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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作者认为，现在西方国
家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和实践虽然不
再把受灾群众表现为被动的绝对的他
者，但是却把救灾转化成公众追求时
尚和快感的游戏、慈善组织自我品牌
的营销。灾难没有成为真正联结第三
世界国家和西方国家的集结号，没有
成为再次确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契
机，反而成为西方公众自我娱乐、自我
确认的派对。作者呼吁旁观者超越充
满讽刺意味的后人道主义救援，在反
思和行动中联合起来，真正为善。

(景杉 整理)

《旁观者》

阅快递递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实习生 贺雅慧

6月11日，全国妇联副主席（兼）、中央民族大学教
授蒙曼携“蒙曼女性诗词课”系列新书《蒙曼女性诗词
课 邦媛》，与资深媒体人杨澜女士、知名辩手席瑞以及
杨澜读书会主理人孔钰钦，顺着历史的脉络，围绕女性
处境、女性角色以及女性力量主题开启了一场观点鲜
明、思维碰撞的新书分享会。

近年来，蒙曼教授在《中国诗词大会》以及《典籍里
的中国》中凭借深厚的学养、独到的见解与锐利的点评，
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蒙曼教授曾表示：“诗词是传统
时代和女性最为亲近的一种文学表达形式。历史上的
女哲学家几乎没有，女史学家也寥若晨星，唯独女诗人
绵绵不绝，无代无之。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把诗词和
女性结合起来，讲一讲诗词中的中国女性呢？”于是，《蒙
曼女性诗词课》系列应时而生，去年出版的《蒙曼女性诗
词课 哲妇》深受读者们的喜爱，此系列的第二本书《蒙
曼女性诗词课 邦媛》于6月6日全新上市。

在《蒙曼女性诗词课》中，蒙曼教授将诗词和女性
结合，以诗词为引，顺着历史朝代更替的顺序，讲述了
诗词背后52位女子的精彩人生，以及她们背后的中国
史。第一册《哲妇》主要讲的是改变历史的28位政治
女性，《邦媛》则主要讲的是书写历史的24位文化女
性。这里面不仅有“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的深情，
有“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的无奈，有“我见青
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洒脱，更有“生当作人
杰，死亦为鬼雄”的豪情。这些女子温柔，但却抓铁有
痕，历史塑造着她们，她们也书写着历史。她们的所思
所想在诗词里，她们的人生故事也在诗词里。这是诗
词里的人生，历史外的真相，是秦始皇、唐玄宗、李白、
杜甫……之外，我们忽略又未解的另一半闪耀群星。

被历史漠视的女性

回望历史，我们能够记住的都是由男性主导和串
联起来的历史故事。女性在历史上往往处于被忽视、
被漠视的尴尬处境。我们都知道木兰从军，可“花”是
木兰的姓氏吗？我们都知道孟母，但不知道她的名
字。我们都知道武则天，但则天是她的名字吗？媚娘
是她的名字吗？都不是。

蒙曼教授认为，从前的历史一是有对女性赤裸裸
的漠视，女性好多重要的贡献被历史记载所忽视掉；二
是女性被有意无意地窄化了，其实古代女性的生命和
今天的女性一样是丰富的，但她们却被窄化成贤妻良
母、温柔贤淑的形象。小时是孝女，长大是贤妻，然后
长成良母。

杨澜老师也指出，古代女性往往不是因为个体的
价值而被称赞、被记录。她们的价值是对于男性的某
种辅助作用，她们是性感的尤物，是祸国的红颜，是贤
妻良母，她们从来没有以一个独立的身份来获得价值

的认同。
比如说虞姬，她作为西楚霸王项羽的侍妾而留名

史书。四面楚歌时，项羽唱：“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
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中
将虞姬与宝马相提并论，可见项羽只是将她看作一个
附属品。而在“霸王别姬”故事的高潮，虞姬自刎而死，
她的死是对项羽的成全，也是对自我的升华。因为她
的自刎，我们不仅把她视作一个绝色的美女，更将她视
作一个殉主的忠臣。这也正是中国古代对女性身份的
设定，对两性关系的设定。

不过蒙曼教授也提到，虽然女性被漠视、被窄化的
问题由来已久，但中国文化是有弹性的，中国女性是有
韧性的。正因如此，历史里留下了苏小小等女性与命
运奋斗的故事。她们鼓励女性朋友们爱自由、负责任、
有慈悲。

席瑞则指出，在历史层面中，女性进入公共空间的
机会很少，但是其实直到今天来说，或者说在任何一个
历史时代，总有一些女性可能难以进入公共领域当中，
事实上，即便在家庭领域或者说在私人领域，这些女性
为了维持家庭再生产所贡献的劳动，包括看似最“私
人”的家务活，也应该得到认可，我们不应该在劳动层
面上区分高低。其实，家庭主妇的“家务”，也是一种劳
动，而且是没有得到报酬的无偿劳动。主妇在家中做
的家务、看护、育儿等工作放到市场中，是可以获得报
酬的，而在家庭环境下，这种劳动变成了无偿的劳动。
而对这种无偿劳动价值的忽视，也是女性成果被漠视
的原因之一。

女性是一种处境

在新书分享会上，主持人提到：“女性是一种处
境。”女性不是生而为女性的。我们今天用性别的和高
度自然化的、客观的方法来描述的男性和女性，在世界
的任何地方从来都是一个文化的规定，都是一个想象，
都是一个等级阶序，只是在这个等级阶序当中，女性处
在较低的位置上。

的确，随着女性意识的崛起，无论是对历史女性还
是当下女性的处境，都有很多关于性别的争论。对于
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席瑞提到，是因为如今整体的时
代环境让女性有了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时代的环境
在松动，但是很多男性还停留在以往传统的性别范式
和家庭分工里，于是就会发生两者之间的冲突。也就
是关于性别模式、家庭分工、性别认知的新旧脚本之间

的冲突。
社会赋予女性的角色非常多，女儿、妻子、妈妈、职

场人，然而如何完成演绎好自己这个角色，则是放在女
性眼前的一生课题。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扮演好人生中每一个角色，获
得家庭和事业的双赢，可往往女性会被问到“如何实现
家庭和事业的平衡？”而蒙曼教授认为这并不是专属于
女性的问题，事实上很多男性也会思考这个问题，这是
一代人的问题。她说：“我们不希望牺牲掉任何一部
分，我们觉得工作对我们如此重要，但与此同时，生活
也是如此重要。家庭和事业难以平衡是一个时代的处
境，我觉得女性什么时候都要跟着这个时代走，有些问
题是属于一个时代的命题，就是两性都需要去面对
的。”

杨澜老师则指出，女性的对立面永远不是男性，我
们之间并不是性别的战争，女性和男性应该站在一个
战壕里，一起去面对那些过时的偏见，因为这些偏见怎
样去束缚古代的女性和现代的女性，就会怎样去束缚
男性。所以，男人和女人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而不是
敌人。男性与女性都应以今日之我更新昨日之我，达
成彼此的理解。

女性是一种力量

她们如群星般闪耀，但却不为人所知，这是每个
被埋没女性的悲哀，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哀。无论是
girls power还是women power，都应当在如今的
时代振聋发聩。蒙曼教授在讲述自己最喜欢的秋瑾
时，杨澜老师分享了秋瑾的闺蜜武之英，一个冒着生
命危险为秋瑾收尸的人，不仅如此，她在女性教育和
其他方面也有着过人的成就。这样既有勇气，又有义
气的女性，在那个时代产生了一大批，而正是因为千
千万万前辈付出的代价，我们才有了与男性平等对话
的权利，才有了今天的生活。这些女子温柔，但却抓
铁有痕，历史塑造着她们，她们也书写着历史。她们
的所思所想在诗词里，她们的人生故事也在诗词里。

诗词背后这52位女子不再是史学书上寥寥几笔
的冰冷人物，在蒙曼教授的书中，这些女子变成了有血
有肉、有情有性的闪耀星星。她们不再暗淡、不再被遗
忘，她们重新被提起，重新被认识。这样一部由诗词串
联起来的女性政治史，它借诗词透视女性，让我们知道
熠熠生辉的中国历史应该有“她们”，而不应该只有“他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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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全国妇联副主席（兼）、中

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携“蒙曼女性诗词

课”系列新书《蒙曼女性诗词课 邦媛》，与

资深媒体人杨澜女士等一起，顺着历史的

脉络，围绕女性处境、女性角色以及女性

力量主题开启新书分享会。相对于第一

册《蒙曼女性诗词课 哲妇》主要着墨于和

国家命运密切相关的政治女性，《蒙曼女

性诗词课 邦媛》更侧重讲述贯穿中国历

史的文化女性，关注在历史书写之外，我

们忽略又未解的另一半闪耀群星。

《父父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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熠熠生辉的中国历史，应该有“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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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 杨丽

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农业农村发展的需要，我国不断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从第二轮土地承包开始，由于受
农村传统婚姻习俗的影响，妇女面临的问题较为突出，为此
国家多次强调要切实保障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党的十九
大报告提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为充分
保障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
度，中央政策进一步明确，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从第一轮承包
开始，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的
性别视角研究（2001—2021年）》一书，正是从第二轮土地
承包开始，反映了近20年来改革过程中性别问题的多个方
面。党的农村土地政策具有一脉相承、与时俱进、长期稳定
的特点和要求，承包期间从性别视角所做的观察和研究，将
为继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进一步保护农村妇女
的合法权益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为农村各项制度改革
中继续增强性别意识和性别敏感性提供有力支撑。

在农村土地制度研究领域引入性别视角

本书在农村土地制度研究领域引入性别视角，不仅基
于“实现性别平等”是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而且
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促进
妇女全面发展的需要。

一是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联合国所有会员国2015年一
致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
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为达到目标，各国都
在采取行动，在社会发展决策中将社会性别观念纳入主流，在
农村制度改革中关注性别平等。在土地制度研究领域，运用
性别视角进行分析研究，也是国际社会在该领域的研究趋势
和通行的做法。顺应世界发展趋势，本书选择在农村土地制
度改革过程中运用性别视角开展研究，一方面为农村经济研
究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也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借鉴。

二是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我国政府始终把保
障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发展、推动男女平等放在重要位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的发展需要进入更加平等、包容、
可持续的轨道，妇女事业是衡量的重要标尺。”“妇女是人类
文明的开创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在各行各业书写着不平
凡的成就。”我国广大农村妇女，作为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
的重要力量，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
定发挥着重要作用。让妇女走在时代前列，让性别平等落
到实处，妇女权益保护是男女平等的重要体现。在这样的
背景下，研究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的妇女问题，对维护
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具
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三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推动妇女进步的前提条件。我国
为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加速行动。在农村土地资
源分配过程中讨论性别问题，就是为妇女发展奠定最有利
的政策基础。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决策中关注男女平等，
也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必要条件。现阶段农村妇女仍属于弱
势群体，她们在家庭和村社的地位通常低于男性，受农村男
尊女卑传统观念的影响，大部分妇女虽有主张自身权利的
愿望和需求，但她们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当妇女的权利受
到侵犯和损害时，她们在乡情和亲情面前往往选择沉默和
隐忍。只有在关心她们的妇女工作者面前，才表达些许心
声并流露出不满和无奈。由于妇女所处的现实环境，仅在个体层面上寻求解
决问题的途径是暂时和有限的，只有在全社会层面上对保护妇女权益达成共
识才是长久之计。因此，实现男女平等，促进妇女全面发展的同时，更应促进
男性发展。只有全社会充分认识到实现性别平等的意义和重要性，妇女发展
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作为从事“三农”问题研究和促进性别平等发展的工作
者，为不能发声的农村妇女发声也是写作本书的动力来源。

系统反映农村发展过程中妇女遇到的各种问题

本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对妇女拥有土地权利的定义。书中呈现的内容是
对长期在该领域所做研究进行的梳理和总结。本书区别其他相关研究的最大
特点是，以实证研究为主，从农村实际情况出发，对妇女是否拥有土地权利，不单
是对法律意义的妇女土地承包权利进行讨论，更多地从农民和妇女本人的认
识、农村社会的认可来判断。用农民自身对土地承包权利的理解，作为本书研
究妇女土地问题的切入点，意在强调除法律规定外，社会认可的权利的重要性。

本书研究时间跨度为20年，将不同时期的研究成果按照时间顺序，分为
上中下三篇，基本上比较系统地反映了农村发展过程中妇女遇到的各种问
题。上篇汇集了2001—2003年的主要研究成果，研究对象聚焦第二轮土地承
包初期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利状况，力求系统深入地研究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过程中的性别平等问题，目的是强调研究农村土地制度中引入性别视角的重
要意义，引起社会各界对妇女土地问题的关注。

中篇汇集了2004—2015年的主要研究成果，研究对象聚焦在二轮土地承包
过程中重视妇女土地权利的实践案例。这一时期，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妇女
既面临传统的农村土地承包权缺失问题，又面临城镇化进程中与土地相关的其他
权益问题，各地在实践中就维护妇女土地等相关权益问题开展了积极探索。本篇
研究的范围不仅涵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也拓展到了草原承包经营权。

下篇汇集了2016—2021年的主要研究成果，研究对象聚焦深化农村土地
改革进程中如何维护妇女权益。这一时期，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等加快推进，农村妇女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因此本篇着重选
择深化农村制度改革的试点地区，对改革和完善农村土地制度过程中的妇女
相关权益状况进行较为系统的跟踪研究。

性别视角已纳入各个领域的发展议程。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保障妇
女儿童合法权益。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保障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中的合法权益。农村改革任务较为艰巨和复杂，改革进程中的性别视角研究
同样处于探索和开拓阶段。虽然属于较新领域，但相关研究成果已得到有关国
家领导人的重视和批示，比如书中近期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中保障妇女成
员资格权益的建议，已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中得到了体现。书中提出的
其他建议，有的已经成为政策法规的内容，有的有待于在今后政策法规的制定
和完善中得以体现。农村经济领域性别视角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角度，在这
一领域今后需要研究的问题仍然很多，比如，如何保障农村妇女的宅基地权益、
集体收益分配权益，以及在土地确权赋权活权改革中如何进一步保护妇女的承
包地权益等问题，都有待继续运用性别视角进行观察和分析。

（作者为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梁晓声 著
中信出版社2022年12月版

作品以东北高氏、纽约赵
氏等四个家族四代人的命运为
线索，串联起20世纪30年代至
80年代的宏阔时空：从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到曾
经的革命者成为首批“北大荒
人”垦荒拓野。更创造性地采
用跨国视角，以哈尔滨和纽约
为空间坐标，呈现国人和海外
同胞异地同心的“双城记”。小
说最后，1984 年四家人再团
聚，父父子子，继往开来。展一
幅波澜壮阔时代画卷，谱一曲
悲欢离合命运之歌。

程永新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5月版

没有父亲和母亲、两个姐姐
寄居在孤僻古怪的二姨妈篱下，
男孩骆驼从小就习惯蜷缩于自己
的小天地。本书记述了主人公的
少时遭际：一次次爱的奇遇，动物
般的男孩、水果般的女孩，在偶然
的交汇冲撞后，依旧要踏上各自
的孤独旅程；注定要背叛二姨妈
的厚意，在她匆匆离世后，给他留
下一个永远的难题：“我还能说自
己是清白无罪的吗？”回忆、沉思
与梦境交织，这是一部惘惘年代
的青春物语。

《
穿
旗
袍
的
姨
妈
》

（澳）张磊夫 著 邹秋筠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5月版

本书是一部以西方语言撰写的
后汉通史。作者以洛阳的命运作为
后汉兴衰的标志，全书对后汉政府
的行政特征、向南方的拓展开发、士
人与宦官之间的冲突，以及东汉政
权的倾覆等做出了深入的探讨，既
有扎实的考辨，也有生动流畅的评
述，无论对历史学者还是普通大众，
都具有参考价值与阅读趣味。

《洛阳大火》

——《蒙曼女性诗词课 邦媛》新书分享会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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