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12 月 26 日，离开学校失联一天

后，西安交通大学药理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

杨宝德被发现溺亡于西安灞河中。

博士之死令人扼腕，而其后网络及媒体

曝出的原因更令人震惊。从报道透露出的点

点滴滴，这位博士似乎是被“逼死”的，其女友

称杨宝德的死与博导有关。媒体报道称，除

了陪吃饭、挡酒以外，还有浇花、打扫办公室、

拎包、拿水、去停车场接导师、陪她逛超市、陪

她去家中装窗帘等。

博士溺亡的原因到底是其自身的精神问

题，还是因不堪忍受导师的长期压力而致，无

论从哪方面来说，学校对学生管理都有疏

漏。而对于网络和媒体爆料的导师问题，学

校更应及时给出调查结果。

杨宝德让我想起，2016 年初，南京邮电

大学的研三学生蒋华文跳楼身亡事件。而其

在死前，曾受到来自导师张代远施加的极大

压力。随后该校学生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对

其导师张代远的问责。最终南邮在舆论的巨

大压力之下对事件进行了调查，宣布网络举

报的情况基本属实，撤销张代远的专业技术

职务，并撤销其教师资格。

攻读研究生本是通向学术和人生下一个

高峰的光明大道，对于他们来说，怎么就变成

了一条不归路。死毕竟是极端个案，但导师

和学生之间扭曲的师生关系已不是个例。研

究生阶段与其他教育阶段最大的不同，是学

生的科研和生活都与导师有着紧密的联系。

而不知从何时起，很多研究生都习惯性地将

导师称为“老板”。“老板”称呼的流行，反映的

是导师职业的异化和师生关系的功利化趋

势。

导师掌握着学生的生杀大权，对学生学

业及研究课题上，导师往往拥有一票否决的权

利。单单以拖延毕业时间、不予发表论文机

会、卡奖学金这些，就足以让学生俯首帖耳。

对于研究生来说，导师制下，导师的满意度是

一个重要的考量标准，但不应成为唯一标准。

在导师权力无下限的状态下，学生制衡手段薄

弱，甚至是权益空白。权利滋生腐败，绝对的

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没有制约的权利，就容

易变成以师徒之名，行剥削之实。

由于没有畅通的双选机制，学生不敢轻

易提出换导师，换导师意味着要付出更大的

时间成本，更不敢轻易向学校投诉导师的不

端行为，如果投诉之后学校不处理，那就意味

和老师撕破脸皮。能忍则忍，忍忍就过去了，

为了自己的前途，受到压榨的研究生练就了

一副“忍”功，最终牺牲的是自己的心理健康。

而在每个极端案例爆发的背后，事情都经

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发酵。杨宝德曾试图自杀

过；蒋华文在跳楼前曾在群里说过要轻生，他的

同学也曾对校方反映过，校方说“你们忍忍

吧”。“我们都想着，忍忍吧，为了毕业。没想到

到他这儿出事了。”北航博导陈小武的性骚扰案

是在事发后12年后才得以曝光并得到处罚。

无论是性骚扰，还是沦为廉价劳动力，甚

至是丧失人格的屈辱压榨，读博都不是以性

命或者以忍辱为赌注的一场求学博弈，高校

不是“法外之地”，导师制下应该给奇葩导师

带上“紧箍咒”，不再给学子的学术生涯或是

生命造成伤害。

博士之死背后异化的师生关系

阿里招聘 60 岁以上员工刷

爆朋友圈，还在于这让人们

重新发现了老年人群体，了

解到了这部分人群的市场及

其背后需求。

1 月 16 日，阿里巴巴一则招聘刷爆朋友

圈。阿里招聘的是“淘宝资深用户研究专

员”，其中两点非常惹眼，一是年龄要求 60 岁

以上，二是年薪高达 35~40 万，也就是月薪 3

万左右，这是许多白领难以企及的年收入。

不少人感叹：我妈工资要比我高了。

阿里这则招聘，体现了互联网时代的一

个特征，就是工作岗位与市场需求在打破了

地域界限后，也打破了年龄界限。以往的工

作岗位，把人限制在具体地点，上班要签到，

下班要打卡，而如今许多单位根本不考虑这

个问题，因为一切都在网上进行，连签到也有

钉钉、微信企业版代劳。以往，一个人的工作

也有年龄限制，从入职到退休，一般锁定在

65 岁以下，有些岗位甚至更年轻化。而如

今，老年人群体也有其岗位需求，比如阿里要

招的这个职位，还真是非老年人莫属。

阿里招这些人做什么呢？主要是让他们

以中老年群体视角出发，深度体验“亲情版”手

淘产品，发现问题并反馈问题。也就是说，阿

里此举在于帮助产品进入中老年人市场。但

是别看薪水高，要求也不低，阿里招收的是拥

有稳定的中老年群体圈子并在群体中具有较

大影响力的人员。所谓的广场舞 KOL、社区

居委会成员，是其青睐的对象。KOL 有些人

可能看不懂，意思是指“关键意见领袖”，说白

了也就是在中老年人圈子中有号召力的人。

不止是阿里盯上广场舞等中老年人群。

我认识的一位朋友，较早就开始做一款针对

广场舞人群的 APP，通过赞助这部分人群的

活动，建立微信群，然后在群内推广各地土特

产。做了这个产品后，他发现原来中老年人

市场如此庞大，而且帮忙维护微信群和推广

产品的老年人非常热情，经常帮忙转发产品

信息，还主动承担了售前咨询和售后服务的

工作。这说明，在中老年人群体中推广手淘

产品，确实是一个颇具潜力的市场。

老年人经常是一个被遗忘的群体，他们需要

更多的关注和关怀。实际上，许多子女根本就不

知道自己父母亲每天吃完饭出去溜达的时候，碰

到哪些人，做了哪些事。有时候父母从外面买了

什么保健品回来，也只会一味批评责备，而不去

深究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日前还有一则报

道称，有一位老年人4年时间买了20万元保健

品，只是因为太寂寞，想找人陪。他并不是不知

道这些保健品不靠谱，而是认为自己花钱买陪伴

服务，不亏。这则新闻背后，既反映了老年人消

费市场的乱象，却也折射了老年人群体的失落。

从这个角度说，阿里招聘 60 岁以上员工

刷爆朋友圈，还在于这让人们重新发现了老年

人群体，了解到了这部分人群的市场及其背后

需求。进入手机互联网时代，许多老年人也拿

起手机，注册了微信，用起了淘宝，但是适合他

们的内容与产品并不多（除了铺天盖地的心灵

鸡汤和保健产品）。随着国内“银发社会”的到

来，自然也要求有相适应的“银发经济”，以及

为这部分人群定制的内容与服务。

互联网不能忘了老年人，懂得这一点，并

较早进入这一领域的人，不仅能从中收获经

济效益，还能够赢得良好的社会口碑。

阿里招大妈，互联网不能忘了老年人

户外寒气逼人，一对台州来的母子，在没有

任何装备的情况下，却准备徒步穿越温州苍南

县的莒溪大峡谷。美其名曰“锻炼儿子的意志

力”。最终，救援队员们将他们劝返，一路护送

这对母子返回安全地带。（1月15日，钱江晚报）

“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

自古以来，国人就十分重视艰苦磨炼对个人

成长的重要作用，磨砺教育非常必要，但如何

把握好度，选择适宜的“吃苦”方式以及适可

而止，大有文章可做。准备以无装备穿越大

峡谷，无疑严重跑偏了。

莒溪大峡谷是一个未开发原生态的峡

谷，天气寒冷，岩石上已经结冰，路途极为凶

险。救援队员们追上这对母子时，发现小孩

子已有体力透支的现象，双腿湿透，走路发

抖，站立不稳。值得引发深思的是，有类似

“磨砺偏执症”的家长并非个例：“彪”爸携 8

岁女儿顶着暑假的高温天气徒步 700 公里回

老家；从 1 岁零 3 个月开始，便跟着父母徒步

旅行，没上过幼儿园，一年中有六七个月都在

吃野菜、睡帐篷，每天步行十多公里的“中国

最小背包客”⋯⋯

这些“另类”父母与过分注重分数的家

长，分属两个极端，是另一种“虎妈”“狼爸”。

究其本质，也是一种教育焦虑。在一个竞争

异常激烈的时代，家长们当然要使出浑身解

数。孩子奔波于各个补习班，没有时间去接

触社会，这种只读书、不经历风雨的成长令人

担忧。基于对过度学习的反思，不少家长觉

得有必要进行一定的弥补纠正。正是在这样

的群体心理下，才滋生出“彪”爸携子千里行、

“最小背包客”和“无装备穿越大峡谷”之类矫

枉过正的极端事例。

教育孩子需要因人而异，因材施教，本无

定法。但必须遵循一项基本原则，那就是不能

走极端，要符合孩子的年龄和身心发展规律，

尊重自然成长。磨砺孩子，锻炼意志力，无可

厚非，但“吃苦”须量力而行，把握好尺度。医

学专家认为，超负荷运动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成

长，孩子的骨骼会受到损伤，甚至引起肢体的

生长障碍，更何况在结冰的情形下，没有任何

装备也没有任何户外经验，贸然穿越原生态大

峡谷这种“拿生命冒险”的训儿方式？

家长们对“吃苦”教育的内涵也存在片面

理解。在脱离物质之虞的当下，让孩子“吃苦”

主要不是指过苦日子，而是要培养孩子自食其

力的能力和独立自主的精神。比如，在孩子遇

到考试成绩不理想、与同学产生矛盾等挫折

时，学校和家长应该适时加以引导和教育，培

养孩子的情绪管理、人际交往能力，使他们能

够独立面对挫折，较好地解决具体问题。

“无装备穿越大峡谷”，也是一种教育焦虑

在脱离物质之虞的当下，让孩

子“吃苦”主要不是指过苦日

子，而是要培养孩子自食其力

的能力和独立自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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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性骚扰，还是沦为廉

价劳动力，甚至是丧失人格

的屈辱压榨，读博都不是以

性命或者以忍辱为赌注的一

场求学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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