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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加电脑成了现代社会高等人才的标准，无论你是在学校想

要读书深造，还是在单位想要晋升职称，这两关都是必须要

过的。为此，电脑和外语教育就成了社会上两项热门的产业

。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对此标准的合理性提出过怀疑，

人们奉行了“存在即合理”的原则，虽然很多人都走了这样

一条道路，放下考试，告别学校，英语便成了过去式。然而

，近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深入思考人才的问题，对英

语加电脑的人才标准质疑之声也随之多了起来，中国政法大

学的何兵博士通过他的一些亲身经历，阐述了他对我国现行

高等教育中外语考试制度的怀疑。 难以跨过的考试门槛 法庭

上八面威风的法官，也有垂头丧气的时候。 三年前，我在山

东为一批法官授课。课间闲谈，法官们说：“听了你们的讲

课，真是茅塞顿开。我们这些从事实务的人，太需要补充理

论知识了”。所谓“茅塞顿开”，当然是客气话，山东人的

好客不仅表现在酒桌上，也表现在语言上。但他们的“太需

要补充理论知识”，当是肺腑之言。而当我问他们：“你们

能拿到学位吗？”法官们一个个神情黯然，垂头丧气的，全

然没有法庭上指点江山的风采。“外语，何老师，外语太难

了。我们三十好几的人，平时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死记硬

背单词？再说，考这些有什么用？”据我所知，这个班一百

多名学员中，顺利通过外语考试并拿到学位的，寥寥无几。 

两个月以前，我在河南为一批检察官授课，同样的一幕再次



上演。课终收场时，我不由得对当今一些没必要的外语考试

大发了一阵感慨，话音刚落，下面的掌声如潮涌来，-这可能

是我教书生涯中，获得的最热烈的掌声了。 掌声因何而来？

因为我说了真话，因为我揭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这就

是，现行的研究生英语教育和考试制度，不仅劳民伤财，而

且扼杀了人才。无论语言学家们和主考官们如何阐述外文的

价值，都不能改变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对于大部分法官来说

，外语对他们没价值！这些置身在基层法院、中级法院乃至

最高法院的法官们，终其一生也未必在法庭上用到外语。 在

我国研究教育初创阶段，研究生被定位于从事科学研究人员

，招生数量极为有限，国家希望他们站在科研的第一线，希

望他们娴熟地掌握一门外语，以便借鉴国外先进的科学文化

知识。随着时代的发展，研究生教育的目标已经发生了根本

的转变，大部分研究生入读的目的并非要从事理论研究，而

是希望更深入地掌握一门专业知识。他们并非站在理论的前

沿，而是站在实践的前沿。他们时常面对的是老乡而不是老

外，他们真正需要提升的是汉语水平而不是英语水平。 教学

回来的途中，我请教北大负责研究生教学的一位领导：“学

校为什么非要考他们英语呢？”他的回答是：“我们也不想

考，曾经向国家教委提出意见，但他们不同意。” 让谁欢喜

让谁忧 这就非常奇怪了。学生不愿意学，学校不愿意考，为

什么还非要考外语？古人说，学以致用。学习的目的就是用

，连古人都明白的道理，为什么在当代社会行不通？问题出

在教学和考试制度。按我国现行体制，大学教学的必修课由

国家教委规定，国家教委规定的必考事项，不管教师有何想

法、学生有何意见，必考。由国家而不是学校规定必考课目



，实则是计划经济的遗迹，是对知识领域的一种国家计划，

即学生必须学什么，教师必须教什么，只能由国家行政部门

通过命令的形式规定，它与经济领域内的计划经济声气相通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概由国家规

定。经济领域的计划经济已经受到彻底的清算，而知识领域

的计划管制至今仍然长盛不衰！就知识生产而言，学员需要

什么样的知识，他们准备成为什么样的人才，学生最清楚-至

少对研究生如此，他们自己有选择权。学校应当给学生传授

什么样知识，教师最清楚，学校应当有选择权，但他们都没

有发言权。 制度的背后是利益。据相关统计显示，英语教育

市场的年产值高达数百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国一个较发达

的中等城市的年产值。在英语教育市场中，收入最稳定的是

各类考试的主办者。以职称英语考试为例，每年的报名考试

费、教材、参考书等加起来按200元算，400多万报考者，费

用就可达数十亿。这些既得利益者营造了一种外语学习的氛

围，这就是“不懂外语就不是人才”。可是，曹雪芹懂外文

吗？雷锋懂英文吗？ 请不要指责我刻薄，但即使有人指责我

刻薄，我也要说一句大实话：外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人

希望他重要，并以此使自己变得非常重要！ 现行的研究生外

语考试制度，使得许许多多希望深造的人望而却步了，使得

高校的生源枯竭了。我相信，如果将汉语和外文并列，供学

生自行选考，我国的教育至少是研究生教育必将有长足的进

步。这一改革利国利民，何乐而不为？ 考试权力回归高校 伴

随着外语的霸主地位是汉语的衰落。面对着大自然创造的人

间美景，我们的古人叹道：“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而我们今人



呢？只会嘶哑着嗓子喊：“星星还是那个星星哟，月亮还是

那个月亮。山也还是那座山哟，梁也还是那道梁⋯⋯”我们

的语言已贫乏到无法表达我们的感情了！ 著名的文学家和语

言学家梁实秋在《谈考试》一文中说道：“对于身受考试之

苦的人，我是很同情的。考试的项目多，时间久，一关一关

地闯下来，身上的红血球不知要死多少千万。从前科举考场

里，听说还有人在夜里高喊：”有恩的报恩，有怨的报怨！

“那一股阴森恐怖的气氛是够怕人的。真有当场昏厥、疯狂

、自杀的！⋯⋯我有一位同学，最怕考数学，一看题目，立

刻脸上变色，浑身寒战⋯⋯ 平心而论，考试就和选举一样，

属于“必要的罪恶”一类。在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之前，考试

还是不可废的。我们现在所能做的，是如何改善考试的方法

，要求其简化，要求其合理，要求其真正有利于选拔人才，

不要令大家把考试看做为戕害身心的酷刑！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