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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学生抄袭

未来的学术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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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学术共同体成了利益共同体，利益均沾使学术造假成了心照不宣的
“潜规则”。仅仅依靠内部的自觉和自律已经很难防止抄袭行为的蔓延。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为规范学位授予工作中出现的学术不
端行为，山东省学位办对地处山东的学位
授予单位进行了检查督促。据对抽查的33

个单位统计，本年度有65人因学术道德问题
未通过学位申请，其中博士1人，硕士58人，学
士6人。(本报今日A04版)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一次检查竟有
这么多年轻学子被查出学术道德问题。但凡
事必有因果，这些学生在学术上的不端行为
或许也是被环境“教化”出来的。

近年来，高校中不断爆出的学术造假
如同斑斑污渍玷污了所谓的“象牙塔”。远
的暂且不谈，仅今年被媒体曝光的教授涉
嫌抄袭事件就已有多起，即便是在学界颇
有名望的教授汪晖、朱学勤也未能幸免。

除朱学勤主动递交了启动学术调查程序
的申请，其他教授基本都采取河北大学校
长王洪瑞的策略，对外界的举报和批评不
置可否，更有甚者如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副
教授王冷把抄袭当做家常便饭，在网上对
举报者直言“本人硕士论文抄了，学士论
文也抄了，你可以继续指教”。

如果连教授都不能在学术道德上为人
师表，学生东拼西凑做论文也就不奇怪了，

何况很多学生承担的压力并不比教授小，

教授没有论文无非影响职称和地位，而学
生完不成论文，学位和工作都要随之泡汤。

一些教授为了照顾学生的前途，对于抄袭
行为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放过去了，更
有“精明”导师还在学生的论文上署名。学
术共同体成了利益共同体，利益均沾使学

术造假成了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仅仅依
靠内部的自觉和自律已经很难防止抄袭行
为的蔓延。9月，《自然》杂志发表文章，认为
中国期刊三成以上存在剽窃，10月，《纽约时
报》头版文章谈论中国学术剽窃现象。抄袭
成风既败坏了学界风气，也损害了国家形
象，提到中国制造业，不少西方媒体首先想
到的是抄袭和“山寨”，恐怕不仅仅是出于
一种偏见。目前，国内学术造假已经不是偶
尔为之的现象，很多高校看得到却管不了，

无非是身陷其中，拿不出壮士断臂的决心。

去年，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涉嫌抄袭，国
内五位教授联名督促其下课，最终公众听
到的也只是一句无关痛痒的道歉。

这次，山东省学位办进行检查并公开
结果，让我们看到了根除学术造假的希望。

今天的学生会成长为明天的“知识精英”，

从他们进入学术殿堂的那一天起就应该得
到严格的学术规范，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日
后的学术丑闻。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不少
学生以“复制”加“粘贴”的方式制造论文，

让人欣喜的是，反造假也有了技术进步，针
对学术不端的“检测系统”使得造假者现出
原形。有了这些前车之鉴，以后再想在学术
上走邪路的学生就要考虑一下风险了。当
然，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检查能推而广之，事
关学术道德，教授理当垂范，而不能享有豁
免权。

学术腐败积弊日久，一次检查远不能
解决问题，但有了良好的开端就有了希
望。在自古尊崇诚信和“知之为知之”的孔
夫子家乡，对学术造假就应该持“零容忍”

的态度，发现一起解决一起。

节省还是折腾

姑姑说，侄女最近总打电
话回家抱怨，说上大学比读高
中还累，高中一周上五天休两
天，大学却是上六天才休一
天。我问姑姑大学为什么六天
工作制？姑姑说，是因为学校

想让学生提前放假，节约暖气
费用，所以在周末补课。

笔者感慨，省钱的门路还
真多。但是，缩短学期，不仅仅
带给学生课时浓缩的疲惫，更
剥夺了学生更好地享受优质
教学资源的权利。 (赵志强)

报丧还是报喜

前几天，老伴没在家，有人

打电话找老伴，我说她不在，那
人说不在没事，我就是告诉她：

孩子他姥爷没啦！哎呀，原来是住
一个楼的同事报丧，并暗示我们
随礼。自己的岳父没啦，姑且还论
该不该给一个平常没有来往的
同事报丧，可他那轻松的腔调怎
么听都像是报喜的！ (亓示)

□赵健雄

12月17日，88岁高龄的

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

坐着政府专配用车，为12名

失地农民代表开道，带他们

到省政协反映拆迁中遇到的

问题。“政协对政府不是有监

督职责吗？”杨如此说。

他的事迹在网上传开后，

被称为“最可爱官员”，这么一种

语词搭配方式我们久未见到

了。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在快

速发展中积累起来的矛盾与

问题已经到了亟待解决的地

步。但由于社会阶层分野明

显，精英分子多被吸纳进了各

种各样的利益集团，从而对进

一步的改革态度暧昧，乃至失

语，而下层民众缺少表达的空

间与渠道。这么一种制度安排

使现状得以维持，也使许多方

面的问题有增无减。

但并非所有社会精英都是

只图享受体制之利的个人主义

者，像杨维骏一样的有识之士

在各个领域其实都有，他们秉

承古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道

统，有理想，有追求，对现实中

的问题感同身受，往往忧心如

焚，甚至怒不可遏，成为推动社

会继续进步的原动力之一。

尽管在现实中往往举步

维艰，像杨维骏的举动，就遭

到省政协一位处长上门责怪，

认为他开着专车带群众去上

访不妥，甚至有人转告他“再

瞎管闲事，小心灭口”，但杨维

骏不为所动。

这位1922年3月降世的老

人，出生时中国共产党成立尚

不足一年。我们都还记得当年

先辈舍个人利益甚至生命谋

求社会进步的历史，许多人、

许多往事，可歌可泣。

如今在杨维骏身上闪耀

的，正是这样的理想之光。

但以88岁高龄，即使尽其

全力，又能帮助多少百姓解决

问题？对此杨维骏有清醒的认

识，他说：“为啥暴力强拆和流

血冲突不断，我觉得在于一些

主政者并非以民生问题为首

重，而是追求那些看得见的政

绩，却忘了群众是我们的衣食

父母这个根本。”

当年，不正是千千万万农

民用小车推动了中国革命的

进程？现在一些官员却从心底

里无视这些衣食父母，以为凭

借手中权力就可以为所欲为，

尽管一些具体做法可能是发

展进程中难以避免的，放到历

史的层面来看也有某种合理

性，但一味违逆百姓意志与利

益的行为，无论如何都说不过

去，也有些官员考虑的根本只

是自己的利益。

杨维骏不愿意成为那样的

官员，在回应网友觉得他是否

“因为退休了才敢这么说”时，

杨表示：“我在位的话，遇见这

种农民我还是会了解情况，确

定是政府或某个部门的责任我

依然会专车开道亲自为其请

命，占着官位不为民办事那是

对人民犯罪。”壮哉斯言！由此，

我们也看到了社会精英与底层

群众可贵的精神联系。

唯愿有更多良心未泯的杨

维骏，唯愿更多的杨维骏最终

能与各种力量一起继续推进整

个社会的进步。

精英与民众的精神联系值得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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