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佛大學教授的造假醜聞：需要誠實豆沙包！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哈佛大學巨星隕落 

最近哈佛大學爆發出一個驚天動地的醜聞，一位名叫弗朗西斯卡‧吉諾 （Francesca 

Gino ） 的教授被揭發在數據上造假，現在幾個學術期刊已經宣布撤回她的論文。這事件

在大眾傳播媒介和社交媒體都引起了廣泛而熱烈的討論。其實，造假或者抄襲等學術不誠

實事件經常發生，Retractionwatch.com 這網站每星期都有類似的報道，但為什麼這一次卻

受到高度關注呢？ 

首先，吉諾來頭不小，在行為科學中她享有崇高的地位，在學術界以外亦具有深遠的

影響力，她的暢銷書《反叛的人才》 鼓舞了無數 讀者去力排眾議而追求創意。吉諾被

Thinkers 50評為全球五十位最具影響力的管理學思想家之一，她得獎無數，包括哈佛商學

院頒發的最佳教師獎 、學術成就獎。她的研究曾經在《經濟學人》、《紐約時報》、《新聞

周刊》、《科學美國人》、《今日心理學》、《華爾街日報》、《國家公共廣播電台》、《哥倫比亞

廣播公司》 等媒體發表或者報導過。可以說，現在是巨星隕落！  

 

義正詞嚴地批評不誠實的商業行為 

還有，吉諾主要研究題目之一是誠實與倫理，這些研究顯示了怎麼樣的心理和環境因

素令人做出欺詐的行為，有什麼方法可以令人更加誠實和遵守道德倫理規範，例如在她的

暢銷書《反叛的人才》中，吉諾義正詞嚴地批評商界的不誠實和不道德的行為，例如麥道

夫 （ Madoff）和富國（ Wells Fargo）銀行這兩樁醜聞。麥道夫是納斯達克前主席兼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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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公司的創始人，無論市場表現如何，該公司都保持強勁的收益率，但實際上這是一個

龐氏騙局。2016 年，在未經客戶同意的情況下，富國銀行開了數百萬個儲蓄和支票賬

戶，從而製造虛假的業績。 

在 2009年吉諾的團隊在一篇論文中指出：「 在一個充滿不誠實的世界裏面，知道其

他人的不道德行為會否增加或者減少一個人的不誠實行為是十分重要的。」這篇文章的結

論是：一個爛蘋果可以令整箱蘋果壞掉。在 2015年的一篇論文中，她的團隊指出：很多

做出不道德行為的人在事前或者事後都會找出許多自圓其說的藉口。吉諾提供了解決問題

的方法，她的團隊在一篇發表於 2012年的論文中指出：當人們在填寫表格的時候，最好

將誠實聲明的簽署放在開頭，這樣便可以減低人們說謊的可能性；如果將誠實聲明的簽署

放在後面，效果並不會那麼好。一些商業機構和政府機關都採用了這措施，這發現在學術

界引起了轟動，很多學者都引用這項研究的發現。 

 

以不誠實手段去宣揚誠實 

然而，後來外部研究人員發現其中一些數據是捏造的，例如有些人在填寫自己學年的

時候，並不是寫上「junior」、「senior 」這些等級， 而是寫上「Harvard」， 這些學生的分

數比不尋常地高，所以值得商榷。在吉諾的其他論文中亦被揭發數據造假，直到目前為

止，至少有四篇論文被學術期刊撤回，但相信這只是冰山一角。這事件令人震驚，吉諾彷

彿懷抱着使命去重整社會道德，去找出引導人更加誠實的方法，諷刺的是，吉諾以不誠實

的手段去宣揚誠實！從前視她為偶像、忠實地追隨她的人，如今信心崩潰！因應這事件，

Youtube 關鍵意見領袖 Peter Judo 說：「 學術界是破爛的！」 Peter Judo 以前多次引用吉諾

的著作，現在當然停用。統計學家安德魯‧格爾曼（Andrew Gelman ） 的回應是：「作弊

者對科學界所做的最壞事情是，他們製造了科學垃圾，分散了我們的注意力。」 問題

是：人們怎會知道什麼是可靠的真理，什麼是一派胡言呢？ 若果連哈佛教授都不可以相

信，這世界上還有誰你可以相信呢？ 

8 月，吉諾對指控她偽造研究數據的學者以及哈佛商學院提起了 2500 萬美元的誹謗

訴訟。但到目前為止，吉諾還沒有提供任何具體證據來證明自己的清白。 

 

冰山一角還是個別事件？ 

可能有人說：這只是個別、孤立的事件，但有證據顯示出：吉諾的共同作者亦可能於

偽造數據上有份，吉諾的合作者之一是杜克大學心理學和行為經濟學教授丹‧艾瑞利 

（Dan Ariely），兩年前他亦曾經被指控在數據上造假，他無法提供有說服力的解釋，他只

是含糊其詞，說法前後矛盾。有趣的是，艾瑞利其中一本暢銷書亦是關於不誠實的行為： 



《關於不誠實的誠實真相：我們怎樣欺騙所有人？》， 筆者亦是受騙者之一，我購買並且

閱讀了這本書。 

先後有一百五十名作者與吉諾合作過，現在他們走在一起，重新檢視過往論文的數

據。吉諾並沒有站出來獨力承擔責任，那些共同作者的反應是不難理解的，與其坐以待

斃，被人揭發，不如先發制人。 

如果學術界不能嚴肅地處理這事件，進而亡羊補牢的話，我恐怕類似事件將會持續不

斷地發生，那麼人們對所謂科學研究的結果都只能半信半疑。很多學者已經提出一些改革

方案，例如要求作者在發表論文時公開數據，讓其他人檢查和重新分析。 

 

我們都是雙面人嗎？ 

在這裏筆者會探討這樁事件的另一個層面：為什麼揭露不誠實行為、宣揚道德倫理的

學者，竟然會是偽君子呢？當他們表裏不一致的時候，這會產生認知失調（ cognitive 

dissonance）， 這種感覺難道不會令他們內心很不舒服嗎？  

事實上，這種情況是屢見不鮮的，舉例說，威廉‧貝內特（William Bennett）是一位

美國保守派政治評論家，1985年至 1988年他擔任教育部長，後來在大學教授哲學，而且

活躍於政界和傳媒，他曾經撰寫過許多宣揚保守派道德價值的書籍，例如《美德之書》、 

《道德指南》……，筆者讀過他的書，亦曾經受過他的影響。可是，在 2003年他被揭發是

一個病態賭徒，經常到拉斯維加斯搏殺，前前後後輸掉了數百萬美元，最搞笑的是，他曾

經高調地反對開設賭場。醜聞曝光之後，他解釋自己的賭博習慣並沒有影響自己的正常財

務運作。 

特德‧哈格德 （Ted Arthur Haggard）是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市新生命教會的創始人和前

牧師，又擔任過全國福音派協會主席。他曾經宣揚基督徒具有更優越的性道德、更好的性

生活，並且高調地反同性戀。正當他的聲名如日中天之際，2006年一名男妓聲稱哈格德

跟他在三年裏面發生過不少次性交易，而且哈格德購買和使用冰毒。起初哈格德否認所有

指控，但最後還是承認了。 

其實，我也是貝內特、哈格德、吉諾、艾瑞利！嚴格地說，幾乎所有人都是雙面人，

都是 Dr Jekyll and Mr Hyde。心理學家榮格（Carl Jung） 洞悉人性的弱點，他認為人類的

內心有兩部份，一個是理想的我， 一個是陰暗面（Shadow）， 人並沒有自己想像那麼良

善，這陰影形成了一個無意識的障礙，我們經常在兩者之間徘徊和掙扎，當陰影很大的時

候，為了壓抑自己不理想和不願意承認的一部份，我們會無意識地將自己的陰影和缺點投

射到他人身上。這種做法並不會增加認知失調，相反，這會令到自己內心好過一點。當我

站在道德高地批評人家不誠實、不道德行為的時候，這會淡化甚至掩飾了自己的不誠實、



不道德；難怪往往最專橫的政權，會批判人家才是霸權主義。從這個角度來看，那些言行

溫和，不完美，甚至有明顯缺點的人，才是比較真實、比較值得信賴的人。 

也許會有讀者認為我是過度解讀，或者吉諾和艾瑞利的心理狀態並沒有那麼複雜，他

們無非急功近利，目的是以速成方法躋身於天下高手之列。若果要知道真相，我有一個建

議：讓他們吃下周星馳發明的誠實豆沙包！ 

 

2023年 

原載於澳洲《同路人》雜誌 

 

更多資訊 

 

 

 

  

http://www.creative-wisdom.com/education/essays/Chinese_article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