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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眼汇

据新快报消息 “杜甫很忙”系列的

热潮刚过去，包拯又开始忙起来了！ 近日，

在网友的编排下，包大人的肤色让他老人

家“鸭梨山大”。 上至当朝皇帝，下至展昭、

公孙策，“包拯很黑”成了吐槽焦点。 网友

这样解释恶搞，“纯属杜撰，博大家一笑”。

出处来自“微开封”

“黑”得都找不到的包大人，在微博上

最近“红” 透了， 网友围绕着包大人的

“黑”，创造出一系列段子，让大人红得“无

厘头”。

“包拯与展昭初见面。 包拯拱手：‘在

下开封府尹包拯。 ’展昭还礼：‘在下南侠

展昭。 ’‘没人会把你当成女侠的啦’。 ”不

久前，作家“两色风景嘎”在微博上开写

“微开封”， 开封府里各色人物纷纷登场，

段子里冷的、热的笑话，high 点不同。

热捧包拯就因为他很“黑”

但慢慢地，其中关于包大人的“黑”段

子特别受捧， 网友们集中向包大人打

“黑”，主力“攻击”这个除额头小月亮外，

包大人个人的最大特点。

从黑色易于隐藏取证，到黑色可以深

夜保命，再到黑色的 QQ 下线……网友们

深深感叹，包大人额头为什么是月亮而不

是太阳，因为它贴切地诠释“白天不懂爷

的黑啊”。

网友们又欢乐了！ 和倚在大石头上的

杜甫一样，包大人完全属于“躺着中枪”，

而且中的还是“黑枪”。

各路笑点 >>>

� �

●

金銮殿早朝。 宋仁宗威严扫视群

臣，大怒：“包拯怎么不在？！ ”“回万岁，包

拯不就在这儿吗？ ”八贤王指着不知所措

的包拯道。 宋仁宗：“哦，看他头像是黑的，

还以为他不在。 ”

●

展昭给王朝和马汉讲自己的英勇

故事：“那天我探逍遥楼， 获得重要情报，

却误中机关，身受重伤。 我强提一口真气，

支撑到开封府，突然眼前一黑。 ”马汉关切

地问：“你昏倒了？ ”展昭：“不，是包大人出

来了。 ”

●

听说展昭最近学习画画了，公孙策

想去指点一下，于是就找到正在房中苦练

的展昭，看到展昭立于桌前凝视着眼前的

宣纸，便走去看了下桌上画纸，只见宣纸

上一团乌黑，尽是涂改后的痕迹，于是说

道：“展护卫，这些画都作废了？ ”“不不，我

在画包大人。 ”

●

展昭激动地对喊冤百姓说：“你们

放心，包大人那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

官！ ”包拯听到后，怒曰：“展护卫，本官有

那么黑吗？ ”

●

包拯看到有人的签名档是“我们是

糖，甜到忧伤。 ”不禁叹了口气，改签名道：

“本府是炭，黑到忧伤。 ”

●

“包大人包大人，您觉得何家劲跟

焦恩俊谁更适合演展昭？ ”“那当然是焦恩

俊。 ”“哎，不都公认是何家劲吗？为什么您

比较喜欢焦恩俊？ ”“因为他的姓。 ”

数十名学者“网购论文”

被骗的仅仅是钱？

———“英文国际论文网”高价代写代发论文案追踪

□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茆琛

一名自称“工业

管理”专业的湖南籍

成人自考生，利用境

外服务器自建“英文

国际论文网”， 一年

内在全国收取 50 多

人“代写代发”论文

费约 200 万元。被骗

者竟然很多是国内

科研机构研究员、大

学副教授、讲师或医

生。

记者追踪这起

重庆警方近期查获

的“高价网购论文”

案，发现“论文买卖

市场” 混乱无序、缺

乏监管的尴尬现状。

近期， 重庆一家科研单位研究员付某向

重庆警方报案称，自己被“英文国际论文网”

以“代写代发”论文的名义，骗去人民币 4 万

元。 警方顺藤摸瓜，最近在湖南将该网站负责

人王某抓获。

重庆市沙坪坝公安分局警官郭跃强说，

初步查明，王某于 2011 年初通过境外网站免

费提供的服务器注册“英文国际论文网”。 网

站运行一年， 有 50 多人像付某一样被骗，主

要来自四川、浙江、山东、重庆等省市的高校

和科研单位。

“我只参加过自学考试，根本没有能力代

写论文， 交给被骗学者的论文都是从网上拼

凑的。 ”王某在看守所告诉记者，从制作网页、

在论坛发布广告、冒充客服、拟订合同电邮给

受害人，到从网上寻找素材拼凑论文，并指使

受害人打款……“整个过程环环相扣，我没投

入什么资金成本”。

为了让“客户 ”上钩 ，王某编造谎言称 ：

“网站可以请国内外知名专家代写论文；网站

协助很多客户评上了副高、正高职称；网站跟

多个学术期刊合作密切， 即使被编辑发现抄

袭，也能发表……”王某坦言，有的谎言连自

己都难以相信，那些高学历者却深信不疑。

记者发现，为了快速骗钱，王某与“客户”

签订了论文代写代发合同。 合同分为四步：受

害人支付定金 1000 元，网站提供论文摘要思

路； 受害人支付 30

％

费用， 网站着手代写论

文；代写完成后，受害人支付 40

％

费用；论文

发表后，受害人支付剩余 30

％

费用。“有了合

同，仿佛感觉自己行骗合法化了，于是我大胆

将姓名、银行卡号告诉客户。 ”

“找我代写代发论文的人，都有投机取巧

的心态。 ”王某说，一些“客户”的职业是医生

或医学专业的科研人员， 论文内容包括内分

泌、中医、乳腺癌等专业，他们有的说自己没

时间写，有的说自己想发但不会写。

直到久久未见“期刊录用通知书”，那些

“客户”才发觉被骗。 案件破获后，警方根据线

索核查到受害人的真实身份了解情况。 但一

些人不愿承认，声称“怕影响到工作前途和学

术声誉”。

一些受骗人也向警方坦言， 花几万块钱

能办成一件“自己没能力做，但为评职称又必

须做”的事情，太有诱惑力，侥幸心理让人忍

不住一试。

记者发现，不少被骗“客户”使用 QQ

号码和昵称与王某联系， 双方对“代写代

发”论文一事讨价还价。 透过王某与“客户”

的网络聊天记录， 可以清晰地观察一些学

者的浮躁心态。

心态之一：急于求成。

客户语言：“事不宜迟，给个账号吧。 论

文看不看无所谓 ， 重要的是收到录用通

知。 ”

这类“客户”急于追求论文的发表 ，主

动将王某合同中的四步付款方式缩短为三

步。 付某急于发表“水处理类”SCI（美国科

学信息研究所创办出版的引文数据库）论

文， 要求交易时间要从 4 个月缩短到 2 个

月内，因为“评职称差一篇”。

心态之二：以文论价。

客户语言：“《环境科学与技术》（英文

期刊）论文，我可以接受 3 万元的价格；《水

资源研究》（英文期刊）论文不值这个价，要

降低到 2 万元。 ”

这些“客户”根据心目中杂志的“学术

级别”，与王某讨价还价，还有人依据论文

的写作方式讨价还价。 四川某医科大学附

属医院一位医生要求王某在其中文毕业论

文基础上， 代写代发一篇英文 SCI 期刊论

文，价格不超过 2 万元。 还有人犹如网络购

物般，跟王某谈起“全包价”，希望支付 3 万

元一切程序搞定。

“一些客户讨价还价时自以为很专业，

其实期刊种类和论文内容都是我从网上搜

索粘贴的。 ”王某说，“他们砍价，我一般会

同意。 ”

心态之三：索要发票型。

客户语言：“能开什么发票？ 开试剂发

票行吗？ ”

王某告诉记者，有的客户会索要发票，

要求开具的名目和单位五花八门， 他都回

答“可以”。 因为答应能开发票，客户付钱会

更容易。 有的客户听说能开试剂发票，当场

告诉王某“很感兴趣”。

据办案人员介绍， 在这些客户支付费

用、等待发票和论文发表的同时，王某正通

过赌球、买彩票、炒股票等方式 ，大肆挥霍

“论文费”。

网购论文有记录 “学术造假”赤裸裸

记者追踪调查后发现，重庆警方以“经

济诈骗案”破获的这起网购论文案，只是国

内“代写代发论文”市场的一角。

记者随意上网查找，像“英文国际论文

网”一样，自称可“代写代发论文”的网站，

在互联网上可搜出 10 多万条信息，甚至在

淘宝商城这样的门户网站，“代写、代发、代

投、代修改”各类期刊论文的店铺有 10 多

家，有的店铺显示最近成交超过百笔。

在淘宝网上， 记者联系上一家最近成

交多笔业务的“专业代写论文”店铺 ，其工

作人员说，“代写代发”国家级论文 2000 字

要 1000 多元，具体“看刊物”议价。

令人吃惊的是，面对庞大的论文“代写

代发”市场，目前工商、教育、科研等部门因

其“违规不违法”，竟然尚无明确的管理清

查办法。 重庆办案人员郭跃强说， 警方以

“经济诈骗案”对王某立案的依据，是王某

在明知没有能力的情况下， 向受害人承诺

可以在 SCI 期刊等杂志上发表论文。 如果

是单纯的论文代写和买卖交易， 虽扰乱学

术研究和教育秩序， 但难寻管理和清查依

据，警方也很难立案。

重庆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邓卓明说，“买

卖论文”的行为有悖学术道德，严重违反科

研、教学、职称评定等国家相关规定。 为此，

有关专家呼吁国家出台新规， 尽快专项治

理明码标价的论文买卖市场。

“改革过分依赖论文评职称的考核制

度也刻不容缓。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

授王志章认为，正是由于王某宣称能“代写

代发”SCI 期刊论文， 才让不少急于评职称

的受害者失去判断力，迅速跌入陷阱。 他建

议应优化科研机构考核体系， 改变以论文

数量、 论文发表期刊级别等为主要评判依

据的职称评定模式，“只有多管齐下， 才能

杜绝论文买卖现象”。

（据新华社重庆 5 月 20 日电）

“论文买卖”有监管空白 业内呼吁“专项治理”

网友恶搞“包拯很黑”

“本府是炭，黑到忧伤”

1

买卖论文“一条龙”

涉及多地科研院所

2

3

·多说几句·

开古人玩笑切莫“乱了分寸”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玩笑，或多或少

地颠覆或改变了古代贤人在现代人心中

的形象，不少学者专家对此类事件大肆抨

击，认为这是在亵渎传统文化。

遇到此类事件， 并不意味着“一刀

切”，完全杜绝或完全提倡。在守住传统文

化底线的同时，恶搞杜甫、恶搞包拯就当

是和古贤人小小地开了个玩笑，不会影响

到其“诗圣”、“包青天”的形象，反而会把

距今已久的贤人推上现代舞台，比斥资千

万“修缮”传统文化都来得更加高效。

玩笑可以开，但不能乱了分寸。 别让

“包拯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官” 的唯

一解释是“因为他黑”就可以了。

数十名学者“网购论文”

网友恶搞“包拯很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