如何服务，则

不大关心。

对政治活动，他们采取敬

而远之的态度，不过问，也不

参与。既不为现实的政治服务，

不为当局的政策注释，也不与

现实的政治作对，不惹政治的

麻烦。

对现实生活中的事情，他

们采取超然的不偏不倚的立场，

“用第三只眼睛看世界”，有

时也会说一些不合时宜、不识

时务的话。对于专业领域的事，

他们很“精”；对专业以外的

事，他们很“傻”。

任彦申

如何对待纯学术研究

这些教师如果在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一定会被认为是

“三脱离”（即脱离政治、脱

离社会、脱离群众）的知识分

子，是走“白专道路”。在今天，

也会被一些人认为是思想政治

上有问题的人。

我们大学中应当养一些

这样的学者，让他们埋头去

做自己的学问，不必强人所

难，非要他们去参与政治活

动，从事现实服务。一个国家、

一个单位，人人关心政治、

人人参与政治，并不一定是

好事情，如果让不懂政治的

人去参与政治，反而会闹出

许多荒唐事，惹出很多不必

要的麻烦。在当今商业味很

浓、功利心过重的环境中，

他们能耐得住寂寞，坐得住

冷板凳，静心做学问，倒是

很可贵的。这种“书呆子”，

比那些急功近利、喜欢凑热

闹的学者要好出许多。

对待大学的学术研究历

来有两种态度：一种主张与社

会经济政治紧密结合，一种主

张与社会经济政治保持距离；

一种主张为现行的国家战略

服务，向社会提供即时的直接

的利益，一种主张只要做好学

问，发展科学文化，那就是在

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

标，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进步。

这两种态度应当结合互补，不

宜偏废。我们的大学，既应当

鼓励多数教师关注社会需求，

服务国家战略，也应当允许一

些教师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

出发，超脱现实的功利，从事

纯学术研究，去追求更加遥远

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