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日战争是电影媒介创作的重要主题抗日战争是电影媒介创作的重要主题。。本文作者考本文作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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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潜藏为在潜藏““男性凝视男性凝视””的战争题材电影中的战争题材电影中，，女性受难的身女性受难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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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物的意味占有物的意味；；战争题材电影中战争题材电影中，，在主体性意识驱动下投在主体性意识驱动下投
身战争与革命的女性践行着女性解放与民族解放的合身战争与革命的女性践行着女性解放与民族解放的合
一一；；男性通常在战争题材的电影中被塑造成类型化的英男性通常在战争题材的电影中被塑造成类型化的英
雄符号雄符号，，女性则充当男性英雄的附属女性则充当男性英雄的附属，，这遮蔽了战时女性这遮蔽了战时女性
的独立价值的独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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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北省妇联召开主题为“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

家风建设论述摘编》，推进全省家庭家教家风工作深入开展”的座谈会。

座谈会上，围绕《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的学习、

宣传和贯彻，与会者分别从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深化家庭文明创建等不同角度进行交流发言，共商做好家

庭家教家风工作的方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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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韬 潘琦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体制与思想意识的变革，使得女性权利在经济、

政治、受教育水平及婚姻家庭状况等方面发生改变。本文作者认为，中国女
性社会地位变化的特征表现在四个方面：就业状况从结构单一到领域多元；
政策倾斜从保障生存到保障发展；受教育程度从学历较低到层次提升；婚姻
获得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中国性别角色从“男主外女主内”到“男女共同
承担”发生了质的变化，折射出人们思想由“歧视女性”向“男女平等”转变，以
及中国女性从“被动地位”向“主动地位”发展。扫清认知障碍，借助两性发展
动力优势，构建能够充分发挥女性优势、尊重两性社会差异与更具包容性的
性别平等才是性别角色重构的发展核心。

来源：《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素波 整理）

作者：聂焱 风笑天
全面两孩政策出台以来，目标家庭是否积极响应政策成为研究的热点，

其中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就是从微观角度考察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的特定
反应。本文基于23个城市家庭的访谈资料，探询这些家庭中女性的抚育实
践及其对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家庭的抚育实践表面
上遵循“谁有空谁做”的协作原则，实际上却隐藏着性别差异：女性花费更多
的重要时间，面临更激烈的工作-家庭冲突。尽管面临工作-家庭冲突，女性
普遍不愿意回归家庭做全职主妇，却又表现出以家庭为本位的独立而不是
背离家庭的独立。这种独立形塑了她们的二孩生育决策：当压力在主观上
被认为抑制了家庭的生活质量及儿童质量，她们就会放弃自己想要生育二
孩的意愿。

来源：《中国青年研究》2021年第5期

作者：吴菲
女性教育既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社会稳定

和谐的重要途径。本文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研究背景，从性别、自
我与媒介层面考量女性教育，在剖析教育消费与家庭背景的显性关
联、母职文化与自我成长的隐性矛盾、媒介呈现与形象构建的传播倾
向、媒介生态与舆论生成的作用机制后，认为这几对关系凸显了女性
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通过开发在线优质资源、拓宽教育渠
道，创设良好社会氛围、加强人文关怀，开展女性媒介素养教育、引导
舆论走向，提升女性理性自觉、维护教育权利等，保障女性受教育的
权利和机会，切实增加女性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来源：《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中国城市女性的抚育实践与二孩生育决策》 《性别、自我与媒介：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下的女性教育》

《当代中国女性社会地位变迁及性别角色重构》

焦点透视透视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鹏

为集思广益，共同探寻推进家庭家教
家风工作的好思路好办法，4月28日，湖
北省妇联召开主题为“学习贯彻《习近平关
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推进
全省家庭家教家风工作深入开展”的座谈
会。座谈会上，围绕《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
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的学习、宣传和贯
彻，来自湖北省妇联、教育厅、文明办、直属
机关工委、人大常委会社建委的相关同志，
来自湖北省委党校、华中师范大学、中南民
族大学的专家学者，来自家庭亲子阅读体
验基地和各家社会组织的负责人，以及部
分荆楚最美家庭代表和基层妇联干部，分
别从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家庭文明创建等
不同角度进行了交流发言，共商做好家庭
家教家风工作的方法、路径。

进一步重视家庭教育的重要意义

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是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必然要求。对于家庭教育的重要意义，
全社会都要进一步加以重视。

湖北省家庭教育研究会副会长萧永瑞
表示，家庭教育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重视
与忽视将对孩子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在
基础教育中，家校携手是必不可少的基本
要素。拥有健康家庭教育的孩子，在学校
素质教育推动下，在学习上逆转胜出的机
率远大于其他的孩子。学校以培养合格的
人为目标，要适应新时代德育工作的要求，
为家长、学生提供家庭教育指导，积极组织
开展家教、家风传承互动，力求实现家风、
家教与校风、教风、学风相融合，从而有效
提升德育效果，达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
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功能、家风影
响、家教作用，家庭与国家、社会的关系，都
有系统论述。而这些论述，都贯穿了“家与
人”的关系，是人的成长与发展、幸福与梦
想的主线。国是千万家，有“人”才是家。
家的本质，不是房子空间、财富物品，而是
人的共同存在、人的互动关系、人的共同活
动、人的共同幸福。人是家庭一员，也是社
会成员，是社会进步和民族复兴的力量，家
庭则是培养人、教育人、实现人的社会最小
单元，重视“家”，是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国
人的美好价值取向，注重家庭家风家教，体
现的则是党和国家对人的成长发展的重
视，彰显的是以人为本的思想。

党员干部的家庭家教家风，与党风政
风息息相关。湖北省委党校李银安教授认
为，做实党员干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党组
织和各单位应加强对党员干部履行正常家
庭责任义务的关注和考察，督促领导干部
遵守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切实做到把
家风建设作为党员干部作风建设的重要内
容。党员干部也要自觉加强党性锻炼和道
德修养，自觉对标《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
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相关
要求与规定，自觉将履行家庭责任义务、家
风建设与党性党风建设联系起来，严格要
求自己、严格要求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
员，过好亲情关、人情关、廉洁关，学先贤齐
家之法，思家风败坏之害，践律己正人之
行，悟清廉治家之道，自觉做合格党员、合
格干部和优秀家庭成员，为正党风、促政
风、带社风、淳家风做示范当表率。

协调联动做好“家”字文章

家庭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做好家
庭家教家风建设，不是哪一个部门的事
情，需要党和政府、社会各界与千万家庭
的共同努力。

今年5月1日，《湖北省家庭教育促进
条例》正式施行。湖北省人大社会建设委
员会办公室调研员万方认为，《条例》的制
定，是湖北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重家庭家教
家风、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发展等重要要求
的有力举措，是落实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的有效路径，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
方法解决家庭教育工作短板问题的基础保
障。全省各有关方面要认真贯彻实施《条
例》，共同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发挥良
好家庭家教家风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
用，促进家庭教育事业发展，增进家庭幸福
和社会和谐。

湖北省委宣传部文明创建三处调研
员莫伟表示，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的系列重要论述，
下一步，湖北省文明办将重点做好以下工
作：一是强化顶层设计。研究制定《湖北省
文明家庭创建管理办法》等文明家庭激励
与管理细则，促进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常态
化长效化；二是坚持价值引领，组织“好家
风好家训”展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等
主题教育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
穿融入家庭文明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三
是传承红色家风，组织“诵读红色家书 传
承红色基因”短视频征集活动，从百年党史
中汲取精神力量；四是倡导文明新风，组织
城乡居民谈家风、议家规，晒幸福照片、讲
和美故事，开展“好公婆”“好媳妇”“孝心子
女”等家庭角色推选活动，营造良好社会氛
围；五是做好典型宣传，加大和创新对文明
家庭等先进典型的宣传力度，发挥榜样示
范引领作用。

积极发挥妇联组织在家庭工作
中的重要作用

做好家庭工作，以小家庭的和谐共建
大社会的和谐，是党中央交给妇联组织的
重要任务，也是妇联组织服务大局、服务妇
女的重要着力点。妇联组织要深入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的重要
论述，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把重要论述不折
不扣落实到工作中。

湖北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李述永表
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
的重要论述，从历史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
慧，在推进民族复兴伟业中注重发挥家庭
的基石作用，是推进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
建设的根本遵循。妇联组织要深刻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提高
学习贯彻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深刻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
和内生逻辑，把握新时代家庭文明建设的
方向原则；要深刻把握新时代家庭文明建
设的重要任务，广泛深入推动形成社会主
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李述永表示，在深学
细悟《论述摘编》过程中，全省妇联组织要
进一步深化“家家幸福安康工程”，在以好
家风支撑起全社会好风气方面发挥更大
作用。要强化妇联组织对广大妇女的思
想引领，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
中落地落细，使家庭文明创建更接地气、
家庭教育指导更符合需求、家庭服务更加
精准。要坚持开展家庭文明创建行动，重
点推进寻找“荆楚最美家庭”“文明家庭”
创建等活动常态化开展，做深做实“树清
廉家风·创最美家庭”活动，开展“绿色家
庭”“最美庭院”创建工作，以《湖北省家庭
教育促进条例》颁布实施为契机，加强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阵地和队伍建设，推动构
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完
善支持家庭发展、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常态
化的制度机制，助力广大家庭提高生活品
质，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发挥家
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
用，引导家庭在社区和谐、邻里和睦、美丽
乡村、爱国卫生运动等方面积极参与、发
挥作用，鼓励家庭成员履行家庭和社会责
任与义务，积极参与基层自治，以家庭和
谐促进社会和谐，使新时代家庭文明建设
在推动法治中国建设、推进基层治理中的
作用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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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小媛

由国民之血泪绘于历史版图的抗日战争，是电
影媒介创作的重要主题。笔者从近年来国产战争
题材电影中对女性角色的形塑切入，深入挖掘战争
题材电影性别叙事背后的隐性价值观。《风声》《金陵
十三钗》《那些女人》等电影在女性身体受难的书写、
女性贞操的介怀、女性主体性身份的建构等方面不
同程度体现出“男性凝视”下的同态性，影响着女性
话语与价值的表达。《明月几时有》则以真实历史为
蓝本并嵌入电影创作者的女性意识，为两性角色塑
造和人物情感的刻画探索出一条更为悠长的路。

受难的身体：男性凝视下的女性价值

受传统性别权力观念影响，在潜藏“男性凝视”
的战争题材电影中，女性价值通常被切割成身体和
情爱，女性受难的身体也被塑造成民族伤痛的符号，
并隐含着女性是男性占有物的意味。在对女性身
体苦难过度书写的背后，女性的自主意识和多样价
值被禁锢，成为男性欲望眼光与想象下的消费品及
性别权力法则的衍生物。

在《风声》中，酷刑成为女性遭受身体劫难的重
要呈现方式。电影以“香料、恶犬与女人”镜头开
篇，结尾又对暴露身份的顾晓梦施行绳刑，赤裸地融
合女性的身体、性与暴力。在封闭的空间内，武田作
为男性权力掌握者，借用李宁玉的情爱对象刘林宗
为要挟，以冰冷的器械对自恃孤高的她进行身体“度
量”，在血腥以外，联结的是女性的身体、贞操与屈
辱，实现精神上的摧毁。影片赋予李宁玉的光鲜“人
设”，在“男性凝视”的话语场域显得不堪一击。

在《金陵十三钗》中，女性身体受难的书写分为
直接和间接两种。关于前者，日军对豆蔻、香兰的性
虐：被尖刀戳刺的香兰，裸露着死亡的凌辱；跳河未遂
的豆蔻被绑在木椅上承受轮流的暴行。关于后者，覆
盖于整部电影与贞操相关的价值隐喻，将女性身体变
为男性的私有、欲望的载体、苦难的符号。电影有意
将欧式教堂里的女性塑造为令人垂涎的“财宝”，“贞
操”区分着女学生与歌女，日寇对女学生“纯洁”身体
的觊觎推动剧情发展，男性想象建构中歌女以大义保
护男性凝视下女学生的“贞洁”，在灾难叙事中注入

“性”的成分，从另一个侧面构成对女性价值的盘剥。

自我的意志：国族感召下的女性主体

父系社会话语体系下，两性平等除须经济政治
上实现女性赋权，更要完成女性的内在启蒙。在主
体性意识驱动下投身战争与革命的女性践行着女
性解放与民族解放的合一。

《明月几时有》塑造了一系列身份各异的女性
小人物，她们在战争中拥有不同的遭遇与使命。知
识女性方兰是瘦弱的小学教师，她拒绝男友求婚，自
愿加入地下工作。平民阿四是无数贫苦女性的代
表，影片侧重点并不在于挖掘其“身体的苦难”，而是
着力展现战时女性的朴素价值。富家小姐张咏贤
为父报仇潜伏敌营，影片并未过度凸显复仇心理，表
现的是她出色的情报能力。方母是集合母亲、妻子、

市井小民、爱国志士于一身的女性角色，起初
胆小怕事爱唠叨，却直接拒绝投奔丈夫而打破

“妻子”身份，在母爱的拉扯下接受女儿投身抗
战，耳濡目染后甚至协助女儿运送物资，意外
被捕时仍坚持“不要连累队友”，“母亲”形象的
建构于方母而言，并未构成主体性的桎梏。这
种着眼于小人物人格的塑造，促使女性在战争
中不以身体和传统性别分工体现价值，成功地
将女性主体性身份和战争贡献嵌入革命话语
与社会动员机制。

《那些女人》同样发掘女性小人物在战争
中的坐标，但女性角色的主体性却仍有舒展空
间。水芹娘是战争受害者的叠加缩影，她投身

革命的动机主要基于自身蒙受的苦难，并非纯然由
于民族大义驱使。惠姑娘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她
几度挺身而出乃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善
良的内心、性别权力话语规训下对贞操的重视、赢得
尊重的渴望。除此，不齿于“翻译官”丈夫的行径而
主动帮助新四军的小玉，声称“脚一样，走的路不一
样”后悬梁自尽的保老太太，这些女性无不在国难的
感召下定位了各自的角色，但依然没有脱离旧式伦
理道德的规训。

《金陵十三钗》围绕十四位风尘女子与女学生的
故事展开，剧情的主线几乎离不开女性“身体”“贞
操”。两性形象的建构分属“救赎者”与“被救赎者”两
大群体：除了军人，外国的入殓师和年轻的男孩皆有
力量保护女学生和歌女，书娟的“汉奸父亲”也能够与
日寇虚与委蛇；唯独各类女性角色充当着待宰的羔
羊。电影反复强化女性身体的孱弱，以及多情而缺乏
笃定的性情。电影的“上帝之手”在每个女性角色心
里埋下“贞洁”的种子，默认身体可以充作战争交换的
价值对象，完全卷入作为“男性客体”被赋予的身体情
感功能。她们成为剧情的“主体”，却从未在自我生命
中建立“主体地位”。

性别的藩篱：英雄建构与非典型男性

占据话语主导权地位的男性一方通常在战争
题材的电影中被塑造成类型化的英雄符号，女性不
免充当男性英雄的附属，扮演着被启蒙与被拯救的
对象，这种在战争中客体角色的形塑，无疑是对战时
女性独立价值的遮蔽。与此同时，受传统男性英雄
主义世袭话语的影响，男性英雄角色也往往被描绘
成勇武善斗的模样，这在潜移默化中也限制着男性
力量与男性价值的多样性表达。由此，文艺创作者
亟待与时俱进，打破性别刻板化印象的桎梏，多维
度、多视角地讲好战时英雄的生命故事。

在《风声》中，玲珑果敢的中共地下党员顾晓梦
在裘庄想尽办法，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传递情报，但最
终“情报是假、切勿行动”的关键信息仍是通过另一
位男性英雄吴志国的《空城计》传出。在《金陵十三
钗》中，最后直接带领女学生逃离南京城的还是约翰

“神父”。相较而言，《明月几时有》《那些女人》则分
别展现了香港中共领导的东江游击纵队的历史风
貌，以及濠河边上新四军团结民众的火烧竹篱笆的
正面战斗，无不切中了女性在战争与革命中主体能
动性的一面，剥离了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叙事与历
史书写。

除此，在《明月几时有》中，男主角李锦荣温文
尔雅、言语和柔的文人形象，与双腿受伤仍站立赴死
的浩气凛然之间并不冲突，男性刚烈气质的软化也
显现出别样温和的力量。打破传统性别藩篱的男
性英雄角色丰富了多元化的男性气质，是对男性刻
板印象的某种超越，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社会性别建
构赋予男性的性别焦虑。与此同时，两性气质的开
放性也有利于女性发展空间的宽广化。“阳刚之气”
既可以突破男性专属而成为一种普遍的性格特色，

“侠骨柔情”也理所当然构成两性共享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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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十三钗》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