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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下 ，

大 学 与 官 员

“联姻”在升温，

在为他们中的某些送

上各类学位之后，又在

赠送“教授”、“博导”头

衔。“醉翁之意不在酒。”授

受之间“权学交易”体面成交。

与此辉映的是大学而与明星“联

姻”同步发展，而且为娱乐新闻

提供了更多素材，当然背后的利益

交换逻辑一脉相承———学校知名度

提升和明星“知识形象”的媾和。

如此种种，让笔者想起了一个例

子：基辛格出任美国国务卿之前就是

哈佛大学教授，但当他卸任想回哈佛当

教授时，却被哈佛拒绝，原因是他提出

了不上课的要求。那么，在哈佛拒绝基

辛格面前，我们这些追星、傍星的大学

恐怕是精神极度“虚脱”。

大学是人类最先进思想的集散地，

但是，我们正在把它们弄成“明星云

集”

名利场。

美国高等教育

家弗莱克斯纳指

出：“大学不是风向

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

合什么。大学必须经常给

予社会一些东西，这些东西

不是社会所想要的，而是社

会所需要的。”也就是说，继承

传统而不保守，与时俱进而不猎

奇，视野开阔而不媚外，精神独立

而不追星才是大学之道所在。但是，

当大学与明星“联姻”已成不少大学

的下意识选择时，该反思的除了大学

自身之外，还有我们的教育体制和全社

会？

大学决不能成为名利交换的利益平

台。哈佛拒绝了基辛格，而我们在“傍

星”！这样的尴尬的对比但愿不要持续太

久？

（朱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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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何时起，娱乐明
星已不满足于直通某个名校的学位，而

是摇身一变戴了顶“客座教授”的帽子，引起
学界强烈批评和社会舆论的广泛讨论。来自香港的周

星驰、成龙、曾志伟等无疑是客座教授的先驱。+''( 年，
无厘头大师周星驰在主演影片《功夫》足球杀青之时，在中国
人民大学举行的宣传活动上，就收到顶该大学送上的客座教授的
帽子，此前他已经有了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的头衔。成
龙虽然受聘于在北京大学的头衔被更正为“特座教授”，但其曾“客
座”民航飞行学院一事该是没有异议的；曾志伟则受聘于海南师范大学
客座教授、艺术学院名誉院长。小品王赵本山早在 +''&年就摘得国防科技

大学客座教授头衔，而任教的专业则是“思想教育”。演员唐国强于 +''(年
受聘南京理工大学客座教授；韩国艺人张娜拉于 #年前被北京一所学院聘
为客座教授。

官员任客座教授的报道时常进入公众视野，而在近些年东窗事
发的官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就顶着这个头衔，而其中最负“盛名”
的该是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在他拥有的 +'多个与学
术有关的头衔中，其中一些就是客座教授。另一个知名度
也很高的是被称为“小官大贪典范”的原广东佛山
禅城区祖庙街道原党工委书记郑年胜，他把自
己打扮成“学者型官员”的手段之一

就是“客座”复旦大学。

明星官员当“客座”
大学热衷送头衔

教
授

博
导

不
能
拿
来
搞
交
易

授受双方都盘算自己从
中受益匪浅，那么学生收获几
何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
正指出，绝大部分明星一般没有
时间，也没有能力进行真正的教
学活动，只是讲讲自己阅历和经验
之类的。那与其说是课堂，还不如
说是明星粉丝见面会，满足了一些学
生追星的冲动而已。没有客座教授头
衔，这样的交流活动一样进行。大学
用明星给自己罩上光环，提高了知名
度，增加了生源，却不能给他们提供应
有的知识，这是不负责任的。
实际上，客座教授对大学或者科研院

所来说是把双刃剑，当被授予者因某种行
为特别是顶着客座教授头衔谋取不当利益
时，必然会给授予者自身名誉带来损害。更
为重要的是，客座教授满天飞及其背后隐藏
的利益关系严重破坏了当下的学术氛围，成

为大学精神迷失的重要原因和表现之一。因
此，有必要对其进行行之有效的治理。
“如果大学里最严格按照学术规范选聘的

教授都丑闻不断，那么又如何指望客座教授制
度的运行规范有序呢？”熊丙奇认为，治理客
座教授满天飞绝不能就事论事、头痛医头，
必须进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学制度改革。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年》 已经为此指明了改革方
向，现在要做的是真抓实干取得实效。

只有做到大学的管理者不再看官员的
脸色行事，就不再会用客座教授之类的头
衔献媚权力；只要坚守学术本位理念，
就无需也不屑用明星光环照亮自己。这
样把客座教授头衔授受双方纠缠在一起
的利益链条就会被斩断。一旦大学回
归学术本位，包括客座教授选聘在内
的各项制度都会执行最严格的标准
和最规范的程序。在此基础上，客
座教授头衔授予明星或者官员当然
不再是问题。而对任何冒充客座
教授的行为，大学都会有零容忍
的“洁癖”。这是由乱而治的根
本之道。

目前，关于客座教授这个词没有统一的严格的定义，大体的描述是
它是要一种经过授予单位审批的“有义务的荣誉称号”，其目的是高等
院校或科研所扩大师资，共享学术资源。然而，+&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
院长熊丙奇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指出，从日常生活中充斥于耳的相关新闻
来看，客座教授制度早已严重背离了初衷，甚至与学术资源整合共享风
马牛不相及。

一个巴掌拍不响，当事的双方无论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还是明
星、官员都能从“客座教授”头衔的授予和接受中获得现实的好处，可
谓各取所需、一拍即合。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指出，学校请明星
“客座”，觉得增加了自己的无形资产，提高了知名度，扩大了影响力，

吸引更多生源。而授予官员客座教授资格，在一些情况下已经成为大学
管理者拉拢行政权力，获得更多资源的手段。明星和官员当然也从中收
获不菲。他们只要用自己的知名度或者潜在的行政权力就轻而易举地获
得颇具学术和专业色彩的“客座教授”荣誉称号，几乎零成本地向“学
者型”迈进了一步，对提高自身形象获得了用金钱也买不到的效果。

有了充足动力，在技术层面的操作就水到渠成了。由于大学和科研
院所制定的授予标准较低，程序相对简单。在实践中，标准的把握存在
很大自由裁量空间，简单的程序也很容易被突破，“客座教授”满天飞
就不奇怪了。

熊丙奇介绍说，造成客座教授满天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大
学管理方面存在漏洞。比如，有些研究所挂靠在某个大学和科研机构的
下面，它们往往绕过学校，直接聘请数量较多的所谓“客座教授”，而
被聘者对外常常使用这个“非法”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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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大学制度改革
严格授予标准程序

近日，曾宪斌以“清华大学客座教授”身份
发表“房价越低城市越丢人”言论遭到一片讨伐，
被高房价灼烧的公众着实进行了一次酣畅的宣泄。
在一些人看来，如此的讨伐甚至用“无耻”字眼来
骂街，多少越过了理性的边界，毕竟他有表达自己观
点的权利。而与不断扔来的“板儿砖”相比，清华大学
一纸声明否认其客座教授头衔对他才是真正不妙的开始，
因为“冒充”、“诈骗”可是个严肃的法律问题。
清华此次如此迅速地与其划清界限透着维护百年声誉的

迫切，但是当年“中国资本地产之父”禹晋永顶着“如假包
换”的清华客座头衔涉嫌合同诈骗被拘之时，清华只是尴尬地
“沉默”。当然，有同样接受他“客座”的北大和人大作陪，它的
尴尬并不孤单。
透过光怪陆离的“客座”现象，人们看到的既有对“名头”趋

之若鹜的渴求和戴着四处招摇的高调，又有双手送上的慷慨。“你
情我愿”本该是一段美好情感的基础，但不幸的是在利益的驱使下，
它很容易滑向了一场对社会危害无穷的畸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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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各种学术头

衔的明星和主持人：&

韩国艺人张娜拉，+

央视主持人毕福剑，#

电视主持人李湘，(

香港艺人曾志伟，"

凤凰卫视主持人沈

星，! 喜剧演员葛优，

/香港艺人周星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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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官大贪典范”，

广东佛山禅城区祖庙

街道原党工委书记郑

年胜曾是复旦大学客

座教授，他常因此以学

者型官员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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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取所需心照不宣
双方得利一拍即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