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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职妈妈，无奈还是精彩？
□ 王 玥

第一次去扬州时，游览完盐商大宅汪氏
小苑后，在它旁边的巷子里发现了一家国有
剪纸专卖店。这里的剪纸，不像河北蔚县剪
纸那么色彩浓烈，也不像延安安塞剪纸那般
充满生活气息，而是宁静雅致。文人画，剪纸
花，花鸟鱼虫一须一羽清晰可见，戏文人物山
水风景都显得风格清丽。

离开这家国有老店时，我买了一对剪纸
灯。在一张平面硬纸板上，剪出吉祥图案，翻
转折叠成一盏宫灯模样，接上灯泡，煞是好
看。回去之后想通过网络再买一些，有同类
产品，却再难找到那样精美的作品。

第二次到扬州，采访剪纸大师张慕莉，对
她说了剪纸灯的事，她却笑称浙江义乌的商
人是首创，创意被扬州借用，加上更细致的做
工和奇巧的图案，才有了如今的作品。张大
师说，扬州剪纸重在一个“雅”字，剪纸师傅只
用剪刀，常用镂空阴剪，一张纸剪完之后有饱
满立体的感觉。她建议，可以去扬州的中国
剪纸博物馆看看。

找到了博物馆，惊喜地发现它就在那家
国有老店的楼上。刚上楼，眼里、心里就被各
地剪纸上丰富的内容占据了。剪纸按地域
分，解说风趣，像旁白一样生动。这是北京的
《山里人间》：“京郊的民间剪纸仍不失真挚朴
实的乡土风格，那狮子的憨态可亲和凤鸟的
简略朴素，都好像在告诉人们，它们不是故宫
门前冷漠的守护，也不是皇后身上的华贵饰
物，它们仍以自己的本分祝福着创造它们的
主人。”上海的《剃满月头》则说，石库门的弄
堂，是孩子们的天堂。

沿着满墙满壁的剪纸细细品，会发现里
面的故事大多和乡情乡亲、民族民俗、心愿心
意密不可分。云南的剪纸质朴到稚拙，但它
们往往用于寺庙中的神幔、旗幡；宁夏的剪纸
夸张，这是因为回族没有贴窗花的习俗，剪纸
主要用于婚嫁喜事和服饰剪裁；广东的《舞
龙》富贵气派，因为佛山剪纸大量应用铜箔、
锡箔和银箔；浙江的细纹刻纸，疏可走马、密
不容针，完全不同于北方的粗犷。

其中有一幅包头的剪纸，表现的是两个
人在一起说着悄悄话，解说员称，包头的剪纸
被专家们誉为“一部活着的中西部草原文化
发展的史书”，它吸收了北方游牧和中原农耕
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是西口文化的延续，具
有别样的塞上风情。

《坐茶馆》，一听就来自蜀地，竹椅、茶壶、
烟杆和人物表情像漫画一般。一幅湖南剪
纸，画面满满当当，神鸟怪兽很多，因为湘西
的苗族和土家族爱用这样的图饰。而同是山
西剪纸，吕梁带有汉代石刻的雄浑；晋南却是
粗中见细、拙中藏巧；到了雁北，又是凝重艳
丽，既有塞外的野趣、又存关内的隽秀。

画中意象、纸上芳华。这是抽象的艺术，这
是具象的艺术，而归根结底，这是民众的艺术。

中国剪纸博物馆还专门开辟出一个展
馆，用来介绍扬州的剪纸。

扬州剪纸由来已久。汉代，扬州城就流行
“镂金作胜”，用金银箔或丝帛剪刻花样。清代
扬州经济繁荣，城内赖剪纸为生的民间艺人颇
多。有一首诗称赞当时的“神剪”包钧：“任他
二月春风好，剪出垂杨恐不如⋯⋯”

张慕莉家的剪纸技艺传了6代，她的父
亲是扬州剪纸一代大师张永寿，自称“张三麻
子花样子”，他的剪纸包装上有一首自编的宝
塔诗：“张三麻，剪花样，百事皆像，名扬全市
上，人称剪花巧匠。”

之所以称“花样子”，是因为剪纸和著名
的扬州刺绣相结合，形成了风格独特的剪纸
艺术，成就了著名的“扬州花样”；剪纸，在扬
州与当地民俗相伴而生，报春、祭祖、岁时节
庆、婚丧寿礼，都需要用到这些花样子。

其实，剪纸也和传统的灯彩相得益彰。
“夜桥灯火连星汉”、“夜市千灯照碧云”，描绘
的就是扬州灯会的盛景，传统的花灯上，都有
扬州剪纸的身影。所以，能做出那么精巧的
剪纸灯，也就不奇怪了。

参观中国剪纸博物馆时，正逢“熊崇荣剪
纸作品展”。熊大师作品里少数民族姑娘的
倩影，张永寿代表作《百菊图》里那花瓣的蜷
曲，张慕莉剪下李太白的捻须仰头，庞建东作
品里观音山的山门牌匾，共同带来了如今扬
州剪纸的盛况。

离开的时候，我在楼下那家国有老商店
又买了两对剪纸灯，准备回家后点亮台灯，好
好享受这纸上的万千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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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女性朋友们！如果可以随性地
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你的选择会是什
么？是有着耀眼光环的职场杜拉拉？还
是不用为抚养下一代担忧的“丁克”？或
是放下事业、回归家庭的全职妈妈？

如今，在我国不少城市，全职妈妈
正成为不少女性青睐的新“职业”——
虽然这在很多西方国家早已不是新鲜
事，但在中国，成为全职妈妈，需要的
不仅仅是勇气。

□ 兼顾，并非易事

北京的“80 后”姑娘晓雪，自己怀
孕后不久就毅然辞去了一份收入稳定的
工作。“刚开始想要辞职，主要是因为公
司离家太远。我住在石景山，公司在国
贸，每天上下班花在路上的时间差不多
需要 3 个多小时。怀孕后，路上的这段
时间就越发难熬。”

晓雪大学读的是会计，这是她喜欢
的专业，毕业后也一直从事相关的工
作。在有孩子之前，她在公司是有名的

“劳模”。不过，从怀孕那一刻起，晓雪
的生活就悄然发生了变化。

“我觉得自己一直在做选择题，是边
坚持工作边照顾家庭，还是辞职完全回
归家庭。我想了很久，还是觉得二者兼
顾真的很难，要花太多太多精力。”最
后，在家人的极力支持下，晓雪选择了
后者。当了两年多的全职妈妈，晓雪说
她并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宝宝很粘
我，也很懂事。我真的很庆幸自己没有
错过她成长的最重要一段时期。”

近些年，在我国不少城市，像晓雪
这 样 辞 职 回 家 的 全 职 妈 妈 越 来 越 多 。
2009 年，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培训成
长中心对全国近 2000 位孕妇，以及孩
子年龄在 0 至 6 岁之间的妈妈调查后发
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
市的亲子家庭中，全职妈妈的比率达
21%，高于二三线城市；孩子处于 1 至 3
岁阶段时，是年轻妈妈们担任全职妈妈
意愿最强烈的时间段。

“北漂”张丽当全职妈妈已有 4 年时
间，如今儿子已经上幼儿园，需要她手
把手带的时候越来越少。但当记者问她
是否愿意结束全职妈妈生活时，她摇了
摇头，“几乎不大可能。现在家里的事情
太多了，忙都忙不过来”。

张丽说，当初辞职，主要是为了照

顾孩子和老人。“孩子刚出生那会儿，好
点的保姆也都要三四千元一个月，和我
当时的工资差不多了。和家人一商量，
还是自己带吧，放心。”本来想着孩子大
一些就再工作的张丽，一直没能抽开
身，“现在比上班时还忙。每天早晚要接
送孩子，还得给家里人做饭。前一阵老
人生病住院，我天天跑医院。”

不过，张丽也告诉记者，如果有合适
的机会，她也愿意重归职场，“别让自己与
社会脱了节”。“最好离家近点，每天能９
点上班，下午４点下班⋯⋯”说到这里，她
笑了，“哪有那么合适的工作等着你呢？
选择了家庭，或许就注定得放弃其他。”

□ 全职，有时出于无奈

有数据显示，我国的全职太太现象
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 90 年代，并很快在
中国的经济前沿地带蔓延开来，如广
东。2000 年第二期全国妇女社会地位调
查广东部分的数据显示，24.9%的女性
在经济条件许可下愿意辞职回归家庭。

“全职母亲的出现，主要是我国城市
家庭应对市场化变迁的结果。”北京大学
社会学教授佟新对女性学有着多年的关
注和研究，在她看来，随着国家退出私
人领域，养育孩子越来越成为家庭的私
事，面对养育上的高额支出，年轻的父
母开始作出策略选择，就是相对工资较
低的一方回家照顾孩子，由此出现全职
母亲。“以牺牲妈妈的职业发展来减少家
庭的养育成本。”

家庭是不少女性选择辞职的重要原
因，但并非惟一。来自事业的压力，亦
让很多处于盛年的中国女性难以承受。

晓雪说，她所在的公司有一个大家
公认的理念，就是“天道酬勤”，加班是
很普遍的现象，“从公司老总到刚入职的
小员工，都是这样，苦和累也都忍着，
老板不会因为你是女同志就对你有特殊
的照顾。虽然我很喜欢我的工作，但也
真的很累”。

由中国妇女杂志社、华坤女性生活调
查中心等共同编撰的《2011女性生活蓝皮
书》显示，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宁波、太
原等城市在内，城市职业女性日平均工作
时间超过8小时，最长的甚至达到18个小
时。其中，85.3%的被调查者感到有工作
压力。而由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在
2010年共同进行的“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第

三次调查”结果显示，两性收入差距正在
扩大。城市地区，女性的平均年收入只有
男性的67.3%。

其实，女性在职场受到的“歧视”
似乎已成为一个“国际问题”。瑞士联邦
统计局工资部的一位负责人称，瑞士普
通员工的工资差异额在 20%，其中一半
是由年龄、学历和工作经验等主观原因
造成，而另一半则很有可能与“性别歧
视”有关。如在瑞士的保险公司行业，
一名 40 岁拥有 10 年工作经验的女性的
月工资为 8885 瑞郎，而同等年龄、学历
和经历的男性的月工资则为 9725 瑞郎，
比女性同事多 9.5%。

然而，因为家庭工作的特殊性，全
职妈妈所承担工作的意义常常被忽略，
社会对这个群体付出的辛苦也往往缺乏
认同感。

“退出了公共领域的母亲们专注于
家庭，看似是自身理性选择的结果，但
是其本质更多的是面对市场的无奈。家
务劳动是一种孤独的、无报酬的劳动，
难以得到社会承认。”佟新表示，市场竞
争的结果，使丈夫和父亲们面对的是不
断被要求的加班和为了挣更多工资的努
力，难以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父亲
很难来分担母亲的职责。

心理专家朱玛对全职妈妈如何获得
社会认同亦有着自己的思考，“全职妈妈
不受认同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
自家庭。有的职业女性角色转换很顺
利，得到了家人的理解。但有的家庭认
为全职妈妈扮演着‘保姆’的角色，没有
收入，对她们尊重不够，继而影响到孩子
对母亲的理解和尊重。另一方面，社会
普遍对职业女性、成功的事业女性更加
尊重，这是现代社会价值观的一个取向，
也给全职妈妈带来更多的压力”。

□ 寻找另一种精彩

“姐妹们，我考上了研究生，以后可
能就不能常来这里了，谢谢大家一直以
来的陪伴。”在微博的一个全职妈妈聊天
群里，创建者“西西的妈妈”发出了这
样一条消息，让不少人为她高兴。

“谁说全职妈妈就是‘享清福’？我
们也有很多自己的工作。”晓雪说，她认
识的不少全职妈妈，除了准备“一日三
餐”、收拾家务，很多人也经常出去交
友，学习各种技能和知识，丰富自己的

生活和阅历。
在女儿一岁的时候，晓雪利用空闲时

间开起了网店，专卖宝宝用品。虽然后来
因为没有时间打理而暂停营业，但是晓雪
说，“这也是一次不错的体验”。

还有一位全职妈妈，她每天不仅要
督促孩子学习，还要列出家中每月账
单。做全职妈妈，除了家庭要有一定的
经济基础外，与个人性格也密不可分，

“有些人天生就喜欢有自己的事业，而有
的人天生就适合在家相夫教子，享受着
照顾一家老小的生活”。

朱玛建议，全职妈妈虽然全身心回
归家庭，但是也不要失去自我。“全职妈
妈的工作和生活也应该是平衡的。家庭
工作之余，也要抽出时间在健康、修
养、仪态等方面有自我追求，不要把自
己剥离到社会之外。心理成长是一个人
毕生的过程，做‘母亲’和‘妻子’并
不是全职妈妈生活的全部。”

除了自我心态的调整，全职妈妈们
也需要实实在在的保障。一位当了 14 年
全职妈妈的资深“前辈”建议：女性在
成为全职妈妈时需要对消费精打细算，
每月有计划地消费。而且，全职妈妈还
应该多一份社会保障，基本医疗保险和
养老保险都需要购买。如果经济条件允
许，还可以选择多购买几份保险。

佟新也呼吁，国家应承认家务劳动的
价值，使全职母亲们能够享受到社会福
利。她同时建议，各类社会组织要努力造
就“家庭友好型”的环境，即将家庭纳入到
组织制度的建设中，如加强“哺乳室”建设
等；也希望能落实父亲产假制度。

值得关注的是，近期出台的《广东省
职工生育保险规定（修订送审稿）》对现行
生育保险政策进行了不小的调整。其中
最引人注意的条款是，“用人单位已经为
职工缴纳生育保险费的，其职工享受生育
保险待遇；职工未就业配偶享受生育医疗
费用待遇，所需资金从生育保险基金中支
付。”也就是说，今后男职工的配偶如未就
业，也可享受一份保障。

或许，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在采访临近尾声时，晓雪告诉记

者，她曾在微博上看到过这样一段话，
说出了她的心声，她希望能与所有的全
职妈妈们分享：“暂时放弃工作并不意味
着放弃自我，一个人良好的自我认知来
源于对自己生活和情绪的掌控。只要有
正确诠释人生、感知幸福的能力，全职
陪孩子的时光，也会成为你自己的时
光。他年回首，这或许是你人生中最幸
福的一程。”

全职母亲在我国不少城

市越来越多，主要是城市家庭

应对家政服务市场化变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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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职妈妈如何获得社会

认同？如何平衡工作与个人

生活？如何完成职场与家庭

的自由切换？这些都是不小

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