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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从科学社会学角度对２０位女性中科院院士的传记文献进行统计分析，根据女院士
的成长经历分析其成才原因。除了成长地区的教育资源优势、原生家庭的教育氛围熏陶、求学

时期的名校名师培育等传统因素外，励志超越男性的内心驱动力、求学时生成的为国奋斗意识、

工作阶段的 “伯乐引导”和成功女性的榜样示范以及人生配偶的协助等也是其成功不可或缺的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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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科院院士是国家对于科研群体设立的最高

学术称号，是颁发给科学精英的最高殊荣。自

１９５５年产生第一批学部委员 （中科院院士的前身）

以来共产生了 １３６９名院士，但女性中科院院士
（以下简称女院士）只占总数的 ５１８％，共 ７１
名［１］。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衡不得不让人对这一群

体给予特殊关注，前期有关于女院士的群体研

究［２］，女院士的教育经历研究［３］，从对女院士的

问卷调查探讨妇女的科学地位研究［４］等，但尚未

见基于成长经历分析成才原因的研究。本文运用

传记文献分析的研究方法，以时间为轴线对她们

的每阶段成长经历做总结，从而得出她们的成才

原因。

本文将研究对象定位在２０位已故的女性中科
院院士，一是缅怀先人激励后辈勇攀学术高峰，

二是健在女院士的文献资料并不像已故女院士的

资料丰富。因此对这２０位女院士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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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中窥豹，以小见大。

二、成长经历

（一）赢在起跑线上的童年

１风水良好的成长地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环境对

人的影响虽不是根本性的，但也是十分重大的。

一个人的成长地是其启蒙教育的始发地，也是其

一生价值观形成的 “大本营”，对于２０位已故女
性院士的成长地统计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女院士出生地统计

成长地 北京 江苏 上海 浙江 福建 河北 天津 四川重庆

人数 ４ ４ ３ ２ ２ ２ １ １ １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表１反映出： （１）

以地区为整体来看，吴越文化熏陶下的江浙沪闽

（东南地区）出产的女院士总量相对全国来说较

多，总数为１１人，超越了总数的一半。其次是京
冀地区共有７人，占总数的３５％。北京作为中国
的政治中心在教育资源上有先天优势，将这种优

势辐射到与之接壤的天津、河北，所以京冀地区

几乎占据了女院士总量的半壁江山。 （２）以单个
省区来看，产出女院士较多的省份依次是北京 （４
名）、江苏 （４名）、上海 （３名），福建、浙江、
河北均是２名。人数较多的前６个省份中有４个是
东南沿海省份。早在唐宋时就有人才集中于东南

的现象，有学者将这一现象初步归功为东南省份

的农业种植结构：南方产鱼历来有食鱼使人头脑

聪明之说；南方稻米富含蛋白质，蛋白质的消化

率高。还有一种说法是在古代南北方婚配形成新

的遗传种质组合，从而改善了东南区域的人种天

资［５］。这种说法是否具有科学依据尚待考察，但

历来东南地区出人才的大数据与江浙地区的 “聪

慧机敏、灵动睿智；经世致用、务实求真；敢为

人先、超越自我”的地域文化不无关系［６］。

２鼎力支持的原生家庭
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家庭是孩子的第一

学校，原生家庭是一个人成才的坚强后盾。对２０
位女院士的家庭情况统计如表２所示。

表２　女院士的家庭情况

院士姓名 父亲职业 备注

林巧稚 教师、翻译

林兰英 教师、编辑

郝诒纯 司法厅厅长兼法院院长

李敏华 商业机构职员

陈茹玉 银行职员

池际尚 司法部门员工

谢希德 教育家

蒋丽金 公司职员 父母注重教育

沈天慧 医院院长、诊所老板

黄量 单亲家庭 母亲注重教育

王承书 不祥 殷实的诗书之家

高小霞 书法家、编辑

何泽慧 实业家、首批留日学生

李林 地质学院士

陆婉珍 纺织实业家

夏培肃 教育家

张树政 校长、报社编辑

石青云 不祥 （家境贫苦） 奶奶坚持让其上学

沈韫芬 个体户 小康家庭

徐晓白 校长、管理局局长

　　对老一代科学家来说，家庭对科技人才成长
具有重大作用［７］，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

是家庭提供的经济支持。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很

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家庭的父亲都是一家之

主，是顶梁柱，因此父亲的社会地位极大地决定

了家庭生活情况。对上述表格中女院士的父亲职

业分析，以知识分子、商人、工薪族、其他为划

分标准结果得出，父亲是知识分子的女院士有１１
个，超过一半比例；余下女院士的父亲多是在体

制内任职或是经商，为子女的教育提供了雄厚的

经济基础。

二是家庭提供的精神支持。“宝剑锋从磨砺

出”，有人在困苦中意志弥坚，将穷苦化为奋斗的

动力。尽管有部分女院士的原生家庭生活拮据，

但她们的父母眼光长远重视子女教育，在家人的

期盼下她们隐忍攻学，克服科研道路上的一个又

一个难关，这是她们成才的精神动力。如石青云

家境虽贫寒，但奶奶并不放弃子女的教育，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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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取名 “青云”期盼她 “平步青云”，扶摇直

上。这也证实了皮格马利翁效应 （Ｐｙｇｍａｌ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亦称罗森塔尔效应或 “期待效应”），一个

人成为什么样的人，与其生命中 “重要他人”的

期望有关［８］。如谢希德父亲的求学经历和治学精

神对其幼年的学习成长影响很深，父亲经常教诲

的 “中国需要科学”让谢希德铭记于心将祖国需

要与自主科研完美结合；李林的父亲李四光是地

质学家，父亲以爱国热情和严谨科学精神深深影

响她，督促她为国治学。除了父亲的精神支持，

诸多女院士的母亲给子女作了很好的榜样，她们

的励志、坚强拼搏精神给女儿树立了最有力的榜

样。如李敏华的母亲女扮男装上学，勇敢抗争、

勤奋好学的精神给幼小的李敏华留下深刻印象；

林兰英母亲隐忍倔强的性格造成了林兰英刚强的

性格等，这对她们性格的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是家庭提供的人脉支持。善假于物是古代

圣贤荀子的名言，他劝告学子要善于学习，尤其

要善于借力，这样才能站得更高，望得更远。女

院士们通过父母的人脉在学术的道路上如虎添翼。

如谢希德毕业时恰逢 “毕业即失业”时代，但她靠

父亲在物理界的人脉寻得一份在沪江大学数理系

的助教职位。后来谢希德请求父亲学生张文裕协

助其赴美读研奖学金的申请，可以说谢希德在学

术道路上越走越远是父亲的鼎力相助发挥了极大

作用。再如李林的父亲李四光在李约瑟夫妇的帮

助下，为李林争得英国文化协会的奖学金，使得

她漂洋过海到英国伯明翰大学攻读金属物理专业

硕士学位。又如何泽慧得到父亲老同学阎锡山的

留学资助，于１９３６年赴德留学攻读弹道专业。
四是家长遗传的学术基因。“人的天资在一定

的限度内是可以遗传的”［９］，生物学家高尔顿与赫

赫有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是表兄弟关系，他根据

统计学材料得出这一结论。在女院士的家庭中，

父亲与子女同是院士或者兄弟姐妹都学有所成的

现象非常常见。如何泽慧的外祖母王谢长达是振

华女中的创始人，她带领王家实现了从科举世家

到科学世家的转变，子女特别聪明，爱好科学实

验动手能力极强。因此何泽慧的兄弟姐妹也继承

了这些优质天赋，这一点是其家族的共性。张树

政有极强的语言学习天赋，在学习俄语不长的时

间后就能辅导学员并讲课，与父亲留学日本时的

语言精通度如出一辙。她们遗传了长辈的高智商，

将家族的学脉代代传承。

（二）踌躇满志的中学时期

中学时代是人生观、世界观开始成型时代，

也是一生中性格塑造最为关键时期［１０］。中学阶段

也是一个人受教育过程中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

相比在中学积累的知识基础，中学对学生三观的

塑造、优良学风 （学习态度、学习习惯、学习方

式等）的养成更为重要。

表３　女院士就读的中学

院士姓名 就读中学 中学／就读情况

林巧稚
鼓浪屿怀仁学校

厦门女子师范学校 新式学堂，校长引进西方师资和现代女性教育

林兰英
福建莆田砺青中学 留日学生创办，启迪学生追求革命拯救国家

福建莆田一中 福建首批重点中学

郝诒纯
北师大女附中 北京首批市级重点中学

北平市立女一中 公立第一女子中学，鼓励学生追求自由独立

李敏华 上海务本女中 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

陈茹玉 天津第一女子中学 德国人创办，传播西方先进教育理念

池际尚 北师大附中 开国立中学先河，赵世炎、钱学森等杰出校友

谢希德
北京贝尔女中 北京近代最早引进西方教育的学校

长沙福湘女中 教会学校，成为一所私立女子中学

蒋丽金 北京贝尔女中 北京近代最早引进西方教育的学校

沈天慧 嘉善县立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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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院士姓名 就读中学 中学／就读情况

黄量 上海中西女中 女子教会中学，宋氏三姐妹毕业于此

王承书 江苏省扬州中学 江苏省重点中学，出产院士４０多位

高小霞 上海第一中学

何泽慧 苏州振华女中 学校杰出校友众多，杨绛、费孝通等

李林 广西桂林中学 百年名校，广西 （首批）示范学校

陆婉珍 重庆南开中学 中国百强中学，人才的沃土，院士的摇篮

夏培肃 重庆南开中学 中国百强中学，人才的沃土，院士的摇篮

张树政 北师大女附中 开国立中学先河，赵世炎、钱学森等杰出校友

石青云 重庆合川中学 ４００多年老校

沈韫芬 上海允中女子中学 女校长言传身教，培养学生自尊自强性格

徐晓白 上海南洋中学 国人创办首所新式中学，人才辈出

　　从表３可总结出女院士们当年就读的中学主要
是如下几类：一是教学有方的重点中学。这类中

学对于学生科研潜能的挖掘、科研习惯的养成、

科研成就的促成有重要的作用。如谢希德在贝尔

女中时，学校频繁的突击测验督促他们养成经常

复习功课的习惯，这种勤奋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

路。又如陈茹玉在中学时的数学老师善于用形象

化的语言解释数学奥秘，所以陈的数学成绩非常

突出，良好的数学基础对她后来的农药化学研究

有很大帮助。再如陆婉珍所在的南开中学以注重

体育著称，校长张伯苓经常教导学生发扬体育精

神光明竞争、向胜者学习、团结合作等，这种精

神在陆婉珍的科研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是浸润着女权思想的女子中学。人本主义

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优秀的人虽然人数极少但

的确存在着，这些人的存在能够给我们以勇气，

“使我们相信自己，相信我们有成长起来的可能

性”［１１］。女子中学大多由提倡妇女解放的女性先驱

创办，或是因杰出女校友而著称。她们对女性自

由、独立的追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们，塑造

了女生们顽强拼搏从而实现个人价值的雄心。李

敏华就读的振华女中体现出２０世纪中国妇女的伟
大觉醒，李敏华在此求学时有女权意识的觉醒，

因而为女性的解放而奋斗。何泽慧、杨绛也是振

华女中学生，可见振华女中的非同凡响。黄量就

读的上海中西女中是所贵族学校，宋氏三姐妹都

曾就读于此。黄量由母亲一人养大，家庭条件有

限在贵族学校却不卑不亢地潜心治学，塑造了她

自尊、自爱、自信、自强的性格。沈韫芬就读的

上海市华山路尚宗小学、上海允中女子中学和金

陵女子大学，这三所学校的校长都是女性，在她

们的言传身教影响下，沈韫芬逐渐养成了自尊自

强的性格。

三是传播西方思想的现代学校。一个人必须

把自己的事业和前途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

起，才有可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奉献于社会［１２］。

教会学校、新式学堂、留学生创办的学校等通过

应用西方教学理念、传播西方思想等方式开启学

生的民族危亡意识，激励学生为祖国之崛起而读

书。林兰英就读的砺青学堂是拥护维新思想的进

步知识分子创办，教职工大多是最早留日学生，

意在启迪学生追求进步、追求革命拯救国家。谢

希德后转入长沙的福湘女中，教会学校高涨的爱

国革命思想为她日后克服千辛万苦回国起了决定

性作用。郝诒纯北师大女附中听老师讲课后为祖

国奋斗的宏伟理想在脑海里扎根，从此开启了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长征。

（三）全力以赴的求学时期

大学时期是决定科技工作者研究方向的时期，

对于院士们的学术知识积累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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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女院士就读的大学情况

姓名 本科院校 所读专业 备注 从事领域

林巧稚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医学 妇产科学

林兰英
福建协和大学 数学系 留校教物理、电磁学

美国迪金森学院 数学系 硕士改学固体物理
半导体材料

郝诒纯 西南联合大学 地质学 由历史系转来 生物地层学

李敏华 清华大学 航空系 硕博转入机械系 固体力学

陈茹玉 西南联合大学 化学系 合成农药化学

池际尚 西南联合大学 地质学 由物理系转来 地质学

谢希德 厦门大学 数理系 固体物理

蒋丽金 台湾辅仁大学 化学系 生物光化学

沈天慧 上海大同大学 化工系 半导体化学

黄量 上海圣约翰大学 化学系 药物化学

王承书 燕京大学 物理系 气体动力学

高小霞 上海交大 化学系 分析化学

何泽慧 清华大学 物理系 裂变物理

李林 广西大学 机械系 硕士改为金属物理 材料物理学

陆婉珍 重庆中央大学 化工系 分析化学

夏培肃 重庆中央大学 电机系 电子计算机

张树政 北京大学 化学系 微生物

石青云 北京大学 数学系 后转到信息科学领域 模式识别

沈韫芬 南京大学 生物系 水生生物

徐晓白 上海交大 化学系 环境化学

　　由表４可知女院士们几乎都在顶级学府接受高
等教育的第一站，她们师从名师吮吸着知识的甘

露。形成名校有名师，名师育名人，名人承师风

的良性循环。以清华举例，清华大学物理系是物

理学家的摇篮，是其培养方式、自身实力等因素

的综合结果。一是清华与其他学校相比经费特别

充足，这是突出优势。二是清华政治运动少，学

生能专心于学业。三是清华物理系教授多是从美

国回来，采用美国教育方式。四是清华学生大一

不分院系只学基础学科，对学生具有重要的启迪

作用。第四条也是清华学子涌现诸多知名学者的

原因之一，李敏华从清华毕业后能够大展宏图也

是清华理工科强势的写照。再如中央大学，陆婉

珍在中央大学化工系遇到了学界一流的老师，以

及刚从国外归来的年轻学者，使其接触到前沿的

学术课题并对化学科研产生了兴趣，所以她那届

化工班出了４位院士和多位专家。
名校里的名师对于学生在校期间或是毕业后

的扶持更是重要。如郝诒纯毕业后要求进北京大

学当助教，理学院领导坚决反对要女性，地质系

主任孙云铸是郝诒纯的导师一再帮求情才录用。

张树政在北京大学遇到的都是一流教授，她做过

化学家钱思亮的助教，在化学院士刘思职手下工

作多年，得到名师袁翰青帮助。林兰英在美国迪

金森学院做本科交换生有幸被授予荣誉金钥匙，

使其不受限制地参加广泛的学术活动，她从固体

物理给美国带来的巨大物质效益感受到这一学科

对一个国家增进国力的作用。她们恩师的事例正

是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倡的 “教师要甘为人

梯，甘当铺路石”的高尚情怀。

女院士们出国留学一般是在国内完成了本科

学业之后，然后再出国留学，弥补了国内教育的

一些缺陷，获得了前沿学科的知识与技能，为日

后的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于女院士们

的留学情况统计如表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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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女院士留学情况

姓名 硕士院校 博士院校 备注

林巧稚 北京协和医学院 亚洲一流医学院

林兰英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常春藤盟校之一

郝诒纯 清华大学 国内知名高校

李敏华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世界第二

陈茹玉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科研条件非常好

池际尚 美国布林茅尔学院 美国布林茅尔学院 博士论文极优秀

谢希德 美国史密斯学院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世界第二

蒋丽金 台湾辅仁大学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２９位诺奖得主

沈天慧

黄量 美国康奈尔大学 常春藤盟校之一

王承书 燕京大学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公立研究型大学

高小霞 美国纽约大学 综合研究型大学

何泽慧 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 著名理工大学

李林 英国伯明翰大学 英国剑桥大学 世界著名学府

陆婉珍 美国伊利诺大学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顶尖公立大学

夏培肃 上海交大 英国爱丁堡大学 老牌名校

张树政

石青云

沈韫芬 苏联科学院 最高科研机构

徐晓白

　　与女院士们的本科院校统计结果类似，她们
的留学情况也是名校录取、名师指导。林兰英导

师米勒推荐其去知名的索菲尼亚公司做工程师，

她在那里见到先进的半导体收音机，立志让中国

早些拥有半导体收音机，从那以后她投身于中国

的半导体材料研究，使中国半导体材料研究赶上

先进的美国，立于世界前沿。池际尚留美读博士

时的导师、美国女地质学家魏克福对池际尚一生

影响很大，十分鼓励学生敢于提出自己见解，向

权威挑战。教授崇高的事业心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给她树立了良好榜样。在蒋丽金有经济困难、学

业面临威胁时，博导基适霍特教授将她纳入自己

的化学项目作科研助理，一方面把实验数据写入

博士论文，另一方面解决了她的生活费。吴仲华

的博士导师邓·哈托的培养使她承袭了 “应用力

学”哥根廷学派的传统，形成了 “坚持研究要结

合工程需求”的学风。

（四）潜心修行的科研时期

女院士们能够在科学界做出突破性成就除了

自身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学术态度外，科研路

上引路人的点拨、对于自身弱点的突破、充分发

挥女性特有的敏锐特性等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

伯乐指路，奋斗不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要在人生路上求得事半功倍，就要站在巨人肩膀

上。高小霞由上海交大老师介绍到化学研究所是

其一生转折点，当上化学家的助理研究员是其走

上科研道路的第一步。徐小白在中央研究院化学

所任助理员时师从化学家梁树权，在梁教授手下

徐小白掌握了基本方法对后来事业影响很大。梁

树权教授也是化学部女院士沈天慧科研路上的启

蒙老师。池际尚毕业后其博士导师魏克福把她推

荐给著名岩石学家特涅尔作科研助理，他们共同

进行高温高压下实验岩组学的研究，这个研究项

目当时在世界都是领先的，对于池际尚的科研能

力有极大提高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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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十字路口是关键的选择，方向对了目

标就不会太远，方向错了前进就是退步。幸运的

是女院士的导师们知道在恰当时机给予引导，让

“英雄有用武之地”。石青云是在北大学习数学，

程民德先生根据敏锐的眼光和多年经验判断让石

青云从基础数学转到信息科学。现在看来程民德

多么有先见之明，石青云成为中国模式识别领域

的一名开拓者。华罗庚先生敏感地看到计算机的

重要意义，物色科技人员时年仅２９岁的夏培肃被
选中，由此改变了夏培肃的研究方向。张树政的

学术转折点是进入中科院，导师方心芳为其确定

研究方向，她很快做出成绩。

突破传统，挑战权威。和男性相比女性向来

比较墨守成规，缺乏无畏的尝试和突破，这点是

限制她们做出成就的一个原因。吴健雄在本可以

宣告大功告成时却仍保守地继续 “本可免掉”的

检验，以致丧失了优先权惜失诺奖［１３］。１９５４年获
得诺贝尔化学奖的鲍林和１９２１年获得诺贝尔物理
奖的爱因斯坦，都是有了伟大想法的时候抛开实

验观察中一些不一致事物的阻挠，带着对新发现

的强烈渴求做冒险，并且最终证明是正确的［１４］。

这就要求女科学家们一要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如

林巧稚遇到新生儿溶血症的棘手病情，尚无成功

治疗的先例。林巧稚查阅大量资料病例决定背水

一战，最终使患儿获得重生，取得了医学上的重

大进展，填补了溶血症治疗的医学空白。二是要

挑战权威。黄量在讨论问题时公正和敢说的态度

给人印象超深，其追求真理 （答辩时与老师争执

许久）、仗义执言、敢于提意见开展批评、正直无

私、关心国家和集体不怕打击报复的作风令人敬

畏。又如柏林高等工业学院的技术物理系是军事

敏感领域一般不接受外国人学习，何泽慧勇于争

取向克兰茨教授据理力争使其破例接收了她。

目光敏锐，思想超前。林兰英在给青年学生

做报告时总结到 “女性心细，这是成才的优势”，

科研正是要求于细微之处发现可研究的蛛丝马迹。

林兰英有敏锐洞察力和赶超常人的前瞻思想，强

烈的危机感和超前意识使她总处于竞争上风。池

际尚对其研究领域的想法总是比同仁先进，且有

对前沿研究的敏感性，她提出的研究都是鲜为人

知的。石青云及时发现并驾驭前沿研究，具有科

学的洞察力和对研究方向的准确把握。郝纯怡以

极强的预见力预测未来发展态势，培养了许多研

究国际前沿项目的科研人员。

（五）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侣

在男权社会的传统文化中不可否认丈夫对于

女性的成功或许有着内在的关联，丈夫除了给作

为女院士的妻子减轻家庭负担方面的贡献外，他

们还给了妻子在科研上的帮助。对于２０位女院士
的配偶统计情况如表６所示。

表６　２０位女院士配偶身份

院士姓名 配偶身份 院士姓名 配偶身份

林巧稚 终生未嫁 王承书 院士

林兰英 终生未嫁 高小霞 院士

郝诒纯 水电局副局长 何泽慧 院士

李敏华 院士 李林 院士

陈茹玉 院士 陆婉珍 院士

池际尚 地质学家 夏培肃 院士

谢希德 院士 张树政 大学教授

蒋丽金 院士 石青云 不详

沈天慧 化学工程师 沈韫芬 通信行业

黄量 动物营养学家 徐晓白 无机化学专家

２０位女性院士中有两位终生未嫁，在组建家
庭的１８位女院士中有 １０位女性院士的丈夫同为
（工程院）院士。余下的女院士丈夫也几乎都是科

研领域的佼佼者 （地质学家、动物营养学家、无

机化学专家等），如果说孩提时代原生家庭的学术

氛围熏陶、父母的教育等是其成才的发酵素，那

么与配偶同在科研领域的攻坚克难经历则是其成

才的催化剂。陈茹玉便与丈夫何炳林一同转入印

第安纳大学化学系开始研究生学习，师从同一导

师约翰·比尔曼，两人共同学习相互鼓励；何泽

慧和丈夫钱三强是同行，共同发现重原子核三分

裂和四分裂现象这一重大科研进展；李林在自传

中说丈夫数学物理英文都比她好，对其帮助很大

等等。她们的丈夫除了是她们学术上的左肩右臂，

丈夫们在学术圈的人脉资源也是她们克服科研路

障的有利推手。如１９５０年张树政开展霉学研究能
够在北京医学院和医学科学院学习技术，无疑与

她丈夫在生物化学界的同行朋友有关；谢希德在

从美国到英国的签证遇到困难是丈夫好友李约瑟

帮助成行。

前有学者在对１５位女性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
主的配偶情况统计中，除了有６位信息缺失２人未
婚，在这７人有配偶的女性诺奖得主中３人的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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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诺奖得主，其余是人类学家、大学教授、科

学家等。上述两则事例表明与志同道合的丈夫勇

攀学术高峰为女性成功提供了有利条件，家庭延

伸出了微型学术交流与合作的科学共同体的附加

功能［１５］。

施远涛、陈雪玲等对女性科研人员的科研产

出之谜做了实证调查，得出结论操劳家庭仍是束

缚妇女发展的锁链［１６］。但女性院士们在家庭和工

作之间做出了很好的平衡，她们懂得 “有舍才有

得”，懂得 “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情怀。林巧稚

和林兰英两位院士终生未嫁，把毕生的精力都奉

献给了科研，余下的１８位院士也将自己的生命时
光更多地分拨给科学研究。如谢希德丢下幼儿给

丈夫北上参与国家的半导体学科建设；蒋丽金在

自传中称两个儿子主要是丈夫操劳；陈茹玉将大

儿子送给姥姥抚养长大，分娩二儿子后仅两天就

出院回到工作岗位上；李敏华有孕在身仍跨洋出

海出国深造，在有两个孩子情况下破釜沉舟攻读

博士学位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第一个工科女博士，

１９７６年小儿子吴定不幸患白血病去世，她努力克
制住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不让科研进度受此影

响。关于此类的家庭育儿模式几乎在每一个女院

士的传记中都可见到。

三、结论与启示

任何人、事的成功，天时、地利、人和缺一

不可，女院士是万里出一的精英群体，她们的成

长过程更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从以上她们的

成长经历分析可以给我们以下启示。

（一）成才的天时因素：战乱激发爱国热情、

优秀人物传播正能量

本文统计的 ２０位女院士们几乎都出生在
１９１０—１９３０年之间，她们的儿童时期恰逢中国战
乱。女院士们在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下将国家需

要与科学研究自主结合，为国家攻下一个又一个

科技难关，这是对时势造英雄的又一例证。１９４３
年 《居里夫人》电影在美国上映，影片建构了居

里夫人全力科研、成就斐然、受万众瞩目的巾帼

女性形象。当时恰逢诸多女院士在美国留学，她

们对于这位杰出的女科学家无比敬佩，榜样的作

用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谢希德访问法国实验室

时女性明显多于德国和英国，女物理博士也远高

于美国、英国、德国。许多人就认为是居里夫人

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作用［１７］。因此家庭、学校、社

会要加强学生思想方面的精神文化建设，爱国主

义是国人为中华民族繁荣发展而奋斗的精神动力，

是终生性的议题。如学校要优化爱国主义教育机

制，课堂教育结合课外教育、历史与现实国情相

结合、校园文化生活与校外社会实践相统一、传

统教育方式结合现代教育技术等［１８］。再者，发挥

成功人士的榜样教育作用。教育是生命影响生命

的伟大事业，通过榜样这一价值载体的人格形象，

激励和引导学生自我优化榜样精神品质，生成自

我道德人格和创新行为方式［１９］。

（二）成才的地利因素：家乡文化熏陶、名校

培养学风

有史以来对于优秀学者的出生地 （成长地）

的统计结果如出一辙，东南沿海地区一直是 “人

才集中营”，其次就是京津冀地区。这是上述地区

教育资源基础雄厚、经济发达、人文文化底蕴浓

厚的综合作用使然。由上文可知，相比名校向她

们传递知识的功能，名校对于学生学习信仰的坚

守、学习态度的养成、学习方式的形成、学习习

惯的坚持等学风具有重要的作用。“授人以鱼不如

授人以渔”，传授的知识是有限的，但学风是受益

终生的。因此这点对于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具有

重大的参考价值，如何在传授知识的基础上升级

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科学思维能力、挖掘学生的

科研潜能是更为重要的事情。对高校来说要营造

优秀文化氛围，毕竟 “孟母三迁”说明环境的重

要性；对教师来说要提升武装自己，以传道授业

之风促学风。

（三）成才的人和因素：长辈正确引导、丈夫

积极支持、发挥长处克服短板、超越男性的信心

从上述女院士们的成长经历总结可发现她们

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人在恰当时候给予正确指

导，由此可见外人的协助同样重要。因此在对每

一个学子的培养方面，要加强 “引路人”的引导

作用，人生导师的作用不可忽视。从对女院士组

建的家庭分析，她们的配偶是她们成功的后盾，

知名媒体人杨澜女士曾说过 “干得好是基础，嫁

得好是必要”，此处嫁得好并非是指嫁权贵，而是

嫁与自己一同追求事业的志士仁人，从而实现１＋
１＞２的效应。从对女院士的心理轨迹研究发现，
对于性别歧视，她们立下了誓与男性比高下的决

心，这种不服输的精神鞭策着她们不断前进。从

对女院士的自我实现分析来看，她们突破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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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劣势将优势发挥到最大，避免了 “短板效应”

使得人生道路更加畅通。为此从女性社会学角度

出发，社会应给女性知识分子更多展现自我的平

台，提供机会给她们证明 “巾帼不输须眉”的志

气。国家应给予在科技领域取得一定成果的女性

知识分子更多奖励，激励她们在科研领域大放异

彩，从而形成榜样示范作用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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