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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爾納.里斯神采煥發地站在新的、裝修得十分現代的辦公室

裏。這個 33 歲的德國人是個古代史學家和古代刑事問題專家。辦公

室門上安著“教授”金屬字。從年初開始，他是美國東岸名牌大學北

卡羅萊納大學的副教授。 

在此之前，里斯負責德國海德堡大學古代史研討班。跟幾乎所有

年輕的科學家一樣，他拿的是一個有期限的工作合同。海德堡這個德

國境內最古老的大學（成立於 1386 年）可能將建成德國歷史上第一

批所謂重點大學之一。然而這個學府卻沒有對年輕科學家們有吸引力

的工作條件。正因爲此，許多畢業於歷史、日爾曼學、政治學和其他

專業的年輕學者離開了德國，前往美國。 

然而海德堡大學副校長西爾克.雷奧坡爾德(Dr. Silke Leopold)

女士則認爲，美國和德國的高校體制是無法比較的。她說：“在美國，

也不是凡閃光的都是金子。”她自己曾作爲音樂研究者在美國重點大

學哈佛工作過幾年，她“總是有一種感覺，在那兒工作就像是關在一

個聚居區裏，因爲在大學高牆之外，沒有人對高牆裏的事實感興趣。

在德國就完全不同了。” 

儘管近年來德國入大學的新生人數在不斷地增長，但與此同時，

據德國大學校長聯席會議的資訊，大學畢業生的數量卻在下降。現

在，每年化學和物理專業的畢業人數比10年前減少了70％。生物學

和社會科學的畢業生人數同樣大降，降幅是約30％。 

此外，美國支付的工資高，吸引著全歐洲大量年輕科學人材西

遊。在美國大學裏，80％的博士生的大學課程是在其他國家學的。此

外，還有許多年輕科學家奔赴“新世界”，是爲了拿到“i.A.g”（在

美國待過，in Amerika gewesen）的招牌後返回德國，從而有了更好

的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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