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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3 岁这年，王晓明的棋子落下了重

要的一步。

被 先 天 性 肌 营 养 不 良 症 困 在 床 上 38
年后，他终于搬离了位于上海浦江镇知新

村的父母家，如愿开始了独居生活。他的身

体离不开护理床，除了两只手的食指和拇

指，四肢因为逐年加重的肌肉萎缩丧失了

运动功能。

王晓明是一名围棋教师，不过他不用

和学生见面，是通过网络直播间里的虚拟

棋 盘 推 演 棋 局 ，同 时 进 行 语 音 讲 解 。5 年

前，他在网上创办了自己的围棋培训班。目

前，85 名棋童考上业余五段，从他这里顺

利“毕业”。

事业的起色是他搬家的原因。父母反

对他请护工，他也没有娱乐花销，吃穿住不

用自己掏钱，靠重残补助也能活下去。在父

母家安逸的环境里，他撑不住连上八九个

小时课的劳累。

他之前查过资料，得了这种病的人平

均只能活到 20 多岁。活到 43 岁，他觉得可

以开始做些计划。离开父母，独立生活能给

他赚钱的动力，他也能专心搞教学，或许还

有机会干出点事业。

多数家长只知道这位老师的声音“年

轻又洪亮”，并不知道他上课时，把鼠标放

在用了几十年的木盒子上，用右手拇指内

侧那块珍贵的肌肉控制鼠标，让棋子准确

地落在棋盘上。木盒子就搭在腿上，如果放

得太远，手臂会不受控制地滑落。

他从 14岁时开始下围棋，黑白色的棋子

承载着王晓明丰富多彩的生活。他生下来走

路总是摔跤，摔了就爬不起来，5岁的一次手

术后，“人生中能站立行走的记忆到此结束”。

他多年来出门的次数一只手就能数过来，去

过最远的地方是上海市中心的医院。

下了 30 年围棋，棋盘上 361 个交叉点，

王晓明知道当棋子被逼得只剩一口气时，

需要派救兵帮它杀出重围。但当生活把他

逼入那间狭窄昏暗的老房子时，他能做的

反抗并不多。

他的家庭并不富裕，父亲作为建筑工

人常年在外奔波。整个家全靠母亲操持，有

时她还要在村里接些扫马路之类的杂活。

王晓明很少向父母提要求，20 岁之后连出

门晒晒太阳也没提过。

他翻过一两本电器维修的书，但乡下

没有器材供他实际操作，他也无法出门寻

找师傅。他喜欢在纸上涂抹颜色，绘画课在

5 公里外的外婆家旁边，他去外婆家串门

的时候上了两天，因为父母没时间接送就

再也没去过。电视剧里飞檐走壁的侠客还

曾让他痴迷于武术，“很多事不是喜欢和不

喜欢的问题，喜欢也没用。”

他喜欢看户外直播，以此慰藉他环游

世界的梦想 。318 国道川藏线的风景看了

一遍又一遍，但现实中他习惯了闷在屋里，

角落里的轮椅都生了锈。

10 岁 前 ，他 还 能 用 上 肢 残 存 的 力 量 ，

把身体从一个凳子挪到另一个凳子上，以

实现小范围的移动。12 岁后，肌萎缩加剧，

脊柱向后凸起，他再也没下过床。哥哥和小

伙伴都去上学的时候，他独自一人在昏暗

的角落探索生活的可能性。

他没有上过一天学，只通过识字卡片

和哥哥借来的课本自学到小学四年级。但

他的谈吐和阅历很难让周围人把他和“没

文化”挂钩，搬家后照顾他的护工张平有

初中文凭，平时他总聊起国内外时事和书

籍，张平觉得“他什么都知道，感觉我像

是文盲。”

“ 我 在 智 力 类 游 戏 上 总 能 胜 过 同 龄

人。”他在棋牌类游戏中找到了战胜对手的

快乐，刚接触围棋时“瞎玩也能赢”。邻家哥

哥那本介绍棋类训练方式的书，让他开始

“想干出点名堂”。

研究一盘高手对局通常要花上四五个

小时甚至一两天。独处的时间原本多得难

熬，但当思绪倾注在横纵十九路的棋盘上，

时间开始飞快流动。

不到一年，村里就没人下得过他，“没

有机会赢，当然也没输过。”少年心性让他

迫切地想知道自己还能闯多远。

一台 5000 元的电脑，是他 24 岁前唯一

说出口的心愿 。2002 年夏天，父亲把电脑

买了回来。头半年只能拨号上网，他把时间

精打细算，一周 4 个小时，都留到周末网上

人多的时候去“杀上两盘”，在各大围棋网

站上一路升至“九段”。

在网络世界里，他还是弈城棋友会“斧

头 帮 ”的 第 四 任“ 帮 主 ”，大 家 都 喊 他“ 老

大”。一位和他下过两局的体育记者评价他

“风格很凶”“能反击的时候一定会反击”。

棋友会就像网络围棋江湖里一个个各

自为战的部落，对围棋的热爱把他们聚集

在一起。刚进棋友会的两年，他严格把守着

自己身体的秘密，只谈围棋不谈生活。

他第一次破例是对一个女孩，在女孩

的刨根问底下，王晓明告诉了她自己的情

况。后来他发现，女孩儿其实也是有视力缺

陷的残疾人。两人越聊越多，女孩成了他的

初恋。

有棋友给他介绍学生，下两个半小时

的指导棋，他只收 30 元钱。他不在乎钱多

钱少，“既然做就要做好 ”。因为他态度认

真、效果也好，学生越来越多，教学收入从

一个月两三百元变成如今每月一两万元。

由于长时间坐在电脑前，他的身体出

现 褥 疮 ，股 骨 头 彻 底 坏 死 ，脊 柱 也 越 来 越

弯。“离开网络的话，可能会对我的身体好

一点，但那就只能是为了活着而活着。”

在新家里，他坚持自己能做的自己做。

白天吃饭，他让护工张平帮他把胳膊放在

桌子上，用两个能动的指头捏着筷子夹起

菜，再伸头出去够。但晚上睡觉，身体每隔

一个小时就会麻掉，他需要呼喊旁边的张

平帮忙翻身。

他也知道，得了这个病，“做太长远的

打算也不现实。”目前的目标就是今年毕业

的孩子能从 85 个达到 100 个。

越来越多的棋友知道了他的事，坐着

火车结伴从外地来看他，其中一位直到现

在还坚持每年来帮他维护电脑。一位家长

从 2015 年就认识他，两家之间距离不到 1
公里，“有时候和儿子散着步顺路就去了”。

去年“十一”假期，10 多个孩子和他们的家

长去他的新家拜访，把王晓明不到 20 平方

米的卧室挤满。

他时常感慨自己生在了“科技爆炸的

年代”。在他快迈过 30 岁的坎儿时，肌肉萎

缩剥夺了他敲击键盘的权利。从那以后他

改用屏幕键盘，最近两年也会结合家长推

荐的语音输入法。

唯一不方便的是打电话，光是滑动接

听就很费力。他笑称买智能手机只是“赶时

髦”，里面只有微信和支付宝。

搬出来后，王晓明的时间被教学填满。

空闲时间里，他担心疫情影响下的生源，担

心自己生命的长度。他幻想自己如果回到

20 多岁，一定会爱惜身体，“之前好多事不

敢想是因为没钱，现在赚了点钱身体又太

差了。”之前身体只是束缚他的壳子，现在

他还想用这个壳子看看外滩的风景。

他努力让自己更忙一点，就像 30 年前

一心扑在棋盘上的那个少年，努力抓住一

口气，躲避命运的围堵。

一颗棋子 跳出重围

实习生 文露敏

在记不清第几次路过学校图书馆的名

人画像后，陈思怡决定做一件事。她要给校

长信箱写信，请求增加图书馆大厅陈列的

女性名人肖像。

那些画像装裱在金色画框内，沉默地

注视着来来往往的学生，但很少有人会注

意 到 它 们 。 在 某 电 商 平 台 搜 索 “ 名 人 海

报 ”， 会 跳 出 数 千 条 结 果 。 类 似 的 画 像，

也许出现在全世界无数间教室墙壁和无数

条学校走廊上。

2017 年 ，陈 思 怡 入 读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

学业很繁忙，只要有整段空闲时间，她都会

去图书馆上自习。大一上学期的考试周前

夕，陈思怡偶然看到同学间流传的一个表

情包——“学渣考物理前想拜牛顿，结果拜

成莫扎特”。会心一笑后，她第一次注意到，

“原来图书馆里有那么多画像”。

那天吃过晚饭，陈思怡又去图书馆。

趁这个机会，她仔细欣赏了陈列在图书馆

墙壁上的画像。一幅幅看过去，有康德、

黑格尔、笛卡尔⋯⋯找了一圈，陈思怡忽

然发现画像上没有女性的身影。她有些失

落，但当时她压下了心里的不舒服，“可

能只是巧合”。

校园生活平淡地继续着，直到 3 年后，

陈思怡决定，要想办法作出些改变。

温和派的“反叛”

进入大四，陈思怡一周只有两节课，

空闲时间多了，她有时在图书馆一待就是

一天。

陈思怡喜欢去安静的五楼，她计划出

国 读 研 究 生 ， 忙 于 实 习 和 申 请 。2020 年

11 月 22 日，一个普通的周日晚上，陈思

怡在浏览国外高校的相关信息时发现，许

多 学 校 都 有 专 门 提 供 给 女 性 学 生 的 奖 学

金，鼓励她们从事学术研究，比如意大利

博科尼大学和荷兰丁伯根研究所。由于此

前女性学生的比例达不到一半，丁伯根研

究所的官网上还写着，“今年会鼓励更多

女性报考”。

陈思怡有些感动。她联想到图书馆的

名 人 画 像 ，觉 得 现 在 有 时 间 和 精 力 来“ 处

理”这件事，把这个情况向有关部门反映一

下，“期望作出些改变”。但同时，这个念头

又让她有些迟疑。

陈思怡查了查资料，发现人大图书馆

新馆落成于 2010 年 12 月底，这些画像比她

在人大待得时间还长。这 10 年间，她不确

定有没有人注意过相同的问题，也不确定

有没有人付出过行动。她怀疑，“是不是我

太敏感了”。

向学校有关部门反映——这件事也不

太符合她的性格。在朋友眼中，她一直是个

低调的人。她从没有想过要参加定期召开

的学生代表大会，比起公开发表意见或与

人辩论，她更喜欢收集资料，独自思考。

虽然这些画像并没有让陈思怡“一踏

入 图 书 馆 就 感 到 非 常 不 爽 ”，她 也 能 料 想

到 ，如 果 事 情 公 开 ，有 人 会 觉 得“ 小 题 大

做”，但她又觉得，这件事非做不可。

陈思怡在成长过程中从没有感觉到性

别带来的限制或是便利，尽管爸爸和叔叔

都只生了一个女儿，奶奶也完全没有责备

的意思。家里并没有明确的性别分工，爸爸

烧饭的次数比妈妈还要多。

她来自江苏南部地区，家族中有修族

谱的传统，但早些年断更了。陈思怡上小学

的时候，家里有亲戚提出要续修整个市里

“陈”姓一支的族谱。陈思怡的爸爸去参加

族谱颁布会，领回“堆起来有桌子那么高”

的书。

爸爸告诉陈思怡，她这一代，是家族里

的女儿们第一次以完整的名字登上族谱。

不再是刘陈氏、王陈氏，或者其他什么氏，

也不再只是“生女一人”，而是“陈思怡”。她

翻开族谱，看到自己的名字，白纸黑字。那

一瞬间，她很自豪。

“这几年人们越来越重视女性的发声，

也 算 一 个 比 较 好 的 时 机 。”趁 着 这 样 的 时

机，陈思怡决定“反叛”一把，但她也不太清

楚第一步要怎么做。她在寒风中走回宿舍，

脑海中还没有答案。

需 要 找“更 能 推 动 问 题
解决的人”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网站综合管理平

台“意见与建议”区当时有 632 页，一页 10
条 。有 同 学 反 映“3 楼 数 字 阅 览 区 插 座 没

电 ”“地下一楼太冷 ”“有人在图书馆吃东

西 ”“占座问题严重 ”，都得到了简短的答

复，但这些问题，怎么看也不像是和“图书

馆名人画像没有女性”同类的。

陈思怡也拿不准图书馆画像这事儿属

于什么范畴，要向谁反映。周一早上，她早

早来到图书馆，在座位上发愁，首先想到曾

经关注过的人民大学“性与性别研究社”。

这个校园社团经常在学校里组织一些“岔

话会”，对性别议题进行讨论，提倡“多元、

包容、提升、交流”的理念。建立联系后，社

长也很赞同她的想法。

但这件事向谁反馈，陈思怡还没想好。

她又向同在人民大学读书的高中学长刘宇

飞求助，这位学长有学生工作经验。

刘 宇 飞 此 前 没 有 注 意 过 图 书 馆 的 画

像，收到陈思怡微信的时候，他也觉得：“这

件事往小了说是对图书馆建设的完善，往

大了说，体现了性别平等的意识。”陈思怡

说，自己初步计划和校学生会权益部反映，

刘宇飞却觉得不太合适。他推测，“图书馆

画像没有女性”的问题，偏向认识层面，

可能需要找“更能推动问题解决的人”。

他向陈思怡推荐了校长信箱：“身边

有些同学之前通过校长信箱反馈问题，最

后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2002 年 3 月，中国人民大学在官网上

设置了“校长信箱”链接，受理师生、员

工和社会各界对学校各项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2012 年，《中国人民大学报》 1402 期

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校长信箱平均每天

收到的 14 封有效信件中，校内来信平均 5
封，约占有效信件总数的 36%，内容涉及

教学管理、宿舍管理、食堂管理、教风考

风、校园网建设、开源节流、后勤建设及

安全保卫等校务管理的各个方面。上述来

信得到了各位分管校领导和相关负责人的

重视，均加以关注、研究解决。”

陈思怡采纳了刘宇飞的建议，她马上

打开邮箱开始写信。

考虑到处理信件的老师有可能并不了

解实际情况，陈思怡走遍了图书馆 4 层楼，

仔细地数了数每层楼画像的数量：“人大图

书馆 1 楼至 4 楼有悬挂名人肖像，其中 1 楼

至 3 楼每层 12 幅，4 楼 16 幅，共计 52 幅。”

她还认真拍了 16 张不同角度的实景照片，

标注上“1 楼北面右手侧”“4 楼南面左手

侧”的字样，作为附件请老师参考。

略为思索，陈思怡写道：“历史上不乏

许多优秀的中外女性代表，比如科学界的

居里夫人、王贞仪，文学界的李清照、简·奥

斯 汀 ⋯⋯ 她 们 在 传 统 社 会 中 不 顾 世 俗 偏

见，凭借自己的力量推动社会发展的精神

十分值得我们学习，也值得纪念与肯定。”

没有停顿，陈思怡继续写，“作为一

名即将毕业的大四同学，我也希望有朝一

日，师弟师妹们在图书馆中学习的时候，

头顶与心中也有那样一些温柔而坚定的女

性形象⋯⋯顺颂时祺。”

11 月 23 日 早 上 9 点 10 分 到 10 点 13
分，63 分钟，陈思怡一蹴而就，点下发

送键。

她把写好的信给性与性别研究社社长

和刘宇飞看了看，大家都觉得写得不错。

晚上，陈思怡照例给母亲打电话，提到这

件事，她开玩笑说：“我最近搞事情了。”

母亲问清楚后，说了一句：“挺好的。”

这只是个平常的周一夜晚，那封寄出

去的信和信里提到的那件事，陈思怡没再

和别人提起过。

如 果 王 贞 仪 没 有 害 怕 ，
那我也不会

陈思怡等了一个星期。这期间，她还

是 每 天 到 图 书 馆 ， 照 常 写 申 请 、 联 系 实

习。她给邮箱设置过消息提醒，心里始终

挂念着。周二早上，陈思怡向一位师弟要

到了图书馆馆长刘后滨的邮箱，再发了一

封邮件。

晚上 10 点 50 分，邮箱被馆长的回复

唤 醒 。 短 短 三 行 字 ， 带 给 陈 思 怡 很 大 安

慰 ：“ 我 们 将 进 一 步 征 求 意 见 ， 综 合 研

究，完善包括名人肖像在内的馆舍空间布

局安排，努力把图书馆打造成一个读书人

心目中理想的心灵栖息地和完善自我的精

神家园。”

收到刘馆长的回复后，陈思怡马上发

了个朋友圈，用了“企鹅跳舞”的表情：

“ 希 望 有 生 之 年 ， 在 图 书 馆 学 习 的 时 候 ，

不仅头顶有老爷爷们，也可以有老奶奶们

呀。”这条朋友圈得到了 242 个点赞，是

她好友人数的四分之一。

第二天，校长信箱的回复让陈思怡再

次感到了惊喜。这封回信解释了名人画像

没有女性的原因：“建馆初期由校友统一

定 制 捐 赠， 就 按 已 有 的 名 人 像 布 置 了 。”

这与陈思怡的猜测相差无几。而信的结尾

还 表 示 ， 计 划 加 入 居 里 夫 人 、 海 伦 · 凯

勒、冰心、李清照、吴健雄和洛芙莱斯伯

爵夫人，“此项工作已过会并开展，正联

系专人绘制名人肖像，请静候”。

回 复 里 提 到 的 6 个 人 ， 最 后 一 个 名

字 陈 思 怡 不 认 识 。 她 马 上 去 查 ， 发 现 她

的 全 名 叫 奥 佐 斯 特 · 阿 达 · 洛 芙 莱 斯 ，

是 世 界 上 第 一 位 计 算 机 程 序 师 。 她 感 到

很 惊 讶 ， 因 为 在 传 统 观 念中，这个职业

是男性主导的。

在给校长信箱的邮件里，陈思怡也提

到了清代的王贞仪，从高中第一次了解到

她起，这个 200 多年前的天文学家就给了

陈思怡很多力量。暑期去英国交换学习的

时候，陈思怡还和外国同学讨论过这位被

《自然》 杂志评为“为科学发展奠定基础

的女性科学家”，而陈思怡周围的很多中

国同学却不太认识她。

王贞仪生活的年代，女性从事科学研

究为时代观念所不容。在陈思怡看来，举

起望远镜看见浩瀚星辰的她，是自由而勇

敢的。遇到困难的时候，陈思怡会忽然冒

出个念头：如果是王贞仪，她会怎么做。

在她看来，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陈 思 怡 曾 有 个 网 名 ， 叫 “ 花 树 酱 ”，

性与性别研究社对她的采访中，她使用了

这个化名。它来自王阳明的“岩中花树”

典故，陈思怡很喜欢它的寓意。

这件事过后，也有很多人不理解甚至

反对陈思怡的做法，但她不是很在乎，因为

在她看来，这一提议是正当的。她再一次想

到了王贞仪，那个不甘做做花瓶、写写诗词

的女性。“我会想，王贞仪当时有没有害怕？

如果她没有，那我也不会怎么样。”

从写信到收到回信的过程，一共是 10
天。而从注意到图书馆画像到向学校成功

提议，陈思怡用了 4 年。一个同在人民大学

读书的女生说，等图书馆真正把女性画像

挂到墙上的那天，她要去合影留念。

陈思怡可能不会去拍照。“这是我生命

中的一个小插曲，做完了就结束了。”她原

本做好了“这次不行，就等待下一个时机”

的准备。她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也不想用

一种很激烈的姿态去要一个结果。“但无论

如何，最后一定要把它完成。”

“等我成为人大老校友的时候也行。”

陈 思 怡 带 着 些 开 玩 笑 的 语 气 ，“10 年 不

行，就 20 年。”

进展很快就来了。

2021 年 3 月 8 日，在第 111 个国际妇

女节之际，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微信公众

号发起了一项投票，为“增加图书馆内女

性名人肖像”，征集读者意见。入围女性

共 16 人，她们为人类作出贡献的领域包

括 文 学 、 艺 术 、 科 学 、 公 益 等 ， 有 李 清

照、王贞仪、林巧稚，也有阿达·洛芙莱

斯、阿加莎·克里斯蒂和蕾切尔·卡逊。

这条推送在最顶端的位置贴了一张卡

通与实景结合的图片——一个小姑娘，指

着图书馆墙上爱因斯坦、牛顿等男性名人

的画像，配文：“人类历史上，男性与女

性通过科学与人文创造，共同点亮了世界

文明的熠熠星河。”

4 月 6 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收到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信箱回复，增补

的 女 性 画 像 已 进 入 绘 制 阶 段 ， 工 期 预 计

4-5 个月，“届时所有拟增加的画像会同

时展出”。

陈思怡默默关注着画像更换的进展，

在之前的投票中，她还在朋友圈为王贞仪

拉 了 票 。 得 知 画 像 最 早 也 得 在 数 月 后 更

换，快毕业的她有些遗憾：“我应该见证

不了那个历史瞬间啦。”

（应采访对象要求，陈思怡、刘宇飞
为化名）

一个女生为啥要给校长信箱写信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文章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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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怡拍下并发到校长信

箱的图书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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