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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斯图加特大学的发展简史，论述了近百年来德国高等教育在多变的政治风云中

曲折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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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斯图加特大学简介

斯图加特大学位于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

府斯图加特市。这所大学现有 )"# 多个研究所处

于 )# 个系中；有 -### 名雇员（其中 )&## 名雇员由

校外资助者支付工资）；大约有 !)### 名学生（其

中 !.## 名学生来自德国之外）；每年大约有 )+##
名学生从斯图加特大学毕业。这所大学年度预算

共 - 亿马克（约 !# 亿人民币）。由于科学高效的

管理体系，该大学达到了德国一流大学的层次。

斯图加特大学有两个校区，即位于市中心的

老校 区：/0123045003 校 区 和 半 山 腰 上 的 新 校 区：

615758938 校区。新校区和世界著名的 :1;<=18>
研究所以及德国航空航天工程研究所在一起。

斯图加特大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应用和理论

及其试验相结合。这个特点主要体现在工程学和

自然科学的教学和科研方面。该校有一批世界一

流水平的科学家和工程学家，他们不仅承担欧共

体、联邦政府、州政府、企事业单位的科研项目，而

且还在国际性学术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州政府

和一些企业（如戴姆勒 , 本茨汽车公司）在学校中

为大学建实验室和工厂。例如：风洞试验时可测

试汽 车 在 !-- 公 里 ?小 时 的 风 速；超 级 计 算 机

（@A/）可以模拟汽车碰撞时崩溃性破坏的情形；

模拟毒性物质在大气中的传播；模拟水质污染和

变化等等。州府建设的州立建筑材料实验室，由

大学中学术权威管理，既为学校的教学科研服务，

又为社会企事业单位服务，设备运转率很高。州

府建设的现代化热能发电厂也属于大学热能研究

所所长管理，它不仅供 615758938 居民区的日常用

电，还用来做热能方面的科学研究试验。

这所文理工综合性大学不仅推动着内卡河中

游地区的人文、工业和经济的发展，而且为这个欧

洲新兴工业区源源不断地输送高层次人才。

二、政治风云笼罩下的发展历史

)、诸邦时期（)+)- , )+.) 年）

战后和平时期的德国，工商业逐步得到了发

展，各邦国为了增强自身的国力，都十分重视科学

教育。著名的普鲁士教育家威廉·洪堡兄弟“学术

自由论”就诞生于这个时期，该观点对德国乃至世

界的高等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年，符腾堡王国在斯图加特成立了“技

术学校”，这是标志符腾堡地区工业时代开始的重

大事件之一。这所学校是学习卡鲁斯鲁尔，柏林

和巴黎相似机构的模式建立起来的，除了训练工

匠之外，教授的理论课程尽可能通俗易懂。后来

这种教育模式被称为大众化教育。)+&! 年，斯图

加特的四所这种模式的“技术学校”（建筑学、土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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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机械工程和化学工程）合并形成了“斯图加

特技术学院”。这所研究和教学机构吸引了那个

时代的一批优秀技术专家为她工作。

!"#$ 年 % 月 &$ 日，上任五年的普鲁士国王威

廉一世任命“铁血宰相”俾斯麦为普鲁士首相兼外

交大臣，为军事统一德国做好了准备。此后，战火

连绵不断：!"#’ 年普鲁斯奥地利联合攻打丹麦；

!"## 年普鲁士与奥地利交战；!"() 年普鲁士与法

国开战。在这些战争中普鲁士不断获利，不仅军

事统一德意志诸邦国（除奥地利之外），而且占领

过巴黎［!］（*+’(）。

&、帝国时期（!"(! , !%!" 年）

!"(! 年，德意志诸国以普鲁士为中心建立了

联邦制的德意志帝国。统一后的德国在经济、军

事和科学技术等方面迅速崛起，跻身于西方强国

之列。&) 世纪初德意志帝国在皇帝威廉二世统

治下处于鼎盛时期，经济生产超过英国，仅次于美

国，居世界第二。德国大学的发展也处于鼎盛时

期，德国大学的研究成果处于世界科学的领先地

位，德国高等教育的模式也受到普遍的推崇。

!""& 年，斯图加特技术学院增加了电机工程

专业。

!""$ 年，斯图加特人戈特里·戴姆勒和威尔

赫·迈巴奇合作，成功地研制了高速内燃机，为机

动车辆提供了重要的动力系统。!""- 年，他们获

得了一项轻型四冲程汽油发动机的发明专利。同

年他们将这种汽油发动机安装在四轮马车上，用

以驱动后轮，产生了时速达 &) 公里的汽车。!""-
年斯图加特人卡尔·本茨研制出单缸汽油发动机

的汽车［&］（*+!)&）。

!%!) 年 . !%!! 年间，德国教育没有停止发

展，其间，“斯图加特技术学院”又增设了航空航海

和汽车工程专业。

!%!’ 年开始，德国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此时的德国科学教育，工矿企业都在为战争服务，

在校大学生人数减少。!%!" 年开始，德国在战场

上连续败退。!! 月 % 日，德国发生了十一月革

命，推翻了德皇统治，诞生了魏玛共和国。!! 日

德国被迫签署停火协定，大战结束。

$、魏玛时期（!%!" , !%$$ 年）

魏玛共和国是在战败的条件下建立的，常常

被看作是强加的结果，因而在当时不能获得广泛

的拥护，而且战后动荡更增强了对昔日帝国的怀

念。大学作为帝国时代的宠儿，对新政府更是持

怀疑和敌对的态度。由于战败所导致的经济衰退

和贫困，大学的经济状况也十分恶劣。

!%&$ 年，在罗伯特·波西领导下，成立了“高

等技术学院友协”，这是“斯图加特技术学院”的财

政支持组织，该组织为经济困难时期“斯图加特技

术学院”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战后，许多年轻人重返校园，大学生数量大

增。此时，德国大学的学术成就依然是世界第一，

在 !%$% 年以前，共有 $# 名德国科学家获诺贝尔

奖，比排名第二的英国多出 !’ 名。但是，德国经

济面临崩溃，希特勒谋划政变，不断发表反动言

论，组织暴乱。就在这个困难时期，!%&# 年本茨

和戴姆勒汽车公司合并，在斯图加特建立了戴姆

勒 , 本茨公司，生产“奔驰”车。

’、纳粹时期（!%$$ , !%’- 年）

!%$$ 年 ! 月 $) 日，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建

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反动的法西斯政权。同年 ’ 月

! 日开始抵制犹太人运动。- 月 !) 日新执政者为

统一国民思想，开始对德国科学界和文化界的无

数杰出人物，严厉管制。许多城市“焚书坑儒”，一

大批优秀学者被打击，德国高等教育阴云密布。

此时，“斯图加特技术学院”许多著名的犹太

人专家被解雇；有些教师被迫自杀；有些教师被迫

退休。校长比特保罗瓦尔德也被迫退休，并于

!%$( 年放弃了他物理学家的教位，移居他国。该

校科研和教学工作一落千丈。从 !%$$ 年起，由于

纳粹政治的影响，该校注册学生数下降。

!%$% 年 % 月 ! 日凌晨 ’ 时 ’- 分，德军兵分三

路向波兰发起闪电式进攻。英法因此对德宣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拉开序幕。二战期间，“斯图

加特技术学院”被迫专注于关于战争和武器方面

的技术。

!%’’ 年，盟军对德进行多次大规模轰炸，“斯

图加特技术学院”几乎所有的大厦被空袭毁坏。

!%’- 年 ’ 月 $) 日希特勒自杀；!%’- 年 - 月 "
日，德国投降，整个欧洲获得解放［$］（*+#!）。纳粹党

不仅破坏了德国教育的自由民主的传统精神，而

且失去了一代优秀教师。

-、重建时期（!%’- , !%#" 年）

!%’- 年 # 月 - 日，同盟国的 ’ 名最高统帅在

柏林签署一项声明，将德国分成 ’ 个区域。!%’%
年，美英法占区成立联邦德国（西德），苏占区则成

为民主德国（东德）。在联邦德国建后的约 !) 年

中，重建因纳粹和战争而被破坏的高等教育和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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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魏玛时期的高等教育传统，成为高等学校和政

府高等教育政策的主要目标。这一时期因此也被

称为高等教育的“复辟时期”（同时，民主德国也进

行了大规模恢复建设工作）。

“斯图加特技术学院”于 !"#$ 年重建了市中

心校区，并于 !"#% 年 & 月恢复教学，当时有 !"’#
名学生。但是，学生数逐年上升，这个市中心校区

已不能容纳不断增长的学生数。五十年代中期，

在 ()*+*,-., 又修建了新校区。八十年代，一条城

市地铁穿过这两个校区，极大地方便了交通。为

满足教学需要，新校区的房舍建设至今还在进行。

%、改革时期（!"%’ / !""0 年）

%0 年代开始，世界形势趋于平稳，但美英为

首的两大阵营对峙与竞争日趋激烈，同时，人力资

本理论在资本主义国家广泛流行，为德国的政治、

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在这种

社会背景下，联邦德国的政治民主化和大学生运

动，推动了其出现前所未有的高等教育改革运动。

政治家们赋予洪堡兄弟提出的“学术自由”以民主

化和机会均等的含意。民主化旨在打破传统的教

授单方面治校的格局，让学生、青年教师及员工参

与学校管理。机会均等则意味着让尽可能多的获

得高中毕业文凭 12*345 的青年进入大学学习。尽

管改革没有完全到达理想的目标，但是，高等教育

在结构、规模、管理体制等方面还是发生了重大变

化。德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时代。

!"%6 年 6 月 # 日，“斯图加特技术学院”被命

名为“斯图加特大学”，此时，斯图加特大学是文理

工并存、以工程技术为主的综合性大学。

!"’0 年 !0 月 ! 日，基民盟和基社盟主政的政

府，一方面强调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是提高教学

质量；另一方面放权给高校自主管理，促进高校竞

争机制的形成。顺应时代潮流，斯图加特大学内

部管理不断完善。

在 !"%’ 年到 !"’’ 年期间，大学的内部结构

进行过几次调整，“技术学院”时期的三校（自然科

学、建筑土木、机械工程）!" 个系科，调整成 !"’’
年的 !# 个系。

6、统一时期（!""0 / ）

!""0 年 !0 月 7 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入联

邦共和国。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两德

的统一，欧共体的逐步形成，促进德国政府肩负起

强国富民的重任，各界人士要求改革高等教育。

!""7 年负责全德高校的结构发展、投资及科研促

进工作的科学审议会提出了“关于高校政策的十

个论题”。人们虽然意识到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

但要彻底改革是很难的。!""6 年末，德国 !%0 多

所高校的大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在教育

上的财政紧缩政策；要求加快高等教育改革步伐。

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在公共演讲时指出，德国高等

教育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年 %
月，新一届德国联邦议会成立不久即通过了对《高

校总法》的第四次修改法案［#］（89&&"）。

新世纪到来之时，斯图加特大学已经和全球

一百多所高校建立友好交流关系（其中包括上海

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东北大学、沈阳工业大

学、合肥工业大学、同济大学、清华大学、香港科技

大学、台湾成功大学）。斯图加特大学已经设立了

五个在国际范围内招生的硕士班（材料和结构计

算力学、信息技术、水资源工程与管理、空气质量

控制，固体垃圾和污水处理、基础设施规划、物理

学），这种硕士班全部用英语授课，按英美学制和

课程结构组织教学，毕业发硕士文凭。德国学生

也可报名上这类硕士班。斯图加特大学每年都有

和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著名高校互换学生的名

额。她的电子工程、商务管理、机械工程、建筑学、

大地测量和地理信息五个专业的学分是欧洲地区

共享的。斯图加特大学高度重视在研究领域加强

国际合作，每年都有大批的外国学者到斯图加特

大学开展合作研究，学校在两个校区都设有客籍

教师公寓，()*+*,-., 校区还设有斯图加特国际会

议中心。

斯图加特大学教授和学生之间接触比过去更

多，学生在学习基础课程时就可以申请做教授的

研究助手；到专业课学习时，可自由参加教授的研

究工作；毕业论文更是在教授亲自指导下完成。

斯图加特大学每个专业供学生可选择的主修

方向也很丰富。例如，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可选

择建筑工程方向，也可选择道路桥梁方向，还可选

择城市与交通规划方向、水利工程方向以及固体

垃圾处理方向、、水处理方向等。

&007 年，斯图加特大学将原 !# 个系合并成

!0 个系：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土木与环境工程、化

学、地球和生物科学、计算机科学、电子工程和信

息技术、航空航天工程和大地测量、机械工程、数

学和物理学、人文、管理、经济和社会科学。

笔者于 &00! 9 " / &00& 9 " 与德国斯图加特大

学合作研究，亲眼目睹他们在改革中取得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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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启示

总之，斯图加特技术学院在诸邦力图科教兴

邦时诞生，她的诞生正是德国高等教育初步兴起

之时；斯图加特技术学院在一战前后发展，她的发

展正是德国学术水平走向鼎盛之时；斯图加特技

术学院在二战中摧毁，她的毁灭正是德国高等教

育毁灭之时；斯图加特技术学院在二战后重建，她

的重建正是德国高等教育恢复之时；斯图加特技

术学院在改革时改名为斯图加特大学，她的更名

正是德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之时；斯图加特大学在

探索中国际化，她的国际化正是德国高等教育在

两德统一后，努力重新在国际舞台上崛起之时。

中德相比，两国在发展近代高等教育中所走

过的道路和采取的政策方面既存在着某些差别，

又有一些相似之处。中德高等教育历史源远流

长，中国古代的书院、德国中世纪的教会学校都有

着古老的历史。但是，在西方国家中，德国是较早

推行高等教育改革的国家之一，从中世纪的教会

学校到近代大学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中国最初

的近代大学（洋务学堂）是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所造

成的国家和民族危机以及摆脱这种危机所采取的

种种努力的结果，它不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发展和

延伸。正因为如此，德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发展是

从大学教育的革新开始的! 各种专门教育是在大

学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得到了显著的发展，

而且，专门学院的发展明显受到大学教育的多方

面的影响，它们之间基本上不存在相互抑制的情

形。斯图加特大学是按西方最早的多个专门学科

的近代大学模式———巴黎工业大学的模式建立

的，因此，尽管它随着岁月而变迁，随着时代需要

而改革，但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传统始终不

变。与之不同，中国的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则是

从专门教育的兴起开始的，而且在长达 "# 年之久

的历程中，高等教育只有专门学校一种形式，而在

大学建立后，大学教育成了高等教育的主要部分，

高等专门教育地位下降。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文、

科学、实用技术三者虽然共存于综合性大学之中，

但是无论在校园之内，还是在校园之外，人们对三

者之间内容、地位、作用等方面的共性的认识还不

够深入。

进入 $% 世纪，中德高等教育都面临着强国富

民的重任和走向国际化的改革要求。虽然，中德

高等教育现状不同，但是，目标是一致的，研究德

国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的发展历史，对促进我国

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祝愿斯图加特大学和德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为

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谨以此文献给

$##& 年斯图加特大学 %’( 周年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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