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首日，对于目

前正在美国硅谷工作的华裔

女学者罗茜茜而言，这个年

过得并不轻松。她在这一天

实名举报了 12 年前作为她

博士生副导师、现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博士生导师、长江

学者陈小武，称陈小武曾对

她以及另外6名女性学生进

行过性骚扰，并在随后通过

其在国内的律师公布了数份

证据。

此事在新年伊始，引发

舆论的关注。

实际上，近年来有关导

师性骚扰女生等类似校园性

骚扰事件时而见诸媒体。钱

报记者在近日调查中通过多

个渠道证实，虽然总体上性

骚扰属于小概率事件，但此

类事件的实施者和受害者，

可能就在我们身边。

新年首日北航一教授被曝涉嫌性骚扰女生，涉事教授已被暂停工作

某高校曾做调查，遭遇性骚扰的学生大多选择憋在心里

校园性骚扰，为何屡禁不止
这些加害人并非

普通的高校老师，

因为普通老师并

没有太多权力。

本报记者 陈伟斌 李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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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我省某高校曾做性骚扰调查
对于这次性骚扰事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官方通报，已暂

停陈小武的工作，并对此事进行调查核实。陈小武则回应称

没有做过违法乱纪的事，并鉴于涉及个人名誉，会保留一切合

法权益。

关于校园性骚扰，不仅社会机构有过大量的调查，一些高

校也在尽力借助调查结果的发布来警示或促进消除此类问

题。

我省一所高校就曾在 2016 年做过类似调研并在其官

微上发布过一个报告，虽然从科学专业层面来看或许调研

方式和结果有所不足，但依旧是校园防性骚扰的重要警示

手段。

钱报记者在这份公开发布的调查中看到，在由来自不同

学校学生受访者参与的 506 份网络调查问卷结果中，超五分

之一的同学明确表示遭遇过性骚扰。

该高校的调查结论里还显示，现实生活中同学们在遭遇

过性骚扰后，大部分同学选择憋在心里。同时不管是现实或

是假设，报警选项的比例都是最低的。

影响他们选择的，除了不想把事情搞大，还有的是觉得报

警无用，报警也追查不到骚扰犯等想法。

那一晚我如何躲过老师的性骚扰
罗茜茜的遭遇看似只是个例，调查结果或有待细化，但实

际上此类问题近年来在校园中被曝光的并不少，有的就发生

在我们身边。记者辗转联系到一位曾遭遇性骚扰的学生。

“看到罗茜茜的那篇实名举报，让我很佩服，只是我没那

样的勇气。”这几年来，每当周霞（化名）看到女性遭性骚扰，特

别是女学生遭性骚扰的消息时，思绪总会被拖回11年前的一

个夜晚，她觉得那是此生至今为止，最无法接受并漫长难熬的

一夜。

那会儿她正值大二，性情活泼开朗。有名老师开了一门

新课深受欢迎，上课风趣的他，也让很多同学尊敬。

“我课后跟他交流比较多，但都是好几个同学在课间

一起去找他聊的那种。”有一天课后，这名老师喊住了周

霞，“当时他说家里有几个爱好诗歌的友人聚会，也想邀请

我去。”

这样的机会难得并且是聚会，于是她没多想就答应了。

“当晚，我如约前往，可家里只有他自己，桌上摆着一点酒

菜。”周霞进门后这名老师告诉她，其他人将会晚到，他俩先吃

起来，“当时我喝了一小杯啤酒，听他大侃特侃。”

坐等半小时后，依旧没人来，但这名老师从周霞对面起身

坐到了她身边，继而开始勾肩搭背、动手动脚⋯⋯

意识到不对劲的周霞赶紧起身谎称要去洗手间得以脱

身。她在洗手间里待了一刻钟，期间那名老师还多次来敲门

询问要不要帮忙。

强压着情绪并让自己冷静下来后，最终她决定不顾一切

离开，“我慌忙走到客厅后拎包想走，可发现门被反锁了。而

老师则过来准备抱住我。”

周霞极为肯定地说，那名老师当时并没喝多，处于意识清

醒状态。

出门受阻后她被这名老师拉住，恰好此时有同学打来

电话，她赶紧接通并放大声音告诉同学自己在哪里，“但我

并没说自己遭遇了什么，这个电话让那名老师立刻就收敛

多了。”

但收敛只是暂时的，电话一挂那名老师随即挡到了门

口，周霞慌忙再度躲进洗手间并反锁了门，“那一整夜我都

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敢跟同学们说起这件事情，就在洗手

间里躲着，不管他怎么敲门怎么说我都找借口搪塞，直到天

亮。”

熬了一整夜后，那名老师也疲倦了，周霞才勉强脱身离

开。“这事儿至今都让我无比紧张甚至感到恶心，我不知道还

有没有和我有类似遭遇的同学。”

大多数骚扰事件不了了之
周霞的遭遇是近年来时有曝光的校园性骚扰事件中的一

起，相比之下，她还算幸运，至少安全脱身。

2014年刊发于《妇女研究论丛》的论文《学术性骚扰的共

犯性结构：学术权力、组织氛围与性别歧视》是研究校园性骚

扰的重要参考之一。

钱报记者联系到了论文作者、性别平等传播倡导组织新

媒体女性的发起人李思磐。

她告诉记者，在面对个案发生时就扩大谴责范围其实并

不理性，她认为从大面上说此类还是小概率事件。

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项目主管韦婷婷也向钱报记者提供

了一份由她撰写、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和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

等组织联合操作的《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

调查》，通过 6592 份样本和上百份口述内容组成调查结果显

示，有69.3%的受访者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其中女性又

占到 75%。性骚扰事件中有六成是陌生人，有近一成是学校

上级（领导、老师、辅导员等）。

此外超过五成的性骚扰发生在校外公共场所，而超过

四成性骚扰发生在校内公共场所。在学校内更易出现和

高发的是性别骚扰和不受欢迎的性企图，性强迫这一类较

为严重的性骚扰行为则更容易发生在校外和校内的私人

场所中。

在长年调研中李思磐发现，这些加害人并非普通的

高校老师，因为普通老师并没有太多权力，“一般老师不

会使用强制性的权力，但有些老师则很明白自己手里的

牌，他就会将哪怕小小的权力也发挥到极致。特别是利

用他的荣誉称号、思想和学术影响力、学术资源等，以此

甚至不惜利用公共资源来交换、谋取各种私人利益，包括

性利益。”

不过李思磐一直强调，此类涉及知名学者教授的事件应

该只是小概率事件，而不宜盲目扩大谴责范围。

但为何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

李思磐认为其实是高校没在这方面形成比较好的制度化

解决方式，“遇到这样的状况，更像是公关应对，外界压力和非

议多一点就重视处理，舆论风暴不够，就可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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