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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潜光（约公元288－343年），俗称“鲍姑”，东海
郡人，另说陈留郡人。长于灸法，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
女名医之一。四大女名医除本栏目曾介绍过的西汉义
妁，还有宋代的张小娘子和明代的谈允贤。

鲍姑和班昭相似，其习医行医颇有家学渊源。相
传其父为鲍靓，字太玄，曾任南海太守，师事阴长生真
人，习得炼丹之术。公元319年，鲍靓在越秀山南麓建
越岗院（即今三元宫），供其居住。鲍姑自幼耳濡目染，
参与炼丹和行医。后与东晋著名炼丹家和医药学家葛
洪结为夫妻，夫妇二人前往罗浮山炼丹行医。鲍姑一
生行医采药，足迹遍及广州、惠阳、博罗等县。她医德
高尚，擅长灸法，尤其精通艾炙法，善于医治赘瘤、赘疣
等病症，为百姓解除病痛，被尊称为“鲍仙姑”。

艾灸在我国有很悠久的历史，孟子曾有“七年之
病，求三年之艾”的说法，此处的艾即为艾叶。艾灸简

称灸疗或灸法，是用艾叶制成的艾条或艾柱，产生的艾
热刺激人体穴位或特定部位，通过激发经气的活动来
调整人体紊乱的生理生化功能，从而达到防病治病目
的的一种治疗方法，其作用机制与针灸有相近之处，并
与针灸有相辅相成的作用。至今，艾灸仍在临床上被
广泛使用，被认为对治疗寒凝血滞、经络痹阻引起的各
种病症有效果。

相传，鲍姑常采用当地漫山遍野的野生红脚艾给
病人施以灸疗，这种艾因此被后人称为“鲍姑艾”或

“神艾”。曾有诗称赞这种艾草：“越井岗头云作岭，枣
花帘子隔嶙峋。我来乞取三年艾，一灼应回万古春。”
《鲍姑祠记》亦提到：“用越岗天产之艾，以灸人身赘
瘤，一灼即消除无有，历年久而所惠多。”《羊城古钞》
在提到鲍姑的灸法时也称：“每赘疣，灸之一炷，当即
愈。不独愈病，兼获美艳。”

鲍姑去世之后，当地人为了纪念她对医学事业的
贡献，在广州越秀山下三元宫内修建了鲍姑祠。遗憾
的是，她并没有留下医学或炼丹方面的著作。后人认
为，她的灸法经验可能被纳入丈夫葛洪的《肘后备急
方》中，因为该书广泛记载了运用灸法和热熨的情况。
而在此之前，我国的医书往往详于针而略于灸，此书则
多用灸术，举凡猝死、中恶、尸蹶、霍乱、寒热症、身面浮
肿、咳嗽等皆采用之，被誉为保存灸法最丰富的文献。
并且，书中还对灸法的作用、效果、操作方法、注意事项
等有较全面的论述。很多人认为，葛洪长于炼丹和针
灸，艾灸应主要是鲍姑的工作。为此，《肘后备急方》中
记载的灸法应属鲍姑的贡献。这一观点是否属实，很
难去做详细的考证。但鲍姑的行医事迹在当地的县、
府志及有关笔记小说中皆有记载，民间传说更是流传
至今。为此，鲍姑亦可算作中国古代重要的女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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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妇女事业发展的逻辑必然
·编者按·

近期，联合国经济和

社会事务部《2021年可持

续发展筹资报告》发布，报

告揭示了妇女在获得疫后

重建资金支持方面面临的

不平等状况。性别平等始

终是可持续发展筹资的重

要目标。然而，疫情下妇

女在获得发展资金支持中

处于不利境地，与发达国

家妇女群体相比，发展中

国家妇女的生存状况更加

艰难；此外，妇女在发展筹

资中受益较少、无法平等

享受金融服务。报告给出

了缩小可持续发展筹资性

别差距、落实性别平等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建议。

公平分配可持续发展资金 投资一个性别平等的未来

坚持党的领导，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

解放与发展道路的首要

特征，是妇联组织发挥

桥梁纽带功能与社会支

柱作用的根本遵循。从

本质层面看，发展中国

妇女事业必须坚持党的

领导内涵三重必然逻

辑：坚持党的领导是中

国妇女事业不断取得发

展新成就的关键前提与

根本保障；坚持党的领

导，是中国妇女解放奋

斗历程的宝贵经验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解

放道路的最大优势；坚

持党的领导，在政治逻

辑上必须是，也必然是

新时代妇联组织建设与

作用发挥的根本遵循。

·阅读提示·

特别策划策划 “党旗下的思考·建党百年与妇运百年”专题系列①

■ 潘萍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妇女解放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的首要特征，是妇联组织
发挥桥梁纽带功能与社会支柱作用的根本遵
循。从本质层面看，发展中国妇女事业必须坚持
党的领导内涵三重必然逻辑：妇女解放诉求与共
产主义理想的内在关联，决定了妇女事业发展必
须坚持党的领导的理论逻辑；中国妇女解放与发
展道路的宝贵经验，决定了妇女事业发展必须坚
持党的领导的实践逻辑；新时代妇联组织改革与
妇女工作创新的政治性要求，决定了妇女事业发
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逻辑。

理论逻辑的必然：妇女解放诉求与共
产主义理想的内在关联

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的历史生发存在着高
度的同源一致性。对此，马克思发现“现代家庭
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
奴制”“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
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这就是说，性
别压迫与阶级压迫存在着交错共生的紧密关联，
从而，妇女解放与社会普遍解放亦构成为密不可
分的历史任务：一方面，社会普遍解放作为妇女
解放的前提，在客观层面上必然制约着妇女解放
所能达到的现实高度；另一方面，妇女解放作为
社会普遍解放的内容，反过来又会深刻影响社会
普遍解放进程的推进。

妇女解放的根本道路只能寄寓在无产阶级
寻求社会普遍解放的革命运动中。这是因为：就
根本诉求而言，妇女解放必须最终表现为人类存
在方式的伟大变革，即共产主义制度的真实确
立。正如马克思所言，“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
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共产党人不仅必然会把

解放妇女视作自身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也必然
会重视妇女力量的开掘。因而，不仅毛泽东主席
深信“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
日”，习近平总书记亦指出，“纵观历史，没有妇女
解放和进步，就没有人类解放和进步。”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不仅是领导无产阶
级发动政治革命以夺取国家政权，不仅是领导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更为崇高的奋斗理想是将人类经
济社会的未来发展引至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
在此过程中，妇女事业的发展关系到为经济社会
建设提供强大力量，关系到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
础和群众基础，从而也始终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与基本追求目标。由此，毫不动摇地
坚持党的领导，亦当然成为中国妇女事业不断取
得发展新成就的关键前提与根本保障。

实践逻辑的必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妇女发展道路的宝贵经验

受制于自然经济基础的牢固稳定、封建宗法
纲常的严密控制，中国妇女的群体解放意识相对
西方女性而言勃发较晚。

戊戌变法时期，改良派力图通过“不缠足”与
“兴女学”两项措施解放妇女的形体和精神，拉开
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序幕。但改良派以满足
男性利益需求为中心而谋求妇女解放的价值意
图决定了他们缺乏领导妇女实现真正解放的能
力。此后，辛亥革命点燃了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
星星之火，但革命派的局限性亦决定了他们无力
承担解放妇女的重任。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成立深刻改变了妇女
运动的历史局面。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先进共
产党人就普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有关“无产阶级
如果不争得妇女的完全自由，就不能得到完全的

自由”的观点，积极探索妇女解放的道路。1922
年，中共二大不仅组建了中共中央妇女部以加强
党对妇女运动的领导，还制定了中国第一份以政
党名义发布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此后，适
应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与妇女运动的实时进展，
党亦不断调整妇女运动的方针政策，致力实现妇
女解放与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的同步发展与相互
促进。

新中国成立后，为彻底改变妇女发展的滞
后面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面运用法
律、行政、教育、宣传等手段，动员鼓励妇女广泛
参加社会生产，积极营造“妇女能顶半边天”的
舆论导向，深度实施了系列有益于妇女发展的
社会大改造。此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推进的各阶段，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关怀妇女
事业的发展，坚持认为社会的普遍发展离不开
妇女，社会的普遍发展必须惠及包括妇女在内
的全体人民。时至今日，男女平等不仅已成为
基本国策，同时亦已内化为坚定不移的国家意
志与蓬勃鲜活的时代精神，妇女事业在乘风破
浪的民族复兴进程中不断掀起发展新高潮。由
此，坚持党的领导，恰恰是中国妇女解放奋斗历
程的宝贵经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解放道
路的最大优势。

政治逻辑的必然：新时代妇联组织建
设与作用发挥的根本遵循

从历史形成的过程视角梳理妇联组织与党
的内在关联，符合实际的客观判断是：“妇联组织
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在我们党的培育和领导下
一步步成长发展起来的，是我们党亲自缔造的，
与我们党有着天然的依存关系。可以说，从成立
之日起，妇联组织就打下了深深的政治烙印。”中
国的妇联组织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始终构成为国

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结点。因而，旗帜鲜明地“讲
政治”既是妇联组织与生俱来的红色基因，又是
妇联组织职能履行的基本准则。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政治性是群团组织
的灵魂，是第一位的。离开了政治性，群团组织
就容易产生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就会庸俗化，
就会成为一般社会组织，甚至会走向邪路。”历史
已雄辩地证明，妇女运动一旦脱离了党的中心政
治任务就会陷入挫折，同时也会使党的事业遭受
损失。

当前部分西方女权组织不仅已被政党操纵
成为赢取政治竞选的工具，甚至也被国家利用
成为推行意识形态的工具。需要我们提高警惕
的社会现象是：一股以“个性解放”为旗、以“女
权崛起”为名、以煽动性别对立情绪为旨归的思
潮言论正暗流涌动，不仅使少数女性滋生出极
端（精致）利己主义的非理性价值观，而且也加
剧了我国婚姻家庭领域的两性矛盾与冲突，甚
至还损害着两性合作共创共建共享“中国梦”的
和谐关系基砥。对此，妇联组织必须把政治性
永远放在工作第一位，把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
要求全面渗透在为妇女群众维权、服务的各层
面与各环节，必须批判这些思潮言论的片面性
与错误性。中国的妇联组织是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框架下制度化存在的组织，在工作方
法论的层面，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依章程独立
自主开展工作始终是合法合理的有机统一。若
离开党的领导，妇联组织就会迷失方向、丢掉灵
魂，甚至会陷入历史上群团组织曾出现过的“先
锋主义”窠臼中。因而，坚持党的领导，在政治
逻辑上必须是，也必然是新时代妇联组织建设
与作用发挥的根本遵循。

（作者为湖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教授）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一系列辉煌成就。促

进妇女解放、推动妇女发展始终鲜明地写在我党的伟大旗帜上，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妇女解放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脚步同频共振，广大妇女

群众成为历史变革与进步的推动者，也共享着中华民族独立富强的伟大成

就。在建党百年的光辉时刻，《新女学》周刊特推出“党旗下的思考·建党百

年与妇运百年”专题系列，回望百年峥嵘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解放

与发展的先进思想与伟大实践，昭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妇女事业发展的

必然，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加强党对妇女工作的领导，坚持马克思

主义妇女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

■ 王海媚

近期，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2021
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报告显示，受新冠疫
情影响，全球经济严重衰退，2020年世界生产总
值缩减了4.3%，为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
以来全球产出的最大降幅。在此背景下，失业、
极端贫困和饥饿等问题日益严峻。疫情对妇女、
青年等处于低技术端和低收入端的边缘群体产
生的影响最为严重，但他们能够获得的用于疫后
重建的资金支持甚微，这加深了现有的性别不平
等状况。

性别平等是可持续发展筹资的重要
目标

发展筹资是国际社会开展合作以共同应对
灾害、贫穷等重大问题的重要保障，也是人类社
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为此，联合国
曾先后召开三次探讨发展筹资问题的国际会
议，分别于 2002 年 3 月、2008 年 12 月和 2015
年 7月通过了《蒙特雷共识》《多哈宣言》和《亚
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构建了2015年后发展
筹资全球框架。

性别平等始终是可持续发展筹资的重要目
标，该发展筹资框架很好地纳入了社会性别视
角。《蒙特雷共识》提出，筹资支持的发展应该是

“可持续的、性别敏感的、以人为中心的发展”，
《多哈宣言》强调“应将性别平等纳入包括发展
筹资政策在内的发展政策制定和执行工作主

流，并提供专项资源”，《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
程》进一步申明，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
和女童权能，对实现持续、包容和公平的经济增
长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在制订和执行所有
金融、经济、环境和社会政策方面进行有针对性
的行动和投资。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使可持续
发展筹资与性别平等目标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议程将筹资列为目标17“加强执行手段，重
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的第一项内容，将
其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各个具体目标的
重要手段。因此，发展筹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议
程性别平等目标的有效途径和必要前提，而性别
友好的发展筹资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妇女尚未在发展筹资中平等获益

--疫情下妇女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而与
发达国家妇女群体相比，发展中国家妇女的生存
状况更加艰难。《2021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
显示，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是不均衡的，用于疫
后帮扶、恢复与重建的资金支持也存在明显的两
极分化。从国家层面来看，最不发达的国家得到
的资金支持最少，80%的重建资金都用于发达国
家，只有不到20％用于发展中国家。从社会层
面来看，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妇
女、青年等脆弱群体受到的影响最大：女性领导
的企业受危机影响更深——旅游、酒店、餐饮和
批发零售等服务行业女性失业现象频发，妇女和
女童更容易陷入极端贫困，妇女家庭照护工作持

续加重，税收政策存在性别偏见，数字化和信息
化等新兴职业中性别差异加大等。

--妇女在发展筹资中受益较少。相比于男
性，妇女更难获得针对性的资金支持，研究机构

“捐赠追踪”对政府发展援助的研究表明，近年来，
各国政府不断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性别平等目标
的重要性，用于支持性别平等项目的发展援助资
金也呈缓慢增长趋势，这类款项总额由2009年的
约197亿增至2017年的约390亿，几乎翻了一
番。但用于支持性别平等的捐助在政府发展捐助
总额中所占比例仍非常低，2016年美国、加拿大
和欧盟等14个捐助方用于重点针对性别平等项
目的发展援助资金仅占捐助总额的4%。同样，妇
女能够获得的疫后重建资金非常少，《2021年可
持续发展筹资报告》显示，尽管妇女在全球大流行
病中面临严峻的生存问题，但仅有八分之一的国
家有针对妇女的具体支持措施。

--妇女无法平等享受金融服务。金融服务
的普惠程度与消除贫困、促进性别平等、创造就业
和实现包容平等社会等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密切联
系。尽管近年来在数字化转型的作用下，金融服
务不断拓宽其服务广度并降低了服务成本，但仍
有很大一部分人无法平等享受金融服务。《2021
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显示，金融服务领域存在
性别差距，全球拥有银行账户的成年男性比例为
72%，女性为65%，两者相差七个百分点。

实现性别平等的资源分配

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没有足够的发展资金或

筹资使用不均衡都会导致不平等现象加剧，这阻
碍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为缩小可
持续发展筹资中的性别差距，以更好地落实性别
平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可从五个方面入手。

第一，确保数字化经济背景下的全球金融网
络、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债务架构等建设与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规划的可持续发展方
向保持一致，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第二，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均衡分配
可持续发展资金，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平等获益；
增加可持续发展筹资中用于促进性别平等和赋
权妇女的资金比例，促进妇女进入筹资和资金使
用决策层，设立性别议题专门基金，保证妇女在
可持续发展筹资中平等获益。

第三，创造性别友好的商业环境，尽量减少
对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妇女领导企业的监管障
碍；在税收制度中充分考虑非税收费用对中低收
入妇女，特别是女性户主产生的影响，适度调整
税收政策，减少隐性性别偏见造成的不利影响。

第四，加大用于性别统计的投资力度，缩减
现有统计数据的性别差距，有效监测可持续发展
议程性别平等目标的进展情况，充分实现每个妇
女和女童潜能。

第五，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化产业从
业技能培训的投资力度，提高妇女、青年、移民和
难民等弱势群体应对新兴职业的素质和技能，为
实现更好的就业创造机会。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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