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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37/2021_2022__E7_95_99_E

5_AD_A6_E6_80_9D_E8_c107_337700.htm “你是哪所大学毕

业的啊？你拿的是什么文凭啊？”这是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会

遇到的一个问题。 一提“文凭”两字，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围城》中方鸿渐的“买假文凭事件”。我不敢对方鸿渐妄加

评论，但是对于他的“文凭事件”我想我们或许能从中思考

些什么？ 留学四年的方鸿渐兴趣颇广，生活懒散，并未致力

攻读某个学位。但是他父亲不断来信询问他是否能拿到博士

学位，方鸿渐能忍心让他失望吗？没有文凭就好比在精神上

赤裸着没有包裹。在方鸿渐看来，出国留学一定是要衣锦还

乡的，但是自己的轻浮并没有换来想要的结果（文凭），于

是，只有出此“良策”买了一个假文凭。虽说心里有点不踏

实，但是它毕竟满足了方鸿渐的虚荣心，毕竟让方鸿渐做到

了“衣锦还乡”！ “文凭”是结果吗？我想它至少不应该是

学习的最终结果，所谓学海无涯，学习本无止境，又何谈什

么“最终结果”呢？我看我们国人的最大问题就出在这里，

我们太看重它的“结果性”了。我曾看过王小平女士著的《

本领恐慌》一书，她从“为何学？”、“学什么？”、“怎

么学？”这三方面介绍了“真正的学习”，“真正的学习”

才是“真正的能力”。很显然，在这种正确学习的姿态下，

文凭不等于能力！ 既然“文凭不等于能力”，那么文凭又为

何如此抢手呢？甚至有人把它视为人生的最高目标永远追求

最高文凭。根源在于我们的人才“价值观”“文凭就是能力

的标签”。人才价值观的扭曲，使我们用人的导向发生了偏



差，选拔人才时，不是选贤任能，而是以文凭的高低论英雄

。文凭，在很多人眼里也就成了能够让自己出人头地的“法

宝”。 那么，“文凭”应该是什么？我认为“文凭”应该是

我们继续学习的心理基础，我拿到这个文凭说明我可以在相

关的专业和领域中能够进行更多的学习和研究，它应该是继

续学习的新起点，而不是最终结果。 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

文凭”。我想我们不能把拿到手中的文凭撕掉，但是我们绝

对要撕掉心理的文凭；我们不能以追求文凭作为最高目标，

而应该透过文凭找目标；我们不能藐视文凭，还应该科学的

、理智的尊重文凭。 如今，人们开始崇尚业绩、崇尚能力，

进而有很多先见之明的人士开始调节自己的人才价值观。联

想集团总裁柳传志说过：“联想在择才方面的标准是‘善于

总结’”；另一位老总说：“学历文凭只能代表一个人的静

态能力，而学习才是一个人的动态、实在可用的能力”；还

有一家闻名全球的会计事务所在北大招聘员工时，只看学生

的英语和计算机水平，因为这两样反映的是学生自主学习的

能力，而并不是看所谓的文凭。 我不希望大家都去学比尔盖

茨和王小平，但是我们都应该对文凭有着更为客观的评价，

希望大家在努力拿到真正高含金量的文凭的同时，积极寻求

它背后的更深意义及更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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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