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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游学

半年前我采访过一个同学，问及他在香港
的所见所想。半年后我们偶遇在港铁站出口，
和上学时每个普通日子一样，排起长龙等校车
上山。

只是大学站出口的毕业典礼专车提示我
们：这是香港中文大学第七十一届毕业典礼。

与国内的高校不同，港校的毕业安排秉承
英国传统，课程结束和毕业典礼之间有着长达
几个月的间隔。在这段时间里，大家或实习或搵
工（粤语：找工作），四下飘散，如浮萍一般，现在
又在香港飘起冷雨的时节，暂时会聚到一起。

作为香港最大的一所大学，中大依山傍海，
风景优美。也正是因为山地的地形，中大的建筑
基本都在山上，校巴每日盘旋环绕，载着师生们
穿梭于山上山下。

毕业典礼是学校全年最盛之事，场地设在
半山腰的林荫大道———这是学校最大的一片开
阔地。因为在室外的原因，典礼的主席台及观众
坐席都是临时搭建布置的，并以中大特征的紫
色点缀铺垫。每一位毕业生都会被念到姓名，然
后上台与教授合影，接受祝贺。毕业生区在前，
亲友观礼区在后，每一区域都有小屏幕直播主
席台现场。从山顶的新亚书院遥望过去，工作人
员各司其职进行引导安置，整个典礼现场显得
井然有序。

和国内的毕业礼不同的是，港校毕业典礼
的程序感很强。学校设有专门的典礼官网，距离
典礼两个月前就开放注册系统，每一位毕业生
在系统内注册，选择自己要参加的场次———既
有全校统一的毕业礼，也有分节次举行的不同
学位、不同学院的毕业礼。同时，毕业生还可以
选择索取两张亲友观礼券，邀请亲朋好友一同
前往。毕业袍的租借手续也在网络上完成，礼袍
和帽子的尺寸均有明细参照表，毕业生领到的
衣服少有不合身的情况。注册手续完成后，学校
会给每一位即将参与的毕业生邮寄票券。在临
近日期还未收到的学生可以给联络处发邮件知
会，会务人员会及时安排补领观礼券的事宜。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随入场券和观礼券还
附赠了数量相等的饮品券，典礼当日毕业生和
其他来宾可以在现场换领饮品。这一小小的细
节显示了校方的细致周到。典礼两日香港均是
阴雨，却也丝毫未有打乱典礼的正常举行。这两
日，我碰到的所有同学对天气的唯一抱怨仅是

影响了拍照光线，因毕业典礼而重聚叙旧的感
觉，反而因为冷雨更觉亲切温暖。

在校车上跟同学笑谈起国内某些大学所谓
“世界一流”云云，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时不难发
现，一所大学是否卓越或者一流，永远不是口头
上的自我标榜，而是浸润于学校做事育人的点
滴处。仅从态度上的认真与行事的条理性来说，
国内高校需要好好借鉴香港的大学。

毕业典礼的意义当然不只是典礼本身，在
典礼上可以见到同窗好友，是一件重要的事。

课程结束的这几个月里，同学们的工作基
本都尘埃落定。大家尚未完全脱离学生时代，同
时又是一个社会上的新鲜人，在人生的关节点
上踮脚张望。彼此交流之后发现，虽然大家四散
各地，进入不同的行业工作，但或多或少都还抱
有对事物的喜爱与热情。曾经一起上过的课读
过的书，还是不同程度地在每个人身上留下印
痕，也许这才是在香港读书的意义，不见得是多
么明显的直接作用，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反而更
加深远。

和本科毕业的感觉不同，那时候大家更多
地是感慨最美好时光的逝去，毕竟本科四年是
人从懵懂无知走向头脑清明的成长阶段。而这
次的毕业典礼，大家分享的更多的是关于未来，
工作和生活的意义以及尚未熄灭的理想。

在香港读书的内地生们经常会被问起一个
问题———香港在你眼中意味着什么，它有哪些
好处？香港社会的多元化，香港的视野更加开
阔，香港的环境更加自由，这些表述似乎是标准
答案，因为不太会有人直白地告诉你，他留在香
港就是为了凑足七年拿一个香港永久居民身
份，立足自身之后再谋求举家迁移欧洲北
美———虽然，这是很多香港人的做法。金钱、民
主自由，这是港岛对许多人的吸引所在。而对于
毕业后离港的内地生来说，香港提供了一个反
观内地诸种现象和问题的视角，也展现了民主
自由在实践中的一种可能。这也许是港岛求学
岁月里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不管今后会继续怎样的生活，毕业总是一
种告别和出发的象征。

诗人北岛曾经说过，走吧，我们没有失去记
忆，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而我们经过的这些时
间，赠予我们玫瑰。（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学生）

驾驶台的窗外，是大风吹起的涌浪。我和同
学们站在老师身后，突然一个大浪拍到船头，船
体剧烈颠簸。我的胃像是抽搐一般，那种难以忍
受的感觉使我本能地低下头，闭上眼。大副转过
身，拍拍我说：“在驾驶台，任何时候别低头，一
直向前看。”

为期一个月的船舶认知实习，在这次航行
后就要结束了。记得从大连港驶往厦门港的航
程中，我们就在成山头海域和台湾海峡吃尽了
苦头，没想到回去时台湾海峡的峡角效应更加
严重。

这次所走的航线是从我国走向世界的必经
之路。“育鲲”轮配备了全面的现代化设备，尚且
航行得如此吃力，那么，先辈们不知要经受多大
的困苦。

1431年，郑和在第七次出海前，在闽江口立
起了一块石碑。部分碑文如下：

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夷域，
迥隔于烟霞缥缈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
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者，诚荷朝廷威福之致，
尤赖天妃之神护佑之德也。神之灵固尝著于昔
时，而盛显于当代。溟渤之间，或遇风涛，即有神
灯烛于帆樯，灵光一临，则变险为夷，虽在颠连，
亦保无虞。

当时海况的险恶、远洋航程的艰苦性可见一
斑。悬挂于船体三楼大厅的《世界海运地图》，不仅
描绘着郑和下西洋所开辟的路线，还记录着我国
航海人员的奋斗史，饱含着伟大的海洋精神。

那一刻，我突然对古代航海人的海洋精神
有了深切的认同。凡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人物，总

不会以懈怠轻慢的态度来面对自然造化，他们
不相信人类可以盛气凌人地君临海洋，因此总
会以万分的虔诚与困苦，把自己的生命与海洋
熔铸在一起，创造出中国海洋事业的辉煌成就。
当我们的“育鲲”轮驶出台湾海峡时，我终于体
会到这种“熔铸感”。

后来和大副聊天，才知道最初他也晕船，而
且因为双腿有病症，长时间站立会疼痛。但是作
为全船的指挥者，他在值班期间始终没有离开过
驾驶台。在他身上，我看到了海洋精神的传承。

未来的日子，不知道会几经台湾海峡，也不
知道还会遇到多大的风险，但我知道，无论面对
多大的风浪，我都会昂起头坚定地站立着，想着
“别低头，一直向前看”这句话。

（作者系大连海事大学学生）

别低头，一直向前看
姻王东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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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学术界，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工程领
域中，女性的人数远远低于男性的人数。这一事
实，凡是稍微对学术界有所了解的人就会心知
肚明，如果有机会到实验室去看看的话，那就更
一目了然了。最近，《科学》杂志、《美国高等教育
纪事》等连续发表文章，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
的探讨。这种研究对我们关注中国学术界同样
有启发意义。

数据显示：男女有别

据《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道，美国华盛顿
大学对 1665 年到 2010 年这 345 年间的 1800
个学科领域当中，男女学者所发表的文章情况
进行详细调查显示：虽然女学者的学术文章发
表形势正在好转，但在 200万篇学术文章中，女
学者的各项指标比例均明显低于男性。具体涉
及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女学者的比例偏低。调查显示，在这

345年间，在所有文章的作者中，女性仅占了
22%。而且，其中的第一作者女性更少，只有
19%。从文章作者排名看，女性大都排在第三、
第四或者第五的位置。
第二，从历史发展看，女学者的数量明显呈

上升趋势。仅 1990年到 2010年间，女性作者的
数量就上升了 27%。单就 2010年看，女性数量
增长达到 30%。而且，女性作者作为第一作者的
文章数量也有较大增长。
第三，虽然女性作者的数量、第一作者的比

例都在增加，但这些并没有反映在有关学科重
要位置的作者排名上。调查显示，在 2010年，在
文章最后作者中，女性仅占 23%。在分子与细胞
生物学领域，从 1990年到 2010年间，女性作者
人数占了将近 30%，但最后作者（一般为项目负
责人）只有 16.5%。
美国纽约大学环境科学助理教授杰奎特

说，这一现象说明，虽然女科学家有了明确的研
究思路与观点，也为文章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
于无法得到科研资助，没有实验室，没有研究生
和博士后，导致她们无法确立最后作者的位置。
第四，数据显示，男女学者在从事宏观研究

与微观研究方面，也有隐性的差距。最近的 20
年间，大约有 23%的女学者写作的是有关生态
学与进化论的文章，但具体到更细化的比如爬
行动物学与古生物学领域，女性作者就分别只
有 19.5%与 16.6%了。
第五，男女学者的研究兴趣，各有所长。在

某些子领域，特别是与女性的社会角色有关系
的，女性作者的比例却有了较大的提高。比如在
经济学领域下的一个“家庭决策”方向，女性作
者的比例陡然升至 30%。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男女学者之间的不同，
反映了一些人们头脑当中对男女的刻板印象。
比如，在社会学的子学科中，如犯罪学领域，男
性作者占了 74%，而女性学者在“性别角色”领
域，作者达到了 56%，而在对成人父母的研究
中，女性比例更是高达 62%。

“为什么不是一半对一半”

“为什么不是（或者没有）一半对一半”，这
是《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道中所提出的问题。
实际上，这句话是在问：为什么女性的学术文章
会少于男性？其中的原因表现在哪里？

我们都知道，在高校与科研单位，从事学术
研究后发表文章或者出版著作，这是衡量教授
学术能力的极为重要的指标。在人文学科领域，
人们重学术专著，而在自然科学领域以及许多
社会科学领域，更看重期刊论文。正如美国斯坦
福大学社会学教授柯瑞尔所说，自己在寻找第
一份工作的时候，有一篇独立的文章发表在一
篇重要期刊上，正是那篇文章让自己得到了聘
用证书。她认为，对于当今的学生来说，这一点
就更为普遍了。

但总的看来，女教授所发表文章的数量，
与女教授的人数还不成正比。究其原因，大致
有三：

首先，女教授更倾向于强调质量而不是数
量。有些人甚至认为，男教授们不过是把成果分
割后拿去发表罢了。
其次，有关研究表明，女教授在科研上所花

的时间较少，而在教学与各种委员会的工作上
花了较多时间。
再次，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女性不得不

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养育子女。而毫无疑问的是，
在学术研究、发表文章与养育子女之间，前者更
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效果也会更为显著。
由于文章不够的缘故，女性自然会在找工

作、晋升与薪水上与男性同事拉开距离。有人认
为，这是因为女性个人选择的问题，比如不去从
事学术工作。但也有人在怀疑，也有更多的学者
在研究，这其中是否有性别歧视的原因。
就在今年 9 月，耶鲁大学的一项最新研

究成果显示，在学术界，性别歧视仍然存在。
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在六所顶尖高校中，在相
同的条件下，科学领域的教授们更倾向于认
为男性的求职者要比女性更适合担任实验室
主管。
但也有人对性别歧视说持反对意见。有学

者认为，对于问题的看法，也可能确有显示男女
不一致的地方。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的美伊教
授经过研究发现，男女经济学家在对社会政策
问题上，确有不同的看法。她曾对美国经济学会

中的在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成员作过一
个调查，在回收上来的 143份答卷中，女性成员
中的 24%要比男经济学家更相信美国政府的规
模是正合适、或者太小了，她们也更倾向于反对
美国政府受困于条框过多的观点。

然而，随着女学者数量递增，这样的问题显
得尤为突出，人们应该去追问：为什么不是（或
者没有）一半对一半？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性别
歧视，那么，如何消弭这其中的差别？
美国范德比特大学的经济学荣誉教授齐格

弗里德并不抱乐观态度。他说，在这方面，人们
很难有所作为，难道还要我去告诉那些准备攻
读博士学位的女性，她们只应该去读什么专业
与方向不成。也有学者认为，以性别划分来看学
者云集于某子学科领域的现象会使人们对结果
的认识有偏差，因为人们对任何一个事物都可
能有不同的看法。

男女平等，还要再等 100年

那么，在学术界，人们有无希望看到男女平
等呢？今年 2月 17日《科学》杂志刊登文章称，
要想看到在科学与工程领域中男女各半的现
象，至少还要再等 100年。

文章的观点令人震惊，但似乎也不无道
理。文章认为，首先要提高高校雇用女性的比
例。虽然女性在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即所谓
的 STEM 领域）的比例不断在上升，但要达到
一个较为平衡的男女比例，尚需时日。唯有达
到一个较为平衡的男女比例，女性才能取得与
男性比肩的成就。然而，现实的情形是，女性在
高校中的比例仍然很低。他们的研究表明，在
最近的 4年中，在新近的自然科学与工程领域
中，女性所占的比例仅为 27%。有学者认为，这
一比例大概在 2050年才能达到 50%。但即便
是一半的教师为女性，那也最少需要 40年，才
能保证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与数学领域的教授
一半为女性。

其次，在很多领域中女性的缺失，并非因为
雇用女性较少或者女性不擅长的缘故，而是因
为很多女性愿意去做母亲而对从事学术研究没
有兴趣。有学者认为，决不能低估女性养育孩子
对于她们从事学术研究、进入学术圈的巨大影
响力。多年来，这一原因为人所忽视，其实它是
造成自然科学界女性人数不多的重要原因。当
然，现在的情形是，在美国很多高校采取了很多
办法，使女性科学工作者在能够有时间养育孩
子的同时，能够快乐地在高校工作。
无论如何，在学术界，如何保障女性的平等

权益，如何发挥她们的聪明才智，同样是中国高
等教育研究亟待破解的一道难题。

学术界，男女差别有多大
姻郭英剑

《新大学法》提升抗风险能力

2002 年，在面对社会“为丹麦
大学改革争取更多时间”的呼声
中，丹麦出台了《新大学法》，并于
2003 年颁布实施。该法主要目的
是推动丹麦大学成为强有力的研
究机构，满足社会对国际性大学
的需求，提高教育、科学研究和知
识之间的转换速度，实现大学的
自治和自我管理。

一方面，明确大学作为信息和
文化主要承办者的地位，缩短大
学和社会之间的距离。《新大学
法》明确了大学作为信息和文化
主要承办者的地位，强调以大学
为基础的科学研究和知识生产的
重要性；建立了大学与社会之间
的合作，促进了社会不同部门和
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
的发展。同时，该法还指出大学应
鼓励职工和学生在自愿的基础上
参与公共辩论，积极参与公共事
务，以确保政府能够听到民主的
声音。

另一方面，进行大学管理体制
改革，确保大学成为强有力的独
立机构。《新大学法》中一项重要
的内容是进行大学管理体制的改
革。体制改革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成立服务于大学和社会的董
事会。依据《新大学法》，丹麦大学
实行董事会负责制。董事会的成
员包括校外人员和校内人员，其
中董事会主席由校外人员选举产
生。董事会的主要任务是保障大
学的利益，制定大学管理制度，指
导大学发展和教学科研活动，批
准大学预算，审查大学账目以及
每隔 3 年与“科学、技术与创新
部”签署未来几年大学发展的合
同。此外，董事会还有任命和罢免校长的权力。

明确校长的权力和职责。《新大学法》规定校
长有权组建大学管理团队以及细化管理任务。在
校长、院长、系主任和博士负责人的任命中，学术
资历必须作为任命的第一条件。这体现了丹麦大
学学术至上和教授治校的方针。

简化大学管理规则，权力下放至大学。《新大
学法》规定的各种改革措施中，最根本的就是转变
大学管理体制和发展方式。

政府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合并

2006年，丹麦政府决定重新审查大学的整体
结构，着手进行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的合并。政府
并没有提出一个合并模板，而是给出三条合并指
导方针：在整个合并过程中，政府研究机构不能被
划分为更小的单位或者划分出不同的机构；所有
合并后的机构应由一个统一的管理体系进行管
理；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的合并不应机械地进行
地理式的合并。

2007 年，9 个政府研究机构和 12 所大学合
并，形成了 8所大学、3个国家研究机构和 1个政
府研究机构。

为了保障合并的顺利进行，丹麦政府在增加大
学公共拨款的同时，提高科研资金在总拨款中的比
例。丹麦政府对大学的公共拨款主要包括两部分：
基础资金和科研资金。合并后，政府加大对以研究
为基础的公共服务部门的资金投入。2008 年至
2009年期间，基本科研资金投入量变化最大。

后金融危机时期的战略调整

在 2003年和 2007 年两次改革的基础上，丹
麦政府推出了一系列长期性战略调整措施。一方
面，依据“欧盟 2020”战略和本国的“全球化”战略，
丹麦政府计划用 10年时间将丹麦大学发展成为
国际化大学，并成为世界最好的大学之一，至少在
欧洲大学排名前 10，从而为实体经济的复苏和可
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丹麦政府致力于加
大科研教育投入，建立整体性的高等教育预算投
入体系和多渠道的培训途径，尽可能将大学财政
危机和就业危机控制在萌芽阶段，避免因丹麦大
学深陷财政危机，导致面临困境的欧洲大学引发
连锁反应。

2010年，科学、技术和创新部积极制定大学
国际化的最佳发展模式，与此同时，丹麦大学也
开始拓宽国际合作途径。其国际化思路包括必须
跃居世界著名大学的行列，要为丹麦经济增长和
社会凝聚力作出重要贡献，确保丹麦毕业生能够
成为国际社会和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高质量人
才三方面。

科学、技术和创新部建议政府继续增强大学
自治权，并改善大学与企业界的关系，从宏观和微
观两个层面对丹麦大学进行审慎监督和评估。除
此之外，丹麦政府还加大财政预算中科研和教育
的投入，建立企业激励机制和灵活的培训途径来
控制升学和就业危机。

丹麦推进大学改革的战略选择说明，大学
克服金融危机的能力不仅来自于金融危机时的
改革、金融危机之前所做的改革和后金融危机
时的战略调整，还对国家克服金融危机有重要
的帮助。

海外视野

2007年至 2008年，席
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波及到
高等教育领域，欧洲各国高
校财政预算大幅度降低，而
在丹麦，大学的发展却相对
较好。

《科学》杂志称，要想看到在科学与工程领域中男女各半的现象，至少还要再等 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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