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饱食穷民》一书作者斋藤茂男是活跃于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著

名新闻记者。在他笔下，关于日本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间的“民

间世相”被真实记录。《饱食穷民》以日本保险业大繁荣为背景，深入洞

察其从业者隐忍、艰辛、近乎歇斯底里的生存状态，反思了努力把时间

变成金钱，被卷入更快、更高效的生活节奏中，透支身体，内心充斥着

焦虑与空虚的社会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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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颖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中央党史
和文献研究院曹前发研究员主编的《百年大
党旗正红——“七一勋章”获得者风采录》（以
下简称《百年大党旗正红》），由中央文献出版
社出版。该书以宏大的视角、真挚的情感和
细腻的笔法，记述了29位“七一勋章”获得者
的生平经历和先进事迹，反映了他们坚定信
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
质和崇高精神，读来让人深深感动，久久回
味。其中8位巾帼楷模的故事，更是生动鲜
活，再现了党领导下中国先进女性的动人风
采和光辉形象，富于真善美的感染力，给人以
正能量。

“巾帼红”是百年大党旗帜上不
可缺少的鲜亮色彩。在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一代代中
国女性用热血和生命诠释真理和理
想、初心和使命、牺牲和奉献、忠诚和
担当，不仅担起家国重任，实现自我
价值，更被历史所铭记，为党旗增光
添彩。8位女性“七一勋章”获得者，
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她们是：“一
等渡江功臣”马毛姐、群众心中的“活
雷锋”王兰花、为教育事业奉献一切
的张桂梅、“小巷总理”林丹、爱国守
边精神的传承者卓嘎、把生命奉献给
脱贫攻坚事业的黄文秀、新中国纺织
工人的优秀代表黄宝妹、赓续红色基
因的革命先烈后代瞿独伊。

《百年大党旗正红》还原历史，反
映现实，讴歌人物，通过背景的揭示、细节的
刻画、情感的流露，使8位时代女性的形象跃
然于纸上。在她们身上，理想信念、家国情
怀、担当奉献不再是抽象空洞的，而是可触
摸、可感悟的。

阅读 8 位巾帼楷模的故事，可以体会理
想信念的强大力量。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毫不动摇，表
示“共产党是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我
就是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而奋
斗，死了也是光荣的”；“燃灯校长”张桂梅在
办校最困难的时刻，没有退缩，而是带领教
师党员向党旗庄严宣誓：一定要把女子高中
办下去，一定要把大山里的女孩送进大学；
研究生毕业的黄文秀坚守共产党人的信念，

一心为群众谋发展谋幸福，放弃大城市的工
作机会，主动请缨到贫困村任第一书记，把
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她们始终听
党话、跟党走，对党和人民的事业矢志不渝、
百折不挠，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和使命，
从而以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和努力撑起“半
边天”，真正成为中国伟大事业征程中的主
角之一。

阅读 8 位巾帼楷模的故事，可以领悟家
国情怀的真正内涵。14岁的渔家少女马毛
姐不顾家人阻拦劝说，参加“渡江突击队”，在
手臂中弹的情况下仍咬牙坚持，运送解放军
成功登岸；西藏玉麦村农民卓嘎秉持“家是玉
麦、国是中国”坚定的信念，数十年如一日以
抵边放牧、巡逻的方式守护数千平方公里的
国土，将国旗挂遍走过的每一条路；瞿独伊把
对父亲瞿秋白的怀念变为对红色家风的传
承，对红色基因的赓续，满腔忠诚为党和国家
工作，在96岁高龄仍然高唱《国际歌》，表达
一片报国丹心……她们始终把个人命运与国
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把“小我”融入“大
国”中，将国家的方向作为个人的目标，从而
站在时代前列，承担起家国的重任，让自己的
青春和生命在奋斗中闪光。

阅读 8 位巾帼楷模的故事，可以明白担
当奉献的可贵意义。从旧社会纺织童工到新
中国纺织工人的黄宝妹，为实现“全国人民穿
好衣”的梦想，勤勤恳恳工作了一辈子，多次
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退休后还尽力发光发
热；居委会主任岗位退下来的王兰花，把解决
社区居民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作为毕生
事业，十多年如一日坚持志愿服务，起到示范

带动作用，使志愿服务之花开遍全市；张桂梅
抱着病体忘我工作，表示“讲台就是我的生
命，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要在讲台上”，把自
己全部奉献给教育事业，用知识改变贫困山
区女孩的命运，用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小巷总理”林丹，扎根社区40余年，热心待
人，真心办事，是孤寡老人的“女儿”，是失足
青年的“妈妈”，是居民群众的“服务员”，脚踏
实地做好社区每一项工作……她们在平凡的
工作岗位上忘我工作、默默奉献，不计个人得
失，舍小家顾大家，以点滴的坚守、不懈的努
力和勇敢的担当，创造出不平凡的贡献和业
绩，获得不平凡的人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七一勋章’获得者
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
献的平凡英雄。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
的精神可追可及。他们用行动证明，只要坚
定理想信念、坚定奋斗意志、坚定恒心韧劲，
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
关头豁得出来，每名党员都能够在民族复兴
的伟业中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百年大党
旗正红》正是一曲曲关于平凡英雄的赞歌，也
是中国广大女性学习英雄、争当先进的生动
教材。

奋进的女性心中有信仰，无悔的巾帼脚
下有力量。读懂一位位英雄楷模的最好方
式，就是胸怀赤子心、接过接力棒、坚定走下
去，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上，用双手创造美好生活，用热血书写时代华
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
巾帼力量。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审）

她们的勋章：铭刻中国女性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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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结合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和
政策环境，从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新
常态、全球价值链剖析国际经济形势，
从供给侧、需求侧视角分别揭示中国经
济面临的挑战。重点针对不同产业现
状，深入研究国民经济双循环模式，包
括金融发展与改革、粮食安全与农业生
产方式现代化、以价值链优势稳定和提
升制造业、服务业开放升级等，探讨在
防控疫情常态化、国际大循环背景下拉
动内需、挖掘超大规模居民消费潜力、
补短板和寻求新增长点、激励机制完
善、实现内需和外需相互促进的高质量
发展路径。

《双循环论纲》

“巾帼红”是百年大党旗帜上不可缺少的鲜亮色彩。《百年大党旗正红——“七一勋章”获得者风采

录》一书记述了29位“七一勋章”获得者的生平经历和先进事迹，反映了他们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

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其中8位巾帼楷模的故事，再现了党领导下中国先进女性的动

人风采和光辉形象，富于真善美的感染力，给人以正能量。

《饱食穷民》：揭示日本社会“物欲”下的反人性泥沼

■ 徐阳晨

斋藤茂男是活跃于日本20世纪80年代
的著名新闻记者。在他笔下，日本20世纪70
年代到90年代间的“民间世相”被真实记录，
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最强劲时代，工厂与工
人，学校与孩子之间的矛盾，夫妻之间的纠
葛，家庭关系的破裂，以及两性关系、衰老、智
力障碍儿童、生命等形形色色的“底层故事”
被详尽讲述。

资本主义与人类是什么关系？在《饱食
穷民》（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一书的开
始，作者就发出了灵魂拷问。努力把时间变
成金钱，被卷入更快、更高效的生活节奏中，
哪怕超越身体极限，违背自然规律，我们的内
心充斥着焦虑与空虚，这样的社会法则是否
需要反思？作者以日本保险业大繁荣为背
景，深入洞察其从业者隐忍、艰辛、近乎歇斯
底里的生存状态。

繁荣的贫困

因为头脑灵活和人脉通达，祐二郎被保
险公司“相中”，怂恿其加入了销售大军，并
以能当上“组织部长”为诱惑，激励其不断
提升业绩。然而，祐二郎发现，无论他如何
起早贪黑，拼命工作，家庭资产始终处于负
债边缘。因为在日本保险业，唯“业绩”晋

升，如果祐二郎想当上掌有行政大权、具有
一定社会威望的支部长，必须保持业绩遥
遥领先。为了达成这一梦想，祐二郎和其
他所有挣扎在业绩生死线上的保险员一
样，不断自掏腰包开发新的客户，并通过做
假合同，替客户出保险金的方式维持表面
的光鲜。

随着业绩的不断提升，祐二郎的负债不
断增加，在他最终成为支部长时，他欠微贷、
信用卡公司、银行的债务已达一千四百万日
元。当催债电话不断打进祐二郎崭新宽敞
的办公室，他的梦想最终化作沉重的债务残
骸，淹没在东京林立的高楼之间。

在银行保险业、信贷业、次贷消费为日
本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时代，人人沉浸在
巨大的物欲享受中，作者清醒地点透了市
场“失灵”后的种种危机，日本日夜兼程跑
步赶超发达国家，满足了饱腹之欲，但却以

“人性被挤压，亲情被漠视，道义的沦丧”为
代价……

作者认为，日本经济在唯GDP的道路上
一路狂奔，而忽视了社会“情感价值”的贡献
与力量。维系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因素除
了物质财富的积累，国民的精神素质的涵养
更需要充满“人情味”的土壤。念及此，在历
史的镜像中，我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经济发
展应极力避免陷入“繁荣的贫困”这一陷阱。

用物质填补心灵的空虚，何尝不是当今

社会的痼疾，也是“现代贫穷”的特征。经济
是支撑人们生活的重要基础，但不是我们活
着的目的。每个读者都应结合身处的时代
扪心自问，过度的物欲和虚荣心是否会将我
们带入反人性泥沼？

女性意识的崛起与桎梏

本书还访谈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厌食症
女性及精神科专家，这些进食障碍患者通过
大量进食催发呕吐，并享受呕吐带来的“轻
松的快感”。作者追根溯源，探寻激增的厌
食症患者背后的社会原因。他发现，在成长
中以爱之名泛滥的执着与反抗，造就了女性
生命中温暖底色的黯淡。父亲的疏离，母亲
的高度控制或软弱依附，都将植根于婴幼
儿记忆深处，在情感上的自我满足逐渐变
为一种“奢求”。成年之后，女性人格版图
中的“关怀”一角，将永远缺失，进而“呕吐”
成瘾——在心理学上被认为退化为婴儿以

寻求慰藉的行为。
另外，男女平权、女性权利保障制度、女

性受教育和工作机会增加等标志着经济文明
发展的机制，不断受到关注，日本高知女性的
独立意识觉醒。然而作者强调，这一女性自
我革新的进程必然遭受“旧势力”的围剿，如
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女主内”的家庭
刻板形态，女性职场歧视文化等。诚然，为妻
为女的“可爱女人”标签和独立自强的女性形
象正无情撕裂她们的成长空间。

“男孩的生存之道简单明了，当一个顶
天立地的男子汉，而女孩的存在意义为何晦
暗不明？”书中深刻道出了对女性“分裂意
识”代际遗传的隐忧，随着日本战后经济的
恢复，女性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她们被鼓励
走向社会并试图努力工作获得成就感，而另
一边她们仍然被传统的思想观念所束缚，匆
忙步入婚姻，又因社会价值被贬低而空虚压
抑。她们教育自己的女儿：“你要努力，否则
将来会变成妈妈这样。”但她们的行为方式
却传递出截然不同的信号——依赖丈夫才
能获得幸福、走向富足的捷径。

书中把饱受厌食症折磨的女性比作
“煤矿里的金丝雀”（煤矿工通过金丝雀感
知下井时的缺氧环境），寓意这些女性像金
丝雀一样，对时代和社会病态的环境做出
了敏感的反应，像所有现代社会中的女人
发出了警告。

书中的主人公们在饱食时代的驱赶下随
波逐流，难逃被社会改变、迷失自己的命运。
正如作者感叹，我们自身机械性的部分就已
经擅自启动，和全家人一起按照“幸福家庭”
的剧本表演着过家家一样的生活——这是一
群追求和他人一致外表、和他人同等稳定的

“趋同成瘾机器人”。
对我们来说，这本写于 30多年前的纪

实文学不应是“隔岸观火”，而应是一面照出
自己得与失的“明镜”。在经济高速发展的
同时，我们衡量“生存价值”的标尺应该更为
多元、更加理性，更以人为中心，清醒地认识
到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的背后反
人性的巨大泥沼。

《女孩，你已足够好》

[美]蕾切尔·西蒙斯 著
机械工业出版2021年8月版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年轻女性承
受的社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现实中，
前来接受心理咨询的女孩越来越多。本
书通过大量案例详细叙述了青春期女孩
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并且给出了切实可
行的应对方案，为那些面临身心健康问
题的女孩提供了很好的预警和干预方
案。如何从“一个女孩应该是什么样的”
的禁锢，转化到“一个女孩可以是什么样
的”的自由？相信读者在这本书中会找
到些许答案。

[日]上野千鹤子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版

本书是继女性问题之后，上野千鹤
子关注的又一个重要的社会领域。在
超老龄化社会中，老年人的晚年是否可
以在家中安度？他们与子女的关系究
竟如何？社会医疗和保障机构应该扮
演什么样的角色？上野千鹤子通过深
入的社会调查和思考，对上述问题提出
了独到见解，并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
养老规划方案。她在分析了老年人居
家看护医疗状况以及多位临终者的实
际案例后，主张即使没有亲友，或是身
患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也能选择一个
人居家养老临终，有尊严并安心地走完
人生最后的旅程。

——读《百年大党旗正红——“七一勋章”获得者风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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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最后的旅程》

（言浅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