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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家得知我‘考
取哈佛’之后，我收到了好

心人给我的一万四千块的
捐款，还送了我一台电脑。
我的内心一直在受煎熬，

我辜负了善良的人们。”王
洋对记者表示。记者了解
到，昨天，当地的公安部门

对于王洋接受捐赠一事已
经介入调查。那么，王洋构

不构成诈骗罪呢？
南京圣典律师事务所

严国亚律师说，根据我
国犯罪构成理论，王洋
的 行 为 并 不 触 犯 《刑
法》。捐献是当事人主动

向王洋做出的表示和行
为，王洋并不符合诈骗

罪的构成要件。但是捐
赠人可以通过民事法律
途径向王洋要求返回财

物，王洋的行为事实上
属于一种不当得利，故
应将财物返还给捐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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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里，王洋声音低沉

了许多。鼓起勇气说出造假
的事实，对18岁的他来说，
的确不易。几个月的不安与
焦灼也在这一刻彻底释放。
“我说的所有申请过

程都是真的，但结果是假
的。”王洋告诉记者，自己

确实是从高二下学期开始
准备申请国外大学。平时学
英语的故事、在北京考托福
睡露天的故事全是真的。在
他原先告诉大家的考试成
绩中，新托福考101分是真
的；SATⅠ是正好2000分，

而不是所说的2001分，多
讲一分就是为了虚荣心。而
SATⅡ所谓的三科满分是
假的，因为他根本没有考。

小王还告诉记者，复旦
大学本来是他的目标，也
参加过自主招生考试，但

是没有通过，他却跟别人
说自己通过了。被安生文
教基金会张教授揭穿的考
剑桥大学的过程也是假
的，他只不过到南京参加
了一个与剑桥有关的考
试，而且也没有通过。

王洋说，哈佛和斯坦福
都是自己想申请的学校。可

申请了不少学校，一直都没
有回音，王洋急了，在宿舍里

告诉同学，自己被哈佛录取。
当时学校在当地电视台还做
了一排报喜字幕。为了圆谎，
他自己制作了两份喜报，上
面只有当地的收件邮戳。

在他的老家，人们只知
道有哈佛这样的国外大学，

上到高中的人，才知道斯坦
福。“我倒不是想通过这个
出名，但是我们那里只知道
哈佛。”小王承认，说自己
考上哈佛就是因为虚荣心。
“我提供给大家的假

录取通知书就是照着我的

真录取通知书仿制的，所以
会出现拼写错误并且签名
不流畅。”小王承认，通知
书就是自己仿制的，因为时
间仓促，有很多错误。
“那你能告诉我究竟

被哪所大学录取了吗？”记

者问王洋。“我不能说，我
觉得会影响我的大学生涯，
毕业后我也不想说。”王洋
说，自己的录取通知书也不
在身边，更不想告诉大家真
正的录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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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有五家媒体报

道了我的事，我还收了团县

委以考上哈佛的理由捐赠
给我的7000元，还有我们家

请客的时候镇上给了5000
元、村里给了2000元，还有
就是南京的学校捐赠了一
台手提电脑，要不要紧呢？”
王洋说，当地公安部门已经
在找他调查，他非常害怕，
不知道自己要担什么责任。

他说，他准备7月23日
飞往美国，到了美国后，国内
就不会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到
哈佛读书。9月3日，美国的
学校就要开学了。现在事情
闹得这么大，他也很担心。

当记者告诉王洋，法律

专家说他的行为不会被追
究刑事责任时，他的心情好
了很多，告诉记者自己是个
内向，但喜欢说话的人。

今天晚上王洋和他的

家人将度过漫长而难熬的
一夜。王洋说，父母和姐姐
知道了他的事情之后都愣
住了，姐姐和母亲流下了悲
愤的泪水，整整一个晚上都
没有和他说一句话，不肯原
谅他。父亲只是蹲在那儿

一个劲儿地抽烟，让他非常
害怕。

他说，自己现在的心

情就是非常内疚，向大家
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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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中学河西分校副校
长徐苹是一位中学生心理专

家。她告诉记者，王洋是一
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作为
一个“留守少年”，父母都在
外地打工，王洋承受着太多
的孤独，他盼望着被人们关
注。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
虚荣是目前唯一能满足他的

安慰剂。
当初王洋告诉室友自己

被哈佛录取时，目的并不是要
招摇过市或者是哗众取宠，仅
仅是一句满足虚荣心的玩笑。
当人们执意要把王洋树立成
典型时，忽略了事件背后的真

实性。王洋一定也没有想到事
情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他无
奈只得假戏真唱。

徐苹说，不能把责任强加
在王洋一个人身上，这个责任

来自于社会的浮躁和虚荣。她
同时也表示，不可否认王洋有
性格的缺陷，他不能脚踏实
地，攀比和浮躁像两个魔鬼一
样缠绕着他。一旦谎言被拆
穿，他也跌得很惨。

她说，对待王洋这样的孩

子，最好请一位心理医生对
其进行心理干预。请人们宽
容一些，不要一味指责，这样
会把孩子逼到一个尴尬的绝
境。给王洋一个安静的空间，
让他卸下谎言的压力，敞开
心扉把心中的话统统说出

来。现在对于他来说是人生
的一道坎，只有过去了，他才
能真正开始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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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孩子可以说是社会
虚荣心的牺牲品，他把自己的

优点用歪了。” 谈到王洋一
事，美国暨欧洲安生文教交流
基金会亚太区总裁张梧华教
授感到非常惋惜。张教授正是
第一个对媒体确认王洋考上
哈佛有假的专家。

张教授说，当时王洋一
开口跟他交谈，他就认为王

洋的素质不符合哈佛的选才
标准。首先是他的英语表达
不行，如果参加哈佛的面
试，语言能力就是障碍。而
且哈佛的面试都是委托校
友，而王洋却说是有考官。
再加上错误百出的录取通知

书，他确认王洋考上哈佛是
假的。在后来与哈佛大学高

级官员的通话中，哈佛方面
也对王洋的假录取通知书进
行了确认。
“环境的浮躁、信息的严

重不对称，导致了这次事件的
发生。”张教授说，现在国外
留学的真假信息混杂，所以有

些媒体即使想去确认真假也
没有渠道，“王洋事件”也就
这么产生了。
“教育急功近利，学生以

考取名校为荣，这种社会虚荣
心让这个孩子成了牺牲品。”
张教授说，王洋事件值得全社

会反思。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博
士徐翔在听说了王洋的事情

之后，深深地叹了一口。他说，
这是中国教育存在缺陷的一
种表现。

徐翔说，在中国，无论是
舆论环境还是家长的期待，成
才的终极目标就是看孩子有
没有考上名牌大学。如果考上

的是国外一所名牌大学，那么
孩子将博得更多人赞赏的目
光。在这种教育怪圈的误区
下，道德教育变得教条而敷
衍，甚至可有可无，这是一种
缺失。

徐翔说，利他主义和金钱

权利至上的观念已经影响到
校园，这也导致很多孩子迫
切地希望自己得到追捧。为
了得到别人的认同，有的孩
子甚至不惜用谎言来欺骗。

中学生之所以做出一些不诚
信的事情，一方面是学生价

值观念的偏差；另一方面因
为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
响。现在社会上确实有许多
不诚信的现象，青少年应当
具有社会责任心，诚信从我
做起，从小事做起。

徐翔表示，如今的教育追

求的是特立独行的方式，王洋
作为一个农村孩子能被美国
高等学校录取，这本身就满足
了人们对于“神话式教育”的
迷恋。“王洋事件”并不是一
个偶然的结果。王洋虽然犯了
错，但是他毕竟刚刚成年，社

会既不应该把一个人 “捧
杀”，同时也不应该“棒杀”。
与其指责一个刚刚成年的孩
子，不如先从宽容开始，好好
关爱我们身边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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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记者曾联
系上了在外进修的王洋

的班主任。这位老师说，
高一高二的时候王洋与
其他同学相比没什么区
别，感觉与人相处是比
较坦诚的，平时成绩在
班里中上等。王洋的英
语很好，作文能力也比

较强，但是物理、化学等
理科成绩比较一般。王
洋的选科是地理和政
治，没有物理、化学。所
以王洋说 SATⅡ的数
学、物理、化学都考了
800分满分，他也有些

疑惑。
一位王洋的同学

说，王洋平时抱负就很
大，是个能冲能闯的人。
他告诉记者，曾见到过
王洋收到一些外面的材
料，上面都是英文，盖满

了章，一看就是跨国寄
来的。这位同学还表示，
见到过王洋的托福和雅
思成绩通知，好像分数
蛮好的，但因为上面的
单词比较难，他没太看
懂。这位同学还透露，王

洋练英语很有方法，经
常背，还上机练习，自学
能力比较强。为了到北
京和香港考试，他分别
向同学和亲戚借了钱才
成行。

昨晚，记者打通了常
春藤 SAT培训部张老师

的手机。在王洋接受到的
捐赠中，一台他一直带在
身边的手提电脑就是张老
师所在的学校送的。“王洋
已经承认自己被哈佛录取
是假的。”尽管有了心理准
备，但记者的这番话还是

让张老师感到有些惊讶。
“真的吗，那他怎么办
呢？”张老师没有丝毫追讨
电脑的意思，语气里满是
对王洋的担心。
“我是在 6月中旬的

一天早上在电视上看到王

洋考取哈佛一事的。电视
画面里显示他的家很贫
穷，他父母打工十年都不
能回家，我就想帮帮他。”
张老师说，她当时首先是

想帮助王洋，其次
还想请王洋给其他
的孩子讲讲自己
的经历，起到励
志的作用。

和电视台
联系后，张老师

知道小王要到南京来做节
目，就和他约定到学校接

受捐赠并做一场演讲。被
王洋感动的张老师，特地
为王洋精心挑选了一台在
美国也能保修三年的手提
电脑。“6月 24日那天他
来的时候，给我的第一印
象就是纯朴，还有就是特

别健谈。”当时的王洋说起
自己的经历来滔滔不绝，
很让人激动。尽管当时张
老师也打了一问号，觉得
他在两个月内考两次SAT

并取得高分不大可能，但
张老师最终还是认为这是

个奇迹。
“几千块钱不是件大

事 ， 我 更 担 心 他 的 一
生———有时候一点小事就
会毁了一个人的一生———
我可以不追究。”表明了自
己的态度后，张老师还特

意问记者小王接受其它捐
赠的情况。她说，希望大家
能宽容地对待这个孩子。
同时，她也希望小王能接
受这个教训，诚信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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