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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丙奇

6 月 28 日，2024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

正式发布，北京大学排名全球第 17 位，

清华大学排名全球第 25 位。除了这两所

顶尖名校之外，其他国内高校的表现也引

人注目。在这次排名中，中国 （大陆） 高

校进入本榜数量位列全球第三，有 71 所

高校上榜，仅次于美国 （199所） 和英国

（91 所）。中国 （大陆） 高校进入研究影

响力全球前 50和前 100名的高校数量，更

是居于全球第一，分别为 13所和 18所。

其实，这已不是中国 （大陆） 高校第

一次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有抢眼表现。去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发布的 2023 年世界

大学排行榜中，就有 7所中国 （大陆） 高

校进入世界大学排名前 100。看待我国大

学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中的“亮眼”表现，

需要有理性务实的态度。我们当然有理由

为这些高校得到国际认可而欣慰，但是，

排行榜指标并非办学标准，高等教育也不

是“排位竞赛”。

去年，3所中国大学宣布“退出”国

际大学排名，引发舆论关注。客观上说，

这 3 所大学宣布“退出”，只是表明对大

学排行榜的态度，即办学不能被排行榜绑

架。譬如，南京大学校方就在 《南京大学

“十四五”规划》 和 《南京大学“双一

流”建设高校整体建设方案》 编制中明

确：学校发展和学科建设均不再使用国际

排名作为重要建设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各家大学排行

榜的发布时间，大多处于升学季。鉴于大

学排行榜可能影响考生选择大学和专业，

因此，大学也担心排名会影响学生的报考

和申请意愿。但是，过来人都知道，单纯

依据大学排行榜选大学、挑专业，很多时

候都不靠谱儿。

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权威的大学排行

榜，所有大学排行榜，都是各家机构根据

自己设定的指标，给学校打分排序的结

果。为了让不同国家 （地区）、不同类型

的大学有可比性，大学排行榜选择的指

标，都是具有共性的显性指标，包括发表

论文数量、顶级期刊论文数量、论文引用

率、教师中有博士学位的比例、攻读学位

的国际学生比例等。从这些指标可以看

出，大学排行榜强调的内容，和考生所关

注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

长期以来，国内高校都相当重视学术

研究，且强调教师发表论文的数量与发表

论文的期刊档次。因此，国内高校在国际

排行榜上的表现一路走高，并不令人感到

意外。不过，我们也要看到：部分国内高

校存在“重学术，轻教学”的问题，而且

所谓“重学术”，也更多体现在重视发表

论文上，而非重视学术研究的质量。

因此，考生在选择大学、专业时，不

能片面依靠大学排行榜，而要根据自己的

考分实力，选择自己感兴趣、教学水平也

更高的院校专业，在比较院校专业时，大

学排行榜中只能起有限的参考作用。对大

学来说，如果过于在意大学排行榜的排名

高低，也容易走进发展误区。

大学排行榜是排名机构社会机构对大

学进行的一种社会评价，而非教育领域的

专业评价。因此，高校要看淡大学排行

榜，不能机械地认为进入了世界大学排行

榜前多少名，就建成了世界一流大学。要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高校必须专注于办学

建设，致力于培养一流人才，开展高质量

的学术研究。在这条道路上长期坚持，我

国的高等教育自然会越办越好，其国际评

价自然也会越来越高。

71所高校上榜世界大学排名 不妨以平常心看待

□ 龙之朱

食堂又见老鼠头。近日，“重庆秀山

县中医院食堂盒饭中疑似吃出老鼠头”的

消息引发全网关注。网友在视频中称，中

午饭中，一份魔芋鸭变成了“魔芋老

鼠”。6 月 27 日晚，秀山县市场监管局通

报称，该异物确实为老鼠头。至于如何进

入盒饭等详细情况正在进一步核实，将及

时向社会公布。

此前，其他地方食堂发生的食品安全

事件余波尚在，重庆秀山县中医院出现

的“魔芋老鼠”再次冲击公众的接受底

线，人们不禁要问：该如何保障食堂的

食品安全？医疗、教育事业都有极强的

公共性，这些地方的食堂出问题，也更

令人难以接受。食堂本身并没有原罪，

很多企事业单位都开办了自己的食堂，但

较少出现如此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可

见，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食堂本身，而在

于食堂管理工作。

由于利益关系的牵扯，医院、学校

等机构，未必会随时盯紧食堂经营者，

在个别案例中，甚至存在食堂经营者和

食堂所在机构管理者互相勾结的情况。

这一次，出现在魔芋鸭里的老鼠头击穿

了舆论，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同一

家食堂过去有没有其他问题，还需进一

步调查。

要有效监管食堂，不能只靠“一阵

风”式的整顿。毕竟，食堂经营是一日三

餐、一年 365天的，管好食堂也是一件长

线工作，需要时刻盯紧、经常管束。我们

看到，老鼠头事件发生后，很多地方都

开会部署，要求全面排查，督导检查食

品安全风险问题。闻警即动，是有关部

门很有执行力的表现，但凡事除了亡羊

补牢，仍需未雨绸缪与源头治理。

比如，从源头加强对团餐市场的监

管，建立准入和退出制度，实行优胜劣

汰，就显得很有必要。再如，明确医

院、学校等机构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督促其做好日常监管，也能发挥重要效

果。目前，多地均建立了领导陪餐制

度，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办法。此外，也

要畅通监督渠道，倒逼食堂落实好各项

制度措施等。

其实，办好食堂的办法有很多条，但

归结起来就是一条，那就是真正做到以人

为本。唯有把人当人，把食客当食客，

才能办好食堂。不然，只是把每天涌来

的人当钱袋子，迟早还会出事。

问题频出，如何保障食堂的食品安全

□ 杨鑫宇

近日，有网民反映“倭寇”一词被

移出新版 《新华字典》，引发社会关

注。对此，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第一时

间调查了解后，证明此消息不实，并发

表了相应辟谣报道。据调查，《新华字

典》 作为小型字典，重在收字，从 20
世纪 50年代至今，《新华字典》 的所有

版本均未在“倭”字下收录“倭寇”一

词，既然从未收录，自然谈不上“新版

删除”。与此对应的是，商务印书馆出

版的 《现代汉语词典》 和 《新华词典》

作为中型词典收录的词语更多，各版本

均有收录“倭寇”一词，最新版本当然

也不例外。

一些简单的事实核查，清晰明了地

展示出了“倭寇”一词在字典、词典中

的存在轨迹。了解到这些信息之后，我

们不难看出，所谓“‘倭寇’被移出

《新华字典》 ”一事，纯属信息错位导

致的误会。部分网民可能曾在 《现代汉

语词典》和 《新华词典》中看到过“倭

寇”一词，但记忆出了疏漏，误以为自

己是在旧版 《新华字典》上看到的，因

此在看到新版 《新华字典》时，质疑出

版社删掉了这个词，这才闹出了这场

“乌龙”。

少数人的误会，为何会形成一场规

模不小的舆情？用网上流行的概念解

释，这是一种典型的“曼德拉效应”。

所谓“曼德拉效应”，指的是某些虚假

记忆被众人共享，导致社会性误解的情

况。在过去的许多案例中，人们对特定

事实的偏差性认识，都会在传播交流的

过程中互相强化，形成“三人成虎、众

口铄金”的效果。有时，这种误解无伤

大雅，但也有一些时候，这种误解会涉

及更加严肃的议题，造成不必要也无意

义的社会矛盾。这时，澄清真相、消除

误解，用客观事实取代主观情绪，便显

得极为重要。

打 开 微 博 等 社 交 媒 体 ， 以 “ 倭

寇”“ 《新华字典》 ”为关键词搜索，

可以看到许多网友义愤填膺的发言。

有人质问“究竟是谁在搞这种鬼”，

也有人联想到之前发生的“毒教材”

事件，认为这一问题的性质十分严

重，需要有关部门大力整顿。在相关

媒体发布辟谣信息之前，这类发言俯

拾即是，且呼应者众。值得注意的

是，即便是在辟谣信息发布后，依

然有人不能接受事实，在新闻评论区

声称“不是 2023 年删的，那就是过去

删的”。还有人认为“既然过去没有

就该加上”，以此维护之前发言的正

当性。如此种种，显然是情绪左右了

理性判断。

在 价 值 观 层 面 上 ， 所 有 人 都 认

同：历史不容遗忘，更不容篡改。作

为历史上的一股海盗势力，倭寇曾在中

国沿海地区劫掠侵扰数百年，中国人在

记忆词语、学习历史时，有充分的理由

去了解、记住这一概念。

但是，在主流词典已经普遍收录

“倭寇”一词的情况下，《新华字典》

要不要收录“倭寇”一词，本质上是

一个语文专业问题。这个问题当然可

以讨论，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但任何

讨论都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而

不能由不符合事实的误解所激发。部

分网友怀有强烈的民族情绪，容易在

这类问题上感到激动，是可以理解的

正常现象。但是，理性的讨论者必须

学会就事论事，不能轻易被情绪牵着

鼻子走。任何时候，情绪都不能凌驾

于事实之上。

《新华字典》删除“倭寇”？
情绪不能凌驾于事实之上

□ 艾萍娇

“中国邮电大学”“中国科技管理学

院”“中国民航学院”“上海经济贸易大

学”……这些看似正规的学校，实际都

是不存在的“假”大学。时值高考结束

出分季，“假大学”名单被广泛转载。

此举旨在提醒报志愿的学生擦亮眼睛，

避免上当受骗。

不少人 不 理 解 ， 为 何 这 些 “ 大

学”年年被曝光，却能一直存在？不

得不说，对于“野鸡大学”“虚假大

学”，舆论还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

“野鸡大学”和“虚假大学”是不同的

概念。针对“野鸡大学”和“虚假大

学”乱象，要采取不同的治理方式。

而要铲除其存在的土壤，则要扭转社

会存在的唯学历用人导向。

“野鸡大学”，是指授予的文凭不被

承认的大学，这类大学，通常存在于自

主授予文凭的教育体系中，如美国就

有不少“野鸡大学”，自主授予的文凭

并不被专业机构和用人单位认可。在

我国国内高等教育体系中，严格意义

上的“野鸡大学”是不存在的。国内

高等教育体系分为普通高考计划内招

生的高校，授予的是全日制文凭；以

及计划外招生的高校，在这里进行的

是非学历继续教育，获得的是培训证

书；还有通过成人高考招收的高校，

进行的是学历继续教育，授予的是非

全日制文凭，这一文凭也是得到国家

认可的。

而“虚假大学”则是子虚乌有的

大学，是炮制一个假大学网站，进行

诈骗。“虚假大学”没有办学资质、办

学地址、办学实体，其本质就是贩卖假

文凭。

事实上，考生在各省教育考试院网

站上填报志愿，根本就不会遭遇“野鸡

大学”“虚假大学”。考生只有在选择没

有普通高考招生计划的计划外高等教育

学校，如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时，才可能

遭遇类似“野鸡大学”的骗局。比如，

有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合作高校学历

不被承认，还有一些授予成人学历文

凭的高等教育机构用混淆学历性质的

方式忽悠学生。治理这类问题，关键

在于严格规范有关机构的招生流程，

严禁发布虚假招生信息，同时提醒考

生要注意授予学历的区别，不要相信

“低分进名校可获得全日制文凭”这样

天上掉馅饼的事。

对“虚假大学”的治理，责任主体

不是教育部门，而是司法部门，因为

“虚假大学”就是以大学为道具行骗。

“虚假大学”之所以成为打不死的“小

强”，是因为炮制一个“虚假大学”网

站太容易，而只要有对假文凭的社会需

求，虚假大学就会长期存在。司法部门

要及时对网上的虚假大学信息进行清

理，并顺藤摸瓜，严查贩卖假文凭者。

当然，不论是“野鸡大学”还是

“虚假大学”，其存在都与社会的唯学

历用人导向有关。尤其是“虚假大

学”，主要服务的就是那些买假文凭

者，因为这些“大学”根本没有具体

的办学行为。一些人购买假文凭无非

是为了在招聘时派上用场，如果用人

单位审核不严，便可蒙混过关。

我 国 已 进 入 高 等 教 育 普 及 化 时

代，全社会应该从学历社会转向能力

社会，要进一步扭转用人单位存在的唯

学历导向，建立基于能力的人才评价体

系。如此，才能让“野鸡大学”与“虚

假大学”没有生长的土壤，每个受教育

者在规划自己的学业发展时，不再只追

逐获得一纸文凭，而更关注自身实现的

能力提升。

为何“假”大学年年曝光，
却一直存在

□ 熊 志

近日，一起家长追打孩子导致其坠楼

的事件，让不少网友备感揪心。 6 月 26
日，安徽合肥市长丰县公安局通报称：事

件系母亲担心孩子坠楼，用棒状物拍打、

规劝其进屋。后孩子跳楼。坠楼男孩多处

骨折，肺部挫伤，暂无生命危险，相关情

况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网上流传的那段视频，相信很多人都

看到了。视频中，小男孩站在五楼的室外空

调机上，尽管楼下有人不断呼喊“不能打了”，

还是有人从窗户伸出棍棒，对小男孩进行击

打，最终小男孩从空调机上一跃而下。

面对这样的画面，不论男孩的家人是

否真的出于“规劝”的动机击打男孩，人

们都很难理解其行为逻辑。所幸小男孩没

有生命危险，但通过“用棒状物拍打”让

孩子回屋，不仅不符合常理，也有极高

的安全风险。不管怎么说，对家长而

言，当孩子站在室外高空躲避时，好言

相劝都是最正确的选项。事实也证明，

连续的击打，成了这起事件中孩子跳楼

的直接诱因。

事件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很多人

担心孩子遭遇家暴。在任何情况下，对未

成年家庭成员施以暴力，都不是纯粹的

“家务事”。家长是孩子的监护人，这 3个
字是一分沉甸甸的责任。孩子的身心健康

和合法权益，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这是

现代文明和法治的基本原则。

有的家长以为，孩子是自己的，想打

就打，想骂就骂，外人无权干涉。甚至有

传统观点认为，孩子“不打不成器”，打

孩子是为孩子好。把暴力当成正当的管教

手段，这种陈旧的家庭教育观，是对未成

年人合法权益的漠视，更是对法治精神的

僭越。

本次事件的前因后果，还有待详细调

查。从家长的狠心操作看，人们有理由怀

疑，孩子平时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所

以，孩子跳楼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家长

是不是曾经殴打孩子，都应该调查清楚、

依法处理。

此事也再次引发舆论对“打孩子”的

关注。在这起事件上，我们并不缺少法律

条文，最大的难点在于，如何让法律真正

打破“家务事”的传统观念，将“关起门

来”实施的家庭暴力纳入社会化解决的框

架之中。一方面，有关法律法规必须严格

落实，对于家暴情节严重的监护人，该剥

夺其监护资格就该果断剥夺。另一方面，

对遭受虐待的孩子，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令的也要及时申请，派出所、居委会等机

构也应该加强监督回访，为孩子的身心健

康构筑社会性的监督、防护力量。

家暴本身具有隐蔽性，未成年人又不

具备自主维权能力，在此前提下，处理此

类事件，一定不能“和稀泥”。只有让法

律严起来、让社会监督硬起来，家长们才

能真正意识到，家门之内不是法外之地，

家庭教育不能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地对孩

子使用暴力，必然付出沉重代价。

孩子遭“拍打”后跳楼受伤 家庭教育不能乱来

□ 赵志疆

加入“直播带高校”的队伍，正在

成为高校进行自我宣传的普遍行为。据

《中国城市报》 报道，今年高考季，清

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

国传媒大学等诸多高校均组织了招生直

播活动。其中，不少高校还将相关内容

做得更加细分化，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多

元选择。

随着各地陆续发布高考成绩，志愿

填报成为考生和家长关心的头等大事。

调查数据显示，88.1%的高考生愿意选

择高考志愿填报服务；2022 年中国高

考志愿填报市场付费规模为 8.8 亿元，

预计 2023年达 9.5亿元。志愿填报之所

以成为一门炙手可热的生意，一个很重

要的原因就在于“关注的人多，了解的

人少”。有调查数据显示，超八成中国

高考关注者对高考志愿填报了解一

般。信息壁垒的存在，使不少人对高

考志愿填报望而生畏，而这也正是

“直播带高校”的意义所在——以更加

开放的姿态，向莘莘学子打开志愿填

报的方便之门。

传统的大学招生方式是去中学作讲

座、通过公众号等单向推送，或者去各

个地方“摆摊儿”。时间紧、任务重，

传播效果也极其有限。相比之下，“直

播带高校”消除了时间和空间的障碍，

能够更加有效地帮助考生和家长了解相

关信息。天津大学曾进行过数据统计，

2022 年入学的近 4800 名学生，4 成以上

都看过招生直播。

每到招生季，“热门专业”和“冷

门专业”之争总是格外引人关注。究其

原因，还是不少考生和家长对专业学科

缺乏足够了解，因此往往会随大流追随

所谓的“热门专业”。“直播带高校”所

带来的一大变化是，增强了招生过程中

的互动性。网络直播间里，考生和家长

的疑问都能得到及时解答，由此可以减

少“盲报”，使考生和家长作出更加科

学理性的抉择。不少高校还推出了公开

课，同学们可在互联网上提前“试读”

大学，体验大学里的课程。

更重要的是，从天文到地理，从实

用学科到人文艺术，这些优质公开课面

向的不只是高考考生和家长，而是面向

所有用户。以此为标志，意味着越来越

多的大学致力于拆除“知识围墙”，通

过网络技术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开放共

享，为终身学习提供更加贴心的服务和

帮助。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

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先生的这

句话广为人知。时代发展到今天，大学

之大不仅仅在于拥有大师，更在于敞开

大胸怀、展现大担当。高校招生不仅是

一次品牌推介，同时也是一场文化展

示，让招生工作更细致一些，让公共服

务更丰富一些，开放的思维与包容的胸

怀，本身就是大学最好的“形象广告”。

直播带高校：
让学生感受
更真实的大学情怀

□ 张 丰

端午假期，我和朋友一起来了一场当

下流行的“城市漫步”（City Walk）。从

成都的黄瓦街出发，穿过宽窄巷子、琴台

路和文化公园，最终在青羊宫里面喝茶聊

天休息。

说来惭愧，我到成都已 18 年，这是

第一次进文化公园和青羊宫。此前，虽然

无数次看到一环路上的青羊宫大门，却从

来没有进去过。除了青羊宫，这一路经过

的地方都不收门票，更符合现在人们对

“城市漫步”的定义：不去热门景点，找

一条有意思的路线，一群人边走边聊或者

独自一人漫步，去深度了解城市。

有人专门组织这样的行走，收取一定

的费用，一般为几十元到一两百元。收费

的行走，通常会邀请一个“本地行家”作

为向导，一般是文史学者。但是很明显，

这称不上是什么“商业模式”，因为每一

次活动，组织者收入并不高。

对参加者来说，城市漫步也不太像一

般意义上的旅游。参加者有初来乍到的外

地人，也有想重新认识城市的本地人，但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尽量避开通常意义上

的景点和网红打卡地，选择一条有趣的路

线。他们想避开旅行的“奇异性”，避开

旅游者走马观花般的体验，想了解“真正

的城市”。

城市漫步的一大特点就是选择徒步这

种方式。在现在的都市，地铁和公共交通

已经很发达，再加上网约车和共享单车，

人们的位置移动变得更容易、更有效率。而

城市漫步不仅要让人慢下来，也提倡一种

“苦行”，一般路线都要几公里。我参加的几

次城市漫步，大部分人都很难完成全程，这

说明大家对自己的脚力都估计过高。

除了行走之外，城市漫步者还有一个

目的，就是去了解“真正的城市”，其实指的

就是本地性：了解城市的历史“指纹”，体会

本地人的生活。走进小餐馆和路边的咖啡

馆，进入一个城市的日常节奏。

从建筑上来说，现在很多地方都“千

城一面”。这些年新修的建筑，大部分都

高端大气，也不乏很有设计感的楼宇，但

是身处其中，你可能会经常产生疑惑：我

在哪？我是谁？因为成都的天府新区和深

圳的开发区，仅从外观上看没有什么显著

区别。

以成都为例，过去 10 年增加了六七

百万人，大部分都是被称为“蓉漂”的

年轻人。他们来到成都工作，朝九晚五

或者“996”，在这里几年，可能都不会

太了解“成都”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城

市。“城市漫步”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可

以进入“城市的日常”，这也是成为“成

都人”的开始。

这也就能够理解，“城市漫步”的重

点不在于景点或者外在的建筑，甚至也不

在于了解城市历史，而在于努力去接近一

个城市的“日常”和“本质”。对城市新

移民来说，这是建立城市认同的好办法。

过去二三十年，几亿中国人离开自己的家

乡，来到新的城市，建立所在城市的认同

感，变得更加重要。

我算是一个资深的“城市漫步”者，

2009 年我曾利用一个夜晚，走完成都 51
公里的三环路。我想从“整体上把握成

都”，接下来我给自己设计了好几条路

线，这让我对这个城市的轮廓有了基本了

解。这也是我的习惯，每到一个城市，都

会选择一条路线，走街串巷，跑步或者徒

步，至少在某个时刻，我会像本地人一样

放松下来，融入这个城市的“本质”之

中。有时候，你会遇到人向你问路，这时

你会有一种满足感：我已身在其中，而不

再是一个过客。

“城市漫步”的意义不只在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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