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春节，《流浪
地球2》在国内外同步上
映。和四年前开启中国科
幻电影元年的前作相比，
续作将中国科幻类型片创
作提升至一个史无前例的
高度，而瑕不掩瑜的剧作
逻辑也相对成功地构建了
更清晰、更宏大的世界观，
进而续写不同于好莱坞的
“中国故事”。但与前作被
动待拯救的小女孩韩朵朵
相比，续作试图塑造极具
专业素养的母亲韩朵朵这
一STEM女性形象，还有
出场不多的中国代表郝晓
晞，本质上都未能承担起
推动剧情的角色功能。

焦点透视透视

研究视窗视窗

《人类命运共同体：事实与价值》 《数字经济下平台就业能改善个体生育意愿吗?》

作者：丁守海 夏璋煦 欧阳语心

工作和家庭的两难平衡是影响个体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本文作者利用
2021年7—10月一项针对平台就业者的专项调查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下衍
生的平台就业对个体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平台就业
显著提高了个体生育意愿，特别是一孩和二孩的生育意愿，且这一促进作用在女
性样本中表现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平台就业主要通过收入效应、平衡工作
和家庭机制来提升个体生育意愿。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显示，平台就业对个体
生育意愿的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城镇地区以及高中和大专这些典型学历个体。
这些研究发现为通过促进更加灵活的就业形式来改善个体生育意愿提供了经验
证据，对构建更加生育友好的政策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人口研究》2023年第1期

《性别微暴力研究：理论透视与干预策略》

作者：王海媚 李英桃

性别暴力包括系统性、直接性的“性别宏暴力”和发生在日常生活中
的、微妙的“性别微暴力”,传统研究主要关注性别宏暴力，却忽视了长期
隐藏在其后的性别微暴力。本文作者认为性别微暴力对妇女等弱势群体
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可能导致妇女发展受阻、自信心降低和健康受损等
后果。应对性别微暴力，首先，需要准确捕捉和识别性别微暴力；其次，需
要建立关于消除该暴力行为的社会共识；再次，需要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抵
御和消除性别微暴力；最后，实现性别平等是消除性别微暴力的根本途
径，而消除包括性别微暴力在内的性别暴力是实现性别平等的重要前提。

来源：《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
（白晨 整理）

近日举办的“新中国女性群像：口述历史与集体记忆”工作坊上，来

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者就女性口述史的实践、知识生产和传播等研究

方法及理论进行了分享与讨论。很多发言者都表达了女性口述历史实

践者的使命感与强大内驱力：与历史赛跑，书写一个个有温度的故事、让

更多已经或即将消隐历史中的女性留下足音；将普通的女性行动者置于

历史舞台的中心，开拓女性个体与时代相互交织的可叙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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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宇辰 金一虹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口述史研究得到快速发展。进入21
世纪以来，女性口述史和口述史研究更是成果迭出。为了展示近年来女
性研究者所记录的多种社会身份的女性个体生命历程，展示女性叙事实
践的丰富性，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联
合中华女子学院，在《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的支持下，于近日举办了“新
中国女性群像：口述历史与集体记忆”工作坊，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
者就女性口述史的实践、知识生产和传播等研究方法及理论进行了分享
与讨论。300余位关注女性口述史研究的学者线上参会。

集体主义时代女劳模的再解读

工作坊上，有三篇报告分别以申纪兰、郝建秀和相凤祁三位女劳模口
述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申纪兰和郝建秀都是闻名遐迩的女劳模，她们两
人体现了城乡间的差别，但就女性如何从私人家庭的一员被塑造为一种
公共角色则有探讨的共同意义。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周海燕教授以表
征和展演理论呈现了劳模形象是如何在国家、媒体、大众相互作用下被塑
造和传播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佟新教授分享的相凤祁口述史，展现了
她从童工、女劳模到企业老总的跌宕起伏人生。在旧社会，她13岁就进
纱厂做童工，新中国成立后用优异的劳动成绩和出国参加国际博览会为
国争光的资历当上劳动模范，随后进入学校学习，成为新中国工农干部的
代表，最终成为中国第一批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这是一条只有在新中国
才能够实现的女性由受苦的女工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管理者的发展
道路，这是真实人生实践。作为女性，通过当劳模、进大学，成为共和国工
人阶级知识分子和管理者的人生发展之路与共和国的意识形态、人才选
拔制度紧密相关；她的个人能动性嵌入在共产党给予工人高度的认可和
尊重的感知上，并将实现中国“化纤”工业的发展与个人的梦想相连接。
佟新认为，劳模有上学的机会，这既是新政权对工农出身人才培养的需
要，也是工人通过高品质的劳动才能够获得当上劳模并进入大学的机
会。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革，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体脑劳动间的区隔；妇女
解放的理念融入这一革命的历程，一名旧时代的女童工能动地利用了这
一机会，呈现出中国女性发展的无限可能。

“可托付的教与养”与“劳动的母亲”的启示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马瑶和导师郑新蓉教授的研究《可托付的教
与养——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的公共教养空间和“劳动母亲”》，通过60
年代一个三线工厂的西迁和子弟学校建设和发展的叙事，把我们带回
一个用“公共养育”来促成妇女广泛参与社会生产的时代。集体主义的
方式——通过托幼机构和子弟学校，提供了一种可信任的、可托付的

“教”与“养”，不仅使生产和生活的空间交织在一起，也成就了参与社会
生产的“劳动母亲”，成功实现从社会新生代的成长由个体家庭向广阔
的公共教育空间转换，促进全体工厂子弟的全面发展。评议人佟新教
授指出：工厂的子弟学校作为中国集体主义时期的特别产物，还包含了
拉平干部子弟与工人子弟差距的意义——工人阶级的子弟获得的教
育、未来的出路都同样受到保障，而无须竞争和内卷。在推行“三孩”政
策的今天，“可托付的教与养”的议题可放在社会结构变迁的大背景下
加以讨论和借鉴。

寻找女性工作的意义：弄潮商海的女商人

在工作坊中，有两份报告都是以义乌女商人的口述史为例，有经历
“鸡毛换糖”初创经历的女企业家，也有“走向世界”的“创二代”，她们都是
在现代成长起来的个体女性。既从商业“文化基因”，也从流动与都市体
验对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影响的角度，探讨“义乌商业女性所具有的文化性
特质是什么”刘柳和她的合作者通过对7名义乌女性的创业经历、创业契
机、创业过程以及危机的处理，来探讨女性创业者的内在动力源泉、创业
的初衷以及对“有意义的工作”的理解。在很多人眼里创业就是为了挣
钱，挣了大钱就是荣耀。那么在女性的世界里是否还存在更重要的意
义？评议人这一提问给我们留下诸多讨论空间。

女性口述史的意义和使命

女性口述史的发展意义何在？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助理陆
远博士在他的报告中指出：历史学这门学科自诞生以后，始终就有内部公
共性的诉求。新的社会史学的公共性诉求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增
加。他以一个贴不上任何“标签”的普通农村妇女“吴根妹”的口述史出版
为例，说明口述历史把历史叙述的焦点转向普通民众、指向边缘人、关注
弱势人群，让那些本来根本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记录的人发声，这在很大
程度上改变着历史学知识生产的权力与权利关系，呈现了“人民化”的趋
势。口述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对公共史学的推演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口述史在某种意义上对抗着三种东西：“迅速生成、迅速遗忘”的现代
性特征；将“记忆”和“遗忘”作为一种治理手段的工具化目的、自然生命的
遗忘“本质”——记忆实际上是有一个边界和跨度的，这似乎是一个不可
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口述历史是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发展的内驱力。

陆远在分析口述历史的生产实践和传播的过程时指出：口述历史的发
展不仅仅是在学界内部，还在于把它的学术生命力培植在巨大的读者市场
之中，才有其真正的生命力、才不至于这么快被淹没。口述历史的产品被
传播、被阅听、被言说、被质疑、被争论的过程恰恰是其价值所在，恰恰是有
争议的东西，能够被诘问被检视才有可能或者说才有资格进入公共语言。

南京大学教授周晓虹在与谈环节中，特别强调了口述史把视角放在
女性身上是“双重的正确”。不仅基于女性在社会中原有的“弱势”，还在
于还原她们的人生感悟、经历和以性别的视角反观整个国家的变化、社会
的变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很多发言者都强烈地表达了女性口述历史实践者的使命感与强大内驱
力：与历史赛跑，书写一个个有温度的故事、让更多已经或即将消隐历史中的
女性留下足音；将普通的女性行动者置于历史舞台的中心，开拓女性个体与
时代相互交织的可叙事空间。特别是我们对新中国女性群像的塑造，将成
为从性别发展视角拓展历史社会变革宏大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

作者：何怀宏

自近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扩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有了相当的事
实基础，人类也已经享受到了“地球村”所带来的种种技术和经济上的实际好处，
在观念上形成了“全人类”的明确概念。但是，当谈到“命运共同体”的时候，就要
涉及价值的层面。而在价值的层面，我们还需要继续区分事实上的价值观和需
要构建、调整的价值的不同层面。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构建新的价值体系，就需
要首先面对人类当前的种种危险和挑战，也要考虑从已经存在的价值观中吸取
思想资源，在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也是基本的行为规范上寻求人类的共识。在
这方面，中国的传统思想也能给我们提供丰富的精神和思想资源，尤其是在如何
恰如其分地看待和处理人们的物质欲望的问题上。

来源：《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 陈亦水

2023年，作为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
后的首个大档期，中国电影市场迎来一个不
平凡的观影热潮。其中，《流浪地球2》已经
超过26亿元的收入，和四年前“开启中国科
幻电影元年”的前作相比，续作将中国科幻
类型片创作提升至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而
瑕不掩瑜的剧作逻辑也相对成功地构建了
更清晰、更宏大的世界观，进而续写不同于
好莱坞的“中国故事”。

中国式“硬科幻”类型走向成熟

如果说2019年的《流浪地球》提供了中
国原创“硬科幻”类型片的可能性，那么今年的
续作则将“可能”的假设变成了肯定的现实。

严格来说，《流浪地球2》是我国第二部
“硬科幻”作品，因为长久以来，中国科幻电
影走的是“软科幻”路线。自从1938年被认
为是我国首部科幻电影的《六十年后上海
滩》问世，到20世纪60年代的儿童科教片、
20世纪80年代“科学的春天”语境下的中国
科幻文艺复兴，“幻想”内容远远大于“科
学”。如今，我国神舟号载人飞船、天宫号空
间站等不断发射和建造成功，科技的突飞猛
进为科幻电影的视觉化呈现提供了必要的
技术前提，因而《流浪地球2》可谓中国式

“硬科幻”类型走向成熟的标志而值得载入
影史。

诚如导演郭帆所言，影片涵盖了如今视
效制作的所有门类，因而展示了中国电影工
业化水平最高、数字形态最全面的极致效
果。相比于拥有2000多个特效镜头的前
作，续作数量增至 6000 多个，还有超过
5000张概念设计图，为了追求细节真实，团
队还首次成立了UI部门负责道具的平面设
计。同时，关于太空天梯的形状与材质、月
球上的太阳风暴等科幻场景，都有天文、物
理、化工等领域科学家的深度参与，这都体
现了中国“硬科幻”高度的工业化水准。

以共通的情感价值续写“中国故事”

《流浪地球2》虽以技术美学见长，但真
正的关键在于“硬科幻”的内核，在于讲述完
全不同于好莱坞的“中国故事”。

在世界影史上，1902年第一部科幻片
《月球旅行记》就奠定了太空冒险叙事成为
科幻片的主流模式。此后，西方流行科幻电
影内核都讲述的是作为科技英雄的白人男
性如何负载航海大发现时代帝国主义殖民
意识进行星际开拓，因而有着“蓝色文明”的
底蕴。同样关乎地球危机叙事，《流浪地球》
则展现了独属“黄色文明”的土地情结与坚
守。在此基础上，《流浪地球2》的故事更富
有层次：面对“太阳100年后吞噬地球、300
年后太阳系不复存在”的地球危机，人类设
计了“方舟计划→逐月计划→移山计划（流
浪地球计划）”这三个步骤层层推进，从而构
建起故事大框架，中国文化价值表达也更加
清晰。

影片拥有三条交错并行的线索：一是以
刘培强为中心，直接推进剧情的主线索；二
是与之互为表里的图恒宇，但由于过于简单
化的处理导致出现些许的逻辑漏洞；三是外
交层面的中国代表周喆直，以此展现中国视
角下的国际关系想象。其中，最打动人心的

是刘培强英雄成长的情感逻辑，一方面是对
妻儿家庭的亲情珍守，另一方面则是深受父
辈航天员的启蒙感召，前者爆发于人工智能
莫斯（MOSS）泯灭人性的逼问、最终使其崩
溃的段落，后者表现在目睹师父张鹏、俄罗
斯宇航员老诺夫等父辈的悲壮牺牲，在如此
清晰的内外情感冲击下，不仅使刘培强从疑
惑“危机真的存在吗”的愣头青成长为“我选
择希望”的人类英雄，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
了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构建起某种人类
共通的深刻情感价值。

关于技术与生命想象的遗憾

除了以情感价值续写“中国故事”，《流
浪地球 2》还增添了许多关于人工智能
（AI）、生命政治与伦理方面的哲学探讨，但
由于数字生命计划的线索过于讳莫如深而
影响了整体的剧作逻辑。

首先，影片设计了对AI“技术的追问”
式反乌托邦视角，但却很遗憾未能展开。无
论是印度科学家媒介视角，还是自称莫斯
（MOSS）的AI角色，都在视听语言上凸显
人与机器的矛盾，这恰恰是我们身处自动化
社会的今日现实。但在影片里，拥有如此强
烈暗示的技术反思面相却被隐藏了起来，只
是侧面展现人类被AI所取代而表达不满；
还有图恒宇的父女情深，为了能让图丫丫的
生命在虚拟空间里永生而使人工智能拥有
了人性，但后者又是在前作中不断给人类制
造危机的“大Boss”，技术与人类的关系并
未充分展开；更神秘的是周喆直所隐藏的叙
事线索过多，仅依靠“没有人类的文明不叫
文明”的台词和周喆直富有渲染力的讲话只
是口号式观点的强制输出，难以说明为何大
规模使用AI后又封存，尽管给后作埋下了
足够的伏笔和想象空间，但严重影响了故事
的完整性与逻辑性。

其次，未能深入的反乌托邦视角，导致
了影片生命观的模糊性，即灾难面前，人类
该选择怎样的存在方式？国内科幻界存在
未来在星辰大海的“飞船派”和基于虚拟世
界的“元宇宙派”的二元争论，这在影片中表
现为拯救地球派和数字生命派的价值观冲
突。可遗憾的是，后者作为引发戏剧冲突、
不断制造危机的重要一方始终缺席，使得刘
培强的对抗对象面目及其生命观极为模糊，
这种简单而模糊化的处理严重影响了影片
的价值表达，不仅印度科学家之死与整个故
事显得割裂，MOSS与人类的相处方式也只
是对《2001漫游太空》里的“HAL9000”的
静态模仿，原本极具创意的科技元素沦为对
经典科幻作品的符号搬运。

最后，AI技术的碎片化叙事和生命想
象的语焉不详。这造成了无人机战斗场景
等视效场景比重过大、拼贴感过强，再加上
过度依赖交代背景的旁白和倒计时字幕作
为剧情推进元素，使之缺乏叙事的流畅性，
实在令人遗憾。

STEM女性形象塑造的创作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与前作被动待拯救的小
女孩韩朵朵相比，续作试图塑造极具专业素
养的母亲韩朵朵这一STEM女性形象，以
及出场不多的中国代表郝晓晞，但本质上都
未能承担起推动剧情的角色功能。

虽然韩朵朵对暴徒过肩摔的个性化出
场已是不小的进步，刘培强的“一见钟情”及
其婚恋想象亦无可厚非，但角色功能在此后
仅作为支撑刘培强成长为英雄的内在情感
逻辑之陪衬，例如太空电梯里的英勇搏斗不
过因为“你把我的花弄坏了”的爱情逻辑，罹
患绝症后作为男性英雄的家庭情感要素而
完全失去了剧情主导力。

在世界影坛里，科幻类型片中的STEM
女性形象之匮乏已是不争的事实，银幕之
外，女性科学家的光芒更是长久被父权文化
逻辑所遮蔽。这种STEM领域的性别歧视
称为“玛蒂尔达效应”，即女科学家不仅长期
缺席，其科学贡献还常归功于男性，这是以
STEM科学逻辑为必要基础的“硬科幻”类
型片里女科学家缺席的严峻现实。

今年，联合国确定3月8日国际妇女节
主题为“DigitALL：促进性别平等的创新与
技术”，这与3月6日—17日即将召开的妇
女地位委员会第67届会议（CSW-67）的优
先主题“创新和技术变革以及数字时代的教
育以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
的权能”相一致。在女性参与和科技创新方
面，中国取得了进步，例如我国女性科技人
力资源占总量比例已从2005年的约三分之
一提高到2019年的40.1%，性别比例更加
趋于均衡。在此意义上，一方面我们希冀我
国“硬科幻”电影中能塑造与男性主配角或
正反派功能相对等的女性形象；另一方面，
银幕之外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智能
化时代里，数字鸿沟加剧的经济阶层与教育
的性别不平等、数字资本逻辑所带来的性别
歧视，更值得我们关注。

无论如何，确立中国式“硬科幻”模式的
《流浪地球2》，在工业化制作水准与剧情结
构上比前作更精湛、更丰富，也为未来创作
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在经历了电影产业
的“寒冬期”和疫情的萧条后，正如在人类重
大灾难面前，主人公仍“选择希望”，期待整
个中国电影业能重振信心，各类型、各国家、
各种题材与审美风格的影片，能在春节档期
过后的中国电影市场迎来久违的“暖春”。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讲师）

寻
访
女
性
历
史
的
足
音

展
示
新
中
国
女
性
群
像

学人关注关注

主编 蔡双喜 见习编辑 白晨 美编 张影 责校 王琬 2023年1月31日 星期二 理论 新女学周刊CHINA WOMEN’S NEWS 6

朱
颜
曼
滋
，在
《
流
浪

地
球2

》
中
饰
演
郝
晓
晞
。

克
拉
拉
，在
《
流
浪
地
球2

》
中

饰
演
神
秘
刺
客
假
韩
朵
朵
。

佟
丽
娅
，在
《
流
浪
地

球2

》
中
饰
演
丫
丫
母
亲
。

王
智
，在
《
流
浪
地
球2

》

中
饰
演
韩
朵
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