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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时代主题的
变迁》

《新媒体时代女性形象的批评话语分析》

作者：郭培轩

文章采用费尔克劳的三维分析框架，以微博中的女性形象为研
究对象，从文本分析、话语实践分析以及社会实践分析三个角度入
手，分析新媒体时代微博平台中各种女性形象出现的原因，得出与
传统媒体中的女性形象相比，微博中新女性形象趋向多样化和正面
化，但也存在一些负面评价的结论。文章提出新媒体时代提升女性
形象的建议，即从社会大环境角度倡导尊重女性形象的多样生态以
及从女性自我角度提升自我价值的实现，抓住新媒体时代的机会，
积极塑造正面、多样的女性形象。

来源：《新闻研究导刊》2022年第24期
（崔安琪 整理）

《“礼轻情意重”还作数吗?——城市青年情侣礼
物互赠的性别化实践》

作者：项江南

本文以金钱的多重意义为线索，呈现城市青年的恋爱赠礼实践。基于对13位
城市异性恋青年情侣的半结构访谈，作者发现，女性通过赋予金钱多重意义来寻求
恋爱关系的确定性。当无法借助直观的情感体验来确认恋爱关系时，女性将礼物
中的金钱投入视为男性的承诺和这段关系区别于其他关系的恋爱标记。这些象征
意义常常被金钱的固有属性消解，阻碍女性的主体性达成。然而女性并非只是受
困于此，而是通过维持和重塑恋爱赠礼的规则：不管是主动送礼表达情感，还是与
男性协商主导礼物赠送仪式，女性都在接受礼物和回馈的过程中实现了一定的主
体性。

来源：《妇女研究论丛》2022年第6期

回眸2022年女导演们在银幕上的创作，其中不乏精巧之作，《妈

妈！》对老年女性的关注、《世间有她》对矛盾的处理、《柳浪闻莺》对女性

情谊与竞争的展现等，体现了导演们的努力。她们在电影题材、视听语

言等方面进行拓展，用影像参与了社会话题的讨论，收获了良好的口碑、

引发社会的关注，展现了银幕上的“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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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华女子学院妇女发展学院举办第三届马克思主

义妇女理论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党的二十大精神对马克

思主义妇女理论研究的引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时

代化”“家庭建设与家务劳动”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既有理论

的辨析，又有实证的研究，对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

女理论和实践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 许航

2022年对电影人来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女性导
演这一年在大银幕上贡献了《柳浪闻莺》《断·桥》《出拳
吧！妈妈》《妈妈！》《世间有她》《不要再见啊，鱼花塘》等
作品。其中，《妈妈！》对老年女性的关注、《不要再见啊，
鱼花塘》对电影语言的探索等，体现了导演们在电影题
材、视听语言等方面进行拓展的努力。

聚焦老年女性：银幕“女性体验”的丰富

大众流行文化有时会忽视老年女性的存在。电影
中的老年女性，通常是作为主角的奶奶、上司这样的功
能性角色出现，很少成为叙事的主体。但“女性”包含
了各个年龄段的人群，“女性体验”覆盖了女性的生命
长河，每个时间段都有其独特之处，都不应该被忽视。
在可见的市场压力下，《妈妈！》选择以老年女性角色为
表现主体，体现了创作者对这一群体的关心，显示了创
作者的社会担当。

电影细腻、生动，又带着幽默感地塑造了一对老年
母女的形象。她们都是已退休的大学教授，女儿冯济真
认真严谨、一丝不苟，母亲蒋玉芝则带着一丝顽皮，经常
抗议女儿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但是在母亲得知女儿确
诊了阿尔茨海默病之后，她开始自觉吃药、锻炼身体，要
像“母狼”一样去保护自己的女儿。女儿的病症慢慢显
现，她有时会健忘，有时会出现幻觉，甚至会尿失禁。这
对于要强的女儿来说是难堪的，母亲试图保护她，但经
常换来强烈的不满。至亲之间的爱和忍耐，再次唤起观
众对母爱的强烈认同。扮演母亲的吴彦姝和扮演女儿
的奚美娟，分别获得天坛奖和金鸡奖的最佳女主角奖。
再一次证明了好的角色和演员之间的互相成就。

和导演杨荔钠的大部分作品不同，《妈妈！》放弃了
对母女间冲突的残酷揭示，转向一种对母女之爱的温
情脉脉的表达。母女关系是近年来女性导演创作中着
墨颇多的重要题材之一，既有以母爱引发共情的商业
作品如《你好，李焕英》，展现母亲成长的类型作品如
《出拳吧！妈妈》，也有反思母女关系的作品如《春潮》
《柔情史》等。《妈妈！》中的母女关系，原本是正常的母
慈女孝，却因为突然降临的疾病让母女俩陷入困境之
中，也使得母女间照顾与被照顾的关系产生了对调。
而因为阿尔茨海默病的残酷性，母女俩之间的沟通变
得越来越困难。影片用母女间的温情淡化了患病者和
照顾者的艰辛。但这也是电影最为人诟病的地方：用
温情来化解病症带来的生活困境，而不是直面病症的
残酷性。这给电影的创作留下些许遗憾。

以温情化解苦难：须提升叙事的契合度

以温情化解苦难，这是近年来常见并被推崇的一
种创作方式，它关注平民、直面现实困境，但是又以温
暖为主基调，表现对真善美的追求。很多女性导演在
创作中都体现了对这一创作方法的自觉追求，2021年
的《守岛人》《穿过寒冬拥抱你》等，都产生过很好的社
会影响。2022年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由李少
红、陈冲、张艾嘉三位导演联合执导的《世间有她》。

电影主要是表现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开始肆
虐之时，几位女性所遇到的家庭、情感纠葛和矛盾。不
得不说，三位女导演对情感、矛盾的体察和展现细致入
微。第一段婆媳之争中的一碗带鱼、一碗蛋炒饭，一方
面体现了婆婆确实存在的偏心：务必保证带鱼按她的
要求做好，送到她的儿子、孙子嘴里；另一方面也体现
了婆媳间观念的冲突，媳妇劝婆婆要多关心自己，婆婆
却趁势埋怨她不够关心丈夫和儿子。第三段夫妻间在
孩子疑似感染病毒之后的一番争吵，可谓道尽夫妻间
各自的委屈。两个人都觉得自己付出很多，却只能换
来埋怨，最后走向冷漠。影片将这种仿佛谁都没错，却
不知如何走到困境中的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在矛盾的解决上，似乎都太过轻巧。婆媳间
的矛盾，在媳妇给自己的父母打电话时强忍的眼泪中
化解了；夫妻间的矛盾，在一张张彩色照片记录的甜蜜
过往中缓和了。突然出现的温情化解了矛盾，虽容易
让人感动，却难以避免叙事上的瑕疵。反倒是影片中
一些次要矛盾的处理，更加让人信服。例如女主人回
到家中，看到客厅中一片狼藉、孩子们看着电视睡着
了，保姆却不见踪影，原本怒气冲天的她正准备兴师问
罪，却发现保姆躲在房间里正在给自己的孩子唱生日
歌。于是女主人悄悄关上了房门，让人体会到女性间
的互相理解和支持。可见，温情当然是可贵的，但是在
具体的叙事中，和叙事更加合拍、更加符合逻辑的温
情，会让作品更加流畅、更加动人。

传统文化：展现女性情谊的舞台

《柳浪闻莺》改编自女作家王旭烽的系列小说《爱情
西湖》，以西湖十景之一的“柳浪闻莺”为背景，主要讲述
两位越剧女演员垂髫和银心与画家工欲善之间的故事。
两位女主角在舞台上扮演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下
是一同成长的姐妹。工欲善的出现，使得姐妹从某种程
度上走向了竞争，对于垂髫来说，工欲善是电光石火的爱
情，而对银心来说，工欲善更多的是一种生活归宿。

在这部电影中，传统文化元素在叙事中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不论是联系姐妹俩感情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
台》，还是工欲善的字画、扇子，都成为剧中无法忽视的
细节。越剧舞台更是为电影提供了重要的叙事空间。

首先，越剧对人物的感情发展起到了穿针引线的
作用，例如工欲善帮助上妆的垂髫画眉、在后台观看垂
髫的演出。影片以暖色的侧逆光衬托在舞台上表演的
垂髫，扮相动人、仙气飘飘。越剧的舞台让垂髫闪闪发
光，也见证着他们之间感情发展的重要时刻。

其次，越剧剧种的特殊性，使得影片对人物身份认同
的展现和讨论与戏剧舞台紧密相连，不管是电影中频繁出
现的越剧唱段，还是一次次通过镜子等道具展现的角色性
别认同，都体现了舞台与人生、戏剧与人性的暧昧性。

再者，越剧的兴衰与姐妹俩的命运息息相关，是电
影隐藏在情感主线中的一条隐藏线索。影片用一个跟
拍的长镜头展示了银心离开剧团的落寞和无奈。九十
年代传统文化的衰落和主角们的感情一样令人感叹。

对电影人来说不太轻松的2022年，国家出台了
《“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在不确定中锚定了一
些未来的确定性。各大电影节的女性论坛、女性电影
节等纷纷聚焦女性电影、女性影人、性别议题，“女性力
量”正在成为一股潮流。回眸这一年女导演们在银幕
上的创作，其中不乏精巧之作，用影像参与了社会话题
的讨论，收获了良好的口碑、引发社会的关注，展现了
银幕上的“她力量”。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女性文

学大系》（先秦至今）及女性文学史研究”（项目编号：
17ZDA242）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张春鹏 康沛竹

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妇女运动不断发展，始终和党的中心任
务相联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运动与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相结合；在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积极动员妇女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改革开放
新时期，妇女运动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前行；新时代以来，党积极发挥妇
女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两个独特作用，妇女运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奋斗。本文作者认为，从反帝反封建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妇女
运动的时代主题与时俱进。把握百年妇女运动时代主题的变迁，坚持妇女运动中
的基本原则，有利于做好新时代的各项妇女工作。

来源：《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2年第6期

■ 魏开琼 林烨 朱晓佳

近日，中华女子学院妇女发展学院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研
究院）举办第三届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党的二十大精
神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研究的引领”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时代化”
“家庭建设与家务劳动”等议题展开深入
研讨。

党的二十大精神对马克思主义
妇女理论研究的引领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发了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
论和实践问题，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妇
女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北京大学仝华教授强调要从新时代
的伟大变革中汲取实践资源和思想资
源，应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围绕党
的中心任务推进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研
究，立足于世界之势拓宽马克思主义妇
女理论研究的全球视野。

清华大学冯俊教授指出，广大妇女
应当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贡献力量，坚定听党话、跟
党走，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参与国家和
社会事务、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等的责任
担当中发挥半边天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任洁研究员从历史
进程、使命任务、政治要求与国际视野
阐述了新时代新征程促进妇女共同富
裕的重要性，从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
目标和过程、整体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
一阐述了妇女共同富裕的内涵，指出党
的二十大报告为推进妇女共同富裕指
明了方向。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时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开辟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谱写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马克思主
义妇女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
妇女理论在中国发展的产物，为中国妇
女解放与发展事业提供了行动指南。

围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
时代化知识体系建构、具体分期、新时
代以来的具体表现等，学者进行了探
讨。中国人民大学秦宣教授强调建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知识体
系必须把握它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
辑，既要关注社会主义妇女观、马克思
主义妇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
女理论的发展过程，又要在理论研究
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其他学科的经验和
做法。

厦门大学石红梅教授对马克思主义
妇女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分期做了
划分，即“告别苦难、挣脱压迫、寻求解放”

“坚定理想，昂首阔步、自信豪迈”“改革开
放、色彩纷呈、多元包容”“客观理性、守正
创新、自信自立”。她指出，应当把握马克
思主义妇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的关系，运用唯物史观理解马克思主义妇
女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姜秀花研究
员归纳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丰富和拓展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重大贡献，指明

“六个必须坚持”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妇女和妇女工作重要论述鲜明的精神
特质。

中南民族大学尹旦萍教授认为习
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
原创性贡献，体现在坚持党对妇女工作
的领导、妇女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
创造者、“三个平等”、保障妇女权益、推
进妇女事业的全球合作，此贡献拓展了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赋予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性别视
角，指导了新时代妇女运动的实践。

中华女子学院杜声红博士着眼于当

下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教育，分析了马
克思主义妇女观融入思政教育的意义，
探讨了具体举措。

其他学者则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对传播特
征、具体议题进行了阐释。中南大学陈
文联教授借鉴了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
尔的“五W模式”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妇
女观早期在中国传播的特点，即由无政
府主义者传播转向以早期马克思主义
者为主体的传播、由零散传播而渐趋系
统传播、由单一传播向多元聚合传播、
由面向精英知识分子传播转向劳工群
众传播、由小众学说传播转向主导理论
传播。

厦门大学博士生上官畅从经济、政
治、文化和社会四大维度追溯了20世纪
初妇女主体建构的中国化探索，从历史
唯物主义角度解读“主体”这一概念，论
述了中国共产党推动妇女主体建构的世
界历史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文晨
越选取国营西北第三纺织厂为案例考察
了1953年至1968年中国共产党工人干
部选拔与培养机制，阐述了妇女干部选
拔与培养中的性别因素。

家庭建设与家务劳动

家庭是社会机体的基本细胞，家庭
的前途命运深刻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前
途命运。进入新时代以来，家庭家教家
风建设在全社会中引起了高度重视。

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叶文振教授
从家庭制度建设、家庭功能建设和家庭
文化建设三个层面阐释了家庭建设的内
涵，分析了家庭建设对社会文明提升的
重要意义，探讨了发挥妇女在家庭建设
中独特作用的具体措施。

中华女子学院魏开琼教授指出有效
挖掘性别潜能应成为家庭建设的重要面
向。家庭建设要坚持性别公正的基本理
念，同时家庭建设需要家庭内外行动者
的共同参与，与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同步
进行。

中华女子学院朱晓佳博士从家庭概
念、家庭意识、家庭生活、家庭结构与家
庭的调节方式解析马克思主义家庭观的
内容，挖掘马克思主义家庭观在当代中
国家庭建设中的启示。

中华女子学院韩冰博士围绕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家风建设的论述，从
中国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中国共产党
人的坚守传承、总书记的个人家庭教育
与实践经历四个方面考究了新时代家
风建设的历史渊源，阐述了家风建设的
重要性。

研讨会对家务劳动的探讨既有理论
的辨析，又有实证的研究。贵州财经大
学讲师常佩瑶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视域阐述了“家务劳动”的概念，回应了
西方女性主义者家务劳动理论对马克
思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和概念的误读，探
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我国新时代
新征程中妇女解放事业的启示。中华
女子学院左玲博士梳理了家务劳动价
值测算的发展历程，运用直接产出法和
间接投入法的测算方法得出三个结论，
即无酬家务劳动贡献的经济价值总量
可观、无酬家务劳动贡献的经济价值区
域间差距显著以及中国女性的经济贡
献被大大低估。中华女子学院聂真真
博士从历史的视角，围绕新中国成立初
期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思想与实践展开
分享，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过程中家
务劳动的社会价值做了阐述，介绍了当
时相关部门对推动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具
体做法。

本次研讨会围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
论研究和妇女发展的现实问题做了深入
的讨论，对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妇女理论和实践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单位：中华女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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