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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文凭”背后的中美文凭之别 林书豪的成功与大学的通识教育

□周云磊，北京师范大
学文学院教师

最近，林书豪成为大洋
彼岸的纪录刷新员、“疯狂”
制造者。他的平民身份、名
校学历、质朴的美国梦、虔
诚的基督教信仰，连同赛场
上无所不能的表现一起，在
全球范围内吸引了无数眼
球。每场球开赛前，林书豪
和队友菲尔德斯（毕业于美
国另一所名校斯坦福）一起
举行颇具新意的书呆子开
场仪式，《时代周刊》还对此
进行了详细的图解。

在美国，华裔留给人最
大的印象或许就是这些：美
食、功夫，当然还有最著名
的、出色的学习成绩。林书
豪没有去做学者，反而在黑
人为主力的美国职业篮球比
赛中大出风头。在美国著名
的《每日秀》栏目中，黑人评
论员 Larry Wilmore 风趣地
说“小心华裔将来抢了兄弟
们的饭碗”。Larry Wilmore
还就林书豪的学习成绩开起
了玩笑：“2010年林书豪毕业
于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时，
他的学习成绩平平，GPA只
有3.1，这样的分数对华裔来
说就是不及格嘛！”

有趣的是，华裔哈佛毕
业生成绩优秀，但给我们留
下深刻印象的，往往不是从
事所学专业的专家和行家，
而是那些成功领域和所学

专业并不直接相关的人。这
种反差也是吸引眼球的原因
之一。比如林书豪的师姐、
美食作家、慈善人士，波士顿
远近闻名的“糕饼女王” 张
柔安，1991年毕业于哈佛大
学经济及数学专业。毕业之
初，她在剑桥市的 Monitor
国际咨询公司任职管理顾
问，不久后辞职，追寻兴趣的
脚步变身一名烘焙师，并在
这一领域找到了自己的空
间。另一个典型案例则是大
家耳熟能详的大提琴家马友
友，1976年他从哈佛大学毕
业时专业并不是音乐，而是
不起眼的人类学。

跨专业成才，模式并非
偶然，数量也不在少数。如
同武将张飞成为著名刺绣
家一样，这种毕业专业和成
功领域的反差给生活带来
了许多惊喜。

在惊喜的背后，不得不
提美国高等教育的通识教
育传统，林书豪的母校哈佛
大学更是这方面的领袖。
早在1945年，哈佛大学发表
了《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
育》报告，也称《红皮书》，后
来成为通识教育的经典论
述。时任校长的柯南特也
被尊称为“通识教育之父”，
开启了通识教育的新风气。

经过不断的实践、不断
的完善，哈佛大学的本科生
课程体系鲜明地体现着通
识教育的理念。现在哈佛

通行的“核心课程型”课程
设置模式从 1982 年开始实
施，哈佛的本科生 4 年要完
成 32 门课程，其中包括 16
门专业课，8 门选修课，8 门
核心课程。其中的核心课
程，并不受专业界限的束
缚，以历史、社会、文化为主
要内容，培养学生综合素
养，给学生提供了综合的知
识积累和开阔的视野，让学
生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对人
类整体的人文关照。看看
部分课程的名称吧，你一定
会眼前一亮：

《法国社会的讽刺幽
默》

《东亚的工业化进程》
《中国的家庭、婚姻、亲

属关系：一个世纪的变化》
《亚瑟王的故事》
《耶路撒冷：神圣的城

市》
《地球表面的变化》
……
这些只是哈佛核心课程

中的冰山一角，在林书豪的
成绩单上，也一定有其中 8
门。这些课程无关职业，但
成就了一个更加全面、开放、
平和、进取的社会公民，让林
书豪在替补的板凳上不至绝
望，在万众瞩目时不失从容。

□熊丙奇，21世纪教育
研究院副院长

爆发在美国北达科他州
迪克森州立大学的“洋文凭
工厂”事件，再次引发国内舆
论对出国留学热的关注。有
的告诫家长和学生，要保持
理性，注意“留学陷阱”；有的
呼吁国内教育部门要加强对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监管，
防止其成为制造“假文凭”的
温床。但在笔者看来，这些
讨论，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
质。“假洋文凭”事件之所以
一再在中国留学生中出现，
与我国采取的学历授予体系
和国外的学历授予体系不
同，有紧密的关系。这一问
题不解决，假洋文凭的现象，
就难以根除。

众所周知，我国目前实
行的是国家承认学历制度，
高校事先获得有关部门的审
批认可，获得学位授予权之
后，对所有学生授予的学位，
是国家承认的。而且，这一
学历制度，还与就业制度与
人才管理制度密切相联，机
关、事业单位的招聘，都提出
明确的学历要求，单位的考
核、晋升，学历也是十分重要
的指标。简单地说，如果一
名学生考上一所获得国家学
位授予权的学校，通常会顺

利地获得这所学校的学历、
学位证书，而这一证书由于
被国家承认，因此具有不菲
的价值。

这就是我国“学历社会”
形成的根源。受教育者上大
学，首先关心的不是这所学
校能提供怎样的教育，而是
能给予怎样的证书。如果一
所教育机构没有学位授予
权，即使其教育质量再高，也
会被受教育者认为求学这样
的学校，有很大的风险。宣
布自授学位的南方科技大学
就一直遭遇这样的质疑。反
之，如果一所教育机构并不
能提供高质量的教育（甚至
没有任何教育），只要其能颁
发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也
有不少追捧者，他们只在乎
学历，而不在乎教育。

从国际范围看，我国是
为数不多的学历仍由国家承
认（颁发）的国家，其他国家
普遍实行学校自主办学、自
授学位，办学质量由社会评
价和专业评价。在“自主办
学、自授学位”的体系中，文
凭并不值钱，值钱的是这所
学校的教育，如果其教育质
量差，受教育者不选择，或者
专业认证机构不认可，那么，
就是拿到这所学校的文凭，
也不能成为求职、晋升的敲
门砖的。因此，大家可以注

意到，在美国有办学质量不
高的“野鸡大学”，搞到文凭
很容易，可是在美国本土，花
钱去购买文凭者很少，因为
购来的文凭没有多大价值，
用人单位关心的是一个人本
身的能力和素质。

然而，当这一体系遭遇
国家承认学历的教育管理和
人才评价体系（或者看重学历
的国家）时，情况就不一样
了。从“洋大学”获得的文凭，
如果获得国内政府部门的认
可，那么，不就相当于在国内
获得国家承认的学位了吗？
而这不就让这一学历拥有在
美国本土都没有的价值了吗？

可以说，正是学历体系
上的差异，给“假洋文凭”的
出现，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包括一部分出国留学者、国
内教育机构（中介机构）和国
外教育机构，对此其实是心
知肚明的。尤其是国外教育
机构，他们明白一个没有教
育内容作为基础的文凭对于
美国学生并无价值，可对于
中国学生来说，却是另一回
事了。所以，才会内外有
别。审查发现，问题只出在
国际交换项目上。

针对“假洋文凭”事件，
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已经开
始反思。这反映出其专业评
价和社会评价对高等教育质
量的监督是及时的。这也进
一步提醒我国高等教育管
理，必须进行改革。首先，应
该借鉴美国州立大学系统和
高等教育委员会，完善我国
的学历学位认证体系。其
次，应该打破我国的国家承
认学历体系，建立起学校自
主办学、自授学位，由专业机
构进行认证的全新教育管理
方式。这是转变政府管理学
校方式，落实学校办学自主
权的需要，也是淡化社会“学
历情结”，让受教育者和社会
真正关心教育质量的需要。

在美国有办学质量
不高的“野鸡大学”，搞
到文凭很容易，可是在
美国本土，花钱去购买
文凭者很少，因为购来
的文凭没有多大价值，
用人单位关心的是一个
人本身的能力和素质。
然而，当这一体系遭遇
国家承认学历的教育管
理和人才评价体系（或
者看重学历的国家）时，
情况就不一样了。

这 些 课 程 无 关
职业，但成就了一个
更加全面、开放、平
和 、进 取 的 社 会 公
民，让林书豪在替补
的板凳上不至绝望，
在万众瞩目时不失
从容。

人才公社新增版面
“才议”，将围绕教育领域
及职场人士热点话题展
开讨论，在约请教育及
职场专家写稿的同时，
也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发
表不同观点和声音。稿
件刊登即付稿费。
投稿邮箱：
xjbstudy@163.com
互动微博：新浪微博·
新京报教育周刊

■ 征稿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