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视野A32

地址：郑州市陇海西路 80号 邮编 450006 郑州日报社办公室 67655999 广告经营许可证：4101003000030 新闻监督电话：67655778 总编室 67655526 印刷：郑州日报社印刷厂 67655623
郑州晚报办公室67655506 人力资源部 67655658 采访中心 67655633 编辑中心67655757 文体中心 67655768 区域中心67655026 广告经营中心 67655668 传真 67655766 月价 12元 全年144元

“农家女”在帖中称，自己在 20世纪 70年
代末生于北方一个很偏僻的农村。在贫困的
生活环境，落后守旧的传统观念中，她好不容
易才考上了大学，成了他们村乃至全乡最早
的也是唯一的一名女大学生。谁知，大学毕
业后政策却变了，国家不包分配。就这样，她
孤身在多个城市间辗转，打工赚钱。不久前，
弟弟也考上了大学，近万元的天价学费让她
的家人吓傻了眼，更让她萌生了到马路上撞

车，用自己的生命为弟弟凑钱读大学的念
头。然而，求死不成的她，前不久又遭到了公
司解雇，成为失业大军中的一员。

在帖子的最后，“农家女”说：“要嫁就嫁得
好一点，至少有个房子，不用生活在随时都有
可能被赶至街头的恐惧中。要不就别嫁，不
嫁一个人受穷，嫁了两个人一起受罪，说不定
你还得承担另外一个人的穷。之所以不做二
奶是因为没机会，如果有人要我，我会做的。”

给中美
“乒乓外交”
牵线的那个
美国人走了

9 月 5 日，知名美国政治学家白鲁恂
（Lucian W.Pye）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因肺炎去
世，享年 86 岁。这位在美国麻省理工执教 35
年的“中国通”生于中国山西，拥有敏锐的观察
力，以独特的精神分析法分析政治文化，还是
1971年“乒乓外交”的美方牵线人。

他生于山西汾州
1921 年 10 月 21 日，白鲁恂出生于中国山

西省汾州，父母是美国公理会的传教士。他
在美国俄亥俄州欧柏林市上小学。1943 年毕
业于位于明尼苏达州的卡尔顿学院。同年，
在南卡罗莱纳州的格林维尔市，他邂逅了妻
子玛丽·图伯斯·瓦蒂尔，两人于 1945 年结
婚。两人育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白鲁恂
和玛丽相伴 63 载，玛丽不仅是白鲁恂生活中
的好帮手，还协助他整理书稿等，白鲁恂一生
有 25本著作。

白鲁恂是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之一。他在中国政治文化研究方面的焦点是
儒家学说，其核心是道德政治。白鲁恂首次采
用精神分析法，沿着文化、心理、人格的路径来
分析中国政治文化，揭示出许多中国政治文化
底层积淀在现代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建构出西方学者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较具权威
性的认识。这一独特思想在《亚洲权力与政
治：文化方面的权力》一书中体现得淋漓尽
致。1985 年，他和妻子玛丽出版此书。在书
中，他对亚洲各国政治文化的共同点进行了点
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瑞金斯称：“除
了白鲁恂，还有谁敢这么做？”麻省理工大学教
授塞缪尔斯则评价说：“白鲁恂的这些观点是
战后社科研究创新的重要开始。”

麻省理工的“中国通”
白鲁恂的女儿维吉尼亚透露，自今年 7月

摔了一跤后，父亲的身体情况开始走下坡路，
最终因肺炎于 9
月5日去世。

白鲁恂曾在
美国麻省理工大
学（MIT）任教 35
年 。 对 他 的 离
去，麻省理工大
学政治学院院长
表示：“在政治学
领域，白鲁恂是
一位巨人，成就

斐然。以前他常恭敬地称呼一些人为‘英雄’或
‘学者’，我们不应辜负这些称呼，要真正地成为
一名‘英雄’或‘学者。’”

生于中国、长在美国的白鲁恂对中国十分
感兴趣，并用心学好中文，汉语流利。有媒体报
道说，或许就是因为在中国出生，他对中国的兴
趣是与生俱来的。二战结束后，白鲁恂成为美
国海军陆战队一名情报官，取得少尉军衔。此
后他返回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51 年，
他取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

曾是肯尼迪的顾问
白鲁恂曾担任美国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

会顾问，还是当时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肯尼迪
的顾问，影响了肯尼迪的外交尤其是东亚政
策。白鲁恂也是越南战争的倡议者，但后来《纽
约时报》的记者问他关于越战的看法时，他表示
鹰派和鸽派都应感到深刻的罪恶感。

“乒乓外交”美方牵线人
1971年，作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领导人

之一，白鲁恂安排了美国乒乓球队到中国的访
问，以促进两国之间的关系。中美“乒乓外交”
成为后来尼克松访华的前奏。

美国乒乓队员来到中国进行友谊比赛，并
登上了长城，一段“乒乓外交”永载史册。此后，
白鲁恂也逐步成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执行
主席。1988年至1989年，白鲁恂任美国政治学
协会的主席。 据《晶报》

她是个挣扎在双重困境里的弱女子

拉她一把，她就会有希望

日前，一位名为“我是农家女”的网友在
网上发出“70末农家女的生存无奈——宁做
二奶，不嫁穷人”的帖子。在帖中她详细叙
述了自己作为一个农村大学生，因失业而在
大城市中难以生存，并在最后发出“宁做二
奶，不嫁穷人”的宣言，引来众多网友的热
议。近日，“农家女”再次上网发帖表示，在
热心网友的帮助之下，她的工作已经有点眉
目。而一名自称是“农家女老乡”的网友，更
是发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力挺“农家女”。

[ 一问一答 ]

网友：打工也可以有尊严地活
“农家女”的帖子发出后，点击率迅

速就破了百万。持批判态度的网友觉
得，在看了“农家女”的文章后，虽然感到
同情，但也感到悲哀。对于“农家女”，他
们可谓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部分
网友认为，天底下穷的并非只有“农家
女”一人，不少人在工厂打工，甚至回家
种田也同样能有尊严地生活下去。

“农家女”：那我读书有什么用
对此，“农家女”回应：“找个做保姆、

服务员的工作也能生存下去。但是，如
果是这样，我读的书又有什么用？我的
父母节衣缩食、流汗流泪甚至卖房卖血
供我进那个看起来能改变命运的学府又
有什么意义？”

随后，“农家女”更表示希望社会能
够给他们这个群体更多的关注和帮助，
让他们这种人就算回到家乡工作生活，
仍然可以拥有展示自己能力的平台。“有
没有一个组织一个机构来保障我们的权
利，来培训我们的技能，来唤醒我们的能
力，为什么社会不能给我们这个群体哪
怕一点的关注呢？我们不是不想回农
村，不是不想建设家乡。我们也不想留
在城里受歧视。可是有没有一个平台让
我们愿意回农村去，有没有一种政策可
以保护一下我们这个群体？”

有网友认为，作为“70 后”的“农家
女”，在工作了那么多年后，工作经历和
人生经验依然没有得到丝毫的增长，要

怪也只能怪她自己。对
此，“农家女”承认，这的确
是自己的失败。她表示，
近 10年来，她一直在为生
存挣扎，甚至为了几十块
钱就频繁地换职业，工作
跨度也大。这是自己身上
典型的小农意识在作怪，
只图眼前实惠，不看长远
发展。只看到眼前要用钱
的地方实在是太多，却没
有考虑过自身需要从那个
地方发展，没有职业规
划。所以，她最后也表示，
不管怎样，她都一定会振
作起来。 据《信息时报》

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来华交流

“农家女”15日发帖称：“昨天中央电视台
《大家看法》栏目的记者大哥打电话问路线，
说今天过来。发帖子的初衷真的只是想发泄
一下，后来那么高的点击率实在出乎意料。
事情发生后我一直很慌乱，从最初的失措到
后来的逃避，内心在接不接受媒体的访问上
挣扎。是这位记者大哥给了我强有力的安
慰，他说他们的切入点是农村女大学生的出
路问题，说我代表的是一个群体而不是自
己。这给了我信心，为了这个群体，我感觉自
己应该站出来。

“网上的人都说我成名人了，但我自己并
没有觉得生活有任何改变。我还在愁下个月
的房租，还在为身份证的问题苦恼，还在因无
钱看病着急。

“我不知道央视的记者来了要怎么拍，
更不知道自己站出来是对还是错，但既然
答应了人家就一定要做到。等待的时光真
的很紧张，我转来转去不知道该干什么，

而我能做的只是吸口气深呼吸，让自己冷
静下来。”

在“农家女”的故事受到不少网友质疑的情
况下，一个自称为“农家女老乡”的网友

“nh1112”于近日上网发帖，为“农家女”作证。
“nh1112”在帖中称，对“农家女”生活的艰难，作

为同乡其同感颇多。“nh1112”还在帖中用自己
作为一个农村大学生在城市的艰苦生活和遭
遇，来为“农家女”的故事作证，并在帖子最后表
示，希望“农村爬出来的孩子们，都要争口气”！

发帖称“不做二奶是因为没机会”

“农家女”可谓是近日网上最受关注的“红
人”。不少网友质疑“农家女”故事的真实性，
认为她发帖纯粹是为了炒作，也有人为她的自
暴自弃感到惋惜和痛心。而那些有着相同经
历的人则对她的境况表示同情和理解。在知
道她的故事后，更有数十名网友伸出援助之
手，主动为她提供工作机会。

面对网友们的种种猜测和评论，“农家女”
回应表示：“有些后悔冲动之下发出帖子，那样

的标题确实有点哗众取宠，我会好好反省一
下。但对于那些生活富裕的人来说，也不可能
理解我的无奈。”

后来，“农家女”再次发帖表示，在热心网友
的帮助下，她的工作已经有了一点眉目。她已在
网友的推荐下，到一家公司应征客服助理一职。
此外，在朋友的介绍下，她也很可能到一间网吧
从事收银工作。她更表示，等再攒点钱就会离开
上海，像网友提议的那样找个中小城市发展。

“农家女”自称要接受央视专访

在新浪“锐话题”中，“农家女”的事备受网友关注。

希望“农家女”坚强起来，为这些渴望读书的孩子做个榜样。希望“农家女”坚强起来，为这些渴望读书的孩子做个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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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女”发帖称“宁做二奶，不嫁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