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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诚英(1902—1973)，字珮声，乳名行
娟，安徽省绩溪县上庄镇旺川村人，中国农
学界首位女教授。她在马铃薯遗传育种和
高产栽培中做出有益探索，为沈阳农业大学
的遗传学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02年，曹诚英出生于安徽绩溪一个大
户人家。她自五岁起上私塾，打下了坚实的
国文基础。后来，在留学美国的兄长的鼓励
和帮助下，曹诚英顺利考入杭州第一女子师
范学校。其间，她加入了汪静之、冯雪峰、魏
金枝、柔石等人创办的文学团体“晨光社”，写
下了大量的诗词，常在社刊《晨光》上发表文
章。1925年夏，曹诚英从杭州第一女师毕
业，1928年，曹诚英进入中央大学农学院继
续学业，并于1931年毕业留校任助教。当
时，她的毕业论文被译成英文，在美国的一家
农学杂志上发表，可见她在科研上的潜力。

1934年，曹诚英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
深造，主修遗传育种，成为绩溪当地第一位女
留学生，并顺利获得硕士学位。

1937年，曹诚英学成归国，任职安徽大
学农学院，成为中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
1943年，曹诚英前往迁至重庆的复旦大学
农学院任教。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
曹诚英随复旦大学农学院师生到东北新组
建的沈阳农学院任教授。期间，曹诚英主动
提出给学生教授作物栽培学，同时开展马铃
薯遗传育种研究工作。当时，她主持了农学
系的十项科研项目之一“马铃薯正方丛播”
试验研究，带着薛崇芷、汤国娥、徐仁杰和冯
雅琴四名助教，在离校门最近的东陵实验农
场开展试验。

当时，马铃薯退化问题严重制约生产，
成为国内外科学家关心的一个难题。曹诚

英从国外引进高产的“男爵”品种却发现该
品种对晚疫病等真菌性病害抗性差，且有易
腐烂、芽眼深、薯块小、易空心等缺点。她坚
信问题的原因在于病毒而非李森科所说的
高温。她将从东北当地筛选出的抗病的红
皮马铃薯与“男爵”品种进行杂交，以期获得
高产抗病的新品种，解决马铃薯退化问题。
曹诚英每天都到实验农场进行品种杂交试
验，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方形丛播马铃薯
取得了成功。她选育出马铃薯高产抗病新
品种并创立了一套新的栽培技术，使马铃薯
每公顷产量大幅度提高，研究推动了整个东
北地区马铃薯的生产。

曹诚英不仅有刻苦钻研的科研精神，还
是一位敢于坚持真理的科学家。20世纪50
年代，作为一位遗传育种专家，曹诚英在科
研的同时，还给学生讲授遗传学课程，这使

得她在学科理论上绕不开李森科-米丘林与
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争论。在当时的争论
中，作为沈阳农学院遗传学会的筹建者，曹
诚英坚持真理，在遗传学座谈会上敢于发
声，并撰文《应当解除顾虑》在沈阳农学院院
刊上发表，公开站出来批判李森科学说，赢
得了师生的尊重。

1969年，因沈阳农学院下迁农村，体弱
多病且已退休的曹诚英回到故乡绩溪。她
将自己的积蓄拿出来为家乡建造小学、修
路修桥、建电磨坊，从内心深处热爱家乡，
愿意为之付出。1973年，曹诚英因肺癌病
逝于上海。曹诚英的一生，对祖国，对事
业，对家乡都是一片赤诚。她既有着诗人
的浪漫和才情，也有着科学家的严谨和理
性。在科学真理面前，她柔弱的身躯能暴
发出无比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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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向贤

当代中国的父职正在初步发生着从缺席向关
爱的转型。父亲从缺席转向关爱既已初步成为社
会共识后，全社会需要进一步思考：父亲应提供怎
样的日常照顾，培养子女何样的行为观念；父亲、其
他家庭成员、企业和社会政策等，应如何合力合作，
共同推动父职从缺席向关爱的转型。

消除暴力应当成为基本的父职内容

关于暴力的大量社会学研究指出，暴力并非天
生，在习得暴力的众多环节中，家庭不容忽视，其中
的性别和代际特征尤需父亲们警惕。

第一，让孩子目睹暴力就会增大孩子习得暴
力的可能性。国内外的大量研究显示，夫妻暴力
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见暴力形式，在婚姻存续
期间，约三分之一至一半以上的夫妻曾发生过肢
体暴力。发生在夫妻间的暴力不但破坏着性别
平等，而且孩子目睹父母间发生的暴力本身，就
会从以下三方面增大孩子习得暴力的可能：将暴
力作为解决矛盾的方式，使用暴力对待他人，接
受他人对自己施加的暴力。因此，夫妻之间以和
平的、非暴力的方式沟通，停止夫妻暴力，是减少
和防止孩子在家内目睹暴力、从而习得暴力的根
本途径。

第二，阻断传统男性气质的再生产。国内外关
于暴力和男性气质的研究发现，传统男性气质特别
体现于三方面：男性被鼓励去掌控他人，以暴力维
护男性尊严，将性掠夺作为男性气质的证明方式。
不过，传统男性气质虽然社会危害巨大，严重破坏

人们最基本的安全感，但并非不可消除，家庭作为
培养男性气质的首要场所，父亲作为儿子男性气质
养成的第一参照者，可起到防微杜渐的基础作用。
教导儿子形成非暴力、平等待人、尊重女性意愿的男
性气质，是父亲们阻断传统男性气质的切实贡献。

第三，不要向子女施暴。国内多项研究显
示，父母向孩子施暴非常普遍，单单肢体暴力，就
约有六七成以上的父母曾向孩子施加过。作为
父亲，由于多被当成规则的最后施行者和儿童道
德的最终管教者，所以相较于母亲，父亲更可能
被要求或被鼓励对被认为犯了重大错误的孩子
施加体罚。虽然有些子女在成年后会认为父亲
管教得有理，但研究表明这是有前提的：体罚是
偶尔的、不严重，并且子女能明显感受到父亲是
爱自己的。而且，更多的研究不支持体罚，一是
体罚不能真正地有效管教子女，而且易于招致子
女反感和敌意；二是有些父亲向孩子施暴，并非
出于孩子过错，而是父亲将生活或工作中的其他
不快迁怒于孩子。

促进父职转向的社会合力

促进父亲从缺席转向关爱是个系统的社会工
程，既需父亲们的个体努力，也需社会各个层面的
支持。

第一，父亲们需要特别积极地承担日常照顾，
特别是为三岁以下幼儿提供照料。多项全国调查
显示，在子女的日常照顾方面，父亲的参与度除普
遍明显少于母亲外，还呈现以下两个特点：在子女
的育和教方面，后者参加较多；在子女的照料方
面，很少为三岁以下幼儿提供日常照料。当代父

亲侧重为子女提供学业方面的教育，既符合“子不
教，父之过”的历史传统，也符合父亲很少为三岁
以下幼儿提供照顾的逻辑：此年龄段幼儿需要的
日常照料远多于智力开发。然而，不论是针对成
人，还是幼儿，亲子依恋关系的形成均需大量的日
常互动。对于不会经历怀孕和母乳喂养的父亲而
言，欲形成深厚的亲子关系和父职认同，更加需要
与幼儿频繁互动。因此，父亲积极为子女提供日
常照顾，不仅事关各种育儿劳动的公平分配，而且
强烈影响着父亲身份的认同，直接作用于男性对
于亲子情感的享有。

第二，妻子和双方老人不应将男性排挤至育
幼的最外围。自1990年代起，中国几乎所有省级
行政区都陆续通过地方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规定遵守了计生法规的男性可以在妻子分娩之
后，享有3-7天左右的护理假。然而，我们的调研
发现，即使是这天数相当有限的护理假，不少男性
也未休满，而且主要原因并非单位要求提前结束
休假，而是他们觉得自己在照料新生儿方面插不
上手，被排挤在幼儿照料圈的最外围：妻子最核
心，双方老人次之，年轻父亲靠边站。新晋父亲们
的不会照料和不被允许参与照料，由此形成循环，
直接加剧了母职的不堪重负，祖辈休息闲暇权利
的被损害，和幼儿不能享有完整父爱。因此，妻子
和双方老人需要鼓励和支持父亲们为子女提供日
常照料。

第三，部分企业对男性休育儿假的态度较友
好。我们的调研发现，就企业经济状况看，盈利状
况良好的大型企业普遍较支持父亲假，而且这类
企业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成立于计划经济时期

的国有企业。因具有关心职工生活的社会主义福
利印记，所以这类企业在执行当地的男性护理假
时通常较为到位。另一种是盈利良好的大型私
企。在2000年以来的企业社会责任浪潮的推动
下，有些经济实力雄厚、重视企业形象的用人单位
也会主动提供男性育儿假，但首先是为中高层员
工提供，从而使得父亲假带有人才竞争工具之
意。但总体而言，各种企业的态度是：只要国家明
确规定父亲育儿假，并且可由生育保险覆盖，企业
就会执行。

第四，社会政策需正式承认带薪育儿假是男性
的劳动权利。国际社会对女性双重身份（既是有酬
的物质劳动者，也是无酬的人口生产者）的普遍承
认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并通过设立带薪产假等
方式予以支持。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男性提供
带薪育儿假成为欧洲国家的潮流，并于21世纪起，
陆续成为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东亚国家正式承认
的男性劳动权利。在中国，我们的调研发现，不但
盈利状况较好的大型国企和私企对设立父亲假的
态度较友好，而且如果给付政策设立合理，其他企
业也并没有明显的反对意见。因此，父亲育儿假是
否能从计生奖励上升为国家认可的劳动权利，把关
者与其说在于企业，不如说在于政策制定者。

在当下中国所处的新时代，切实提高人民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目
标。在此社会大背景下，经由培养下一代而直接关
系人们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关爱父职，应当
成为每位男性、每个家庭、每个用人单位和相关社
会政策共同推动的社会变革。

（作者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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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建设：秉承中华传统 高扬时代价值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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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诚英：中国农学界首位女教授

■ 叶文振

从2015年春节团拜会首次发表“注重家庭、注
重家教、注重家风”的家庭建设论述，到今年在四川
考察时再次强调，“要推动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
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
庭建设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指导，不仅有力推进了马
克思主义家庭观的中国化和时代化、中华民族传统
家庭美德的发扬光大，还在新时代家庭建设中开辟
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入学习和正确
把握“三个注重”家庭论述精神及其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逻辑关系和理论地
位，对于始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作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显著
提升新时代家庭建设的结构水平和整体质量，具有
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效用。

“三个注重”家庭论述的理论价值

强化“三个注重”家庭论述对新时代家庭建设
的思想指导是建立在深入认识和把握理论价值以
后所形成的理论自信和思想自觉基础上，而要充
分理解“三个注重”家庭论述的理论价值，至少可
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家庭建
设理论体系的价值认知，二是作为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
价值认知。

在独立理论价值认知上，已经有了相对丰富的
学习体会和研究产出，如“三个注重”推进了马克思
主义家庭观中国化和时代化的理论创新，构筑了新
时代中国家庭建设的最新理论体系；深化了对中华
民族传统家庭思想和美德的时代价值认识，为在新
时代家庭建设中进一步发扬光大设计了路径；有力
地反驳了家庭消亡论调，强调家庭不可替代性的发
展规律，提出更加系统的家庭细胞说、家庭功能论
和家教德育论；明确了注重家庭建设要注重什么以
及如何注重，阐明了注重家庭与注重家教、注重家
风之间的关系，强调了注重家教与家风在家庭建设
中的重要地位、主要内容和基本方法；体现了男女

平等既是基本国策也是重要家策的精神，展示了家
庭建设中坚持社会性别平等的意义等。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提升关联或构成理论价
值的思想认知，也就是把“三个注重”家庭论述置放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作
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来认识它的思想意义和理
论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三苏祠视察时的论断提
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指导我们如何去加深对“三
个注重”家庭论述的理论价值认识。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主题，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
同。家庭幸福是人民幸福的重要构成，家国情怀是
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三个注重”家庭论述从家庭
建设的角度具象和突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揭示了大力推进新时代家庭
建设对坚持和实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主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八个明确”和“十四
个坚持”的内容体系中，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
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新发展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都和家庭建设息息
相关，甚至是从家庭领域起步或者展开具体实践
的。所以深化和端正对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理论
认识和实践态度都十分有利于坚持把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包括家庭事业在内
的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三个注重”家庭论述的文化品质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
要组成部分的“三个注重”家庭论述有着非常突出
的文化品质，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
立场、中华民族传统家庭文化的时代融合和推动社
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形成的实践情怀。

马克思主义家庭观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
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马克思主义家庭

观到习近平“三个注重”家庭论述，我们强烈感受到
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深
厚的革命感情，这种立场和感情既体现在习近平对
马克思主义家庭观的价值坚持，显示出在家庭理论
和方法论上的一脉相承，又表现为习近平对马克思
主义家庭观的创新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家庭观
中国化的应用进程。结合中国家庭实际，坚持和发
展马克思主义家庭观是习近平“三个注重”家庭论
述的最重要品质。

中华民族传统家庭文化源远流长。习近平“三
个注重”家庭论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把中
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形成丰富
的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融入理论构建之中，使理
论建立在百姓熟悉、能产生情感共鸣的家庭建设历
史实践的智慧上；另一方面又通过党领导中国家庭
百年发展，特别是新时代家庭发展中的经验总结和
思想创新赋予理论新的时代内涵，特别是新时代的
家庭价值追求和健康发展理念，使理论能够更好地
指导和推动新时代的家庭建设和发展。这种过往
与现时、传统与当代的传承性和创新性融合进一步
奠定了习近平“三个注重”家庭论述的科学性和适
用性。

源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宗旨，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三个注
重”家庭论述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的实
践品质。从《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
述摘编》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家庭的本质和家庭建
设的社会意义，还是家教的内涵和实施路径、家风
的构成和涵养方式，在理论和方法论的论述之后，
总是转向对家庭建设实际推进非常有针对性的实
践性战略思考和措施推出。所以在过去几年间，在
解决和应对家庭建设和发展在新时代面临的新问
题和新挑战方面，“三个注重”家庭论述在实践层面
的指导性作用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发挥。

“三个注重”家庭论述的行动思考

结合以上分析，继续推进“三个注重”家庭论述

精神的全面实施，实际上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深化对“三个注重”家庭论述作为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可或缺的组
成部分的价值认识，深入了解“三个注重”家庭
论述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总
系统及其子系统之间的有机联系，了解家庭建
设和党的建设、国家建设与社会治理之间的逻
辑关系，使“三个注重”家庭论述精神能转化为
全党和全社会的思想共识，转化为所有家庭和
整个国家的家庭建设行动，推动打造一个家庭
友好型的社会。

二是强化对“三个注重”家庭论述文化品质的
实践认知，以形成一个推进家庭建设的理论合力。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家庭观，既在和国际家庭理
论思潮交汇时，不迷失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家庭发展道路，又结合中国家庭实际，
创新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家庭观，让家庭发展为世
界提供更多先进可行的中国思想和经验；敬仰和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家庭文化，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汲取修身齐家的思维和智慧，并转化为适应新
时代家庭发展需要的家庭建设新思想新观点新论
断；强化问题意识和实践效率，更加精准地解决家
庭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提升家庭建设的质量水平和
成果转化，以充分展示“三个注重”家庭论述的科学
性和先进性。

三是推动政府管理部门、妇联组织和高校科
研机构更加紧密的优势互补合作，把过去个人化、
单科化、碎片化、甚至低水平重复研究转化为多学
科合作和强强联手的团队攻关，来更好地服务于

“三个注重”家庭论述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指导，为
新时代家庭建设提供更加到位的智力支持。同时
还要加强与家庭建设相关的统计制度建设与完
善，扩大对包括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在内的
家庭数字建设和运用，以确保对家庭发展态势、家
庭建设推进情况、家庭政策实施效果的及时跟踪
和科学估计。

（作者为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女子学
院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