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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沙万因论文

造假辞职后 ， 民

众用花车巡游的

方式对她进行戏

谑。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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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挪威] 汉娜·奥思塔维克

母亲和儿子刚刚搬到位于挪威北部
的一个小镇。 从这里开始， 读者跟随母
子在他们各自的旅程中度过一个寒冷的
冬夜。 小说阐释了母子如何能够生活在
完全独立的世界中。 距离不仅存在于母
子之间， 而且存在于每个人之间。

（群岛出版社 2018 年 2 月）

”名部长因论文造假辞职，不当获取学位将受到《刑法典》惩处
在德国 ， 人们对论文造假零容

忍， 因为德国人对学位是有 “洁癖”

的， 特别是博士学位。 博士在德国享

受着人们特殊的尊重，因此也不可避

免地接受严格的审视 。 对于名人来

说，这种审视更加严格。 近几年来，德

国就爆出好几起因为博士论文出现

抄袭现象， 导致政客下台的案例。

总理 “接班人 ”因抄袭
远遁美国

首先要登场的 ， 是德国前国防

部长古滕贝格 。 古滕贝格曾是德国

政坛的闪耀新星 ， 拥有拜罗伊特大

学的法学博士学位。 这位出身贵族世

家的法学博士很晚才进入政坛，但是

却以德国政坛少见的 “火箭速度”迅

速爬升 ：2009 年 37 岁的基社盟秘书

长古滕贝格宣誓就任德国联邦经济

部长 ， 成为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经

济部长，随后出任德国国防部长。 这

位政治新星在短短的时间内赢得了

70%的民意支持， 一度被认为是默克

尔的接班人。

正当古滕贝格的政治生涯顺风

顺水时 ， 却有一颗 “定时炸弹 ” 突

然爆炸， 这就是他当年的博士论文。

2011 年， 两位德国法学家在一本学

术期刊上撰文指出 ， 时任国防部长

的古滕贝格关于宪法的博士论文 ，

不仅水平非常一般 ， 而且有大段的

抄袭 ， 且很多抄袭没有写明出处 。

《南德意志报》 迅速跟进， 指出在古

滕贝格的论文中至少出现了 9 处明

显的抄袭。

国防部长抄袭事件不仅迅速点

燃舆论 ， 也立刻激活了官方调查程

序 ， 古滕贝格的博士授予方———拜

罗伊特大学立刻启动了对其博士论

文的调查程序 ， 而拜罗伊特检察院

则迅速针对论文剽窃 ， 对古滕贝格

提起涉嫌违反著作权法等两项指

控 。 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 ， 古滕贝

格不得不宣布 “暂时 ” 放弃自己的

博士学位 ， 但表示不会辞去国防部

长一职。

然而 ， 德国民众对古滕贝格博

士学位合法性的质疑 ， 显然比他想

象的要大得多 。 根据当时的一项民

意调查， 60%的德国民众认为， 古滕

贝格因涉嫌论文抄袭应该立刻辞职。

反对党们对古滕贝格进行围攻 ， 现

任德国总统 、 时任社民党党团主席

的施泰因迈尔表示 ， 默克尔一直在

支持古滕贝格 ， 仿佛他被谴责博士

论文抄袭是一件小事 。 事实上 ， 古

滕贝格的做法是德国学术界的奇耻

大辱 。 超过 2 万名德国知识分子向

默克尔递交联名信 ， 要求古滕贝格

立刻离开国防部长的位置 ， 并反对

默克尔对他的支持 ， 因为在他们看

来 ， 古滕贝格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德

国学术界在世界范围内严谨的形象。

顶不住压力的古滕贝格很快宣

布辞去国防部长一职， 在他的辞职声明

中， 他这样写道：“我在学术研究上犯了

重大错误，我为自己的错误诚恳道歉。由

于我的错误，可能让联邦政府、国防部和

我所在的政党蒙受损失， 这是我最不想

看到的，也是我辞职的主要原因。 ”在古

滕贝格辞职后不久， 拜罗伊特大学也给

出调查结果， 最终决定撤销他的博士学

位。 这位在德国声名狼藉的前政治希望

之星，最后不得不远走他乡，定居美国。

教育部长也栽在了论文
造假上

在古滕贝格爆出论文抄袭事件后，

反对党对其攻击和责难自然是不言而

喻， 然而此时执政的联盟党内也有人站

出来 “大义灭亲”， 那就是时任德国教

育和研究部长沙万， 她公开表示： “作

为一个31 年前获得博士头衔的人 ， 以

及在过去的职业生涯里与博士生有频繁

接触的人 ， 我公开为古滕贝格的行为

感到羞耻 ， 我想他自己也该有同样的

感受。”

然而， 仅仅两年后的 2013 年， 这

名部长的博士头衔 ， 并未因为它超过

30 年而被人放过 。 有网站爆料 ， 沙万

在 1980 年撰写的关于教育学的博士论

文， 存在大段大段的抄袭现象。

沙万的博士学位授予方， 杜塞尔多

夫大学随即也展开调查。 该校成立了调

查小组， 对沙万 30 多年的博士论文进

行重新评估。 小组的负责人、 杜塞尔多

夫大学博导委员会主席罗尔巴赫教授在

重新批阅了沙万的博士论文后， 得出的

结论是沙万的博士论文存在 “大篇幅抄

袭”。 德国媒体引述罗尔巴赫的评估结

果称 ， 沙万 351 页的博士论文中有 60

页的内容可以被确认为 “蓄意抄袭”。

德国媒体普遍认为， 只要杜塞尔多

夫大学宣布撤销沙万的博士学位， 那么

等待这位部长的只有辞职一条路可以

走。 2013 年 2 月 5 日，沙万在南非出访

时得知了这一坏消息， 杜塞尔多夫大学

宣布取消沙万的博士学位。由 15 位专家

组成的调查小组中有 12 人认为，这篇论

文 “通过刻意抄袭取得了原本不是自己

的成绩，文章中有大量没有标明来源、原

文照搬的文字”。对此沙万一度扬言要提

起上诉， 但面对舆论， 她不得不在公布

结果的 4 天后辞去了部长职位。

不仅仅是古滕贝格和沙万 ， 在德

国近年来有许多政客都受到了学历质

疑。 一旦最终被证实其学历存在瑕疵，

这些政客们只能黯然离开政治舞台 ，

这就是德国人对于学历的洁癖。 当然，

这种洁癖并没有被滥用 ， 例如德国前

国防部长冯·德莱恩也曾受到博士论文

抄袭的指责 ， 经过她母校汉诺威医学

院的审查， 认为其论文并没有明显违规

的情况， 最终冯·德莱恩得以继续在国

防部长这一位子上工作直至任期结束。

默克尔对内头衔永远是
“博士”

世界上可能没有第二个国家像德国

这样尊崇博士。 从 1988 年开始，德国允

许在护照上标注博士头衔， 世界上仅有

德国、 奥地利和捷克 3 个国家允许这样

做。奥地利自然不必多言，捷克也长期受

德意志文化的影响。

在德国，大到报户口，小到买一张机

票，都有填写博士称谓的选项。甚至在门

牌上，户主都会标明自己博士身份。统计

数据显示，联邦议会现在约有 20％的议

员拥有博士学位； 在经济界， 50％的

董事会主席拥有博士头衔 。 博士头

衔在德国政坛的作用不可低估 。 拥

有博士学位的年轻人， 在党派内部会

有更多的晋升机会 。 尽管默克尔已

经是德国最有权力的人 ， 但是每当

她出席国内活动时 ， 头衔永远是默

克尔博士。

正是因为对博士学位格外尊崇，

德国人也制定了严格法律， 来限制不

当获取博士学位 。 根据德国 《刑法

典》 132 条之规定， 未经授权使用国

内外学术头衔， 将被判处一年监禁或

处以罚款 。 2011 年 ， 执政联盟的一

位联邦议员因使用在瑞士高校购买的

博士头衔， 被处以 5000 欧元的罚款。

由于对博士学位过分推崇 ， 德

国近年来也出现了很多呼声 。 例如

有政客提出 ， 应该让博士学位回归

它的学术属性 ， 而不是成为社会向

上流动的通行证。 有的德国企业家，

则提倡在企业内部尽量不要使用博

士头衔 ， 一切晋升都以员工的实际

能力为标准。

（本报柏林 3 月 17 日专电）

《今天》
[阿根廷] 胡安·赫尔曼

这是阿根廷最知名诗人胡安·赫尔
曼出版的最后一本诗集。 在 1976 年的
阿根廷军事独裁统治期间， 诗人通过诗
歌记录与反思 ， 写下 288 首散文诗 ，

展现了诗人后期大部分作品的核心悖
论： 知道任何存在的固有的不公正， 无
助于实现自我， 也会让人陷入无尽的痛
苦。 （协作协同出版社 2018 年 3 月）

《有远见的女人》
[美国] 安德列·巴尼特

这是四位塑造我们今天生活的梦想
家的传记。 这些女性不是通过友谊或地
域联系在一起 ， 而是通过选择打破常
规， 说出真相而产生共鸣。 简·雅各布
斯为打造宜居城市和强大社区而战； 蕾
切尔·卡逊警告我们破坏环境的危害 ；

珍妮·古道尔展示了人与动物之间不可
磨灭的亲缘关系； 爱丽丝沃·特斯则敦
促我们重新思考该吃什么和吃的方式。

（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 2018 年 3 月)

一周书单

“文凭通胀”导致美教育“军备竞赛”

50位名流家长涉嫌高考欺诈的惊天丑闻，让外界对美国高等教育现状产生质疑

近日， 美国 50 位名流因涉嫌高

考欺诈遭集体起诉， 引发全世界舆论

关注。

美国大学教育的现状是， 文凭正

面临不断 “通胀” ———即大学文凭越

来越不值钱。 因此， 美国的家长们想

方设法、 甚至不惜违法也要把孩子送

入名牌大学。 美国传统上无需大学文

凭的一些中等技术岗位， 如今把大学

学位设为最低门槛。 这种“文凭通胀”

现象，不仅让劳动力市场更加萎靡，也

让美国人不断地接受过度教育， 甚至

有人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

高中毕业生找工作越来越难

《纽约时报》 讲述了历史系毕业

生威廉·克莱因的故事。 克莱因在纽约

州立大学布鲁克波特学院取得历史学

学士学位，但他不得不回到纽约州西部

小城布法罗的家中生活，做着一份时薪只

有 7.25 美元、 高中生就能胜任的服务生

工作。 本科毕业的克莱因当服务生，这是

因为其它好工作都需要更高的学历，比如

辅导中心的老师或介绍历史古迹的导游，

都需要硕士学位。

为了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克莱因最

后选择在罗格斯大学攻读犹太研究的硕

士。 虽然他梦想着当一名公务员， 但事

实上他也不清楚这个硕士学位会把自己

带往何方。 在美国， 对于每个人来说，

面对 “文凭贬值”， 最好的回应是获得

更多的教育。

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在 40

年前率先提出了“文凭通胀”的概念，他把

学位比作体现社会地位的货币， 但现在

用来交换的工作职位却在不断减少，由

此产生了“文凭贬值”问题，这个问题时

至今日依然困扰着美国社会。

哈佛大学商学院、 咨询公司埃森哲

和青年就业促进机构 “生活梯度” 发布

的报告显示： 在美国， 一些无需大学文

凭的中等技术岗位把大学学位设为最低

门槛， 这让美国劳动力市场更加萎靡。

一方面， 这些中等技术岗位上没有大学

文凭的老员工可能失业； 另一方面， 新

雇佣的大学毕业生既很难找到、 也很难

留住。

以生产主管为例， 67%的招聘要求

学士学位 ， 但目前只有 16%的生产主

管符合要求 ， 这意味着两者之间有

51%的差距。 报告作者、 哈佛商学院教

授约瑟夫·富勒说： “中等技术岗位是

没有大学文凭者加入中产阶级的重要渠

道， 例如技术支持工程师、 销售代表、

质检员、 秘书和行政助理等。 这些过去

只需高中文凭的岗位， 现在却因雇主更

青睐大学毕业生， 使得那些高中毕业生

的就业境况岌岌可危。”

人口资料显示 ， 33.4%的 25 岁及

以上美国人已经拥有了四年制学士学位

或更高学历， 但对于三分之二没有学士

学位的美国人来说， 这也意味着 “文凭

通胀” 限制了他们获得体面生活的机会。

文凭成一些大学的“摇钱树”

“文凭通胀” 不仅打碎了三分之二

没有大学文凭者的美国梦， 也让另一部

分高学历者忧心忡忡。 当学校生产的文

凭越来越多， 高级工作岗位越来越少的

时候，“文凭通胀”的矛盾就愈演愈烈。为

此， 越来越多美国人通过深造的方式来

获得更高学位，以此获得更好的工作。

据报道， 硕士已成为美国近年来增

长最快的学位。 2009年，美国大学“生产”

了 65.7万个硕士学位，这是上世纪八十年

代的两倍。 2015年的硕士学位和 60年代

的学士学位一样普遍。 其中，专业科学硕

士在 21世纪崛起， 它们将特定工作与商

业技能相融合。 例如，历史专业硕士会在

博物馆工作， 艺术专业硕士能够管理画

廊。 过去屈指可数的专业科学硕士，如今

在全美有 239个，这一数字还在增长。

批评者认为， 如今整个美国社会都

在孜孜不倦地培养 “过度教育的美国

人”， 受益者是雇主和大学。 雇主乐

意雇佣接受过更多训练的人， 毕竟不

是他们出学费； 大学也乐意生产更多

硕士学位。 俄亥俄大学经济学教授理

查德·韦德尔说： “我们有动力去做

这件事， 例如在我们学院， 金融和经

济学的硕士就是一棵 ‘摇钱树’。”

美国的教育模式也让人们不断追

求更高学位，理论上只要有资本、有毅

力就能坚持下去。相比之下，欧洲的教

育模式很早就把学生分流到不同的学

校和专业中， 比如优秀的学生进入高

中、大学，一般的学生进入职校等。 而

美国的教育模式把专业划分一直推迟

到教育的最后阶段， 比如美国大学中

本科没有临床医学专业， 要当医生只

能先考医学博士（MD）。这导致的结果

是，美国人展开了一场文凭的“军备竞

赛”：高中文凭变得全民皆有，本科已

被研究生取代， 而那些回报最高的医

生、律师、工程师等专业，甚至需要经

过博士后的专业训练。

行走世界

■杨 熠

我第一次在欧洲进行跨国旅行， 是
从波兰西里西亚地区的弗罗茨瓦夫， 前
往邻近的德国萨克森州。

这段在万圣节期间的旅程并不十分
顺畅， 由于列车班次减少， 虽一早就从
弗罗茨瓦夫出发， 但经过了多次倒车，

并在莱格尼察站候车数小时之后， 我才
坐上了前往德波边境的火车 。 仅仅
170 公里的路程 ， 却花费一整天的时
间奔波， 这似乎是一种要到新的国度前
需要有的临阵气氛。

在波兰境内的最后一站———兹戈热
莱茨下车后， 尚需步行两公里左右， 才
能到达德国一侧 。 欧洲中小城市的夜
晚， 街道上的灯光微弱， 几乎看不到行
人， 我总是不适应在这样的街上行走，

因此便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 。 步行
20 分钟左右 ， 穿过尼斯河上的小桥 ，

就这样进入了德国境内。 以这样的方式

跨越国境， 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波兰一侧的
兹戈热莱茨和德国一侧的格尔利茨是同
一座城市， 尼斯河穿城而过。 战后， 盟
军以尼斯河为界， 重新划定德国版图，

在这样的政策下， 德国多个城市多个地
方被一分为二， 格尔利茨也是当年政策
主导下分治之城的例子。

身处边界一河之隔的地方， 立刻能
感受到语言、 文字上的截然不同， 这种
差异殊为奇妙。

格尔利茨乃是当今德国版图内最东
端的城市， 也是一座颇具历史的小城。

这里曾是古代连接法国和俄国商道的重
镇， 现在亦是柏林通往捷克利贝雷茨和
德累斯顿通往波兰弗罗茨瓦夫铁路的交
汇之处。 前些年有一部著名的电影 《布
达佩斯大饭店》， 影片中饭店大堂的取

景地却并非布达佩斯， 而是格尔利茨的
百货商店。

格尔利茨幸运地躲过了二战的硝
烟， 城里的古老建筑保存完好。 走在这
座小城里， 既能感到日耳曼城市的古老
气息 ， 也能体验到转型城市的清新静
谧。 这里看似地处边境而名不见经传，

却孕育出不少名人大家， 对于足球迷来
说， 米歇尔·巴拉克的名字可谓尽人皆
知， 这位德国国家队前队长正是出生在
格尔利茨。

我在格尔利茨坐上一趟前往科特布
斯方向的火车， 列车沿着边境， 穿过广
袤的森林向北行进。 大概是因为万圣节
假期即将结束， 车厢里有很多集体返校
的中学生。 少年们用智能手机放着嘻哈
音乐， 他们的旁边， 身穿东德式夹克的
老人坐在那里， 津津有味却又表情严肃

地翻看着手中的报纸。

半小时后我在魏斯瓦瑟站下车， 换
乘公交车前往边境上的小镇巴特穆斯
考， 距车站咫尺之遥的地方就是穆斯考
公园的大门。 这座 19 世纪欧洲园林的
杰出范例， 可以免费进入参观。 当年的
景观园艺大师普克勒王子， 在此苦心经
营 30 年， 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 只能
卖掉这座他倾注毕生精力的园林。

经历二战的洗礼之后， 因为尼斯河
恰巧穿过公园， 穆斯考公园也被一分为
二， 尼斯河东岸部分被划至波兰管辖，

波兰方面也称这座公园为穆扎科夫斯基
公园， 战后的东德和波兰政府共同修复
了园内在战争中被损毁的城堡和桥梁。

穿过这些被修复的桥梁， 就可以在
穆斯考公园内来一次跨国旅行。 公园中
的尼斯河水并不宽阔， 很轻松就可以从

德国一侧走到波兰， 甚至还可以在桥中
心的椅子上休息， 体验一把坐在边境线
脚踩两国境的感觉。

穆斯考公园毕竟有些偏远， 从德国
其他地方前来尚属方便， 如果从波兰方
向前来， 恐怕要经过四五趟倒车， 耗费
一整天时间。 因此穆斯考公园的游客并
不是很多， 特别是深秋季节， 更没有多
少专程前来的游客。 我站在公园的湖畔
远望城堡， 近处还有许多天鹅在湖中漫
游， 实是让我惬意非常。

一位散步的本地大妈主动跟我打招
呼， 并向我介绍园内的情况， 她的笑容
不像很多德国人普遍表情僵硬的脸庞。

她的英语掺杂着许多德文单词， 不过你
怎能要求一个上了岁数的原东德妇女讲
一口流利英语呢。 大妈的热情和那日晴
朗的天空一样， 让我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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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诀窍》
[美国] 海伦·杜威特

这本书由 13 个故事组成， 但似乎
不是故事集 ， 更像是来自遥远星球的
智慧的笔记 。 作者观察的视角不像是
从人类本身出发 ， 而是以惊人的精确
度分离人类的习惯 。 作者既是学者 ，

也是一位怪人 ， 他试图突破身边人的
善意和劝解， 达到自己的写作目的。

（新方向出版社 2018 年 5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