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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D_A6_E9_9C_B8_E2_c123_281456.htm 自从“建设世界一

流大学”的运动展开以来，学霸心态就统治了中国的高等教

育。这种心态的物质基础也很简单：谁是一流，是上面定的

，不是市场上竞争出来的。只要被上面定为“一流”，数亿

的经费就砸下来。谁还敢和老子竞争？不“霸”行吗？ 也正

是根据这样的游戏规则，各大学忙着抢上面的眼球，希望自

己被看中。最快捷的办法无非是聘海外的学术明星：不管人

家干不干事，只有名字摆在那里，上面就会注意，就有被钦

定为“一流”的可能。也正因为如此，才引发了丘成桐教授

指责北大浪费资金到海外请不干事的学术明星的口水战。 然

而，人们在关注这一口水战的同时，忘了事情的另一个面向

：我们的学霸心态和作风，对那些真正回来踏踏实实干事的

人有什么影响？ 我的一位朋友，就曾被请到一家名牌大学当

院长。他在美国一所不知名的私立学校教书，专业是英文和

高教管理，在国内颇为稀缺。这位老兄是个厚道人。记得我

们几年前首次见面时，我说找家餐馆吃顿午饭，他立即摆手

说不要，还是买点快餐为好。一顿午饭六美元，一顿快餐也

要四美元，只是不必给小费，就这么点钱他也要省！他妻子

向我解释说，他多年工作从来自带午饭，把午餐的钱省下来

捐给当年插队的偏远农村的学校。 这次回国到名校当院长，

这点老实劲儿还是改不了。聘用他的学校似乎是思贤若渴，

上来就要签五年合同。他马上说：这怎么可以？签了五年，

我第一年工作不好，你们连解聘我的权利都没有。还是先签



一年，大家双向考察，彼此满意后再续签。合同本身也是空

空如也，除了不破坏国家法律等含糊的条款外，没有规定他

具体的义务。而他是研究教育管理的，自己看不下去，就对

学校说，你们雇用一个院长，总要规定一些职责和义务，否

则人家不干活怎么办？于是，他帮助学校给自己规定了四项

职责，加在合同上，让学校日后根据这四条对他进行考核。 

签了约，他就辞去在美国的大学的系主任职务，来到这所学

校当实打实的全职院长。一年下来干得还算顺手，博士点也

帮助申请下来了。可是，到最后风向变了。该校那年聘了两

位院长。另一位出了丑闻，引起公关危机。我这位朋友也跟

着受连累。大家骂那位引进院长时，不忘把他也给捎带上：

我们这么一个名校，请了一个院长是假的，另一个竟来自美

国一个野鸡学校！校方大概是迫于舆论压力，在他合同期满

已经离职后进行“鞭尸”，宣布将他“免职”，理由是工作

不尽人意。 他是个爱惜声誉的人，对这种侮辱实在难以消受

，于是找学校讲理：我当初自己坚持签一年合同，合同期满

自动离职，怎么是“免职”呢？这在法律上也讲不同。学校

自知理亏，后来写信道歉，说是媒体炒作云云。打个马虎眼

过去。 其实，这还不是他唯一的中国经验。他被请到另外一

所名校给人家作评估，同被请去的是一个香港名校的前校长

。评估结束，该校网上就有人骂：那位香港的校长，我们不

必说什么。但是，我们这么一所名校，怎么能请美国一个野

鸡大学的人来作评估？我这位朋友对我只有苦笑：高校评估

，中国连个概念也没有。我碰巧是搞这个专业的。当时我和

那个香港的校长一起工作，具体的技术细节都是我操作的。

不评介这些技术细节，怎么凭我教书的地方就否定我呢？一



位著名打假英雄也出来发难，说他是社区学院的教授，居然

被聘到中国的名校，仿佛又是丑闻。其实，他所在的学校，

是四年制的私立大学，只不过其中包含一个社区学院。 这一

年的经验，让他身心交瘁，算是尝到了国内高等教育界的势

利。而这也充分反映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大跃进是如

何伤害了中国的高等教育。要知道，美国没有国家钦定一流

的制度。哈佛耶鲁，也得和名气小得多的学校竞争。教育人

才也非常分散。不久前媒体还报道说，有常青藤教育水准的

学校在美国至少达到百家。同时，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在学步

阶段，最大的本钱，还是靠人口底盘大，能够百里挑一的选

拔学生。至于怎么教育这些学生，很少有几个人懂。美国一

个很小学校就能找出许多人来对中国的一流大学作出实质性

贡献。比如教育评估，北大清华有谁懂呢？即使我所在的萨

福克大学，虽然不知名，但历史系大部分教授是哈佛耶鲁的

博士。这个阵容国内一流大学很难排得出来。为什么小学校

的教授不能到中国的一流名校当院长呢？ “建设世界一流大

学”的运动，逼着各校争先恐后地装点门面，在寻租中拿到

好价钱。结果，名校请来的学术明星不干事没有关系，从小

学校请来的人即使实实在在地提供优质服务，也会成为丑闻

。不管是大学领导层还是一般的师生，都多少有一股学霸气

，弄得引进人才如同结婚时要门当户对一样，把个人品质和

所作出的贡献摆在一边。其实，真要引进人才，就要把选才

面放宽些。这样才能挑到最有服务意愿和学术品质的人。如

果仅靠几个名校的牌子吓人，中国的大学也只能越办越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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