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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欧洲政治近代化与高等教育
发展考略
!

王飞麟

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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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欧洲高等教育发展与政治近代化相互作用的背景下#政治与教育

显示出相关性"本文将从高等教育发展对政治空间的需要及欧洲政治近代化对高等教育

的发展所奠定的制度基础这两个方面#来对这一时期的欧洲高等教育之政治前提作一番

考量"由此可以发现#政治近代化的核心是世俗化程度的加深"随着世俗化在国家政治

生活中日渐显性化#欧洲高等教育繁荣发展的时机便愈益成熟"

关键词!欧洲$高等教育$政治近代化$世俗化

政治与教育的关系之密切#古今中外论述充盈"如成书于中国历史上战国末期的(礼

记/学记)就载有这样的文字!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几乎与(礼记/学记)诞

生同时期的荀况*公元前
!#!

(

公元前
&!%

+也曾指出!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

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

"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公元前

'$(

(

公元前
!((

+则将教育的目的归结为培养治国人才#直接为政治服务"他在同另一

智者安提丰的对话中说!&是我独自一人参预政事#还是我专心致志培养出尽可能多的人

参与政事#使我能够对政治起更大的作用呢-'

#由此可见#苏格拉底把教育视作是政治活

动的一部分"教育与政治的这种密切关联若放在
#$

(

#%

世纪欧洲高等教育发展与政治

近代化相互作用的背景下#就更能显示出这种相关性"笔者将从高等教育发展对政治空

间的需要及欧洲政治近代化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所奠定的制度基础这两个方面#来对
#$

(

#%

世纪欧洲高等教育发展之政治前提作一番考量"

一%欧洲高等教育发展需要宽缓而开放的政治秩序

#$

(

#%

世纪欧洲高等教育的发展有赖于宽缓而开放的政治秩序"&宽缓'较易理解#

而&开放'当作何解释呢- 这应从西方政治思想的整体发展来加以分析"多年从事西方政

治思想史研究的中国学者徐大同指出#西方政治思想在其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古

代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中世纪封建社会和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等不同的历史阶

段"其政治思想发展的内在联系使它能够在发展的差异性中保持其历史的继承性$

"西

方政治思想体系所经历的自然政治观%神学政治观%权利政治观的相继转承则表明了西方

*

#(

世纪前主要指欧洲+政治结构在内部协调%外部影响的双重作用下#自我调适%渐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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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欧洲政治近代化与高等教育发展考略

熟的开放性"

#$

(

#%

世纪的欧洲高等教育正需要在这种开放的政治秩序下求得发展"

#$

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已趋鼎盛#宗教改革蔚然兴起#加之新航路开辟%商贸金融业扩大%城市经

济兴起#中世纪手工业行会组织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及在此经济条件下踯躅前行的欧洲思想界均面

临剧烈变革"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胚胎已在封建社会母体内逐渐成熟的必然结果"新兴的资产阶

级及资产阶级化的城镇新贵族与乡间士绅试图营建适应自身发展%反映本集团经济与文化需求的政治

秩序"在当时条件下#经济实力不甚强大%政治经验尚嫌稚嫩的资产阶级还难以直接凭借暴力夺取政

权#他们不得不韬光养晦#并在多数情形下与各封建王权联合起来#进而形成上升中的新兴资产阶级#和

长期以来因备受割据领主与宗教势力双重挤压而尴尬不已的欧洲各世俗王权互为奥援#以对抗诸侯及

宗教集团"这正如恩格斯所言#&国王的政权依靠市民打垮封建贵族的权力#建立了巨大的%实质上以民

族为基础的君主国#而现代的欧洲国家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就在这种君主国里发展起来"'

!恩格斯

所指的市民即是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中坚#而他指的2巨大的%实质上以民族为基础的君主国3则隐含反

宗教的世俗化潮流#因为欧洲政治自早期封建采邑制建立以来#宗教权威及在此之下的教仪%规制%守

则%信条等一直是维系政治稳定的纽带#而到
#$

世纪后#这条纽带不复当年的坚韧之状#面对民族国家

渐趋形成的整体意识及杂然其间的新教化运动#宗教权威已远非
##

(

#&

世纪时可比"

##

世纪时#罗马

教皇格里高利七世*

#"7!

(

#"%*

年在位+甚至能恣意凌辱世俗君主#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

*

P,4+

QC

+为求得自己的世俗王位#并免受被开除教籍之罚#竟长途跋涉到卡诺沙#雪夜拜求格里高利

七世"

"比格氏稍晚的乌尔班二世*

+̀/34

=

+还能发动绵延近
&""

年%由欧洲多个世俗封建领主襄助

的十字军东侵"其它如英诺森三世*

c44?2,4@

B

#

##(%

(

#&#$

年在位+%卜尼法秀八世*

U?41S32,

M

#

#&('

(

#!"!

年在位+都提出了系统的教权至上主张"卜尼法秀八世甚至在其2两剑论3

#中指出#教皇是

世俗权力的真正所有者#世俗统治者的权力来源于教会的授予与委托#所以他必须服从教会#为教会服

务$

"

#$

世纪#欧洲各中央集权迅速扩大#各世俗封建主已非先前那般被动而局促地受制于教会"同

时#经过宗教改革及其衍生的各国教派间绵久的战争%某些国家*如英国+的国教化运动#教会威权几乎

扫荡殆尽"那些仍效忠罗马的教士们迫于生计#不得不理性地接受俗权倍增#而教权式微的事实#退而

修正自身的对俗关系#缓和教俗矛盾#从而苟全教界残败衰微的地位"

由于宗教影响的弱化及
#$

世纪人文主义的兴盛#使得
#7

世纪欧洲政治生活中理性主义成分剧增#

这进一步加速了
#$

世纪后欧洲政治空间非神学化的步伐"

#$

世纪前#文艺复兴逐渐浸润着几近干涸

的文化河谷#诚如英国学者沃尔夫*

K)R?0SS

+所言!&重见天日的希腊和罗马古籍犹如清新的海风吹进

这沉闷压抑的气氛之中"诗人%画家和其他人激起了对自然现象的新兴趣$有些勇敢的人充满了一种渴

望自主的理智和情感的冲动"'

%而随着
#7

世纪科学与哲学的发展#人们对理性的颂扬与对蒙昧的鞭挞

渐渐超越了文艺复兴所局限的文学%音乐%建筑等领域#并广泛地深入到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开

始挣脱神哲体系下冗长繁琐的思想禁锢#用直觉%经验及在此基础之上升华出的理性判断#检视身边的

现实问题"而
#7

世纪的政治秩序可以说是在
#$

世纪世俗化进一步加剧的背景下进行构筑的"在这一

时期的欧洲知识界#涌现出了很多自然科学家#他们建立在细致的实验与缜密的推导基础上的定律及被

政治学者们奉为不二法门的自然主义权利观#形成了自然与社会间至为微妙的洽合"

如果说
#7

世纪对于欧洲政治是科学革命背景下#自然主义哲学观全面引领思想界的世纪#那么
#%

世纪则是启蒙思想贯穿始终%政治近代化日趋成熟的世纪"启蒙思想对封建王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英国历史学者斯科特*

P)g)>2?@@

+曾指出#在
#%

世纪的欧洲#为数众多的封建主们均受启蒙思想熏袭"

在他们及其同样受到启蒙运动影响的智囊的带领下#许多欧洲国家秉承启蒙主义政治法则#改善自身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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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司法及财政体系#激发国民对工商业的发展热情#大力改善农垦#并废除农奴制#加大对天主教会

的国家控制#扶植高等教育#扩大中等教育!

"对启蒙运动#德国学者卡西勒*

E)93551+,+

+甚至给出了比

斯科特更为广泛的论述"他指出#整个
#%

世纪#在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里#它们的日常事务及整体发展在

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启蒙思想的规范#这些影响或许会因各国的具体差异而有所不同#但毫无疑问的是#

启蒙运动乃是一股大潮"

"启蒙运动使欧洲各专制王权向着公共权力下移的方向发展#而专制的政治

结构则在公认的人类理性的操控下运转"这就宛如手操权柄而又冥顽不灵的君主及其专制机器被开启

了一样"故而
#%

世纪下半叶#学术界将这种体制称为2

,401

B

4:@,4,II,5

-

?@156

3

#

"2

I,5

-

?@156

3单独

来解#是指不屈从于任何法律约束的权威制$

#而2

,401

B

:@,4,I

3又是开明的意思#两者间能共存吗- 卢

梭对此就持疑问"

#7$7

年#他在与同另一启蒙思想家的通信中#称这个词组是自相矛盾的%

"卢梭的批

评建立在当时的学术界还未能厘清开明专制的历史因袭关系背景下"显然#开明专制绝非平地而生#它

是历史地出现在
#%

世纪时空之下的政治事物"而较为完满地回答这一问题的是开明专制兴起后的一

个世纪#即
#(

世纪中叶的德国历史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罗雪尔*

R)N)W)V?52:,+

#

#%#7

(

#%('

+"他于

#%'7

年前后在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中用2

K/5?0.@156.5

3这个德文词汇来代替2

D,5

-

?@156

3

&

#从字面上

回避了
#%

世纪启蒙思想家们对这一问题的争论"罗雪尔指出#专制非独
#%

世纪有之#它早在
#$

世纪

宗教改革时就有了#当各国以2教随国定3原则治理臣民时#这就是一种专制#它是信仰专制#罗雪尔用了

一个德语词组2

e?4S,551?430,+K/5?0.@156.5

3来表达$

#7

世纪路易十四的法国是宫廷专制#罗雪尔称之

为2

PpS012:,+K/5?0.@156.5

3$而
#%

世纪的欧洲则普遍地呈现出开明专制#罗雪尔就将其称为

2

K.S

B

,O0q+@,K/5?0.@156.5

3"这样#罗雪尔就将欧洲专制制度
!""

年的发展历程作了一个历史分析与

定性解释"从中不难发现#

#$

世纪以来的欧洲政治发展是一个不断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这是新兴

资产阶级在经济迅速扩张背景下政治要求亦随之上扬的结果"专制的王权为了巩固自身政治地位#采取

了部分地满足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做法#渐进地改革现存弊政#谋求与之妥协"而新兴资产阶级亦从自身

处在王权与下层民众之间的微妙地位计#采取了对专制王权既争夺又合作#且战且欢的做法#意欲自上而

下地实现政治结构的优化#以及公共权力的资产阶级化"这便是
#$

(

#%

世纪欧洲政治发展史的关键"

#$

(

#%

世纪欧洲政治发展史有了这样一条发展脉络#即决定了它能以一种开放而宽缓的空间包蕴

高等教育这一社会文化生活中系统而繁杂的事物"而摆脱中世纪宗教羁绊的欧洲高等教育置身于宽缓

而开放的政治秩序内#将能更持久深入地沿着世俗化道路向近代演进"

二%欧洲政治近代化为高等教育发展奠定了较为完善的制度基础

欧洲高等教育脱胎于中世纪的教会传统#其制度体系的发展在欧洲政治近代化的影响下#不断完

善"兹从其制度体系的演变论述欧洲政治近代化的基础作用"

中世纪的欧洲大学曾有以下四个特点!*

#

+四学院制#即神学%文学%法学与医学*特殊情形下#法学

院因民法与教会法分开而分成两个学院#所以形成五学院+$*

&

+教师大学#以巴黎大学为典型的北方大

学$*

!

+学生大学#以波伦那大学为代表的南方大学$*

'

+教师,学生混合型大学#这些学校集中的领导#

兼有教师大学与学生大学的性质特点#西班牙萨拉曼加大学及法国蒙彼利埃大学是其代表"这些特点

直到
#*

世纪末#还较为清晰地体现在很多大学间"这一时期#在教师大学里#教师组成的团体主持教

务$在学生大学里#学生团体主持教务#教师只在学科教学上参与管理$在教师,学生混合型大学里#前

面两种大学的特点则兼有"

#$

世纪宗教改革后#大学作为一种城市经济文化不断发展的产物#随着王

权对城市文化的控制加剧#大学受世俗政治权威的影响也显著加强了"同时#大学也加紧了对学生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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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欧洲政治近代化与高等教育发展考略

制"比利时中世纪史学者里德,西蒙斯女士*

P)D)V1II,+

Z

>

Q

6?,45

+指出#&当时的大学管理层尽可能

地使学生组织边缘化#或使它们尽量保持沉默"'

!因而到了
#7

世纪#先前分布于地中海沿岸等欧洲南

方地区的学生大学组织就不再像从前那样与北方大学区别明显了"在这一时期新建的大学都按阿尔卑

斯山以北地区的大学模样去建制"以奥地利与西班牙为例#由于哈布斯堡家族势力甚大#地据奥地利和

西班牙两个王国#而奥地利与西班牙又治理着除低地国家之外的南方地区#如意大利一些城邦#同时它

又在高等教育管理方面恪守教师型模式#所以哈布斯堡家族治下的欧洲南方大学在
#$

(

#%

世纪间#均

按教师型去建制"再如意大利#其境内的帕维亚大学即在
#*'#

年与
#77#

年先后两次被哈布斯堡家族

给予了类似的2北方化3组织条例"

"那不勒斯大学也是如此#

#$#'

(

#$#7

年间#该校被西班牙籍的总督

彻底按照北方模式改组了"此外#欧洲大学的特权也日渐具体"中世纪时#各大学便已经具有一定特

权#这包括一定的司法权%自治权*起草法规%学术自由等+%豁免权*免除各种赋税及兵役等+%特别保护

措施*对物价的限制%食品短缺时的优先供应等+

#

"但应指出的是#当时的这些特权还没有上升到政治

层面"直到
#$

世纪后#欧洲大学的教师们才如同国家机构的工作人员一样#获得了一定的社会与政治

特权#这包括参加议会%保留教产以及拥有在议会中相当数量的席位等"此后随着时代的演进#大学还

陆续获得了林林总总的优越地位#如印刷业的垄断权%人口普查时政府给予的温和操作方式%可以身着

有时只有贵族方可享有的服装等"当然#专制王权不会心甘情愿地使大学的特权无限制扩张#它们的主

要意图还在于使欧洲高等教育按照自己的意志#向有利于巩固专制王权的方向发展"因此#在一定阶

段#王权仍不失时机地对大学祭起操控法宝"如在法国#

#$

世纪后的大学虽被政府允许有自行保留起

草与修订章程的权力#但这项权力需得在王室诏准#并提交议会表决后#方得行使$

"在德意志#甚至出

台了更为细致的规章#使得政府能深入地干涉大学的教学规程%招生与毕业程序"如在英格尔斯塔特的

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就得到了当局的一纸禁令#它禁止学生到国外求学#并且强制性地规定学

生只能在该校毕业#方能保证他们获得工作岗位%

"

专制王权对待高等教育的态度取决于自身的近代化程度"而教师大学在数量上压倒学生大学#以

及大学相关特权的扩张与受限则都与专制王权的主观意愿有着莫大的联系"

#$

(

#%

世纪#随着人文主

义与启蒙思想的相继传播#专制王权也正在进行适应性调整#这对正在发展中的高等教育具有着深远影

响#它已不仅局限于大学的总体样式%相关特权的发展变化情况#还表现在大学与王权及教会的关系调

整%财政收支状况这两个方面"

第一#大学与王权%教会的关系"

中世纪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处在高级主教秘书*

5,41?+,

-

152?

-

303.@:?+1@

Q

#

2:342,00?+

+的监督之

下&

"中世纪时#这种秘书实则是某些大城市教堂的首席祭司#如巴黎%维也纳%科隆等城市$抑或是某

些城市的副主教#如意大利波伦那市"到了
#$

世纪#宗教改革席卷全欧#在一些新教国家里#原本由教

会掌控的大学监督权则很快旁落至世俗封建领主手中"

#$

世纪后世俗化的趋势使某些天主教国家的

教会也渐渐失去对高等教育的监督权"在这些国家里#天主教牧师竟要同市议会议员%退休教授%贵族

等世俗上层一起接受封建主的遴选#来执行对大学的监督权"试看在德意志境内的三所大学!阿特多夫

*

K0@I?+S

+%图宾根*

fo/14

B

,4

+与马尔堡大学的监督权状况#我们便可知道
#$

世纪后大学监督权的世俗

化情形了"在阿特多夫大学#学监是由纽伦堡市议会的议员担任的$在图宾根大学与马尔堡大学#学监

的职位竟是由这两所学校自己培养毕业的博士生去担任的$在众多欧洲国家大学学监为非教会人士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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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同时#不难发现#学监工作正随着世俗化的加快#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其任命已不能简单地视作是教

俗两派争夺高等教育领导权的表现"如西班牙萨拉曼加大学#其学监被称为2

63,5@+,52.,03

3#2

63,5

Z

@,+,3+

3在西班牙语里是动词2指挥3的意思"而2

,52.,03

3则是名词2学校3的意思#两词缀合表明了学监

就是对学校的日常事务的管理行为"与萨拉曼加大学类似#法国的大学学监的实际职能则非常充实#大

到学校的规章制度的修订#小到典礼仪式的布置#可谓事事悉出其手"另外#不仅大学领导权世俗化了#

而且就大学与政府的关系而言#法国政府还将世俗化与国家政权的强化联系在一起"

#%

世纪#法国大

学开始变得国家化#大学竟宛如政府机构一样#各级官员%地方议员都从各个层面处理着大学事务!

"

在奥地利#由于有了开明君主玛丽娅/特雷莎的领导#

#7$"

年该国政府建立了专门处理教育事宜的部

门!学校委员会*

>@.I1,4:?SO?661551?4

+#它有些类似现代各国的教育部"在特雷莎的筹划下#学校委

员会作为政府的一个组成部门#处理着帝国境内凡与教育有关的问题"

"由于奥地利还控制着意大利

部分地区#所以特雷莎的这种高等教育政策还覆盖到了意大利"如特雷莎
#77#

年在北意的米兰设立了

&学校委员会'

#

#该委员会作为米兰公国的一个组成部门负责监督境内的帕维亚大学及所有公立学校#

而该委员会除秘书与书记员外的另外
*

名成员#

#

名总监%

'

名委员均从帕维亚大学的神%文%法%医四个

学院中选出$

"在西班牙#其国家政策参与高等教育领域时间较早"

#$&!

年#西班牙就建立了教育委员

会*

[.4@3I,EI.2321=4

+及学院委员会*

[.4@3I,9?0,

B

1?5

+#后者就是由
$

名曾从大学毕业的人士组成#

他们被委以监督西班牙大学事务的职责%

"在波兰#情形也相似#

#77!

年#波兰建立了由世俗政权掌管

教育工作的政府部门,,,国民教育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席由波兰克拉科夫*

9+32?]

+大学校长兼任#

他还同时负责监督大学里的师资培训工作&

"

以上只是简述了几个略具代表性的欧洲国家在
#$

(

#%

世纪间大学与王权以及教会之间的关系#我

们从中可以发现#

#$

世纪后#欧洲各国高等教育世俗化趋势明显"

#$

世纪前#教会掌控的对高等教育的

监督权逐步旁落至世俗显贵手中#各国政府*几乎都是专制王权+普遍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的控制#而一国

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愈益显著地与国家政治的总体运行联系在一起"

第二#财政收支状况"

财政问题乃是高等教育发展所不容回避的问题"一国高等教育要发展#或某国某校要维持运行#良

好的财政状况是关键"大学作为经营性主体在
#$

(

#%

世纪是难以想象的"因而里德
Z

西蒙斯说#不仅

在中世纪#而且哪怕是在近代早期#财政资源的缺乏都是欧洲高等教育史上的常态性事物'

"不容否

认#某些大学的财政状况相当充裕#但在
#$

(

#%

世纪的欧洲#仍有众多大学在温饱线上挣扎#教学与科

研的组织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中"一些大学的运行靠私人或校友的慷慨捐赠维持#但那也只是权宜之

计#根本性地解决高等教育经费问题还是得依靠政府切实%有效%系统的财政支持"

中世纪晚期#大学所在地区的地方政权也对大学进行了稳定而持久的资助#其前提是政府应获得对

大学更大的控制权"但是#大学对于政府资助的企望往往因种种原因而落空#这是由于中世纪诸侯间的

私战频仍#每每战端一开#就军费靡巨#和平时期政府对各大学许下的财政承诺在战火纷飞间无法兑现"

进入
#$

世纪#随着宗教改革引发的各种冲突在欧洲各地展开#大学的经费问题依旧严峻"

#7

世纪#欧

洲战火更炽"大学只能靠集中校产%聚拢资金建立基金会等方式来保证大学的支出项目"而各开明君

主们能做到的是什么呢- 首先#他们支持大学理性预算#厉行节约"其次#开明君主们也通过各种形式

对大学给予财政支持"如专制王权向大学直接投资#或者进行混合融资"直接投资的最佳例子是瑞典

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对乌普萨拉大学的财政支持"为使瑞典的高等教育直追欧陆其他国家#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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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飞麟!

&!

!

&2

世纪欧洲政治近代化与高等教育发展考略

斯塔夫二世不吝巨资"

#$&"

年#皇室还增加了教授职位的数额"原先没有财产的教授们有了稳定的收

入"

#$&'

年#古斯塔夫二世还将自己在阿普兰*

`

--

,+034I

+与瓦斯特曼兰*

H35@6q4034I

+地区的私人庄

园赠给了乌普萨拉大学作为永久的%不可剥夺的校产"这包括大量农庄与磨房#以及分布在哈尔辛兰

*

Pq0514

B

034I

+与瓦斯特曼兰的八个教区的什一税所得"古斯塔夫二世的这项捐赠在世界大学发展史

上都是令人瞩目的"这令乌普萨拉大学在此后的
&""

多年中无比繁盛!

"以上了解了直接投资及其案

例#那什么叫混合融资呢- 就是政府将一些特定项目的税收收入#如法国的盐税%威尼斯的四轮马车税

等#还有罚没的财物%关税收入等投给大学"再次#开明君主们还将特定的教产以馈赠的方式拨给大学

作为教职工的薪水发放的保证"

#%

世纪末#波兰的克拉科夫大学就是如此#它接受了不少于
!""

宗来

自政府方的馈赠"

"专制王权还通过没收教产%向教会开征税赋及免征大学税赋等手段联合使用的方

式增加大学的财政收入#如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这是一所信仰新教路德宗的大学#

#*!$

年该校重建

时#

#其收入来源是!从教会所有物中没收的财产%主教对两个教区抽征的什一税%对两个教区的教堂征

的学习税%由丹麦王室给予每年
&""

达勒尔$的资助%每年由修道院承担的拨给家境寒微学子的
&7

份

奖学金等#同时哥大不仅免于赋税#而且还能向师生出售免税的啤酒与红酒来赢利%

"尤其是出售免税

的啤酒与红酒一项在尼德兰地区也是非常盛行的政府对大学的财政扶持方式"如鲁汶市政当局就与鲁

汶大学签署了多项禁止关于酒类走私的协定"鲁汶大学利用自己可以销售免税酒的特权#竟将酒类免

税专卖的权利转移给了部分市民#导致政府税收流失"从这个条件的侧面可以看到尼德兰地区地方政

府对大学的财政支持力度"

#$'"

年#鲁汶市统计流失的酒税竟然达到数千盾&

#鲁汶大学就使用这项收

入支付教师薪酬%校舍兴建与图书购置"在尼德兰的乌特勒支市#为避免鲁汶市的漏税情形发生#同时

又要支持本地大学的发展#该市市长采取了变通的办法#他于
#$*7

年废除了乌特勒支大学的免税权#但

同时又给予该校每年
#*"

盾的津贴#作为生源不足时经费困窘的补偿'

"

三%结
!

语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由于
#$

(

#%

世纪欧洲各国王权在强化过程中试图与上升中的新兴资产阶级合

作#因而其政治秩序即朝向近代化的方向发展"在中世纪还显赫万分的教士阶层在这一轮的政治调整

中成为了牺牲品"表现在高等教育发展方面#教士的监督权被剥夺#世俗王权对高等教育的干涉加重#

大学愈来愈为世俗的专制王权服务#同时开明专制也为高等教育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这包括在组织结

构%财政支持等诸多方面"结合罗雪尔对专制的历史分析#我们可以说#

#$

(

#%

世纪既是专制体制由信

仰专制发展到宫廷专制#再到开明专制的过程#也是欧洲政治逐步近代化的过程"近代化的核心是世俗

化程度的加深"随着世俗化在各国政治生活中日渐显性化#欧洲高等教育繁荣发展的时机便愈益成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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