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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地域文化中捕捉女性足

迹与社会的性别认知，成为近年来性别

研究的新视点。本文聚焦北京叙事电

影中的女性形象，选取《城南旧事》《阳

光灿烂的日子》和《北京，你早》三部影

片为切入口，窥见民国北平、20世纪70

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北京风土人情的变

迁，透视浓郁的京味里转型年代女性的

生存境遇，分析变动时代女性的生命体

验、成长顿挫与精神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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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对话：后疫情时代性别平等如何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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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后疫情时代与妇女发展——第五届中德性别平等与发展研讨会”在线上举办，来自中国和德国的妇女与性别研究

领域百余位专家学者参会。会议聚焦“妇女在抗击疫情中的作用与贡献”“新冠疫情对妇女发展的影响”“后疫情时代将性别

平等落到实处的目标策略与前景展望”以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履行和审议”四个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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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琪

本文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
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研究了女
性受教育程度对多个维度家务
分工和育儿分工的影响。研究
发现，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有
助于降低家务分工的性别不平
等，但是对育儿分工的性别不
平等却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且
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学习辅导
这一维度。分城乡、子女数量
和子女年龄的研究发现，女性
受教育水平对育儿分工的影响
在农村、多孩家庭和子女年龄
较大时表现得更加突出。在教
育扩张的背景下，受过高等教
育的女性规模正在迅速扩大，
因而未来必须加强对受教育程
度较高的女性的育儿状况及其
性别分工状况的研究，只有不
断降低受教育程度较高女性的
育儿负担，生育政策的调整才
能真正落到实地。

来源：《妇女研究论丛》
2021年第6期

作者：李月 成前 刘畅

本文基于我国城市层面
空气污染数据及中国劳动力
动态调查（CLDS）数据，实证分
析了空气污染对个体劳动时
间的影响。研究发现：空气污
染对个体劳动时间具有负向
影响，这一影响对女性尤为明
显，且具有稳健性。对影响个
体劳动时间机制的分析表明，
空气污染能够降低女性健康
水平，从而对其劳动时间产生
负向影响；空气污染还可能加
大家庭照料负担，间接缩短女
性劳动时间。基于此，本文作
者提出应关注女性劳动者面
临的“工作-家庭”冲突，建立
健全家庭支持政策体系，加大
婴幼儿照护服务供给。

来 源 ：《人 口 与 社 会》
2021 年第 5 期

作者：唐芳

我国立法并未对妇女的
就业性别歧视进行定义，对此
进行界定，可以就业性别平等
理论为基础，从主体、行为、后
果、因果关系、主客观方面展
开分析。本文作者认为，实施
就业性别歧视主体包括用人
单位以及对就业机会有决定
性影响的其他单位和个人。
对妇女的就业性别歧视行为
可分为直接就业性别歧视和
间接就业性别歧视，二者都强
调用人单位差别对待或对女
性有差别与就业没有必然关
系，缺乏正当性。内在的职业
需要、生育保护措施和积极暂
行措施构成直接就业歧视抗
辩理由。就业性别歧视行为
的成立不需要行为人具有主
观故意。结合上述理论，亟须
对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
立法进行完善。

来 源 ：《中 华 女 子 学 院
学报》2021 年第 6 期

《空气污染对女性
劳动时间的影响机制
分析》

《对妇女的就业性
别歧视界定与〈妇女
权益保障法〉相关立
法完善》

《女性受教育程度
对育儿分工的影响》■ 蔡洁

百年北京城发生的人和事，记录着社会变革
的印迹，寄托着这片故土几代人情感追忆和忧伤
感怀，成为北京叙事电影视角和意蕴阐释的焦
点。《城南旧事》的胡同，《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军
区大院，《北京，你早》的公交车，从不同影片的时
空转场和镜头捕捉，可以窥见民国北平、20世纪
7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北京风土人情的变迁，透
视浓郁的京味里转型年代女性的生存境遇。笔
者以三部电影为切入口，分析变动时代女性的生
命体验、成长顿挫与精神面相。

禁锢与挣脱中的女性主体性诉求

时代风云的流转与社会变革的浪潮中，虽有
传统桎梏压抑的弥漫，但在女性主体性意识的层
面也隐喻着突围的欲望。

《城南旧事》透过孩童英子的眼睛，窥探了民
国北平底层人民悲苦的生存图鉴：被迫卖唱、惨
遭毒打的弃女妞儿，未婚先孕、爱人爱女双丧思
念成疯的秀贞，初次相认却惨遭火车碾死的母
女，背井离乡谋生反遭丈夫欺瞒的宋妈，为供弟
弟求学而盗窃入狱的小偷……胡同里的成人对
这些惨状往往是“无谓的旁观者”，而年幼的英子
却表现出同情理解，甚至成为“主动的参与者”：

“读懂”秀贞对亲人的思念并兑现寻回小桂子的
承诺，“读懂”小偷生活的无奈而视之为友，“读
懂”宋妈丧子之痛而投怀安慰等。影片看似超越
儿童年龄认知的叙事，实现了对人性赤诚本真的
回归。英子清澈的眼神涤荡过滤了世俗的污秽，
齐耳的短发、工整的校服、白净的旗袍，对大海浪
漫的想象，飞越时空的思绪，成为五四进步女学
生的符号，代表着建构女性主体性身份的憧憬。

与《城南旧事》哀而不伤的节奏不同，《北京，
你早》充满着焦躁苦闷、时不我待的气息。女公
交车售票员艾红装扮、职业与爱情的变化流转，
展现出改革开放浪潮下都市劳动女性求变求新
的强烈欲望。刚出场的艾红蓬头垢脸、衣着臃
肿、满手沾满蜂窝煤炭，是典型的基层劳动者缩
影。艾红形象的改变起于偶遇女友子云。合资
企业中的子云身着制服、妆容精致，意气风发，其
新潮形象激发了艾红对时髦的渴望。职业上，艾
红告别旧有的生存空间，离开公交车流水线似的
行程路线、稳定却酬薄的售票岗位，跻身商品经
济大潮，成为跨入未来人生关键的一步。恋爱
上，艾红最终选择新潮浪漫的陈明克，这固然有
被现代化交际与物质消费吸引的一面，也源于她
无法扭转邹永强故步自封的个性，经过反复思想
斗争而作出的尝试。

如果说艾红尚存“踏着女友子云足迹”的意
味，那么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女主角米兰更富有

张力和勇气，凸显着女性掌握主体欲望的能动
性。镜头跟随男主角马小军的秘密窥视，细致捕
捉了她壮硕的小腿、丰腴的身体、灵动的步姿。她
邀请陌生初识、性情腼腆的马小军帮忙冲洗头发，
毫不避讳男性凝视的目光。在军区大院和少年男
性谈笑风生，生日宴会大胆开放吐露早恋的经历，
与男性一起游泳嬉戏，无不流露出她跳出传统性
别规约的潇洒。值得注意的是，任职文工团的米
兰称病告假，但影片却从未展示出她何病之有。
不过交谈中，米兰隐约道出了现实工作的焦虑，以
及通过从军实现自己价值的愿景。她选择军旅家
庭出身的刘忆苦，背后隐藏了政治氛围浓厚的时
代里，女性内心建构主体性人格的上进渴望。

错位与变革中的女性精神面相

百年北京城市的历史图景中，旧式价值观念
趋于破灭，新的价值体系、话语体系、信仰体系应
运而生。同一时空下不同的生活群体在纷乱迷

离的十字路口出现分流，时代的弄潮儿往往与世
俗价值形成错位格局，女性的精神世界也呈现出
复杂的张力。

在《城南旧事》中，秀贞是唯恐避而不及的
“疯子”，还是爱情的“忠贞者”和母爱的“坚守
者”？这是民国北平胡同的成人世界同英子之间
的认知错位。秀贞的“疯”，虽是痛失爱人爱女导
致的精神错乱，但主要源自邻里的“集体性误
解”：闲聊的宋妈讥笑她未婚先孕的“不洁”行为，
秀贞父母为维护名节而将婴儿偷弃齐化门等。
与此相反，英子对秀贞表现出好感的一面，甚至
对她口中唠叨的“爱人终究会归来”“爱女尚存在
世”等“疯言疯语”深信不疑。可以见得，英子扮
演了与这条胡同主流价值“不和谐”的音符，不禁
令人喟叹秀贞“发疯”背后的社会现实之因。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米兰和于北蓓的形
象与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主旋律似乎显得格格
不入。她们的热烈奔放，撬起了被压抑的青春躁
动。米兰游走于军区大院的男性群体中间，她性
感的身材、自如的谈吐吸引着来访者的目光。于
北蓓建构起一个自由洒脱、阳光灿烂的乌托邦，这
与军区大院之外忙碌嘈杂的红色海洋世界形成

“与世隔绝”的鲜明反差。于北蓓突然消失的同
时，马小军偷用望远镜窥视，米兰在若隐若现的照
片中神秘浮出，但二人首次见面后又突然消失。
影片末尾，马小军陷入理不清的头绪，反复叩问与
米兰交往的真实性：究竟何时与米兰首次相识，是
否只是路上偶遇，有无去过米兰家中，有无大雨中
向米兰勇敢表白，甚至怀疑米兰与于北蓓是同一
人，记忆与现实、时空与人物光怪陆离的错乱，潜
在投射出特定年代对前途命运无所适从的漂泊感
和失坠感。

在《北京，你早》中，艾红的情感流转是否意味
着拜金主义、爱慕虚荣驱使下的见异思迁？早先
爱慕的邹永强，吸引她的是正直、忠厚、质朴的品
质。然而，艾红希望摆脱公车体制的约束，投身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但邹永强恪守的仍是子承父业、
知足常乐的传统伦理，二人分道扬镳的本质是价
值观念和生存哲学的错位。换言之，在改革开放
初期急速变革的北京城，艾红思想解放的速度与
程度，走得要比邹永强更远更广，在恋爱奔波的跌
跌撞撞中，她寻找的是奋斗路上的同盟者。欣慰
的是，艾红与陈明克在影片结尾被世俗“温柔以
待”，拖着沉重的货物以“乘客”身份自信地重登公
交车，实现了“求变者”与“留驻者”的和解，这意味
着北京叙事题材的电影建构出改革开放路上的新
话语与新风尚，正迎着朝阳驶向灿烂的未来。

（作者单位：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国

共 产 党 妇 女 福 利 事 业 史 料 整 理 及 研 究 ”
（2021MS055）阶段性成果

■ 王向梅 李雪萍

近日，中华女子学院与德国艾伯特基金会联
合举办“后疫情时代与妇女发展——第五届中德
性别平等与发展研讨会”，来自中国和德国的妇
女与性别研究领域百余位专家学者线上参会。
会议围绕“妇女在抗击疫情中的作用与贡献”

“新冠疫情对妇女发展的影响”“后疫情时代将性
别平等落到实处的目标策略与前景展望”以及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履行和审
议”四个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妇女在抗击新冠疫情中的作用与贡献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无数女性投身抗疫
一线，彰显了广大妇女的家国责任与使命担当。
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妇女在疫情防控中
的作用与贡献。

中华女子学院魏开琼教授分享了课题组关
于妇联组织参与疫情防控实践路径的研究，认为
妇联组织在疫情防控中既充分发挥了“妇”字头
资源优势，也特别强调“联”结政府和社会资源，
并对妇联组织建设要进一步优化社会化工作格
局、健全群众动员工作机制、完善应急管理机制、
运用性别视角维护妇女儿童特殊利益等方面进
行了积极思考。

中华女子学院齐小玉副教授结合中华女子
学院支援湖北联合志愿服务团队的经验，分析了
抗疫过程中女性的特殊生理需求及其实现路径，
进而倡导增强性别意识，推动两性和谐发展。山
东师范大学付妍老师则提出后疫情时代应完善
对女性医务人员的保障，加强物质供给、政策制
定的性别考量，打造女性医务人员友好的职场环
境等建议。

天津大学博士生尚宇菲从媒介研究视角出

发，认为女性在抗击疫情中的“战士”“舍小家为大
家”“普通女性”等媒介形象，打破了传统的脆弱形
象和母职定位，也突破了榜样女性形象的“精英
化”和“无性别”误识，呈现了“自然属性与社会属
性兼具、主体意识与集体意识兼容”的女性形象。

新冠疫情对妇女发展的影响

新冠疫情是2020年以来人类遭遇的一场巨
大挑战，全球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状况因此受到
直接冲击。与会专家从全球视角分析了新冠疫
情对妇女和女童发展带来的影响。

德国雷根斯堡应用技术大学克莱瑞萨·鲁道
夫教授（Dr. Clarissa Rudolph）分析了疫情背
景下德国妇女的处境，揭示了疫情推动性别关系
再传统化的趋势。她提出，疫情封锁期间，妇女
承担了更多的家庭照料工作，妇女就业比男性受
到更多影响，因此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需
付出更大努力。南开大学吴帆教授梳理了新冠
疫情给女性和家庭带来的问题，分析了疫情常态
化时期家庭政策的需求及其满足情况，并建议在
家庭政策中重视儿童与老人照料、家庭发展以及
促进女性工作-家庭平衡等内容。

与会学者还将目光投向家庭领域外的女性
处境。中国农业大学陆继霞教授聚焦疫情背景
下扶贫车间面临的风险，重点探讨了女工的生产
压力及其应对策略。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马瑜
骏博士综合分析了疫情下妇女在经济参与、家庭
和健康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建议在后疫情时代更
加重视妇女群体的利益诉求。中华女子学院张
丽琍教授关注疫情背景下中国女性创业活动的
特点与优势，探讨了女性创业的融资困难、资本
薄弱等挑战及相关政策应对。中华女子学院王
献蜜副教授则提出促进女性健康和提升应对风
险能力的干预对策。湖南女子学院孙继静老师

和中华女子学院杜声红老师探讨了新冠疫情之
后女性的生计困境及应对策略。

后疫情时代落实性别平等的策略

妇女问题并不是妇女的问题，而是社会问
题，解决妇女问题需要社会共同努力。与会专家
围绕“帮助妇女摆脱疫情影响”和“让性别平等落
到实处”进行了深入讨论。

德国社会工作和社会教育学研究所（ISS）乌
尔里克·施潘根贝尔格博士（Dr. Ulrike Span-
genberg）分享了德国联邦政府第三个平权报告
的主要内容，重点关注数字化过程中的性别平
等，包括以性别公正的方式获得资源、利用数字
化的机会及塑造数字化的进程。西安培华学院
刘越莲教授解读了《联邦政府性别平等战略》中
的九大战略目标，并分享了德国政府落实战略目
标的具体举措。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杨慧副研究员从细化、
宣传和执行三个角度分析了疫情背景下促进妇
女平等就业的相关政策措施，指出后疫情时代促
进妇女平等就业需进一步细化法律责任、明确奖
罚规定、加强监测评估，加强妇女平等就业政策
的培训宣传等。德国马克斯韦伯学院宋茜研究
员探讨了疫情防控背景下全球职业女性工作模
式转变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云南师范大学杜
爱萍副教授则提出了后疫情时代“完善性别平等
与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体系”“开展家庭美德教
育”等策略，认为应以家庭的性别平等推动国家
和社会层面的性别平等。

后疫情时代《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
视公约》的履行和审议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简称《消
歧公约》），是第一个把性别平等和非歧视要求法

律化的国际条约，与会专家围绕后疫情时代《消
歧公约》的履行和审议进行了深入研讨。

德国妇女协会、国际性别平等政治研究负责
人朱丽安娜·罗欣博士（Dr. Juliane Rosin）介
绍了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德国男女平权进程受
到的威胁以及德国政府落实《消歧公约》的努
力。她认为德国政府应进一步加强《消歧公约》
的宣传工作，同时在实施公约时关注疫情下性别
差异扩大的事实风险。

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原一级巡视员张立从妇
女的教育、就业、参政、参加保险、生育保障水平、
健康水平以及土地权益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
政府在消除性别歧视、促进男女平等、推动妇女
发展事业进程中取得的显著成就。中国社会科
学院戴瑞君研究员结合消歧委员会的结论性意
见，从法治角度总结了中国履行《消歧公约》的进
展与挑战，并根据《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
2025年）》和《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
年）》设定的目标，提出了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层
面保障妇女权益的路径。北京大学白桂梅教授
基于《消歧公约》的第五条，对性别刻板印象及其
影响进行深入分析，讨论了消除刻板印象过程中
各行动主体应发挥的作用和行动策略。中国政
法大学刘小楠教授则从《消歧公约》第十条出发，
论述了开展性别与人权课程的重要性，并分享了
中国社会性别与人权教育的发展。西南政法大
学博士生李勇梳理了中国提交的国家报告和消
歧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

会上，中华女子学院（全国妇联干部培训学
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刘利群教授、艾伯特基金会
（北京办事处）中国区首席代表康怀德博士共同表
达了对中德交流合作的重视，期待通过中德专家
学者的学术交流为推进全球性别平等做出贡献。

（作者单位：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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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德性别平等与发展研讨会新视点

——以《城南旧事》《阳光灿烂的日子》《北京，你早》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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