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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兩週，全美科學家團結起來，支持一位范德比大學

（Vanderbilt University）的教授，她同時也是著名的反騷擾運動人士，

不過日前終身職遭到否決，這位教授正爭取重審。 

貝安麥考琳（BethAnn McLaughlin）是范德比大學醫學中心的神

經學暨藥理學助理教授，過去 9 個月來因為發起#MeTooSTEM 運動

而聞名。這項運動原本只透過網路及社群媒體進行，給予科學、科技、

工程及數學領域曾遭騷擾的受害者一個發聲管道，#MeTooSTEM 現

在已具非營利組織的規模。 

不過麥考琳對抗科學界不端行為的同時，她自己的職涯也捲入紛

爭。她在范德比大學的終身職申請已進行長達 4年，期間麥考琳因為

她在社群媒體上的言論受到調查，終身職審理因此暫停約 17 個月。

麥考琳表示，調查起因是某位同事遭指控行為不端時，麥考琳曾出任

證人，對方因此向她提起不實的投訴。 

麥考琳的終身職申請原本已獲得系所及行政教職委員會的批准，

不過醫學中心的院長後來請委員會重新考慮，而後批准就遭到撤回。 

麥考琳的支持者表示，只要女性出面指認不端行為，自己的職涯

時常因此觸礁，麥考琳不過是眾多例子的其中之一。范德比大學的學

生也在大學校監尼可拉斯‧賽波斯（Nicholas S. Zeppos）的辦公室外發

起靜坐抗議，要求為麥考琳復職。 

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生理學暨生物物理學教

授雪隆娜‧高登（Sharona E. Gordon）也是支持者之一，她表示麥考琳

的支持聲浪顯示，已有眾多科學家對於領域中的性騷擾行為忍無可忍。

高登表示，這次事件「可能傳達一個令人心寒的訊息：警告世界各地

的性騷擾受害者別張揚，也訓誡大學裡的教職員看到問題別聲張。」 

麥考琳的支持者十分看重此次事件，因為結果將影響科學領域中

反對性騷擾的領導人物的職涯。 

去年美國國家學院（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發佈一篇報告，結果顯示科研領域的性騷擾行為極為

普遍，據估計，約有半數女性都曾經歷過某種形式的騷擾，從那時開

始，麥考琳的線上支持聲浪逐漸高漲。 



 

去年 5月，麥考琳發起一份請願，要求美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主任法蘭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不要發給

有性騷擾相關不端行為前科的科學家任何形式的獎助金。她也要求美

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若有科學家因不端行

為遭到懲處，其會員資格也應撤除。麥考琳也遊說美國科學促進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通過一項政策，

撤回「嚴重違反職業道德者」的榮譽獎項。 

麥考琳所帶領的實驗室有一名博士後研究員及 6位大學生，艾米‧

派拉賓斯基（Amy M. Palubinsky）自 2010年進入范德比大學攻讀研

究所就一直是麥考琳的指導學生。針對終身職的案子，派拉賓斯基表

示：「這對麥考琳教授傷害很大。」 

派拉賓斯基說，麥考琳努力不讓爭議影響到科學研究工作，這段

日子來，實驗室的成果也很豐碩，日前剛發布 2篇研究論文，近期會

再發表一篇。不過當派拉賓斯基思考到自己在科研領域的發展時，她

對於不健全的體系感到擔憂，這個體系對遭到騷擾時為自己發聲的女

性十分不利，尤其是沒有終身職的學生和學者。她不禁想到：「如果

我看到不公的事，我要舉報嗎？我願意出面當證人嗎？」 

麥考琳表示，針對性騷擾，學界還需要進行許多深刻的對話，而

她很願意繼續帶領討論。她說自己還沒應徵其他工作，她希望留在范

德比大學。「很多目光正關注這件事情，我希望事情發展不要讓大家

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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