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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真切鲜活的城市妈妈群像
近年来，关于“母职”的讨论和反思层出不穷。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女性主义不断发展的今

天，女性自身以及全社会对于母职的认知，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为何中国的母亲们往往还在工
作与家庭之间感到两难，苦恼于如何才能做一个平衡一切的好妈妈，或是在追求自我和成为一名
以孩子为中心的“合格”母亲之间不断纠结？有关母职的讨论，大多关注家庭还是个体优先、孩子
为中心还是女性自我追求为中心的女性两难境地，在私人空间里寻找答案和解决方
法，从而忽略了社会的、时代的、外部的因素。

近日出版的《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是一本开拓性的本土母
职访谈。作者泓舟与二十多位城市中的母亲促膝对话，记录了
职场妈妈、单亲妈妈、全职妈妈、两代人共同育儿等不同育儿
条件下的女性。泓舟曾是新华社记者，现在是一名专栏作
者、媒体人，也是一位妈妈。泓舟带着母亲的直觉与关怀，
记者的技巧，以及学者式的反思，结合自身的经验和对同
时代妈妈们的细致观察，试图寻找解决女性如此疲惫与困
扰的线索——— 在我们的价值体系里、职业生涯设计里和公
共育儿制度里……

女性的每一次选择，都要经过看不见的复杂决策

今天的城市女性似乎已经
拥有了更丰富的人生选项，掌握
了更多的自由。一百年前，即便
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也必须
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做出选择，相
夫教子依然是最主流也是最安
全的选项。而如今，她们可以进
入任何职业领域，成为任何人。
在现代科技和科学育儿策略的
帮助下，育儿的难度降低了，她
们可以一边履行好母职，一边和
男性一样在事业上大放异彩。
妈妈们的生命宽度似乎被拓展
了。主流文化积极地将每一位

“适龄”女性推向母亲的角色，歌
颂、赞美她们，社交媒体上充斥

着各种美丽的“超人妈妈”的形
象。当妈妈的选择真的变得更
轻松了吗？

在光鲜亮丽的辣妈们的另
一个极端，更普遍可见的是焦虑
的、愤怒的、迷茫的，甚至是陷入
产后抑郁的妈妈，但她们的声音
却往往被伴侣、家庭乃至社会忽
视了。在《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
亲》里，化名为“小熊”的年轻妈
妈，是一名飞行员的妻子，生育
前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怀
孕之后，由于双方父母都不能到
夫妻所在的城市来帮忙带娃，考
虑了所有选项之后，她无奈地
说：“我没有第二个选择，只能做

全职妈妈”。她将高跟鞋和职业
套装束之高阁，每天踩着平底鞋
围绕着孩子奔忙。身份转变后
的小熊默默在心底怀念着从前
的那个自己，因为心理落差而积
郁成疾。

为什么今天的女性在看似
可以选择的背后，会有如此多的
左右为难和进退维谷？而几乎
不会有男性在成为父亲之后，会
像母亲们一样陷入选择的两难？
随着访谈和写作的深入，泓舟愈
发感到，女性已经在职场、家庭、
各种人际关系里，进行了太多的
自我反思，做出了太多看不见的
选择。男性从小被教育在广大

的世界里不断探索，勇往直前，
他们的每一个人生决定，都指向
更好的未来。很多现代女性从
小也被鼓励像男性一样进取、竞
争，但一旦进入婚姻、成为母亲，
向前冲的姿态和速度都会不自
觉地受到影响，人生事项的重要
性都要重新排序。因此，她们每
一次选择的背后往往要经过更
为复杂的决策流程。书中的另
一名女性，在选择生育后选择回
归职场，但还是与原本齐头并进
的丈夫拉开了很大差距。她感
叹道：“为什么他还是他，我就不
一样了呢？”婚育选择背后的暗
涌，或许只有女性可以体察。

■ 相关链接

““第第二二轮轮班班””
上上世世纪纪8800年年代代末末，，美美

国国社社会会学学家家阿阿莉莉··拉拉塞塞
尔尔··霍霍克克希希尔尔德德在在《《职职场场
妈妈妈妈不不下下班班：：第第二二轮轮班班与与
未未完完成成的的家家庭庭革革命命》》一一书书
中中，，提提出出了了““第第二二轮轮班班””概概
念念——— 很很多多女女性性在在每每天天88
小小时时全全职职工工作作即即““第第一一轮轮
班班””结结束束后后，，回回到到家家里里还还
得得继继续续料料理理家家务务、、照照顾顾家家
人人。。霍霍克克希希尔尔德德在在访访谈谈
中中敏敏锐锐地地发发现现，，很很多多女女性性
白白领领都都不不得得不不疲疲于于奔奔命命
两两头头兼兼顾顾。。这这一一说说法法最最
初初即即来来自自一一名名受受访访女女性性，，
尽尽管管她她非非常常抗抗拒拒将将家家务务
劳劳动动当当作作工工作作，，但但不不得得不不
承承认认自自己己的的生生活活几几乎乎就就
是是不不间间断断的的劳劳作作：：““上上班班
的的时时候候，，你你在在干干活活，，当当你你
回回到到家家，，还还是是干干活活。。然然
后后，，你你再再回回去去上上班班，，继继续续
干干活活。。””

为为什什么么会会出出现现这这种种
情情况况？？答答案案也也许许令令人人惊惊
讶讶——— 这这正正是是女女性性解解放放
所所带带来来的的。。美美国国人人的的性性
别别意意识识与与社社会会文文化化变变迁迁
密密切切相相关关。。““父父亲亲””这这个个身身
份份经经历历了了三三个个阶阶段段，，每每个个
阶阶段段都都回回应应着着经经济济变变迁迁：：
最最初初的的农农业业时时代代，，父父亲亲作作
为为““一一家家之之主主””，，在在家家中中承承
担担教教育育和和训训练练儿儿女女的的职职
责责；；1199世世纪纪初初以以后后，，随随着着
经经济济活活动动和和职职业业训训练练转转
向向家家庭庭之之外外的的工工作作场场所所，，
父父亲亲将将养养育育儿儿女女的的责责任任
更更多多留留给给妻妻子子——— 在在前前
两两个个阶阶段段，，父父亲亲的的形形象象通通
常常都都是是疏疏离离而而严严厉厉的的；；直直
到到2200世世纪纪，，越越来来越越多多女女性性
走走出出家家门门，，在在学学校校、、工工厂厂
和和办办公公室室建建立立起起全全新新的的
自自我我认认同同，，社社会会文文化化中中才才
出出现现““慈慈父父””的的观观念念。。霍霍
克克希希尔尔德德一一针针见见血血地地指指
出出：：““如如今今，，美美国国处处在在经经济济
发发展展的的第第三三阶阶段段，，但但父父亲亲
身身 份份 还还 仍仍 处处 于于 第第 二二 阶阶
段段。。”” 据《现代快报》、新
华社客户端

平衡是个伪概念：这不是平衡，这是取舍

能否平衡好工作和家庭，一
度是衡量现代女性是否是位好
妈妈的标准。在社会期待和自
我要求的双重压力之下，许多女
性不得不努力化身“六边形战
士”，拼命扮演好家庭内外的每
一个角色。在《我不想成为伟大
的母亲中》，泓舟自述：“多年前，
一位事业上颇有成就的女性朋
友对我说，永远不要幻想平衡工
作和家庭，那是不可能的。彼
时，我还沉浸于初为人母的喜悦
和兴奋中，尚存天真，认定自己
可以安顿好生命中的每个角色，
及其所赋予的多重责任。一年、

两年、三年……做妈妈的时间越
长，我越发觉个人的空间在一点
点被压缩。这不仅关乎时间管
理的问题，还有心与力的两难。”
而这也是她选择写作本书，为那
些陷入平衡陷阱的母亲发声的
动力。

作者泓舟的采访对象普遍
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且有能
力、有资源为孩子提供优质的养
育环境、教育条件和亲子陪伴。
在成为母亲之前，她们都在各自
的专业领域内有着亮眼的表现；
生育后，她们也都希望能保留职
场人士和母亲的双重身份，从两

者的平衡中找到快乐以及令自
己安心的成就感。然而，在书中
我们看到，几乎没有一位母亲能
够自如地同时驾驭好本职工作
和母职工作。职场妈妈们都不
得不调整自己的工作节奏，以适
应兼顾照料子女的需求，每天下
班后回到家的育儿工作变成了
美国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
所描述的“第二轮班”。两种身
份的高压之下，她们感到自己

“既谈不上是一个称职的妈妈，
又是一个糟糕的员工”。

时间花在哪里，成效就在哪
里。所有人的时间都是公平而

有限的，投入到家庭中，就不得
不牺牲用于提升自我和职场拼
搏的那一部分。时间困境并不
是母亲才会面临的问题，现代社
会的男性同样被上班、加班、应
酬占据了大部分的精力，大大挤
压了在家庭内部的投入——— 这
其中既有个人主动的选择，也有
工作环境竞争激烈的无奈。然
而与男性相比，女性在种种取舍
之间，往往更多倾向于和家庭产
生深度连接，从而放弃了向外部
的世界的探索。“舍”掉了一部分
自我的她们，真的能得到应得的
回报吗？

已经知道了母职困境，该为她们做些什么？

作为女性，也是一名母亲，
泓舟没有止步于为母亲们发声。
在《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写
作中分享这些平凡而驳杂的女
性个体经验的同时，作者也尝试
探索可实践的、“接地气”的母职
松绑策略。

“清醒”是书中多次出现的
一个词，泓舟认为，女性首先要
从工作—育儿难以平衡的困扰
中清醒过来，认知到自己的局
限，积极调动外部力量。她把女
性清醒的瞬间描述为“一块难以
化开的薄荷夹心硬糖，顽固地待
在嘴里，直到包裹在外的甜味一
层层融化，一股透彻的清凉直冲
鼻腔”。

泓舟敏锐地察觉到，今天城
市女性对职业、婚姻、育儿等的

认知已经发生了变革。在母亲
这一角色之外，她们渴望真正找
到自己的人生价值，不再甘愿成
为小家庭里一味牺牲和奉献的

“xx妈妈”。以离婚为例，传统家
庭中，选择离婚的母亲往往被认
为对子女不够负责，“为了孩子
忍一忍”是许多婚姻尚能延续的
重要原因。而泓舟书中一名女
性在选择离婚后，履行好母职的
同时也没有坠入“内疚式育儿”
的陷阱。她清醒地表示，自己

“对一定要有很完美的家庭，没
有特别的执念”。

泓舟也提醒我们，女性自身
清醒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他人
和社会如何为妈妈们提供更全
面的母职支持，共同创造更友好
的育儿环境。家庭内部来说，泓

舟认为，男性并非天生就不擅长
带娃，他们在育儿中应当扮演和
妈妈同样重要的角色。她给受
访的爸爸们进行了分类：妈妈带
娃，爸爸旁观的“家具爸爸”；两
地分居，周末团聚的“周末爸
爸”；互为彼此帮手的“救火队员
爸爸”；积极承担责任的“帝企鹅
爸爸”……或受到传统观念的影
响之外，或面临着“时间贫穷”的
问题，爸爸们的育儿投入明显少
于妈妈们。然而随着公众对家
庭劳动性别分工的讨论越来越
多，很多男性的观念和选择也在
悄悄发生转变。他们开始看见
和重视妻子的需求，并学习和思
考该如何进行有效的支持。

泓舟温柔地向那些自责的、
焦虑的“不完美母亲”揭示：母职

的履行，与社会的发展、生育政
策的支持等等有着密切而复杂
的关系。换言之，如果没有尽母
职的良好环境，单靠女性本身去
尽母职是不够的，而且会困难重
重，并且容易陷入自我能力不足
的怀疑之中。因此，仅仅要求女
性自己做出人生选择并为之负
责是不对的，平衡也不是要求女
性付出更多的借口。所有人应
当看见母亲的困境，并协力创造
一个更良好、更适宜育儿的公共
环境。也因此，母职相关的作品
不应当只由女性作者写就，也不
应当只有身为母亲读者关心。
期待在本书的启发下，我们可以
看到来自更多不同视角的本土
母职书写，听见更丰富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