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以

“铁姑娘”“花木兰”“穆桂英”“三八女子

班/连”等命名的女性劳动集体以浩大

的声势集中涌现。她们开动电动机车、

管理油田采油设备、带电作业于高压线

上，下探到煤矿深井……她们一度突破

了固有的行业性别边界，前所未有地提

高了自身的能力和信心。在那一代女

性豪气干云的故事似乎已淡出历史的

今天，回望新中国的工农业发展史，她

们特别的足迹依然值得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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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一虹 张震宇

20世纪50年代末的跃进年代，以“铁姑娘”
“花木兰”“穆桂英”等命名的女青年突击队曾活跃
在农田、水利工地上。到了70年代，在毛泽东“工
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号召
下，以“铁姑娘”“三八女子班/连”命名的女性劳动
集体以更浩大的声势集中涌现。她们开动电动机
车、管理油田采油设备、带电作业于蓝天白云间的
高压线上，她们下探到煤矿深井、潜入深海珊瑚礁
盘之间……她们一度突破了固有的行业性别边
界，前所未有地提高了自身能力和信心。在那一
代女性豪气干云的故事似乎已淡出历史的今天，
回望新中国的工农业发展史，她们特别的足迹依
然值得铭记。2018年，“新中国70年人物口述史”
研究开启了我们寻访当年“铁姑娘”（包括所有以

“三八”命名的女性劳动集体）的旅程。在一年多的
寻访过程中，许多鲜活的人物和故事被重新发现，

“铁姑娘们”的奋斗史和心灵史被再度勾勒。

南海“海燕”：“三八”号女船长黎亚香

著名相声演员马季在1973年有一个歌颂妇女
“顶起海上半边天”的相声——《海燕》，讲一个叫
海燕的女船长带领一群女青年在海上独立作业的
新鲜事。由于挑战了当地“女人迈网网要破，女人
下海船要翻”的性别禁忌，这个故事令人格外印象
深刻。我们在三亚访问的黎亚香曾是20世纪70
年代巡弋于三亚、西沙的“三八号”渔船的女船长，
是现实版的海燕。

与相声中渤海湾一带女人不能下海的传统不
同，三亚的疍家女人从小就以船为家、以海为伴。
然而，尽管她们和男人一样扯帆、摇橹、拉网，却仍
被看作“煮饭婆”。在集体制记工分时期，女人的工
分总要比男人低三、四折（亚香戏称其为“煮饭工
分”），而女人想在渔业生产上独当一面更是史无前
例。据前大队书记郑石喜介绍，1972年，生产队给
了妇女两条旧的机帆船，称为“三八号”女子渔船，
由一正两副三个女船长指挥，有三十几个女渔工，
另派一个男渔工掌舵。正船长陈马岭因身为大队
民兵营长，并不常驻渔船，而男渔工与另一个女副
船长后因故调离。于是，18岁的黎亚香就成为独
领两条机帆船的主将。

看亚香年轻时荷枪扬帆的照片，怎一个“英姿
飒爽”了得！由于沿海特殊的地理位置，捕鱼的姑
娘们都是劳武结合，战备最紧张时，都须荷枪出海
捕鱼。姑娘们围捕灯光鱼，经常要在海上连续作

业两三天。满载而归后还要到渔港出货，一担担
把鱼挑上去，劳动强度相当大。虽然这些姑娘都
在渔船上长大，但是独立组队出海依然需要过人
的勇气和毅力。遇到大风几天回不了渔港，淡水
都用尽是常有的事。即便大浪滔天，船长亚香也
要爬到桅杆上看潮水流向。

丰收的喜悦和劳动价值被肯定是姑娘们辛苦
付出的最好回报。“我拿的是和男人一样的最高工
分，13分！”亚香调皮地说：“既然我们和男人干得
一样了，生产队还好意思给我们记‘煮饭工分’
么？”当然，除了工分，分配时还要看捕鱼的成绩。
由于“妇女号”出海勤、团结合作得好，姑娘们努力
掌握鱼汛和捕鱼技术，她们捕鱼的成绩不亚于男
子。亚香还记得，有一次遇到好的鱼汛，晚上9点
开始灯光围捕，到第二天中午12点就捕获了一百
多担（一担一千斤）灯光鱼。

亚香的胆识和主见不仅表现在组织捕鱼生产
方面。解放后，政府帮助疍民上岸定居，但受不让
女孩识字的传统影响，疍家女孩少有读书的机
会。小小的亚香却很有主意。有一次，她对妈妈
说：“你借我两块钱，我去报名读书，长大了我会挣
钱还给你。”就这样，她终于争取到读书的机会。
但这也意味着小小年纪的她要在海边渔村独自生
活。当我们问到一个人生活会不会害怕时，她说：

“有时也会害怕，但想到上学就不怕。”渔家姑娘以
海为家，但却希望能凭借知识闯出更广阔的路。
她坚持读到初中，终拗不过父亲，下海当了五年船
长，但学知识长本领的意愿始终没有放弃。她在
到海口港为“妇女号”打制大马力机帆船期间，还
挤时间进修了中专。此后她做过轮船服务员、电
台广播员、最终从三亚微波站的技术岗退休。亚
香说，她也影响和带动了妹妹读书，她和妹妹是全
家最争气的人。

小英雄陈马岭和“女民兵照”

在黎亚香的故事里出现过一个名字：陈马
岭。陈马岭因生于马岭山而得名。而她少年时名
声大振，是因为“护岛夺旗”的故事。

1958年初，渔业社社长何石碌带领4艘翘尾渔
船去开辟西沙渔场，13岁的陈马岭以半劳力的身份
随船同去。2月15日，船队抵达西沙永乐群岛后，各
队各组按计划开展罾网捕鱼生产。陈马岭因为年纪
小被安排留在大船看守，大人们则摇小船在不远的礁
盘作业。中午时分，一艘汽艇开过来与大船相撞，4
个南越士兵爬上船来欲意驱赶。小马岭大声说：“这
里是我们疍家人世世代代抓鱼的地方。”当看到其中
一个士兵爬上桅杆扯下五星红旗时，她奋不顾身前去
和他夺旗，大声叫喊，并狠狠地咬那个士兵的手。大
人们听到小马岭的喊声后，弃下渔网赶回大船。南越
兵见中国渔民人多势众，才坐着汽艇跑了。何石碌社
长当时激动地抱起小马岭说：“小马岭真勇敢，是我们
的小英雄！”两个月后，船队回到三亚港，在全社社员
大会上，何社长讲了小马岭护岛夺旗的故事，并号召
全体社员学习陈马岭爱旗爱国的精神。

在亚香的带领下，我们来到她的家乡，原南海
公社榆港大队（今三亚市天涯区榆港社区）参观村
史展览馆（现称三亚疍家陈列馆）。首先映入我们
眼帘的竟是那张曾为人熟知的南海女民兵照片，
她，就是陈马岭？

这张题为“英姿飒爽”的著名照片曾作为《人
民画报》1971年第7期的封面，作者署名峻岭。陈
马岭少年成名后，成为公社民兵营营长兼“三八”号
女子渔船船长，2006年去世。因为她生前不识字，
没有留下更多文字记录。推算起来，拍摄这张照
片那年她应该是26岁。照片透着渔家姑娘不加雕
琢的质朴、淳厚，无声地讲述着那个火热的岁月，那
些不让须眉的“铁姑娘们”。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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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农民工的婚姻家庭问题是反映城乡流动与社会转型的重要方面，

也是研究婚恋问题的重要入口。《婚恋转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实践》一书

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实践进行了深入调查与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

问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方面？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转型时期，农村务工

女性的权利和地位有着怎样的变化？农村青年的美好家庭生活秩序何以可

能？《新女学》周刊就此采访了该书作者、河南农业大学副教授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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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斯扬

女性乡土写作将女性的发展与乡土中国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从性别和历史的关
系来理解中国的社会变迁。性别、主体性与乡土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的艺
术主题，塑造了一系列富有本土性、现实性的多元女性形象，揭示出中国女性传统和女
性观念的内在统一性，以及随时代发展的女性精神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女性乡土写
作在性别伦理阐释和再现乡土文化方面的创见，为中国性别理论建设提供了可依赖的
资源和经验，成为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展开对话的立足点和出发地。被重塑的性别立
场与乡土历史的碰撞，产生了话语结构、审美体验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而这必然成
为我们民族自我书写的组成部分，也将汇聚为民族文化建设的新内容。

来源：《文学评论》2021年第4期
（范语晨 整理）

《乡土中国、性别立场与伦理观——对中国女性
乡土写作的思考》

作者：钟曼丽 杨宝强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女性农民工的市民化，只有女性
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成为市民，才可能带动整个家庭融入城市。文章基
于性别、圈层、嵌入的维度，构建了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多维分析框
架。文章从身份歧视、职业选择、工作环境方面分析了女性农民工城市融
入的身份与性别排斥；从“群体边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分析了女
性农民工体面劳动获取困难及圈层跨越障碍；从城乡二元“隔离”与流动
的“家”层面分析了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性和关系型嵌入障碍。在
此基础上，本文遵循“赋权-增能-自助-他助”的思路，提出了女性农民工
城市融入的可行路径。

来源：《新疆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性别、圈层与嵌入:女性农民工城市融入
研究》

《从女子法庭看“妇人之仁”的司法价值》

作者：李勇

“妇人之仁”和“丈夫之仁”是两种典型的仁爱类型。长期以来，“丈
夫之仁”被褒奖,“妇人之仁”却被贬低。女子法庭的经验表明，“妇人之
仁”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女法官特有的爱心、细心、
耐心等品质为妥善解决婚姻家庭矛盾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女法官看
重关系的特质有助于合理化解邻里纠纷；此外，在女法官送法下乡和女
子法庭的便民举措中，深刻地体现着对弱势群体的怜悯。从法治层面
上讲，“妇人之仁”将关注点从与权力相关的政治构造、陈述、抗争转移
到了对生命的滋养、人性的成长和才智的陪护上来。从社会层面上讲，
融合“妇人之仁”的柔性司法对于修复社会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
要意义。

来源：《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黄婷

青年农民工的婚姻家庭问题是反映城乡
流动与社会转型的重要方面，也是研究婚恋问
题的重要入口。《婚恋转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婚
恋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7月版）
一书从婚恋形态、婚恋路径、婚姻市场和婚恋
价值等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实践进行
了调查与探讨，试图解释其行为逻辑及背后的
社会性因素。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问题有哪
些值得关注的方面？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
转型时期，农村务工女性的权利和地位有着怎
样的变化？农村青年的美好家庭生活秩序何
以可能？《新女学》周刊就此采访了该书作者、
河南农业大学副教授宋丽娜。

多元而复杂的婚恋现象

记者：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与打工经济
的兴起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发生转型，出
现了闪婚、逃婚离婚、婚外情、临时夫妻和光
棍等多元婚恋现象，这背后反映了新生代农
民工怎样的婚恋价值变化？

宋丽娜：多元而复杂的婚恋现象，反映的
是新生代农民工较为混杂的婚恋价值体系，
既有传统婚姻伦理的留存，也有城市婚恋文
化的影响。我认为其中一个基本线索是，以
婚恋自由为核心的现代婚恋价值观已经在新
生代农民工群体中确立，而他们所面临的婚
恋环境却更加复杂了，一方面是流动生活的
动荡与漂泊，另一方面则是原有村庄规范的
制约与拉力。这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价
值观呈现出四种变化趋势：从稳态的婚恋模
式到多元化、流动性的婚恋实践；从道德伦理
导向转向感情导向、利益导向；从公共性道德
趋向私人性的体验；从结构性的干预到自主
婚恋选择能力。

记者：您在书中专门讨论了工厂恋情的
兴起与特点。如今越来越多新生代农民工从
工厂走进新兴的快递和外卖行业，他们的婚
恋实践和工厂恋情有什么异同？

宋丽娜：工厂恋情的主体是80后及一些
90后，而现今不少90后及00后们则在快递、
外卖等灵活自由的服务行业就业。他们这代
人的人生经历不同，婚恋实践也必然有新的
特征。我尚未对此做过专门的调查研究，初
步的感觉是，他们的婚恋实践是80后们的进
一步演绎，如更加注重婚恋关系中的互动质
量和体验，恋爱、婚姻、家庭相互分离，拥有婚
恋主体权和婚恋自由权等。

农村务工女性地位的提升与遇到
的风险

记者：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实践中，农
村务工女性的权利和地位有着怎样的改变？

宋丽娜：农村务工女性的权利和地位有较
大的改变，如权利意识更强、地位提升明显等。

这与婚姻市场的形塑有很大的关系。
2000年左右形成的全国婚姻市场打破了传
统婚姻圈维系的地方性的婚姻均衡。体现
为男女之间的“婚姻梯度”在整体上形成了一
种“流向”，即女性更多地嫁往地理和经济条
件好的地区，这些地区的适婚男女比例较正
常，多数家庭有条件能够正常结婚；而在地理
和经济条件差的地区，尤其是家庭条件差的
男性，则很难正常婚配。为了应对这种不均
衡，一些地方日益型构出了本地婚姻市场，即
在特定地域范围内按照新型的婚配规则来缔
结婚姻。

由于本地婚姻市场对于女性稀缺的体验
更加明显，女性拥有更多的谈判能力和选择
权利（甚至在再婚市场上）。女性在本地婚姻
市场上的高位激发了女性权益的增长和地位
的提升。体现为在婚姻结合中，女性具有“要
价权”；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女性的声音越来越
重要，地位越来越高；所以，当下农村多数离婚
都是女性提出的，她们更容易找到更好的归
属，为此男性便会调整自身的行为，学会“爱护
老婆”，并且“更加贴心”，以维系婚姻家庭生活
的完整。整体上看，婚姻市场上的高位提升了

女性权利和地位，进而促发了农村传统婚姻家
庭生活观念的改变。

记者：在“跨省婚姻”“结婚未成年”“临时
夫妻”等婚恋现象里，女性是否也会遇到一些
困难或者风险？这些该如何克服和防范？

宋丽娜：在婚恋转型中，由于生活情境的
快速转变与家庭结构的深刻变动，农村务工
女性也面临着一些新的情况和前所未有的风
险。她们以感情为中心，但是感情却无所依
附、缺乏安全感；享受父母的庇护，却也要承
受着感情上的压抑和父母的干预；不考虑现
实条件，却往往被现实规训。女性面临的这
些困境给她们带来了婚恋风险：失恋、失婚、
欺骗、经济困境、暴力、权益受损等。根本原
因在于双方在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观念态度
等层面的融合和经营不足，只求婚恋的功能性
满足使得其超越性的价值被忽略，原有的社会
支持系统和道德规范丧失了发挥作用的空间，
婚恋日渐缺失了村社供给的系统性保护。

婚恋转型的完成与出路

记者：书中讨论了80后和90后两代新生
代农民工，认为80后是有着“浪漫革命”的婚
恋变革的第一代，而90后则处于更注重“婚
恋技术主义”的“后自由恋爱时代”。但他们
也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处于充满变化的婚
恋转型中。这种转型大概何时会趋于成熟？

宋丽娜：婚恋转型的内在逻辑线索有两
条，一条是明线，以“感情”为中心重新组织起
婚恋的实践方式；另一条是暗线，以“体验”为
核心形成婚恋秩序，一方面完成婚恋模式对
于周边社会情境的功能调适，另一方面形成
对于婚恋实践的合法性论证与伦理建构。

目前来看，在婚恋中“以感情为中心”已
建立起合法性基础，而以“体验为基础”的婚
恋秩序却难以有效达成。这是因为它要与既
有的婚姻制度相互匹配，也要重构婚恋关系
的合法性和为婚恋伦理论证；且内涵的变化
还要与外在形式相互适应。只有婚恋中以感
情为重的内涵能够匹配恰当的婚姻制度，并
且能够在社会层面上自我论证、与其他社会
制度相互嵌套时，婚恋转型才能真正完成。

记者：要真正保障婚恋自由、防范婚恋风
险，并不能单纯寄望于农村青年个体的理性
选择和婚恋技术，还要依托传统家庭伦理和
现代国家政策制度所形成的保护性结构。在
保护新生代农民婚恋自由和防范婚恋风险方
面，未来有哪些需要重视的地方？

宋丽娜：婚恋属于私人领域，在西方社会
暗含着“隐私”的性质。但在我国传统社会，
婚恋却不仅是个人的事情，也是两个家庭、甚
至两个村庄的事情；嵌入在村庄的婚姻制度
和文化伦理对于个体的婚恋起着重要的保护
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流动情境，一方面
打破了婚与恋之间的统一，另一方面也使得以
村庄为基本的乡土性加速衰败，打破了婚恋建
构的社会文化基础。如此便呈现为，婚恋虽然
自由了，但确是一种“无根”的自由。因而，我
觉得一方面应肯定以感情为中心的现代婚恋
文化，另一方面也应有意识地建构一些有利于
现代婚恋文化发育的社会机制和政策倡导，以
尽快适应新型婚恋秩序的塑造。

比如，在宏观层面加大对高额彩礼、婚恋
乱象的治理，进行文化宣传和移风易俗活动；
在中观层面，建构基于地方社会基础的婚姻
市场机制，形成健康文明的婚配规则和在地
化的、专业化的婚恋问题解决机制，将年轻人
的婚恋问题解决在当地；在微观层面，引导形
成男女平等、独立自主、尊重接纳基础之上的
现代婚恋关系，配套以健康科学的抚育体系
和边界明确、健康友爱的现代家庭关系，以此
为基础来重构现代化的婚姻家庭伦理。

要防范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婚恋风
险，必须要调动地方社会对于个体婚恋问题
参与的主动性，并且重建婚恋问题的“公共
性”，即在合理健康的规则基础之上，重构地
方社会对于婚恋问题的话语权，让公共性成
为规范婚恋行为的重要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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