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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暖男迈克菲拉米：

我只是想捐头发

美国男童克里斯蒂安·迈克菲
拉米最近因“捐赠”成了网络上的

“小英雄”。不过，他捐献的不是钱，
而是一头金黄的长发。

别看他年仅8岁，却有着一般成
年人都未必能坚持的决心。两年来，
他顶住来自同龄人的嘲笑，留起了
12英寸长的金发。近日，他剪下头发
捐给了慈善机构，送给那些因患病
而失去头发的癌症儿童做假发。

这名勇敢的男孩来自美国佛罗
里达州，两年前，才6岁的他观看了
美国圣裘德儿童医院的一部商业广
告。在广告中，他看到很多孩子因为
患癌症而失去了一头秀发，从那时
起，他就开始留长头发，希望能够将
头发捐给这些可怜的孩子。

两年后的今天，他的愿望终于
实现了。5月20日，在父母的帮助下，
迈克菲拉米把自己长达12英寸（约
合30厘米）的齐腰长发梳成了4个马
尾，然后将这些马尾辫剪下，用橡皮
筋绑好，寄给了慈善机构“失发的儿
童”。剪掉了这些头发，迈克菲拉米
马上从一个萌萌的“小姑娘”变成了
帅气清爽的小男孩。

该慈善机构位于密歇根州，他
们将把迈克菲拉米的头发免费提供
给这那些因患癌症或烧伤而失去头
发的孩子。目前该机构共有335名需
要头发的病人，年龄从2岁到21岁不
等。

在留长头发的这两年中，迈克
菲拉米承担着不小的压力。尽管总
被同龄人嘲笑，或者被喊作“小女
孩”，甚至有些成年人也讥诮他的做
法，但迈克菲拉米从未因此动摇过
自己的念头。“我只是想捐献假发。”

迈克菲拉米的故事感动了网络
上的很多人，脸谱网上的很多网友
都为这个小“暖男”点赞，圣裘德医
院的一位工作人员更是将他称作

“小英雄”。

牛津大学首位女校长路易丝·理查森：

希望女性当校长不再是新闻

5月28日，牛津大学提名了它的首
位女校长，现任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
学校长的路易丝·理查森教授，将于
2016年1月正式接替牛津大学校长一
职。这是近800年的头一次，要知道，自
1230年有首任校长记载以来，牛津大
学历任校长皆为男性。

1958年出生的路易丝·理查森，现
年56岁。出生在爱尔兰东南海岸小镇
沃特福德郡的她，父亲是一名推销员，
有6个兄弟姐妹。这个家庭出身不高的

“巾帼”用知识改变命运，是一个活生
生学霸逆袭的典范。

路易丝中学毕业后进入位于爱尔
兰首都柏林的著名学府三一学院，以
优异的成绩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后赴
美国求学，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
矶分校政治学硕士学位。接着，她又赴
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及博士学
位。1981到2001年，她在哈佛大学政府
管理系先后任助教和副教授，主要讲
授国际关系，尤其是有关恐怖主义以
及集体安全方面的课程，曾被哈佛学
生评为最佳教师。

学术上的追求没有与幸福的家庭
生活相背离。路易丝的丈夫是一名医
生，两人生育有三个孩子，现都已长大
成人。在闲暇时光，她喜欢读书、锻炼。

尽管目前哈佛大学和伦敦帝国理
工大学的校长都是女性。但是，《泰晤
士报高等教育专刊》强调，全球排在前
200名的高校中，只有七分之一由女校
长领导。

理查森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希望她的提名可以鼓励现在的女
大学生们：“学术界和大多数职业一样
也是金字塔形的，你所在的位置越高，
女性就会越少。所以我盼望有一天女
性被提名为大学校长这件事本身并不
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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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意见

来来访访的的昂昂山山素素季季

6月10日至14日，缅甸全国
民主联盟（民盟）主席昂山素季
将访问中国。这位因非暴力提倡
民主而被断断续续囚禁15年之
久的传奇斗士，将开启她的首次
访华之旅。

本报记者 张文 整理

民权斗士

1988年8月26日，在缅甸仰光近百万民众
的注目下，43岁的昂山素季发表演讲说。在演
讲前，面对政府要刺杀她的谣言，昂山素季不
为所动：“我不能对祖国所发生的一切熟视无
睹。”

那时，缅甸人民反抗军政权的活动正风起
云涌，暴力镇压、平民伤亡事件不断上演。作为
领导缅甸独立运动的昂山将军之女，昂山素季
被缅甸各界人士寄予厚望。他们希望她来领导
缅甸的民主运动。昂山素季站了出来，承担起
反抗军事统治的重任。

1989年7月20日，军政府以煽动骚乱的罪
名对她实行软禁。然而民心无法阻挡，在1990
年5月的大选中，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
盟赢得绝对优势。昂山素季本该出任总理，但
军政府拒绝承认大选结果，并宣布民盟为非法
组织，继续监禁昂山素季。

她拒绝了用出境换取自由的条件，和远在
英国的丈夫、儿子天各一方。她将被监禁视作
自己工作的一部分，靠着书本、广播和外界沟

通。1991年，昂山素季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她在
广播里得知这一消息。因无法亲自领奖，她只
好让儿子代替自己发表了答谢词。1999年，丈
夫迈克·阿里斯去世。昂山素季知道，如果她去
英国奔丧，将再也无法回到缅甸。她选择留了
下来，永远失去了和丈夫重逢的机会。

她说：“我的家庭的分离，是我为争取一个
自由的缅甸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

面对军政府无所畏惧，面对长期监禁平和
应对，面对挫折困境保持内心强大，让昂山素
季成为世界闻名的民权斗士。

精神领袖

2010年11月13日，昂山素季再一次站到民
众面前。此时，她已前前后后被监禁了长达15
年的时间。

昂山素季一袭淡紫色上衣、紫色长裙，面
带笑容地站在住处门口，向簇拥的民众挥手致
意，她说，这是一个平静的时刻，也是一个诉说
的时刻，“我们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实现目标。

对于她的获释，许多国家政要和国际组织
表示欢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赞扬昂山素季

“鼓舞”了世界，英国首相卡梅伦、德国总理默
克尔、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都对军政府释放昂
山素季表示赞赏。美国总统奥巴马热情地宣
称，昂山素季是自己“心目中的英雄”。

此时的缅甸，开启了从军人政权向民主
制度转型的进程。2011年3月出任缅甸总统
的吴登盛，释放政治犯，开放报禁，提出与少
数派对话，解除各项禁令。包括解除对昂山
素季的监禁，也被认为是大选前向西方示好
的表现。

这名以非暴力姿态抗议极权、暴力、监禁、
暗杀等残酷现实的纤弱女人，早已成为缅甸民
众敬仰的精神领袖。人们都在期待，被称作“缅
甸曼德拉”的昂山素季、从印度“圣雄”甘地的
政治和哲学中获取宁静的反对派领袖，将会在
缅甸政坛发挥重要的作用。

偶像着陆

从异见人士到政治人物，从民间人士到出
任公职，在正在经历改革的缅甸，昂山素季的
转型注定不会轻松。

66岁的昂山素季在2011年首次竞选公职，
正式当选缅甸联邦议员。2013年6月，昂山素季
在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明确宣布竞选缅甸总
统。然而，现行的《缅甸联邦共和国宪法》（2008
年）却阻挡了她的竞选之路。

缅甸宪法第59条有两项重要的规定：缅
甸联邦总统必须深谙政治学、管理学、经济
学、军事学等；总统本人、父母、配偶、子女等
不得有外国血统或外籍。就前项而言，昂山
素季没有任何从军经历；就后项来看，昂山
素季已故丈夫是英国人，两个儿子也是英国
公民。2014年6月6日，缅甸宪法修改执行委
员会的31名成员进行了一次投票表决，结果
仅有5人同意修改现行宪法有关条款。

在她恢复自由后，缅甸国内陆续发生了许
多事情：政府军与少数民族武装军事冲突、佛
教徒与穆斯林冲突、失地农民与投资企业冲
突……由于她对众多事件始终没有明确的
表态，令一度对其充满期待的许多人渐渐变
得失望。

其实，昂山素季也很为难。在拥有实权
之前，她的任何表态不但不能解决矛盾，反
而可能适得其反——— 她已经从一个坚定的
人权捍卫者，变成了一名需要考虑政党团
结、经费支持、赢得选举、懂得妥协的政治
家。这也是人们的担心之处——— 在政坛，不
仅需要理想和原则，还需要策略和现实的领
导力。

而这些任务，远不是一个牺牲自我牺牲家
庭的完美圣人就可以完成的。人们依然爱戴
她，她的国际声誉响亮如前，但她必须玩好这
场“错综复杂的政治游戏，”昂山素季传记的作
者皮特·波凡姆如是说。

昂山素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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