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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教育与研究领域，女性很容易被隔离在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

（STEM）教育之外，并被认为不具备科学研究能力。《仰望星空的人》讲述的是

“彗星猎人”卡罗琳·赫歇尔与星星的故事。卡罗琳是一位成功的观星人，为

后来投身科学研究的女性树立了榜样。该书对于如何构建性别平等的

STEM教育环境，如何赋权女童勇于选择理工类学科，给出了很好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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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善英

现代化是近代中国的不懈追求和梦想，
推进现代化建设是党和国家的三大历史任务
之一。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历经波折、备尝艰
辛，但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将解决这个“世纪难
题”的重任扛在肩上。大致地说，洋务运动开
启了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新中国成
立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制度根基和社会氛
围，改革开放确立了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现代
化建设任务。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们党和
国家艰辛探索，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和广泛共
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展现出了光明的前
景，业已彰显出了影响全球发展趋向的世界
历史意义。

批驳关于中国现代化的三种错误
论调

山东社科院颜景高撰写的学术专著《现代
化的“中国特色”探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年8月版），从学理层面上批驳了关于中
国现代化的三种错误论调。一是认为现代化
就是“西方化”，因而“中国方案”就是“中国特
色”资本主义。依据这种观点，现代化并不是
任何社会形态都可以完成的，从现代化的起源
上说，它是由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土壤孕育并
推动的；从现代化的构成上说，私有产权、市场
经济、民主政治和西方价值观缺一不可；从现
代化的历程上说，“先发”的现代化国家都是西
方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也
都是西方化或者资本主义化的后果。这种错
误观点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现代化必然走资本
主义道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终后果就是日益
西方化，从而教条主义地认定“中国方案”应该
遵循“欧美模式”进行深化改革。

第二种错误观点认为现代化就是“市场
化”，因而“中国方案”应该坚定不移地推进市
场经济制度改革。这种观点主张，现代化追求
的就是经济效率，不关涉社会公平正义，因而
优先发展效率更高的大城市和大工业成为现
代化的必然选择。依据这种观点，“中国方案”
应该始终坚持“效率优先”，因而优先发展城市
和工业也成为中国的理性选择，它符合中国改

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唯“GDP”倾向，也迎合了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曾经实施的“农村支撑城
市”“农业支援工业”的发展思路，但这种观点
不经意地隐藏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

“血和泪”，也忽视了中国国内贫富日益拉大的
事实，以及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能源危机和
生态灾难，这根本无法满足中国广大群众对社
会主义公平正义的新期待。

第三种错误观点认为现代化就是“去传
统化”，因而“中国方案”就应该坚定地拥抱

“普世价值”。这种论调牵强附会地引用马克
斯·韦伯的观点，认为现代化就是“祛魅”，即
用现代的科学理性替代传统的宗教迷信，因
而现代化就是彻底挣脱传统的文化羁绊，从
而创造现代的文明范式。根据这种观点，中
国的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顽固阻
力，也侵蚀着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
育践行和弘扬传播，因而抛弃“传统文化”成
为中国“现代化秩序”构建的必然前提。质言
之，这种观点无视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文化传
统，也忽视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依赖的精
神血脉和文化基因，从而陷入了激进民族虚
无主义的窠臼。

进一步阐释社会主义重要思想

作者认为，以上三种观点并不是孤立的观
念，而是相互关联的理论体系，即经济层面上
的“市场化”、政治层面上的“西方化”以及文化

层面上的“普世化”，这既源自于资本主义世界
体系扩张的意识形态渗透，又与中国四十多年
来的“改革开放”进程息息相关。大致地说，经
济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与思想解放体现了中国
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巨
大成就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现代性问
题，但以上三种观点片面地将中国的发展问题
归结为市场化程度不够、政治制度变革缓慢或
者没有接受普世价值。

从现代化的经验层面讲，“拉美模式”的危
机及其教训已经宣告了遵循“欧美模式”进行
改革的破产，从现代化的理论层面上讲，“世界
依附论”也早已瓦解了资本主义道路的“普世
性”。概括地讲，以上三种观点没有把握西方
现代化理论自身的“内在界限”，因而这些观点
虽然“诊断”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问
题，却不能开出正确的“药方”，从而误读了现
代化的“中国方案”。

实际上，肇始于西方的欧美模式只是现代
化的“一种方案”，并且是一种“相对糟糕”的方
案，因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没能提供“和平
发展”的范式，没法解决“效率与公平”的悖论，
也不愿承担促进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历史使
命。当前，国际社会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
整时期，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
贫富分化日益严重，“逆全球化”思潮和行为时
而突显。正是在此背景下，社会主义的“中国
方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弘扬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
共同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并没有定
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
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
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所推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致
力于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成为推动全
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
新秩序的重要力量，在此意义上说，该著作是
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重要思想的进
一步阐释。

（作者为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
究员）

科学诠释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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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饭岛裕子 著
新星出版社2021年5月版

本书为饭岛裕子对47位女性的
访谈调查实录。作者直击日本的贫
困女性这一群体，对她们的生存现
状、就业与婚育状况进行了详细考
察。结果发现，与男性始终处于社会
焦点相比，女性往往被边缘化，进而
被遮蔽在巨大的阴影之中，特别是贫
困女性群体。贫困成为女性独立需
要直面的首当其冲的残酷真相。

（言浅 整理）

现代化是近代中国的不懈追求和梦想，推进现代化建设是党和国

家的三大历史任务之一。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历经波折、备尝艰辛，但中

国共产党人已经将解决这个“世纪难题”的重任扛在肩上。《现代化的

“中国特色”探析》从学理层面上批驳了关于中国现代化是“西方化”“市

场化”和“去传统化”的三种错误论调，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

重要思想的进一步阐释。

《仰望星空的人》：她的名字划破长夜与星月同辉

■ 王海媚

时至今日，传统的性别角色定位在当今社
会依然存在，女性角色往往被固定在家庭之中，
或者家庭劳动的外延性职业，比如医护人员、服
务员等。而在科学教育与研究领域，女性很容
易被隔离在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STEM）教
育之外，并被认为不具备科学研究能力，处于现
代科学的从属地位。德国学者克里斯蒂娜·布
劳恩和英格·斯蒂芬认为，现代知识体系的“性
别化”区分有两个趋势：自然科学的“男性化”和
人文科学的“女性化”，因为女性是“非理性”的，
因此也是“非科学性”的。而人文科学的“女性
化”也可以通过这些学科的边缘化来解释。

历史上，男性代表着精神与文化，女性象
征自然与身体，因此在20世纪初女性开始有
权接受高等教育的时候，大多会选择医学或者
自然科学，而哲学与历史则是男性的领域，并
且很长时间不对女性开放。但是这种学科性
别定位在今天发生了逆转，因为自然科学成为
了更具意义的主导性学科，女性开始被排斥在
这些学科之外。科学教育与研究中不平等的
性别秩序一方面使女性难以进入STEM领域，
也因此丧失了部分公共话语权；另一方面导致
科学发展失去了来自女性的思考和创造力。

《仰望星空的人》（中信出版社2021年5月
版）讲述的是“彗星猎人”卡罗琳·赫歇尔与星
星的故事。卡罗琳幼年生过两场重病，导致10
岁那年身体停止发育，父亲担心她以后没有丈
夫养活将无法生活，母亲则认为卡罗琳作为女
孩应该多做家务。然而卡罗琳没有被这些事

情困住，而是将目光投向浩瀚宇宙，最终成为
最早领取科研薪酬的STEM女性。卡罗琳不
仅依赖自身能力养活了自己，还为天文学的发
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该书对于如何构建性别
平等的STEM教育环境，如何赋权女童勇于选
择理工类学科，给出了很好的范例。

仰望星空的女人

在卡罗琳生活的年代，女孩子接受的教育
是“更加实用的技能”，比如编织、照护，并且很
早开始帮忙做家务，而家中的男孩子往往不需
要做这些。卡罗琳学会编织后，“就负责给家
里所有的兄弟织袜子”，并且在她离开德国之
前，“她给全家人织了足够穿两年的袜子”。即
便如此，家里人还是不情愿放她走，因为这意
味着家务没有人做。来到英国之后，卡罗琳很
快成为受欢迎的女高音歌手，并开始凭借自己
的能力领取工资，但是回到家中依旧是给哥哥
威廉·赫歇尔当管家操持家务，并在随后的天
文观测中为其当助手。

但是，卡罗琳没有被“管家”或者“助手”的
角色困住，在音乐和天文学方面都有突出表
现。在从事天文观测的过程中，她克服了难以
想象的困难，比如每天连续16小时帮助威廉
打磨望远镜镜片，在墨水都会冻成冰的冬天坚
持每晚观察星空等。卡罗琳的成功有助于纠
正“女性无法进行高深的科学研究和女性不应
该接受教育”的偏见，并展示出女性在自然科
学领域的实力。

卡罗琳在天文学界创下了很多“传奇”：

1786年，她第一次观测到新彗星赫歇尔-里高
莱特彗星，它是首颗被女性发现的彗星；1788
年，从乔治三世国王那里领取薪酬，成为第一
位领取科研薪酬的女性；1828年成为第一位
荣获英国皇家天文学会金质奖章的女性；1835
年，与数学家、天文学家玛丽·萨默维尔一起被
提名为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的首批女性会员；
1846年，获得普鲁士国王颁发的金质奖章。
为了纪念她的贡献，小行星281“卢克雷蒂娅”
使用了她的中间名，在月球上还有一座以她命
名的环形山。

卡罗琳是一位成功的观星人，一方面，她
本人在天文领域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一生共发
现了8颗彗星，与威廉一同建造了40英寸大型
望远镜，整理英国首任皇家天文学家约翰·佛
兰斯蒂德观测资料的索引，并列出561颗英国
星表（British Catalogue）中遗漏的恒星和勘
误表；另一方面，作为威廉的助手，协助其发现
天王星、木星、土星和太阳的空间运动，共同发
现和描述2000多个星系、星云和星团，编写完
成《星云和星团总表》，成为当时最伟大的观测
天文学家。而作为一个仰望星空的女人，她成

功冲破生活的磨难取得了辉煌成就，体现出女
性在科技领域的能力和价值，为后来投身科学
研究的女性树立了榜样。

给STEM女童的启示

当下，女童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得到较大改
善，与之相适应，女童也应该平等地接受STEM
教育，但是实际情况不容乐观。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2021年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长期存
在的性别歧视和刻板印象，女童接受教育的比
例，特别是STEM教育的比例远低于男童。只
有18%的女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时，会选择
STEM相关专业。这源于现存的性别规范和刻
板印象打击了女孩在STEM学科上的自信。
其实，女童在这些学科的能力与男童不相上下，
但现存的偏见限制了她们对学科专业的选择，
也影响了她们未来对就业领域的选择，而新冠
疫情的暴发更加剧了这种趋势。可见，女童面
临不平等的STEM教育环境和缺乏自信的双
重挑战，而前者同时也是后者的直接原因。

卡罗琳的故事告诉我们，她的成功一部分
归功于她的实力，另一部分归功于她与哥哥之
间相对平等的互助互学关系。威廉没有依从当
时对于女性更应该培养实用性技能的传统认
知，向卡罗琳传授乐理、天文和数学知识，赠送
她望远镜，把卡罗琳发现的第一颗彗星称为“妹
妹的彗星”，并向英国皇室宣布这一消息。而卡
罗琳没有被停止发育的身体束缚，也没有认为
自己只配做管家和助手，无论是音乐还是天文，
她都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方向并付出了坚持不懈
的努力。

当然，卡罗琳并不是特例，优秀的女科学
家有很多，比如同时期的玛丽·萨默维尔只接
受过一年正规教育，但通过自学在数学、天文、
物理、地理和显微科学等领域都有所建树，著
有影响了整个欧洲科学界的《物理学的关联》，
并特别重视女性教育。

由此可以看出，性别平等的科学教育和研
究体系能够激发女性的科研力量，这不仅有利
于女性群体的充分发展，也有利于推动社会的
全面发展。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日本贫困女子》

《物·画·影——
穿衣镜全球小史》

《自由 由我 : 不
被定义的40岁》

[美]巫鸿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版

从凡尔赛到紫禁城，穿衣镜是否
为东西方联合创造的结果？从怡红院
到养心殿，镜屏如何引发中国人关于
真与幻的文学和艺术想象？从欧洲到
全球，穿衣镜摄影模式怎样在世界范
围内流行起来？有座架、可移动的落
地玻璃镜被发明，并通过跨国贸易在
世界上流通，物品、绘画和摄影由此在
全球历史进程里串联起来。帝王、艺
术家、作家和民众在与镜像相关的视
觉联想和艺术创造中，构建出繁复无
尽的时空幻象，既参与着曾经发生和
正在发生的事件，又总是映射着超乎
现实生活的信息。

杨璐/徐菁菁 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21年4月版

本书从女性角度切入，通过纪实
案例，真实地记录和展现了40+女性在
妻子、母亲、自我的多重身份下面临的
困境与突破，将那些不为人知的心酸
无奈、成就与价值摆到台面上，比如孩
子的教育，婚姻家庭与情感、事业的发
展等，最终落脚到自我成长、自我掌控
的应对之策。通过剖开生活的横截
面，使大众能够认真看待和正视这个
群体，感知女性不容小觑的力量。

——评《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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