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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最近，天津沈履伟案引起了学界内外的广泛关注。
沈履伟是天津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为了申报教授职务，至少将他人的14篇论文照搬进他自己独立署名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求是集》一书。
为此，天津市语言学会本着反对学术不端、维护学术尊严的良好愿望，对沈履伟的抄袭问题加以严肃
批评，而沈却状告天津市语言学会侵犯其所谓的名誉权，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不仅受理了此一荒唐
请求，而且还稀里糊涂地判他胜诉。
与一般的学术抄袭剽窃案不同，此案凸显了某些学者联手造假、“老鼠喊打”、司法不公等新特点。
所谓联手造假，是指沈履伟和他的侵权对象串通出具含糊其辞的所谓“合作”的证明，为沈避责。
所谓“老鼠喊打”，是指造假者“恶人先告状”，不仅不思悔过，而且还大张旗鼓地“讨说法”。
所谓司法不公，是指法院无视基本的剽窃事实、偏听偏信、糊涂判决。
这些新特点说明了高校学风问题的严重性、学术不端行为及学术腐败现象的普遍性和司法公正的重要
性。
这还说明，在当下开展学术批评、加强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的必要性。
关于沈履伟案，马庆株、谭汝为、石锋、施向东、马秋武、黄安年、李世洞等学者已经撰文进行了深
刻的反思。
在2005年7月16日的“全国学术批评与学风建设论坛”上，与会的专家学者也广泛交换了意见。
著名学者贺卫方、王逸舟、邓正来、伍铁平、黄安年、蒋寅、李醒民、任东来、郑永流、龙卫球、左
少兴、李国英等40多人在《开展学术批评反对学术不端维护学术尊严》的呼吁书上郑重签名。
这之后，又陆续有海内外各学科的专家学者400多人在《公开信》上签名（编者按：最终签名学者
达980人）。
《公开信》呼吁说：天津市语言学会为了维护学术规范、弘扬学术正义、维护学术尊严，仗义执言，
敢于批评沈履伟的学术剽窃行为，坚决反对沈履伟的学术不端行为，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理应得到
各方面的大力支持。
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如果丧失学术道德、抄袭剽窃、弄虚作假，那么他就没有资格为人师表、教书育
人。
像沈履伟这样的剽窃者，应受到严肃处理。
《公开信》指出：“开展学术批评、反对学术不端、维护学术尊严，是关涉中国学术进步与发展的当
务之急，也是每一个中国学人义不容辞的道义责任。
我们认为，学术批评应当受法律保护；我们呼吁，人民法院应尊重事实，旗帜鲜明地维护学术尊严和
社会正义；我们希望，人民法院应该有勇气改正错判。
”这个荒诞的案子，实在是发人深省。
正如河南大学刘坤太教授所指出的，“面对事态如此不正常的发展状况，任何一个还有良心的中华学
人，都不应该再沉默下去了！
仅仅洁身自好，坐视邪恶势力横行，我们何时才能等来学术界的万里晴空！
⋯⋯今天我们坐视竖子成名，明天我们必然要为中华学术痛心！
”像这么多学者公开签名支持天津市语言学会的情况，除了十多年前伍铁平教授因为《学术界不存在
骗子吗》一文被人起诉因而曾有数百学者签名支持外，近年似乎还没有过。
无论如何，《公开信》代表了学术界抵拒学术不端、学术腐败和司法不公的呼声，这是扶正抑邪的正
义之声、希望之声。
不管最终的司法判决结果如何，有了这封《公开信》以及众多海内外学者的签名支持，在学术和道义
法庭上，我觉得沈履伟案业已盖棺而论定。
从这个学案中，我们应该有哪些反思呢？
第一，学者应严以律己，坚守学术伦理。
如果出现了问题，应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像沈履伟这样的作为，只会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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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于与学术有关的问题，司法的介入应慎之又慎，尤其不能枉判；否则，既损害了学术尊严，
也败坏了司法声威。
第三，为了中国学术共同体的尊严，现在已经到了必须高度关注和维护学术生态的时候了；因为我们
每一个学者都是这个学术共同体的一员，我们都无可规避地生存在这一学术环境中。
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应身体力行，既独善其身，又兼善天下；既妙手著文章，又铁肩担道义。
天津市语言学会实际上已经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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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学界打假“第一案”始末实录。
书中这桩奇案，奇就奇在有人过街，老鼠喊打。
原告剽窃者恶人先告状，剽窃事实清楚，天津市语言学会作为被告被迫应诉，竟然初审输了官司。
初审判决不公，悍然支持剽窃者，打击正义，激起了学界公愤，引起国内外学者反剽窃签名超过千人
，前所未有。
该案旷日持久，经年累月，跨2004—2006三个年份，占用了我们大量时间，以至于不得不放下手中的
许多重要工作，甚至不得已中断国家课题和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的研究，使学术事业蒙受了
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
直到2006年初才终于迎来了天津市语言学会大获全胜的终审判决。
　　该案情节曲折起伏，可谓连环案。
一案套一案，甲案为剽窃者状告学会侵犯剽窃者名誉权案，乙案为著作权人状告剽窃者案，案情曲折
跌宕，很有可读性。
本案引起数以百计的媒体关注，大量报道，超过了以往。
《社会科学战线》还出了专号。
此案被评为法治影响中国——学界第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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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沈履伟剽窃案诉讼全程大回放天津市语言学会秘书处（2006年1月14日）天津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沈履伟
剽窃案，涉及学术腐败中罕见的联手作弊手段，又为恶人先告状，且剽窃者令人惊愕地一审胜诉，成
为中外知识产权案中极为罕见的特例，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训诫性，因而近一年来成为学术界和新闻
界的一大热点。
本案基本尘埃落定（对周宝珠诉沈履伟著作权案的一审判决沈不服，向天津市高级法院提出上诉，1
月19日开庭，故在“尘埃落定”之前加上“基本”一词），但如何从中总结经验和教训，将对我国如
何切实维护学术规范，如何捍卫学术共同体的尊严，对学术不端行为如何进行惩治，对司法与学术如
何形成良性互动等重要的问题，产生深远的影响。
本学会作为诉讼案件的被告人、上诉人，自然有责任进行全面总结，以向海内外学界做一个切实的交
代。
这项工作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回顾，二是总结，三是前瞻。
本文就是“回顾”，属于开篇——将此案诉讼全程进行简要的回顾，只简述客观过程，不加道德评判
。
2004年8月，天津市语言学会在学术批评网发表《关于天津外国语学院教师沈履伟（求是集）的剽窃问
题——天津市语言学会致天津市有关领导和天津外国语学院的公开信》，其中写道：“天津外国语学
院汉学院的教师沈履伟去年申报正高职称科研成果《求是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一书，
全文剽窃他人公开发表的论文10篇（已查明篇名、刊号、期号及全文）。
像这样连标题带正文只字未改的全文剽窃，字数之巨，篇数之多，手段之拙劣，实属罕见，已成学术
腐败一典型，且为津门学术界一笑柄，激起兄弟院校许多教师的愤慨！
剽窃者所在校——天津外国语学院对此应严肃处理，但剽窃者迄今仍趾高气昂，这很不正常。
”公开信向天津市有关领导及天津市外国语学院及其他院校领导进言，建议采取一系列措施以维护学
术健康发展，遏制歪风，弘扬正气。
2004年10月14日，天津外国语学院作出《关于沈履伟同志“违反学术规范”问题的处理意见》：经查
，天津外国语学院汉学院副教授沈履伟同志的论文集《求是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一书
，存在明显违反学术规范的现象。
沈履伟同志事后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主动要求出版社注销书号。
为严肃学术纪律，教育本人，经学校研究决定，给予该同志通报批评，并责成本人做出深刻检查，消
除不良影响。
2004年10月19日沈履伟写出所谓的“检查”——《对（求是集）的认识》：我已经对《求是集》的出
版做过多次说明，现在我就《求是集》问题及产生的影响，再认识如下：尽管《求是集》出版，有一
些客观上的原因，但《求是集》的成书过程，确实存在操作不够规范，严格地说有违反学术规范的问
题。
我对《求是集》造成的影响感到难过和痛心，并再一次对因《求是集》的出版错误给学校及领导带来
的麻烦深表歉意。
以后我将更加努力做好本职工作，钻研业务，力求作出更好成绩，报答党和学校对我的培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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