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女关系在近年来影视作品中越

来越多地被讲述，一定程度上是女性

意识不断成长的表征。电影《关于我

妈的一切》提供了国产电影关于母女

关系议题的新视角，同时也表露出值

得深思的创作问题：除了塑造并赞美

女性为母亲、姐姐、女儿等家庭身份

之伟大外，还应看到更多在家庭或爱

情关系之外，踏入主流社会秩序之后

的职业女性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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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亦水

母女关系在近年来影视作品中越来越多地被
讲述，一定程度上是女性意识不断成长的表征。近
期，由赵天宇执导，徐帆、张婧仪、许亚军等主演的
母女题材影片《关于我妈的一切》在各电影节展上
初绽锋芒。影片提供了国产电影关于母女关系议
题的新视角，主要表现在现实生活的细节真实，以
及母女关系的情感真实这两个层面，同时也表露出
值得深思的电影创作问题：女性形象塑造应超越家
庭关系，走向更宏阔的社会视野。

细节真实的中国文化情感结构

影片《关于我妈的一切》讲述了中学老师季佩
珍，在退休之际被诊断出恶性肿瘤后，人生最后半
年里发生的故事。本片较为可贵地呈现了大量现
实生活细节，并成功地缔造了母女关系的情感真
实，这主要得益于创作团队前期的调研努力。

作为北京国际电影节暨第28届大学生电影节
开幕影片，导演赵天宇在开幕式上表示，故事的很
多细节来源于对43对母女进行的深度访谈，为该
片的叙事提供了极具现实感的素材。

例如，主人公季佩珍对于女儿李小美的过度关
心，体现在满满一车的特产与蔬菜、翻看垃圾箱和
卧室抽屉猜测女儿恋爱情况，以及蒜茄子、勾手指
童谣等真切存在的地方生活习俗，甚至还有我国
1980-1990年代青岛气象员的南极科考职业梦想
等，这些源于现实的细节描写，既再现了中国人的
日常生活，又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方城市发展的历
史痕迹，从而缔造出一个充满细节真实，又独属于
中国文化情感结构的现实故事。

情感真实的母女关系塑造

影片从女儿的视角与叙事口吻出发，通过一个
罹患绝症的退休教师，展现了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所
承担的责任及个人情感表达，这主要体现在母亲季
佩珍的人物塑造与母女关系的处理上。

首先，一只硕大的风向探测白气球飘过季佩珍
家的厨房窗户，电影叙事由此打开，也将观众的视
点引入了季佩珍的生活。原来，曾经身为青岛气象
局年轻职员的季佩珍，曾一直向往成为南极科考队
队员，却因婚后怀孕而放弃南极科考梦，转而成为
一名中学地理教师。整部影片最后一个镜头，则是
一只风向探测白气球覆盖摄影机镜头与观众视点，
标志着季佩珍永离人世。

探测气球作为核心道具的首尾呼应，也引出了
最关键的母女对话：女儿问母亲，为了自己和家庭
选择现在的生活是否后悔？母亲回答道，从未后悔
过，因为这是一代人的个人选择，但希望女儿不要
像她一样，而应该走自己的路。

这种将女性放弃理想归于“个人选择”的情感
逻辑，和此前上映的《我的姐姐》中主角安然和弟弟

相濡以沫的行为逻辑如出一辙，即每当需要牺牲个
体追求的命运降临时，女性总以“个人选择”的解
释，化身为母亲、妻子、姐姐等诸多家庭关系意义上
的崇高身份，从而自我合理化地解决了个人与命运
的矛盾关系。不过，《关于我妈的一切》最后仍然留
给女儿李小美如何“走自己的路”的可能性空间。

起先，李小美的事业与爱情之不顺，源于她潜
意识里对于母亲“望子成龙”心态的拒绝。选择做
一名电视台节目组里的无名之辈、身处“第三者”位
置的无望地下恋情，都是她在下意识以自毁的叛逆
方式选择自己的生活。

随着母女关系的矛盾激化，尤其是经历了开车
误入桥下死路这一剧作结构上的“灵魂黑夜”之后，
母亲的绝症情节反而成为母女关系的强行“释然
剂”，小美也因此看清了事业和爱情的真相，最终辞
去编导工作而成为一名南极科考船的随行记者。

李小美的结局，既表明了她的内在精神成长，
也表现出女儿对于母亲未竟心愿的象征性继承。
母女关系的塑造背后，有着强大的亲子心理和情感
逻辑支撑，可以说是近年母女题材影片中颇为成功
的处理之一。

讴歌女性如何脱离家庭身份定位

但是，一旦脱离母女关系、进入家庭关系乃至
社会关系中，女性身份又该如何定位呢？

影片里的季佩珍，始终被定位为好媳妇、好姐
姐、好妻子等诸多家庭身份，男性角色得知季佩珍
罹患绝症后的情感反应，仅表现为丈夫眼中的“再
没有人给我做饭了”，季佩珍与弟弟的和解也仅在
于，姐姐绝症之后弟弟收到她留下的巨额卖房款后
的感动……这种极具依附性关系的客体身份定位，
尚不如故事里塑造的另一名女性、季佩珍的肿瘤病
友刘玫。

影片里胃癌四期的刘玫，是一名充满阳光的成
功企业家，在预感大限将近之际，她回到火锅店亲
自掌勺，颇具仪式感地炒了一桶火锅料，用蜀音对
着周围充满敬畏眼神的店员大喊：“我刘玫要是不
在了，这味道不能倒噻！”

而就在刘玫高光时刻的叙事段落结尾，创作者
还是给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反打镜头：刘玫和季佩珍
烂醉如泥地从车上下来后，丈夫和女儿立刻搀扶着
季佩珍，刘玫用羡慕的眼神看着眼前的和睦家庭，
最终孤身倒下，走向生命尽头。

关于女性之于家庭与事业的矛盾关系，主创团
队固然无意给出答案，但该片的确暴露出女性题材
电影创作的核心问题，即讴歌女性的方式，如何可
能脱离妻职、母职等家庭身份定位，进入女性之于
自身、时代甚至家国历史的主体性身份表达？

事实上，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十七年”时
期，不乏《刘胡兰》《党的女儿》等关于女性英烈前辈
的革命叙事，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第五代”导演黄
蜀芹的《人·鬼·情》之于女性经验与历史寓言的精
湛书写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脱离了传统家庭关系，
而具备更宏大的创作视野。而今年的宏大叙事电
影创作里，例如国庆档“拼盘电影”《我和我的父辈》
中，唯一试图将女性写入家国历史的仅有章子怡导
演的短片《诗》，但这远无法体现上一代中国妇女社
会贡献的分量之重。

由此，希冀我国女性题材的电影创作，除了塑
造并赞美女性为母亲、姐姐、女儿等家庭身份之伟
大外，还能看到更多在家庭或爱情关系之外，踏入
主流社会秩序之后的职业女性故事，以及她们对这
个时代的伟大贡献，这既是对妇女，也是对过往历
史的尊重。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仲英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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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民族地区部分贫困民众
存在内生性动力不足问题，制约着外生性赋能的有效实
现。结合所在高校在民族地区的教育扶贫实践，本文作
者发现提高农村母亲家庭管理、家庭教育、家风培育、就
业创业等方面的能力素质，是民族地区教育扶贫的关
键。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应以赋能母亲为重
点，切中贫困要害，回归教育本源，加强农村家庭建设，阻
断贫困代际传递，实现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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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均霞

顾颉刚的孟姜女研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时代思潮的产物。从士大夫塑造的知礼
的杞梁妻到民众塑造的纵情任欲的孟姜女，该研究体现了顾颉刚对旧礼制的批判和对新道
德的追求。在其交叠的叙述中，女性成为其批判旧礼制、传达新道德的载体。一方面，民众
被塑造成与士大夫阶层相对的、未受礼制熏陶的、富于情感的人，是中华民族依然保持着活
力的象征，而女性作为民俗学者眼中最多情的群体，又成为民众的代表；另一方面，女性被塑
造成封建礼制的牺牲品，是“奴隶的奴隶”，因而，女性的生存状况便成为衡量一个社会文明
程度的标尺，将女性从家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赋予其自由平等的人性便具有了正当性。

来源：《民俗研究》2021年第5期
（范语晨 整理）

《以女性为载体: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中的礼制抗争
与人性追求》

作者：杜声红 何爱丽

教育是女性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前提。随着我国教育
事业的发展，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她们广泛参与到劳动
领域中，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通过梳理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陆续出台的多项政策和相关数据，本文作者认为要
厘清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与女性教育赋权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需
要认识到女性从“能上学”到“平等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为什么
需要接受教育以及接受了什么样的教育的问题；另一方面需要
认识到教育赋权以后，女性在经济社会中的参与和发展情况。

来源：《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

《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与女性教
育赋权》

《生育政策调整下年轻父母的工作家
庭冲突——基于全国十二城市的调查》

作者：李芬 风笑天

从独生子女政策、二孩政策再到三孩政策，生育政策的调整引
发了社会各领域的“蝴蝶效应”。本研究在生育与性别比较的双重
视角下，重点考察了生育政策调整过程中年轻父母所面临的工作
家庭冲突及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从多维度剖析了其影响作用
机制。同时，基于我国的现状，对三孩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了
反思，并就家庭友好政策及其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提出了启发性
建议。

来源：《广东青年研究》2021年第3期

■ 廖鸿冰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民族地
区部分贫困民众存在内生性动力不足
问题，制约着外生性赋能的有效实现。
2018年12月，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
校乡村振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018-
2022年）》，强调发挥高校优势，助力民
族地区构建高效完善的教育精准扶贫
体系。根据所在湖南女子学院在怀化
会同县、溆浦县、永州双牌县等少数民
族地区开展教育扶贫的实践，笔者发现
提高农村母亲家庭管理、家庭教育、家
风培育、就业创业等方面的能力素质，
是民族地区教育扶贫的关键。民族地
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应以赋能母亲
为重点，切中贫困要害，回归教育本源，
加强农村家庭建设，阻断贫困代际传
递，实现乡村振兴。

认知性潜能：强化价值引领，
增强脱贫致富信心

脱贫致富需要挖掘贫困民众的认
知潜能，促进他们深化认知，树立脱贫
信心，增强行动自觉。思想上“扶志”，
能力上“扶智”，充分挖掘本地民俗文化
特色亮点，以文化熏陶激发“动力源”。

一是强化价值引领，用文化带动
教育扶贫。民族地区民族文化形式丰
富，影响深入。但随着人口和信息交
流的加速，迷信邪教侵入。有些民众
特别是中老年母亲将家庭贫困问题归
咎邪教迷信，导致贫困加剧。

针对这一现象，民族地区扶贫工
作既要保护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同
时要强化价值引领，构建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增
强民众的思想文化辨识力。应丰富宣
传教育形式，成立思想扶贫宣传队、文
化艺术表演队和社会工作服务队，实现
思想扶贫到家、党恩教育到人、家政服
务到户，带动当地民众参与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的主动意识。

二是发挥妇联引导作用，激发农村
母亲致富动力。发动农村基层妇联组
织、“妇女之家”充分运用多种媒介，以
群众愿意听、听得懂的方式，向妇女群
众广泛深入宣传党和政府扶贫开发、乡
村振兴政策精神和惠民措施，树立和宣
传自力更生脱贫致富的先进妇女典型，
能引导贫困农村母亲增强自尊、自信、
自立、自强的意识，催生脱贫致富的内
生动力，在实现自身脱贫致富的基础
上，教育子女、带动身边、辐射广大贫困
群众积极主动脱贫。

内生性增能：育训结合，实现
就业创业脱贫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扶贫
的思想，发挥学校教育助力脱贫与乡村
振兴的智力优势，湖南女子学院以对口
扶贫的民族地区县为主阵地，开展育训
结合，积极助力民族地区贫困人群依靠
技能实现就业创业，带动稳定脱贫。

一是探索女性人才培养规律，招收
民族地区学生，培育脱贫致富的内生力
量。在招生时面向民族地区贫困考生
倾斜，近三年湖南女院在怀化、张家界、
湘西共招收260名少数民族学生。在
教学中对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与妇女
事业发展，培养新时代高素质女性人

才；引导女性与家庭成员共同促进家庭
和睦与下一代健康成长，增强家庭发展
内生动力；培养立志扎根农村妇女事业
和家庭建设教育的专业人才，为提升未
来农村母亲素质提供人才支撑。

二是以就业为导向，开展就业创业
技能培训。依托扶贫政策培训项目，深
入民族地区，举办各类工作坊，可提升
农村母亲家庭管理素养与就业创业技
能。近三年湖南女院为民族地区女性
养种植技能培训3期约150人、礼仪形
象讲座1期50余人、女性健康讲座1期
50余人、广场舞教学1期50余人；同时
还选派专业技能强的学生驻扎民族地
区，专题种养殖培训3期，引导农村母
亲增强劳动光荣的观念，提高自我发展
能力。

三是以民族文化为引领，发展文化
产业，实现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民族
地区有着丰厚的文化资源。湖南女院
在对口扶贫地区注重挖掘江永女书文
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侗锦织造技艺文
化，以民族文化品牌为引领，促进文化
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实现
民族文化传承创新及经济价值转化。
同时协助民族地区加大“非遗”文化开
发，与相关单位深度合作，带动当地发
展乡村旅游产业。

外生性赋能：坚持外联内育，
构建乡村振兴的社会支持系统

在充分利用国家支持政策的同时，
湖南女子学院积极争取政府各部门支
持，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聚焦民
族地区脱贫协作，不断链接资源供给和
输入，合力推动民族地区贫困人群脱贫
攻坚。

一是实施校社合作，开展实地调
研，为脱贫攻坚献计献策。借助基层社
会组织、“妇女之家”等丰富触角，湖南
女院组织各层面专题调研，深入了解脱
贫攻坚中农村家庭建设现状，特别是了
解贫困家庭中母亲家庭管理能力与素
养状况，了解农村母亲在家庭建设中的
独特作用，倾听她们的心声，为党和政
府精准制定推动农村母亲发展、促进家
庭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政策和财政投
入提供科学依据。

二是实施校农合作，促进贫困群体
增产增收。依托农村专业合作社，建立

“校农合作”基地。在充分考虑农户得
实惠的基础上，本着双方共赢原则，湖
南女院推动对口扶贫相关单位优先采
购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形成校农合作的
产业扶贫工作机制。就对口帮扶的岭
头村来说，该村扶贫户共73户，贫困人
口234人，目前已脱贫71户，脱贫230
人，仅有2户4人未脱贫（无劳、残疾、
智障等原因）。

三是实施校政合作，助力民族地
区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为了加强民
族地区妇女干部队伍建设和高层次女
性专业人才培养，高校应推动学校与
民族地区政府达成战略合作协议，以
推动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传承与开发
利用、现代服务业的转型发展与旅游
资源的有效开发。充分发挥高校在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和产业创
新中的综合优势，推进地方与高校产、
学、研合作。

（作者为湖南女子学院社会发展与
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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