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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要获得什么，就必须努力去争取。当然，这不像是

打拳击，不会把人给打伤。但我们女性希望获得更多的机会。”

这是95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首个女天文台台长叶

叔华的最新发言。没有想到，在我们的社会已然步入“她时

代”的今天，这篇鼓励女性打破玻璃天花板的发言，依然迅速

登上了微博话题热搜榜的第一名。

据澎湃新闻报道，11月2日，在上海举行的第四届世界顶

尖科学家论坛“她”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叔华用英文作

了 20 分钟的演讲。她说，女科学家相比男科学家，其实更不

容易。女科学家要承担家务、照顾老人孩子、让家庭和睦，还

要在职场打拼，努力照顾好一切。她鼓励女性打破“玻璃天

花板”，以行动争取男女平等。

放眼今天的世界，从政治经济、科教文化、体育竞技等各

个层面，越来越多的女性以实绩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在这个

快速发展的“她时代”，贡献出耀目的“她力量”。

但即便如此，另一种现实依然不可忽视。权威调查也显

示，世界顶级科学家中，女性仅占一成。以至于世界顶尖科

学家协会副主席、2013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尔·莱维特

也发出这样的感叹，“长期以来，男性主导的社会，女性的才

华被忽略，一半的人类智慧浪费了”。

这可算是科学界为女性争取更多机会的千年一叹。形

象一点来说，只要是女性，你的头顶永远悬着一块玻璃天花

板。天花板升高了，你能看到高高的上层，但是你无法超越

天花板，那个位置女性总是无法抵达。女科学家遭受的事业

困境，与普通的职场女性一样，哪怕资历、能力与男性相当，

大多数高级职位依旧与女性无缘，这是女性个体难以冲破，

又普遍存在的天花板效应。

天花板效应是一种心理学效应，在我看来这并非科学论

断。无可否认，现实中这种无形的、人为的困难，或者性别不平

等之类的因素，确实阻碍了某些有资格的女性在体系中上升。

但事实上，上升通道受阻这样的“天花板”，并非女性独有。

更多的时候，那块天花板隐藏在人们的心中，人其实是

观念的囚徒。文化传统带给女性的潜意识就认为，女性在事

业之外，还可以退守家庭。有时候恰恰是这一点，阻碍了女

性拼搏进步。女性成长，过于强调天花板，才是最高的天花

板。因此，女性想打破这层天花板，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和提升。当然也需要公共政策，社会和家庭的扶持，尤其要

期待社会观念的整体进步。

打破“玻璃天花板”
让女性也能拥有无尽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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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诺行善的好人像一面镜子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评论员 陈江：师傅无儿无女，徒弟答应为他养老

送终。一句承诺，一生作答。这段40多年亦父亦兄的深情厚意，最打动我

的是徒弟胡松山诚实守信。他与师傅裴理荣40年的你来我往，投之以桃，报

之以李，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之诚”，这种不离不弃，践诺行善的故事，让

我看见了浙江百姓的精神风貌，感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很美好。

胡松山说，“我答应过他，要给他养老送终，我做到了。”因此，他内心感

觉欣慰，个人有践诺的快乐。对社会来说，诚信守诺是公序良俗，而一个人

生活在社会之中，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要不断与自身以外的他者和社

会发生关系。处理这种关系的规则就是：有诺必践。否则，个人就失去立

身之本，社会就失去运行之规。像胡松山这样践诺行善的好人就像一面镜

子，改变着周围的环境和风貌，希望这样的好人越来越多。

用法律文书约定孤寡老人的养老问题，值得点赞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评论员 高路：应该为裴大爷、胡大爷两位的做法

点个赞，用公证书这样具备法律效力的证明文书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约定

下来，相当于给双方都吃了定心丸。

不要小看潜在纠纷的破坏力，这一次，因为裴大爷的遗产不多，可能不

足以产生比较严重的继承纠纷，一旦涉及到如房产这样的大额财产，各种

纠纷就来了。

其实不只是裴大爷，我们这个社会，孤寡老人等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他

们也面临着如裴大爷一样的问题，如何养老、谁来照顾，身后的财产该如何

处理等等。可以找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也可以像裴大爷这样找没有血缘关系，

却有亲密交往的朋友，甚至可以找社区和一些提供专门服务的社会机构，但是

不管怎么做，都需要学会用法律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约定权利和义务，必要时

也可以请政府相关部门、社区的相关服务人员和专业的律师帮助把关。法律

上做得越完备，之后的纠纷也就越少，老人的养老问题就越有保障。

好人温暖了社会，也让人看到平凡与坚持的可贵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评论员 项向荣：生活中，胡师傅可能就是个平平

凡凡的人，可是他正是在用朴素的善良，在漫长的岁月里，呵护着另一个平

平凡凡的人，最终完成了这件令人感动的不平凡的事情。

如今社会发展越来越快，人心难免浮躁，身边也不乏为追逐利益而忽

视人情的龌龊事，不少人发出疑问：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会越来越少吗？但

胡师傅一家让我们体会到，社会的温情就在我们身边流淌，且从未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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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博士论文的后记把人读得泪流满面。不少走出困

顿实现人生出彩的人，纷纷在论文之后写下袒露心灵的文

字。前有黄国平的中科院博士论文致谢部分在网络刷屏，感

动无数网友。最新有北京大学博士肖清和的博士论文后记

引人心疼，尽管这篇后记已是十几年前的文字——这也说

明，感动人心的事物，其实一直深埋在某个地方待人发现。

这篇引人关注的博士论文后记，讲述了来自安徽潜山县

的放牛娃肖清和考入北大的人生逆袭故事。此类逆袭故事

并不鲜见，何以把人看哭？个中原因在于，其人生经历太过

坎坷，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剧情”。他的经历中，自然也有遇

见好心人的照拂，这是灰色记忆中的一缕光亮。

让网友难抑痛感的，还有肖记忆中的母亲。“她要让我上

学，她要让她的两个孩子好好活着。”在乡村社会里，一个命

运极其坎坷的农妇艰难活着，以及因此无法伸展的情绪，只

能寄望于儿女的成长荣光来最终稀释。

苦难和屈辱，让很多人沉沦，也让不少人愤然抗争，并获

得成功。肖无疑是后者。肖的追忆，既是对不堪事件的真实

描述，也是对人间正义、暖意的追寻。确实，这份记忆注定意

难平，甚至还有一种“衣锦还乡”的况味深藏其中，以此隐隐

慰藉一颗曾被欺辱的“少年心”。但总的说来，这份讲述样

本，在自我问心、释然的基础上，充满了对同样处于迷茫中的

少年群体的暗喻和激励、对有过同样经历的“同类”的激赏和

示好，因而直指人心、慰人不息。

一位网友的话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看得泪流满面，千

万呵护山村孩子知识改变命运的梦。另一位网友的话则显

示了人性中的向善本能：肖清和、黄国平，求学之路如此相

似，我也正在想用知识改变命运，以他们为榜样！

这就是苦难学霸们论文后记的价值体现——唤起人心

共鸣，实现价值互补。

事实上，此类“故事”无论短长，总能说尽，但“故事”里的

主角以何种心理来承受种种不堪，却鲜有人关切。人间的诸

多有意和无意的隔阂，原本如此。肖的洋洋千言，正是对这

种隔阂所发出的一声真诚呐喊。我们理应回过头来，看到

“肖清和式生存”。我们理应欢迎黄国平、肖清和们在改变命

运后所做出的心灵倾诉。这绝不是完成论文之后的画蛇添

足，反倒是毕业论文之外所附加的“人生论文”——他们最终

和自己的苦楚岁月，和这个价值观多元的世界和解。这是多

么可贵的改变。

让人泪目的后记
是毕业论文之外的“人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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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杭州69岁的胡松山大伯为他的老同事裴理荣办理死亡证明，大家才知道胡大伯照料裴理荣大爷已经几十年了，

而邻居们也知道原来他们并非一家人（详见本报今日3版）。对此，钱江晚报·小时新闻的评论员们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