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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厦大博导吴春明“诱奸”学生一事在网上
引起轩然大波。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22名
厦门大学历史系学生联名声援吴春明让事件持续
发酵。7月24日，厦门大学08级中文系校友李芙蕊
给校长朱崇实寄去了76名厦大学生和校友的防范
校园性侵联名信，又将该事件推向舆论高潮。

记者采访了“防范校园性侵联名信”的发起者，
她表示，“学生是弱势的一方，这就让女生不敢拒绝
老师的要求，遇到性骚扰也敢怒不敢言。”希望厦大
能公正处理“博导诱奸女生”事件，而且能以此为契
机，探讨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这对学生、教师
和学校都是一种保护。

曾经介入过多起性骚扰案件的前调查记者、澳
门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李思磐认为，学校对学生
可能遭到的骚扰和伤害没有警惕，学生遭到伤害后
往往无处可诉。学生难以坚持自己的意愿、维护自
己的权益，所以学校必须尽快建立相关的防范和应
对机制。

76学子呼吁建制度防性侵

厦门大学08级中文系毕业生李芙
蕊投递联名信

“老师和学生不应有直接的权利关系，建立制度规
范对老师和学生都是一种保护”

7月的厦大炎热似火，校园里不时
出现前来报到的新生，随处可见的是来
自各地的游客。在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的门口，悬挂着“预祝第二届中国史研
习营圆满成功”的红色标语。而这扇关
闭的铁门很少有人出入。

大厅的信箱静悄悄地躺在角落，而
第一竖排的第三个信箱上贴着“吴春
明”三个大字。门卫已经很多天没看到
这个信箱的主人了。早在7月12日，吴
春明就已被学校停职调查。

事件发生后，网上有传言称，“吴春
明的绯闻与他妻子正在任职正处级干
部公示期有关。”记者调查发现，吴春明
的妻子，当年是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的学
生，而吴春明正是她的老师。

而这一说法被厦大的一位老师否
认，“出现这种事并不奇怪，吴春明性侵
女生，早在两年前我就收到了相关的举
报材料。”这位老师还表示，此事之前都
是在校内传，“今年事情闹到网上了。”

吴春明的妻子是厦门市中华街道
的党工委书记。随后，记者来到其所在
的街道办，门卫表示，她在正常上班。

厦大一名老师告诉记者，早在6月
份，“校方连夜开会，询问吴春明。吴春
明说‘不知道睡了多少个女生’，糊涂
了。学校又问他，你给人家的承诺兑现
了吗？他说也忘了，也搞不清楚。”

记者连日致电吴春明，均被挂掉，
给他发了多条短信也未得到任何回复。

“你别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历
史系主任鲁西奇得知记者的来意之后，
赶紧“躲”了起来。

而在人文学院的大楼里，很多老师
对“吴春明”也三缄其口，都说自己跟他
不熟。同时，考古系的学生在学院楼里
难觅身影。多位跟吴春明一个学院甚
至一个专业的老师在听到“吴春明”三
个字的时候，均表示“不知情”。

截至目前，网络上出现和各种渠道
能找到的相关女性，已有5人，其中称
“被诱奸”的为4人。除“青春大篷车”
外，几天来，“汀洋”已找到三名自称被
诱奸的女学生，一个师妹、两个师姐。

受害者“青春大篷车”表示：“一定
会让吴春明为自己的错误行为付出代
价，不能只‘中止其导师资格’而不了了
之，还要让他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月24日，一封由76名厦大校友签
署的“呼吁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规范”
的联名倡议信被寄给厦门大学校长朱
崇实，信中呼吁正视校园性骚扰问题，
再次将厦大推到风口浪尖上。

76学子呼吁
正视校园性骚扰

建议信中提出三项建
议：建立预防性骚扰的教师
行为准则，明示教师不应与
有直接权利关系的学生发生
性和亲密关系，否则视情况
给予处分或调整职责；建立
校园性骚扰防治规范，设立
举报、调查、问责和惩戒机制
并向师生公开；从预防和应
对两方面，面向教师和学生
开展反性骚扰的教育和培
训。

发起者是厦门大学 08
级中文系毕业生李芙蕊，她
说，自己虽已毕业，但“至今
关心着厦大”。

记者：为什么呼吁建立
校园性骚扰防治规范？

李芙蕊：开始在网上看
到“博导诱奸女生”这个事
时，因为是自己的母校，当时
就比较关注。后来看到网上
的很多讨论，就想着要做些
事情。事实上，学校对各方
面的信息都处理得很及时得
当，不过我觉得这还不够，还
应在制度上做一些规定。

因为我在校园中，不管
之前还是现在都会听到很多
朋友或者同学说过很多类似
的现象存在。建立制度的约
束机制，这也算是一个先例，
而厦大性侵事件也算是一个
契机。我想，我们可以为学
校做点事。

记者：你说以前就听说
过这类事情，能说说之前学
生反映的具体情况吗？

李芙蕊：之前我还在学
校的时候，传闻说有老师在
考试或指导学生写毕业论文
时，会私下给女生打电话、发
暧昧短信，或者是一对一地
约女生吃饭。有很多事情
让当事人不太舒服。

我的同学中，也有几个
经历了这样的事。她们告
诉我，我们系里也有个这样

的老师，除了给她们打电
话、发短信之外，我们下几
届的学妹也有接到这个老
师的电话，让她们下学期去
上他的课等等。

记者：你们系出现这种
情况有同学去反映吗？

李芙蕊：据我所知没
有，因为这些受害学生也有
自己的考虑，而且没有这次
涉事老师这么确切、严重，
通常情况下学生都会忍过
去。

记者：发起这次联名行
动的过程顺利吗？

李芙蕊：当时发起时我
也没想过会征集多少人，只
是在朋友圈发了一封建议
信。这些建议，我是借鉴了
别的国家的一些经验。我
发现西方国家都有关于这
方面的处理方法，所以就写
了那几条建议。让我没有
想到的是，不到一周时间，
会有这么多人响应。

记者：你希望通过你的
这一行动，能达到什么样的
效果？

李芙蕊：事件处理得是
不是公正透明，不仅会对厦
大的声誉产生影响，也决定
着女生能不能在学校中有安
全感、对学校有信任感，厦大
现在处在风口浪尖上，我希
望学校不仅能公正处理，而
且能以此为契机，探讨建立
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这对
学生、教师和学校都是一种
保护，对中国的其他大学也
能提供示范。

联名信发起者：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响应

曾经介入过多起性骚
扰案件的前调查记者、澳
门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
李思磐认为，建立校园反
性骚扰规范刻不容缓。

记者：您什么时候关
注厦大这件事的？

李思磐：开始我并没
有特别关注，后来我决定
出来说话是因为我看到厦
大一些历史系的学生出来
联名说“吴春明没有性骚
扰”。他们这样做直接对被
骚扰的人造成了一种敌意
的环境。

记者：您觉得反性骚
扰制度的建立有怎样的必
要？

李思磐：一方面，中
国在防性骚扰方面的确存
在制度的缺失，防性骚扰
应该成为任何一个组织机
构的一个基本规则；另一
方面，我们的文化也欠
缺。在改革开放之前，中
国社会很排斥谈“性”这
个话题，如果一个人在工
作、学习场合提到了，那
么他可能会面临很大的压
力。

一旦发生这些性侵害
事件，敢于出来揭发的人
往往要付出代价，她们本
身可能是受害者，但所有
人都倾向于女性在遭遇性
侵时是否有直接说“不”，
这个女生也要面临是否

“本身就是个坏女人”的指

责。事实上，受害人是很
难说不的。

记者：你所说的权利
关系是指哪些？

李思磐：高校教师处
理学生利益的任意性过
大，而且缺乏监督和问责
机制。校园性骚扰，是一
种特殊的侵权行为。首先
这类行为非常隐蔽，其
次，在双方关系中，性骚
扰实施者大多数是强势的
一方，他们能够决定、掌
控双方的互动形式。

记者：您认为什么方
式能够避免此类事情的发
生？

李思磐：防性骚扰最
重要的是建立制度规范、
建立利益回避原则。港澳
台地区就有这样的利益回
避原则。在台湾，受害人
遭到性侵之后，可以去相
关的部门投诉，而我们却
没有。

我们国家应该借鉴这
些先进的立法经验，性骚
扰的防治不仅应该在妇女
法中，在教育法、未成年
人保护法、就业保障法等
法律中也都应该有相
应的规定，形成一
个完整的法制
保 障 很 关
键。

性骚扰案件调查记者：
高校缺乏监督 教师任意性过大

事情源于事情源于 66月月 2323日日，，一一
位网名位网名““汀洋汀洋””的女生在微博的女生在微博
上发布了一条上发布了一条《《考古女学生考古女学生
防防““兽兽””必读必读》的微博，暗指厦
门大学“教授诱奸女学生”，
帖子中并未指名道姓。

这场“诱奸风波”火于 7
月10日。当日，一篇名为《对
汀洋的声援——控诉厦门大
学淫兽教师吴春明长期猥亵
诱奸女学生（附床照）》的博
文在网上疯传。博主“青春
大篷车”是受害者之一，她在
文中披露了吴春明用学术经
费开房，以及其常去的幽会
地点等。帖子引起一片哗
然，吴春明被网友戏称为“采
花博导”。

厦大历史系教授委员
会、系务会在随后的 7月 11

日终止了吴春明在历史系教
授委员会的履职，厦门大学
也于 7月 12日通过官方微博
发表声明称，在收到有关吴
春明师德师风问题的匿名举
报之后，已成立专门工作组，
对其展开调查。

然而，调查尚无结论，
122名厦大学生签署联名信，
意为吴春明“证清白”，对投
诉者“汀洋”进行指责，让事
件急转直下。

随后，汀洋在 7月 15日
回应称：“联名信是我的一个
师妹牵头组织的，这个师妹
与吴春明保持暧昧关系多
年。希望考古专业以及历史
专业不知内情的学生及校友
不要参与此事，以免被别有
用心的人利用。”

◀◀新闻回放

““诱奸门事件诱奸门事件””始末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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