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is material is intended for educational use only and is made available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NoDerivatives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For all other types of re- use, please contact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at gupress@ georgetown .edu. Copyright © 2016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配套录音资料	

《群英辩论：高级汉语教材》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Washington, DC

Audio Companion for 

Mastering Chinese 
through Global Debate

Dana Scott Bourgerie, Rachel Yu Liu, Qi Lin

白杰理，刘瑜，祁林



This material is intended for educational use only and is made available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NoDerivatives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For all other types of re- use, please contact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at gupress@ georgetown .edu. Copyright © 2016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

如何使用这些资料
	 配套录音资料包括 MP3 文件以及 PDF 文本，
文本主要介绍在使用教材的同时，配套使用录音

资料。MP3 文件可在任何支持该格式文件的电脑

或移动设备上播放。全书共有 12 个 MP3 文件，
包括每一单元的课文和写作范文，以及每一单元

的模拟辩论。 PDF 文本还包括模拟辩论的文字转
写稿。

课文和写作范文的录音
	 请参考课文和写作范文的录音，自我检查是

否了解文章中词语的读音。录音文件以“Master-
ing_ChineseArticles”的方式命名。

Unit 1: Mastering_ChineseArticles_ 
Unit1Recording1.1

Unit 2: Mastering_ChineseArticles_ 
Unit2Recording2.1

Unit 3: Mastering_ChineseArticles_ 
Unit3Recording3.1

Unit 4: Mastering_ChineseArticles_ 
Unit4Recording4.1

Unit 5: Mastering_EngilshArticles_ 
Unit5Recording5.1

Unit 6: Mastering_ChineseArticles_ 
Unit6Recording6.1

模拟辩论的录音及转写稿
	 请根据教材中听前、听力和听后练习的要求

使用模拟辩论的录音。录音文件以“Mastering_
ChineseDebates”的方式命名。

Unit 1: Mastering_ChineseDebates_ 
Unit1Recording1.2

Unit 2: Mastering_ChineseDebates_ 
Unit2Recording2.2

Unit 3: Mastering_ChineseDebates_ 
Unit3Recording3.2

Unit4: Mastering_ChineseDebates_ 
Unit4Recording4.2

Unit5: Mastering_ChineseDebates_ 
Unit5Recording5.2

Unit 6: Mastering_ChineseDebates_Unit6Re-
cording6.2

	 完成单元练习后，请听模拟辩论录音的同时，

对照录音转写稿，自我检查是否了解文章中词语

的读音。

单元 1：环境保护视野中政府角
色的悖论：经济与环境
	 甲：人类的生存环境已经到恶化到了一个很

严重的地步，有些问题，比如全球温室效应——

如果我们不对其采取相应的措施，人类文明和生

活都会遭受重创。

	 乙：你这个观点太悲观了，我们知道在历史上，

地球的气候一直在不断地变化，包括欧洲所记录

完好的小型冰河时代，但是我们一直一步步走到

今天，所以，你怎么能够知道气候变化会带来什

么呢？

	 甲：等到灾难真的发生了，一切就都晚了，

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现在，一些科学共识早已

达成，比如人类的活动——尤其是工业生产和无

节制的消费是造成温室效应的主要原因之一。我

们必须现在行动，做出改变，否则我们就要面对

接下来严峻的环境问题。

	 乙：你声称科学已经完全证实气候变化是人

类所造成的。但是科学界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指出：

气候变化的原因并不是这么简单就可以下定论

的。比如，温室效应的影响究竟如何？这还是有

争议的。与之相比，人类其实面临着更为急迫的

挑战，比如饥饿、战争、贫困、犯罪等等，而解

决这一切的重要基础就是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

发展。没有这些发展，好环境是没有意义的。很

多原始部落今天依旧生活在未经任何破坏的大自

然里，青山绿水，空气新鲜，但没有任何现代文

明人愿意过这样的生活。

	 甲：温室效应只是我举的一个例子，它只是

我们漠视环境的众多影响之一。关键这背后有个

道理我们必须要搞清楚，这也是历史告诉我们的：

自私地滥用自然资源会把人类带到灭绝的边缘。

比如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长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带等等由于在过去大力

发展工业，水土污染、雾霾弥漫，癌症等疾病的

发病率也逐年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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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 ：我还是那个观点，我们人类作为地球资

源的管理者，当然不能只是一味地因发展经济而

对环境带来过分地、甚至于具有破坏性的改变。

但失业、贫困、饥饿和暴力等等的危害更大。你

说的癌症发病率提升有另外一个解释：发达地区

的癌症发病率高恰恰是因为这里的人们生活条件

更好，寿命更长，癌症的发病率是和寿命长度呈

正相关的，老人更容易得癌症。也就是说，贫穷

地方的人们之所以癌症发病率不高，是因为他们

寿命短，还没有来及变老、得癌症就过世了。

	 甲：好，这么说吧，如果你居住在中国一个

有着严重空气污染的地方，比如一个大型工业城

市里，这样你感受到了近在咫尺的威胁，你会改

变对环境理所当然的看法吗？在这样一个危害健

康的环境下，经济增长又有何其意义呢？

	 乙：我会考虑怎样治理污染，而不会只是想

如何放弃经济发展。持续的经济增长可以改善生

活质量。无可辩驳的是，缺乏活力的经济是不可

能研发出更好的科学技术来提高环境水平的。一

定可以在控制污染和经济发展中间找到一个很好

的平衡。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经济止步不前，就

无法获得足够的收入来提供一个改善环境的长期

解决办法。

	 甲：你这是已经被西方发达国家的“先污染、

后治理”的思路，这个思想所影响已经被证明让

人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再

说，我们对非再生资源的保护也到了紧急关头，

煤炭、石油等资源都有耗尽的一天，这些能源正

是构建你所谓的“经济发展”的基石。如果你只

是在遭遇灾难性事件的时候才积极地去尝试储存

这些资源，肯定是没用的。我们鼠目寸光地寻求

捷径一定会带来更长远的问题。

	 乙：那如果如你所述，把存储能源时时刻刻

放在第一位——我们很快就会耗尽我们的金钱，

人们会失去工作，整个社会随之分崩离析。毋庸

置疑，我们不可能把一株植物的生命看的比人命

更重要。我相信，科技进步能够解决未来能源的

问题，事实上，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方面的

探索。

	 甲：我不否认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事实上，

将注意力完全放在环境上或是经济上都是灾难性

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平衡它们之间的优先顺

序，停止使用经济来做任由环境恶化的挡箭牌。

一个良好的环境会带来更理想的生活环境并吸引

更多的人来工作。我主张的只是应该环境发展的

重要性优于经济发展。

	 乙：可是，大部分环境主义者的提议都是有

所偏颇的，不利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如果人

们因为经济不佳而失去了工作，环保主义者能够

帮助他们吗？没有人认为应该去伤害环境，但更

不应该剥夺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行动

单元 2：传播民主还是侵犯主
权：干涉主义与孤立主义
	 甲 ：如果我们同意主权代表“一个国家在一

定的地理范围上享有完全的统治”，那么，我们

就可以说，在任何情况下一个国家不能干涉别的

国家，这是绝对的不合法行为。

	 乙：管我同意你对主权的定义，但我仍坚持

道德，也就是基于合理行为及正义原则所带来一

致性地统治，能为适当的介入提供正当理由。也

就是说，当某些国家的政府是不道德的时候，负

责任的国家，尤其是一些有实力且负责任的大国

应该去干涉这个不道德的国家。

	 甲：道德不单单只有一种解释。不同文化背

景的人们会依据他们各自的价值观来对道德下定

义，有些国家视个人自由高于一切；有些则视社

会秩序为第一要务。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为别的

国家设立道德准则。中国能因美国犯罪率太高或

太多人丧身于暴力而侵略美国吗？中国能够因为

某些暴力而要求美国取消人们持枪的自由吗？枪

在中国可能被认为和暴力联系在一起，而在美国

看来，这恰恰是自由的人权的体现。

	 乙：我不认为我们有必要继续争论一个国家

是否有权力去纠正另外一个国家的不道德的行

为，但你必须承认：当政府对人民施予暴行，剥

夺他们的基本的权利，如教育权，迁徙自由，甚

至是人身自由时，国际社会应试图干涉，否则对

于这些国家的人民来说，这是不公平的。

	 甲：帮助他国人民摆脱痛苦和灾难有很多方

法，我认为最不好的一种就是干涉。中国有一句

俗语：求人不如求己。我们应该帮助别国人民自

己解决你说的那些问题，而不是去干涉他们，替

他们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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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 ：如果一个国家发生了一场种族灭绝，难

道别的国家也要袖手旁观吗？那你的责任并不比

实施屠杀的人少。我们看到的在卢旺达实行的种

族净化、或上百万的柬埔寨人在四年内遭自己的

政府杀害之前，国际社会是否应该介入呢？领土

的完整不应高过人类生命的价值。

	 甲：一个国家如果发生了种族屠杀，说明这

个国家的人民正在经受人道主义灾难，某种意义

上说，这种灾难是针对全人类的，而不仅仅是一

个国家。所以，国际社会当然要去干涉。但这与

其说是干涉，不如说是援助，援助那个国家受害

的人民——只不过加害他们是一个反动政府。这

个时候，这个政府和火山、地震、海啸、饥荒等

灾害是一样的。我反对的干涉恰恰不是去救援这

些灾难，而是因为意识形态不同、区域利益冲突

而寻找借口去干涉、甚至别的国家的内政。美国

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发动第二次

海湾战争，战争结束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找到

了吗？根本没有。中国 1950 年的时候说自己遭受
了美国和韩国的侵略，所以要出兵朝鲜，进行所

谓的“保家卫国”，事实上是北韩先侵略的南韩。

我绝对反对这种意义上的干涉，或者说，这才叫

“干涉”。派出维和部队到卢旺达去，那叫“援助”。

	 乙：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你的看法看似有道

理，但其实蕴含着一种危险，就是谁来定义“干

涉”与“援助”的定义和差别？二战期间，德国

入侵苏联，希特勒也认为自己去解放社会主义压

迫下的苏联人。但在苏联看来，包括苏联人民看

来，这是地道的侵略。你的观点发展下去就会陷

入一个危险的境地，就是有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国

家会打着“援助”的幌子“干涉”甚至“侵略”

别的国家，还为自己找到了一个良好的道德的借

口，这个时候，原本正义的干涉就真的成了邪恶

的侵略。相反，红色高棉当年在柬埔寨犯下了极

其严重的反人类罪，但因为种种原因，当时的国

际社会很多人觉得那是一种新制度的探索，进而

以“主权独立”为借口不去干涉，结果造成了大

规模的人道灾难。

	 其实大多数时候我们很难判断，哪些灾难是

普遍的、人道主义意义上的，哪些灾难是制度的、

文化的、社会管理层面的。我们直接能感受到的，

是当地人民的受苦和社会混乱，无论什么理由，

立刻终止这些苦难和混乱都是有必要的，而这个

时候，正义的干涉是最有效的。所以，我认为，

任何干涉，只要在国际社会的监督下进行，比如

必须由联合国协调完成，就没问题。

单元 3：财富重新分配与自力更生
	 甲 ：我们都知道，一个社会如果贫富差距过

大是非常危险的，也就是说，其社会及经济的稳

定将会受到极大的威胁。若想解决这个问题，政

府介入用政策和行政手段来平均财富是最好的解

决办法。

	 乙：我不同意，很多例子恰恰相反。比如，

近十年来，中国凭借自由市场而不是政府使其经

济蓬勃发展，中国人民也成为最大受惠者。这样

的改革开启了各种发展的机会，但如果将这些具

有风险的发展机会交给那些不愿意冒险的人，他

们可能就会坐失这些机会，中国就不可能获得目

前的经济成就。中国人民也就得不到这些好处。

	 甲：显然，你假定那些社会底层的人都不乐

意工作。然而，缺乏机会或缺少公共服务却经常

阻碍了这些认真工作且有效率的人们获得财富，

他们并非懒惰，而是缺乏工作机会和条件。政府

的一个主要责任就是要把这个国家的财富平等地

分配给每个公民，而不仅是少数的幸运者。

	 乙：我不否认所有人都应该拥有平等的工作

机会。但毕竟每个人的能力是不同的，同样的机

会应该给予那些能够创造最大价值的人，而不是

平均地分配给每个人。在这方面，市场是最好的

调节工具，而不是政府，因为任何政府都有自己

的立场，并不公正，市场是最公正的。当然，多

劳应该多得，但多得的人也应该多负责任。我恰

恰觉得现在有些富有的人好像付出得不够，正是

因为我们给这些富有者施加过多压力，他们可能

因为责任太大但回报有限而停止努力，不为自己

赚取财富，也就没有为社会创造财富。我们应该

奖励这些推动经济的人而不是惩罚他们。

	 甲：历史告诉我们，富有者不能孤立地存在，

必须有一大群也还算富裕的同伴在一起，这样社

会才会稳定，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中中产阶级

占多数才最稳定，富人也才能维持他们的财富安

全——这就叫共同富裕。一方面，富人赚富人的

钱会更容易，毕竟较高的生活水平会推动金钱在

市场上的流动，带来更强大的购买力，从而让他

们有更多的机会积累财富；另一方面，富人如果

总是赚穷人的钱，穷人就会越来越穷，最后的结

局就是穷人起来革命。法国大革命就是最好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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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所以，一个社会若想稳定，就必须大家共同

富裕，市场资源是有限的，不可能让大家共同富

裕，所以，政府的政策、法律干预财富分配，这

是非常必要的。

	 乙：我同意共同富裕的观点，也同意发展健

全的中产阶级群体是一个社会稳定的基础。但我

依旧认为透过政府的行政手段来鼓吹并达到财富

的平等分配恰恰是最大的不公平，这是一种鼓励

懒惰的分配方式。比如，我们不该鼓励低收入户

安于现状并靠政府救济来生活，而是给了他基本

的救济之后必须要他去工作。如果他身体健康，

智力正常，却依旧在市场上找不到工作，寻不到

发财的机会，说明他自己的生活出了问题，要么

教育出了问题，要么家庭出了问题，这个时候，

政府除了给他最低的生活保障之外，是没必要再

帮助他获得更多的财富的。

	 甲：你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人贫

穷不仅仅是因为健康和智力，还有很多其它的重

要原因，比如阶级、种族、家族传统，自己的父

母的教育水平、文化传统等等，这些先天的不平

等恰恰是需要政府后天用政策来弥补的。比如，

中国的好大学比如北京大学以及美国的好大学比

如哈佛大学，近年来所招收的贫穷家庭的学生比

例都越来越少。某种意义上，这就是市场在起作

用——穷人没有钱，从小学、中学开始就无法接

受最好的教育，最后考不上这样的好大学，考上

了也上不起这样的好大学，尽管他们的智力和健

康与富人都一样。这公平吗？显然不。那么政府

有没有必要调整必要的政策让穷人能上更好的大

学呢？单纯地将钱分给穷人并不是重新分配财富

的唯一方法。但使这些富人履行他们的道德责任

的一个简单的方法便是重新审核收入所得税并增

加他们的税收，来减轻弱势群体的负担。

	 乙：北京大学和哈佛大学并非只要有钱就能

上，还需要很好的学习成绩和其它能力。如果孩

子真能考上这样的大学，我不认为他们没有办法

获得学费或奖学金以完成自己的学业。恰恰相反，

如果政府过分照顾低收入群体，尤其是照顾社会

中不是那么优秀的群体，甚至是那些能力很弱的

人也能上好大学，那么，这对那些勤奋的人是不

公平的。更重要的是，这会降低许多成功人士对

慈善捐赠的热情，因为他们逐渐会发现，自己的

捐赠被用来帮助那些没有希望的人。

单元 4：人口自由迁徙：机遇与挑战
	 甲 ：自由迁徙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人民在国

内应该可以自由地到任何他想到的地方去，这除

了可以帮助他获得更好的生活，也可以平衡各个

地区之间的不同需求，包括资金需求、人才需求、

文化交流需求等等。政府应该鼓励迁徙并使之更

为便利，而不是用政策加以阻止。更何况，在中国，

大部分人，尤其是农村人口之所以要迁徙到外地，

是因为家乡无法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和自我发展

的机会。

	 乙：人们想要寻求更好的生活机会当然是件

好事，但无秩序的、盲目的人口迁徙会对家庭带

来极大的影响。很多移民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

不拥有一技之长，到了外地，这些“外地”往往

是发达地区，多半成为廉价劳工，且政府也无法

提供健康保险及教育等基本福利，既无法融入当

地社会，也得不到很好的保障，何苦离家呢。更

何况，像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基础设施远远达

不到服务那么多外地人口的规模和效力，如此，

整个城市的发展都受到很大影响。

	 甲：农民工所带来的充沛劳动力正是中国经

济的推动力之一。在东莞及深圳等出口中心，百

分之八十的劳动力来自于这些农民工。这些流动

代表着中国经济的自然变化且为农村贫苦居民带

来工作机会。说实话，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带来的

这种机会，中国城市化进程不会那么快，其实北

京上海也是一样的。相对于这些城市的发展速度

和规模，一些公共设施的损耗其实真不算什么。

	 乙：你不能片面地讨论城市的经济发展。农

民移居城市对农业的影响也应当考虑。每个国家

都需要强健的第一产业。政府的政策应该鼓励及

促进第一产业以帮助农民扎根家乡，这样才能保

证国家的粮食安全。移民会带来许多社会不确定

因素，包含农业安全，更包括许多家庭家人常年

不生活在一起带来的社会问题。比如，农村留守

儿童的成长、教育问题。

	 甲：这些当然都是问题，但现在的趋势是中

国政府正在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而且解决得越

来越好。在城市，政府为这些劳工提供平等的社

会服务、社会保障以及平等的住房购买条件。尽

管进度缓慢，但依旧进行中。事实上，全世界都

存在着农村人口往城市移民的现象，各种矛盾最

后都解决得不错。举例来说，美国不仅是个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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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它的很多城市也都是移民城市，如何让外

来人口获得安定幸福的生活，美国就有很多经验。

而就农业来看，美国的农业因为科技的发展渐渐

倾向于“农业工业化”，不需要那么多人力投入

到农业中。农民越来越少，许多农民迁徙到城市

都找到更好及稳定的工作，这是经济演化的一部

分。我们不应该加以阻碍。

	 乙：你说的是美国，至少中国不是这样。中

国是个农业大国，人口众多，城市化的水平也不

高，不应该鼓励农民大量地涌入城市。中国几乎

所有的大城市都有所谓的“城市病”，交通堵塞、

空气污染、住房紧张，甚至治安不好，这和城市

人口过多有着直接的关系。政府应该专注于解决

乡村问题及确保农村社区的完整，如此一来，农

民们不需要背井离乡也能获得良好的发展并过上

美好的生活，且农业也能获得更好的发展。。

	 甲：人们应该有自由来做出对他们及他们家

人最好的选择。如果搬迁到新的地方对他们有帮

助，为什么要限制他们呢？人们总是在不同国

家中迁徙，历史也是如此。我们需要让人们自己

选择。

	 乙：我认为，如果让人们自己选择，这个世

界上很多人会选择——待在家乡，不迁徙。

单元 5：鹰派和鸽派之争：国家安全与个人自由
	 甲 ：试想一下，如果我们住在一个政府过分

追求国家安全的国家，我们的生活会怎样？我们

很可能没有任何个人隐私，因为政府随时可以用

“国家安全”的名义干涉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所

谓的“警察国家”，这难道不可怕吗？

	 乙：当然，自由和隐私很重要，没有人想住

在一个“警察国家”里，但是，在没有安全的情

况下如何享有自由呢？政府的一个主要责任就是

要保护其人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如果领导者借

口尊重人民个人自由和隐私而不对某些危险展开

调查，这样宽松的政策就是不负责任，它将会带

来更多的死亡及伤害。犯罪会十分猖獗，人民的

生活会苦不堪言。为了获得安全的环境，在某种

程度上的不自由、向政府相关部门坦白自己的一

些隐私，这是绝对必要的。

	 甲：尽管政府负有保护人民的重要责任，但

仍需要在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之间寻求一种平

衡。想象一下，如果政府官员可以借口国家安全

随意搜查私人财产及监控个人的信件往来，普通

人如何才能过安定的生活呢？所以，不能有这样

的先例，否则就是给了政府以剥夺民众自由的权

力，这种权力是很可怕的。

	 乙：不是这样的。中国有句古话我觉得很有

道理：有国才有家。“国”都没有了，“家”就不

存在了。所以，中国人相信“国破家亡”的道理。

所以，为了杜绝一些对国家安全产生重大威胁的

隐患，确实是值得我们牺牲一点点人自由和隐私

的。相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安全和未来，个人

做出一些牺牲是应该的。这不是“奴隶制度”在

现代社会的重新上演，而是必须的。如果事先知

道了走私犯与恐怖分子可能会对国家带来安全隐

患，那，我想任何国家的警察有权力检查某些个

人隐私和私人空间。还有，这两年极端宗教分子

在中国新疆不断制造暴力事件，他们给社会带来

的威胁日渐增加。这个时候，监控某些危险人士

的通信，也是必要的吧。当然，可能会波及一些

合法公民的隐私，但是，这些代价是值得的。

	 甲：我承认针对走私犯及恐怖份子带来威

胁，警察们当然可以采取一些手段。然而，我担

心的是总是有人，尤其是有些掌握权力的人会图

谋不轨，他们放大所谓的“威胁”，用侵犯隐私

来为他们自己谋利。而这种权力一旦放开，就会

对社会产生重大危害。前苏联的肃反（eliminate 
counter- revolutionaries），以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当时的政府都是用“威胁”当作一种借口，在公

民未知的情况下侵犯他们的个人隐私和权利，结

果造成了社会的极大灾难。这一点应当是为今天

的我们警惕。

	 乙：此一时，彼一时。如今苏联已经不存在了，

中国也早已不是文革时期的中国，而是经过了 30 
年的改革开放，逐渐融入世界的中国。现在的真

实情况是世界上多数政府一直无法有效地阻挠恐

怖份子的行动，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这样的

大国在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保安措施不够

严密。互联网等高科技的运用使恐怖份子的能量

更大，能够更有手段、更隐蔽地危害社会。很多

时候，恐怖分子的手段甚至高于政府的能力。这

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责任和义务同政府

一起维护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向政府袒露自己

的部分隐私，是这种责任和义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只要这种隐私有利于国家安全。

	 甲：我不否认普通公民面对恐怖威胁时应尽

的责任，我只是反对政府过度地利用民众的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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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必须看到的是，在世界大多数地方，网络

自由并没有为国家安全带来伤害。而政府的很多

行为正在侵犯人们隐私，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所曝露出来的棱镜计划（PRISM）就
令人触目惊心，这还是发生在号称世界第一民主

大国的美国，而那些专制国家这方面的情况一定

更严重。所以，现在重要的是约束政府，而不是

号召民众尽义务。

	 乙：不同的国家对隐私权有不一样的定义，

不同国家的人民对隐私的态度也不同。但今天，

即便像美国、英国这些具有高度隐私传统的国家

也了解我们的世界和二十年前完全不同。恐怖份

子等等这类可怕的人能自由地使用网络来对我们

人身安全形成威胁，相对于隐私泄露，这是更可

怕的事情。

单元 6：学历=通往成功之途？ 
教育与实战经验
	 甲：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今社会，高学历是

确保个人成功的重要基础，高学历人群也是国家

发展的核心力量。所以，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国

家都在用“学历”来衡量一个人的能力。

	 乙：这正是我最不能同意的地方，我认为：

学历绝对不等于能力。学历当然能给人带来好

处，但大多数人们的学历是怎样获得的？是坐在

教室，死背课本内容，参与标准化的测验，——

这些仅仅带来了他们考试的能力，而不是真正的

能力。更何况，人和人是不同的，不是每个人都

需要接受同样的教育，拿一模一样的学历。每个

人应该有自己真正的“学习经历”，而不仅仅是

“学历”。

	 甲：你说的现象是个人性的，就社会普遍情

况看，高学历的人，其社会地位和财富收入水准

都要比学历低的人高很多。还有社会学的研究指

出，从长远来看，大学毕业生赚到的钱比没有受

过大学教育的人们要多。所以，受过学历教育的

人在当代社会有着不可否认的竞争优势。

	 乙：中国刚刚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屠呦呦根

本没有读过研究生，毕加索有什么学历？比尔·盖

茨是哪个大学毕业的？这些伟大的人物都是靠自

己的努力、天赋获得了成功，而不是靠学校的学

历教育。所以，仅仅只是拥有学历并不能保证一

个人事业有成或有美好的未来。

	 甲：你说的是伟大的人，我只说普通人，我

们都是普通人。不可否认，在普通人当中，受过

良好教育、拿到学历的人会有更成功的机会。。

尤其是大学，我说的是规范的大学，不是野鸡大

学，都能提供很好的专业教育，而每一种专业背

后都对应着相应的职业。所以，学历高，专业技

能才会好，专业好，才能找到好工作，也就是有

一份好职业。

	 乙：有些高薪的职业确实只有拥有相应学历

的人才有资格进入，然而情况并非都是如此，比

如许多没有什么教育背景的杰出运动员及电影明

星也在高收入群体中。当社会上最成功的成员往

往没受过什么高等教育的情况下，我们真的需要

强调高等教育的重要吗？许多没有大学学历的创

业家表现得比大学毕业生好，前面我已经说过了

比尔·盖茨，还有苹果的乔布斯和脸书的马克·扎

克伯格，他们都没有大学毕业。亚洲首富李嘉诚

更是从没上过大学，他连高中也没毕业。

	 甲：比尔·盖茨后来也后悔自己没有大学毕业，

更何况，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比尔·盖茨。你只

看到那些成功的体育明星，影视明星，还有更多

的运动员和演电影的人既没有学历，也没有成功。

他们不去拿学历，而依旧努力奋斗，我佩服他们

的勇气，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受教育、拿学历、

找工作，还是一条最安全稳妥，也是最有效的人

生之路，也是成功之路。更何况，还有研究指出：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会保持更健康的行为，离婚率

也低。也就是说，除了财富，教育的功能和给人

带来的好处是多方面的。

	 乙：我不同意你把比尔·盖茨和普通人完全

区分开来。比尔·盖茨确实是成功人士，也非常

令人敬佩，但他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也就是说，

我认为只要条件得当，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获得

比尔·盖茨一样的成功。我想说的是，盖茨，乔

布斯等人的成功，恰恰说明在学历教育之外，还

有一条更伟大、辉煌、值得追求的成功之路，这

是我们应该努力去思考、争取的，而不是自动放

弃的。

	 甲：较有可能的是，运气并不能确保成功及

稳定的未来。多数人需要通过教育来获得职场必

要的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