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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在京揭晓。 荣获本届“中

国十大杰出青年”称号的是：解放军第十八医院三十里营房

医疗站护士长姜云燕(女)；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侦查科教导

员庞波；人民日报社教科文部记者赵亚辉；中国科学院计算

技术研究所系统结构研究部主任孙凝晖；安踏(中国)有限公

司总裁丁志忠(回族)；贵州省从江县雍里乡大塘村博爱卫生

站医生李春燕(女，苗族)；河南省保护未成年人委员会办公

室辅导员洪战辉；湖南湘潭花枝新天地旅行社有限公司导游

员文花枝(女)；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师侯晶晶(女)；

内蒙古自治区开鲁县东风镇东明村党支部书记梁长武(蒙古

族)。 接受采访时，不止一个杰出青年向我们强调，“其实，

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平凡。”那么，是怎样的一种品质，引领

他们实现了从平凡向杰出的飞跃？这组专题，将为你解读杰

出的关键词 关键词：责任 侯晶晶：我的责任感，在不断延展 

这是八年以来，侯晶晶第一次“走”出家门。 上一次出行，

她尚且是个健康标致的少女，八年后的这一次，她已是下肢

瘫痪的残疾青年。1994年春天的这个早晨，她被爸爸抱进了

全国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考场，考试结束后，她想在那

所校园的雷锋塑像前照张像，爸爸说“准备！笑！”自11岁

起被误诊导致瘫痪的这八年来，第一次，侯晶晶露出了真正

舒心的笑。 也就是这次考试，她以全市第一名的成绩“首战

告捷”，那扇已幽闭八年的命运之门，从此缓缓洞开⋯⋯ 极



度虚弱的体质、无法坐立的苦恼、腰背的剧痛、夏天的褥疮

、冬天的烫伤、独学无师的窘迫、日益积攒的问题⋯⋯自学

的那几年里，这些身体的折磨与自学的辛苦不提也罢。但是

，她记得爸妈从没在她面前叹息过一声；她在脆弱得无以为

继的时候总会拿起几乎永远放在枕边的《红岩》《小英雄雨

来》；她与亲人们通信，姑父的毛笔竖体信上写着“把意志

沉潜得下，何理不可得；把志气奋发得起，何事不可做”⋯

⋯就是这样的精神氛围，使得双腿瘫痪的她并没有停止奔跑

，苦难同时深化了她的悟性，令她知道：一个人生命所能到

达的高度，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面对困难的态度和迎战挫折

的毅力。而亲人们对她的付出与爱，使她先于同龄人体会到

了何为生命的责任唯有好好活着才能报答！ 自考本科毕业后

，在家人的支持下，她开始向几所大学咨询一个下肢瘫痪的

残疾青年考研的可能性⋯⋯南京师范大学，这所具有人文关

怀的百年名校慷慨接纳了她。这是一次别有深意的交会此后

，这个“弱势个体”由家庭的呵护走进了更为广阔深厚的人

文关爱之中，她被其滋养惠泽，生命的高度与厚度由此被一

种更深层意义上的责任感所拓展⋯⋯ 机会越珍贵，给她带来

的压力就越大。封闭自学十年与其他考生之间的差距、为考

研而打破自己生活规律的后果、考得不好是否辜负父母亲人

与学校的期望⋯⋯临考前，这些担心整日折磨着她，使她几

乎有种强弩之末的崩溃感，她只好将学习暂放一边，以调整

心态。也就是这一次，她体悟到一种“辩证的成功观”：“

我如果在尽力后依然不能避免失败的话，那我就能比较平静

地去面对现实。因为成功不能够掩盖人的所短，失败也不能

够抹煞我的所长。” 这无疑是种面对生活的智慧。可是对她



来说现实中依然有很多智慧无法解决的具体问题：在又一次

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研究

生后，她结束十年自学生涯，开始了最大限度挑战体能与耐

力的学校生活：她控制不了上厕所的时间，又无法用一般的

公共设施，每次离开宿舍听课学习，都提前几小时禁水。即

便如此，仍然有时需要在外方便，她就总是在轮椅上背着一

个大书包，里面放着尿盆和大围裙。她必须在保证每日大量

的体能锻炼和学业时间投入之间把握好平衡。万不得已时，

她宁可牺牲一些锻炼的时间，即便腰痛难忍、双腿痉挛，也

力争把学业完成好。她一年内就高质量地超额完成了硕士毕

业所需要的学分⋯⋯毕业的同年，由于独特的受教育经历，

她怀着对教育学的浓厚兴趣，以方向第一名的成绩跨专业考

上了南师大教育科学学院国家级重点学科教育学专业的博士

生。 2004年5月14日，是她博士论文答辩的日子。就在致答谢

辞的那一刻，在老师同学们最热烈的掌声里，20年来所有的

往事纷至沓来，她终于落下泪来⋯⋯ 侯晶晶现为南京师范大

学教育科学学院老师，为研究生开设多门英汉双语专业课程

。 记者：你觉得自己性格中的哪一个特质使你从平凡走向杰

出？ 侯晶晶：不不，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杰出的。我更愿意

用“不幸而又幸运的”形容自己，我遇到了好的家庭、好的

学校、好的时代⋯⋯他们对我悉心关爱，凡有所期望，我绝

无托词。 记者：20多年了，你几乎一直以抗争的姿态与生活

较劲⋯⋯ 侯晶晶：不，一开始是抗争，但是如果一直都这样

，你的力量就会消耗在摆“POSE”上。这20多年，是个逐渐

平和下来、接受自己、不断打磨的过程。现在我已经30岁了

，三十而立，就是说人格当中的核心应该确立起来。 记者：



你的这个“核心”是什么呢？ 侯晶晶：可能是责任感吧，这

种责任不仅仅是对家人、学校的责任，也是对整个残疾人群

的责任。有一个很有深意的例子，某省有一个残疾考生，前

几年高考本科分数已上线却被他所申报的几所学校拒绝了。

在南京师大收我之后，申请考研的他也被一所学校接纳了。

我是“桥这边”的人，还有很多残疾人等在桥那边，我想我

就是一个样本，在证明：在母校和社会的人文关怀下，残疾

人融入社会的程度到底有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