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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报》第七版上刊登了署名为晓声的文章，题目为《

北大博导剽窃，叫人如何不失望》。此文指出：在王铭铭

于1998年出版的《想像的异邦》一书中，有近10万字的内容

，除了些个别的字词、语气语调、关键词连接有所改动之外

，与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当代人类学》(中译本)几乎一模

一样。 (2)《想像的异邦》第二篇与《当代人类学》第四部分

、第五部分、第六部分几乎相同，甚至连结构段落顺序也没

有改变，只是原书中的一些小标题被删节了，王铭铭在自己

所出的《想像的异邦》一书的序言部分和参考文献部分中没

有一次提到美国作者哈维兰。值得一提的是，王铭铭正是《

当代人类学》一书中译本的翻译者之一。 (3)博士生导师王铭

铭所撰写的《想像的异邦》一书被指认“存在严重剽窃”的

消息引起社会各界的一片哗然。1月14日，南方某报刊全面报

道了此事的来龙去脉。紧接着各大媒体纷纷跟进，对此事进

行了报道。同时北大方面传出消息，对王铭铭做出严肃的处

理，撤销其包括北大民俗学研究中心主任、北大社会学系学

术委员会委员、北大人类学教研室主任在内的全部学术职务

。 (4)王铭铭，1962年生，厦门大学研究生，尚未毕业即考取

中英文化交流奖学金赴伦敦大学留学，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

。先后在伦敦城市大学、爱丁堡大学、北京大学做博士后研

究。1994年起任职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大中国学术城曾

介绍他“长期以来致力于中国人类学研究，在社会文化人类



学理论、区域研究、宗教人类学、汉学人类学等方面有专长

。”王铭铭作为人类学的知名专家，亦因著作多而闻名于业

内，据有人统计，他近几年内一连出了十几本书，且著作一

直很受学生们的欢迎。 (5)署名晓声的作者，真名为王晓生，

是北京大学中文系2000级文艺理论专业博士生，当他发现了

王教授抄袭他人著作的行为后非常生气，于是便写了文章，

只是想“打击一下，借此事攻击一下这个现象”，并认为学

术打假，重在体制。 (6)据《北京青年报》2002年1月8日报道

：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自成立纪检监察审计监督联合

办公室以来，首次向媒体公布了2001年度的“打假成果”。

(7)基金会的材料表明，截止到2001年12月10日，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会纪检监察审计监督联合会办公室共收到举报76件，

其中，举报内容涉及抄袭和剽窃他人成果10件、弄虚作假13

件、专家评审不公20件，以同一内容重复申请2件、滥用科学

基金经费7件，冒名申请4件，受资助单位及委内管理问题

等20件。经调查组核实，对有关人员或单位提出报道批评或

内部批评8件，取消科学基金项目申请资格3件，追回科学基

金资助经费2件。 1、请用不超过150字的篇幅，概括出给定资

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 【正确答案】 由所给材料可见，王铭

铭虽只作为一个具有剽窃行为的典型人物，被公之于众，但

在目前社会中，剽窃行为已不只是个别现象，从基金会监察

审计监督联合办公室收到的众多举报信中，可以看出，目前

学术界存在一个值得重视的普遍现象即弄虚作假。而且这一

现象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不仅数量多而且剽窃手段已

经到了大胆妄为的程度，如果不及时治理，其后果不堪设想

。 这一弄虚作假现象，实质上反映了国家和社会对于学术腐



败问题的严重性、危害性缺乏认识，没有采取得力的解决措

施，而且对某些现象视而不见，采取回避和包庇的态度。可

以说对学术时弊的妥协，甚至盲目推波助澜，是当今治学作

风变得如此败坏的重要原因。 2、用不超过350字的篇幅，提

出解决给定资料所反映问题的方案。要有条理地说明，要体

现针对性和可行性。 【正确答案】 要遏制学术弄虚作假的腐

败问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要改革我国的学术

制度。国家有关机构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建立起公平公正

的学术规范与学术奖励和惩罚机制。其次，要制定和健全相

关的法律条例，以法为标准，对具体的学术腐败行径进行严

肃处理。再次，社会要提倡良好的学术道德风尚，以王铭铭

现象为借鉴，进行人格、人品的教育宣传。最后这种现象一

旦出现，各有关部门要予以重视，及时处理。同时要加强媒

体的监督作用，用科学的精神、严谨的态度揭露、批判学术

腐败问题和不良风气。 3、就给定资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

用1200字左右的篇幅，自拟标题进行论述。要求中心明确，

内容充实，论述深刻，有说服力。 【正确答案】 可就王铭铭

剽窃行为的根本原因进行分析，抓住“名”这个本质的主导

因素，由此引发出作者的观点“让盗名者名誉扫地”。可首

先列举人们对名利所持的不同态度，再落笔在王铭铭的具体

事件上，从而一针见血地指出：求名而盗名，违反最基本的

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结果非但不能如愿以偿博得美名，反

而要身败名裂。最后可以提出对这种行径的致命惩罚，就是

剥夺其所求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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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