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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宏，一直战斗在上海抗击疫情第一线的复旦

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但此前因“长期与病

毒共存”的言论已遭到轮番炮轰，如今又被举报抄袭，

被扣上“学术抄袭”的大帽子，又一次站上风口浪尖。

网络上有无数网友对张文宏表示关心和关注，有

人力挺，有人质疑。如果大家对比网上晒出的两篇论

文，张文宏的博士学位论文和齐鲁理工学院黄海南

教授发表的综述，可以看到：两篇论文有部分段落内

容高度相似、甚至完全相同。黄海南教授的综述是

1998 年公开发表的论文，在前；张文宏的博士论文是

2000 年的学位论文，在后。那么，是张抄了黄的论文？

还是张和黄不约而同都抄了第三者更早的一篇文章？

2021年 8月15日，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发表声明，对

网络上举报张文宏博士学位论文综述部分的问题启动

调查（图 1），是否涉及抄袭或其他学术问题，应该如

何定性，应以校方调查结果为准，我们拭目以待。

在调查结果出来前，笔者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发

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1993 年时，笔者在美国路易

斯安那州立大学（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药理学

系读博。系里有一位低年级的中国同学 W，被指控在

博士资格考试中抄袭。如果坐实了指控，W 一定会

被学校开除，然后夹着尾巴回国。

后来系里进行了调查，事实经过非常简单：

考试前，W 单独请教了每一位教授：博士考试

需要掌握哪些内容？其中一位名叫 Leidenheimer 的

教授给 W 指导了几篇经典论文，告诉他：吃透这几

篇论文，就能顺利过关。

考试那天，W 由于找对了重点，很快答完题交卷，

就回家了！

考完试第二天，系主任找到 W，说 Leidenhe-

imer 教授指控他抄袭并建议学校开除他，理由是W

考卷上的内容是完全照搬他人论文中的大段文字。

最后系里的官方处理意见是：

1. 别人论文中的大段文字，W 原封不动地照

搬，从广义出发属于抄袭行为，不是一个

学者应当做的事情，必须接受纪律处分；

2. 考试答题不是公开发表论文，W 的行为和

学术界对抄袭的通行定义，也就是在公开出

版物上大段复制、粘贴他人文章的内容，有

本质上的不同，W 的主观动机也不是占有他

人的研究成果。Leidenheimer 教授提议开

除不恰当。

听完故事，我们回到张文宏被举报这件事情，

如何定性，笔者有这么几点想法：

1. 张肯定是抄了，的确犯了错误；

2. 博士学位论文，也就是所谓大论文，不属

于公开发行的出版物，和期刊论文或者专

著大段使用他人文字有重大差别，和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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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端框架下的抄袭性质不同；

3. 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应当首先弄清事实，

然后参照学术社会的基本规范和惯例进行

处理；

4. 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抗疫和论文两者不应

相提并论，无论最终调查结果如何，都不能

磨灭张文宏对控制新冠疫情做出的贡献；

5. 历史问题需要放在历史框架下理解，需要考

虑当时的中国社会对这样的行为是怎样的

态度。不轻描淡写，也不要乱扣帽子。

8月18日晚间，张文宏医生再度发布消息（图 2），

公开了最近 3 天的行程，关乎德尔塔毒株和上海防

控体系。笔者相信复旦大学，也希望张文宏医生：

第一、正确对待他人的质疑，反省自己的缺点

错误，对举报人的动机和人身攻击言辞，不要过多

纠结，留给复旦大学和历史去评判；

第二、卸下历史包袱，回归当下本职工作，为

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图2 张文宏发长文：给网友汇报这几天做的工作。

图1 复旦大学对张文宏博士学位论文问题举报的回应 (http://www.gs.fudan.edu.cn/03/98/c12939a394136/page.htm).

「白话医学研究」公众号是前哈佛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张科宏博士创办的微信公众号，累计阅读已

达 25 万余次。张科宏博士在国内外都有丰富的科研经验，于每周二在「白话医学研究」公众号发布微视

频解读论文，用论文实例从理论 - 心理 - 流程将智慧融入实战，帮助非英语母语的学者将其科研成果展

示于国内外科研平台。「白话医学研究」不仅适合入门级医学研究者关注学习，对资深医学研究者也同样

有益，对非研究型的医生提高思辨能力也有很大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