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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顺

近年来，“三八节”的节日名称历经变迁，从“女生节”
“女神节”一路又回归到“妇女节”。当下的年轻人，以更成
熟、更自信的姿态正视“妇女”称谓，主动拥抱妇女节。

“妇女节”称谓的变迁，也伴随着消费文化的深刻反
思。在过去，“女神节”“女王节”等称谓的流行，往往伴随着
大规模的促销活动，将节日变成了消费主义的狂欢。然而，
近年来，随着社会对性别平等议题的关注加深，越来越多的
女性开始反思这种消费至上的节日庆祝方式。

如今，节日的庆祝方式变得更加多元且富有内涵。这
些活动不仅让女性在阅读、创作、分享中找到了自我价值，
更在无形中传递了一种理念：女性的价值不在于消费多少，
而在于能够创造多少，贡献多少。

这种消费文化的“反思”，不仅是对女性消费行为的引
导，更是对整个社会消费观念的纠偏。它鼓励女性以更加
理性的态度看待消费，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自我成长、家庭
建设和社会贡献中，从而实现真正的“自我实现”。

“妇女节”称谓的回归，更是社会进步的一面镜子。
它反映了社会对性别平等议题的日益重视，以及女性在
各个领域取得的显著成就。当“妇女”不再是一个被边缘
化的标签，而是成为了一个充满力量与荣耀的称谓时，我
们看到了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中的活跃身
影。

在这场社会进步的“镜像”中，我们看到了个体与群体
的共鸣。每一个女性的成长与奋斗，都是对“妇女”这一称
谓的最好诠释。社会的每一次进步与变革，都离不开女性
的参与与推动。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妇女”成为一个
被全社会所尊重与敬仰的称谓时，性别平等的春天已经悄
然来临。

总之，“妇女节”称谓的回归，是一场社会认知的“清醒
之旅”。它不仅让我们重新审视了女性的身份与价值，更让
我们看到了社会对性别平等议题的深刻反思与积极行动。
在这场旅途中，我们见证了女性的觉醒、消费文化的转型以
及社会的进步。

未来，我们有理由期待一个更加平等、包容、尊重女性
的社会环境的到来。因为在这个时代里，“妇女”不再是一
个简单的称谓，而是一种力量、一种精神、一种对未来的无
限憧憬与期待。

从“女生节”到“妇女节”：

一场社会认知的
“清醒之旅”

■金幼萼

春风一吹，“妇女节”就这么热热闹闹地来到了。现在
这时代，变化快得跟翻书似的，可咱女性凭借骨子里那股坚
韧劲儿和聪明劲儿，硬是冲破老传统的框框，大大方方地在
社会这个大舞台上，尽情展现自己，一点都不输给别人。

在我的生活里，身边有好多让我打心眼里佩服的女
性。她们身上那股子劲儿，就像小太阳一样，不仅照亮了
我，还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

先说说妍妹吧，她在中学当老师，每天忙得脚不沾
地，可只要一有空，就一头扎进写作里，雷打不动。到现
在，她已经出了四本短篇小说集。她写的东西，充满女性
特有的细腻和温柔，读起来心里暖乎乎的，特别有共鸣。
有一回在新书分享会上，她特别实在地跟大家唠嗑：“工
作上，我向来都是认认真真的，一点都不含糊。写作呢，
那是我心里头最放不下的爱好。有时候工作、爱好还有
家里的事凑一块了，我肯定先把工作干好，可爱好也不能
丢。家里那些活儿，稍微往后放放也没啥大不了的。忙
完了，找个空当，让自己放松放松，去外面溜达溜达，亲近
亲近大自然。”

听了妍妹这话，我一下子就恍然大悟。以前我老是莫
名地焦虑，现在才明白，就是因为没安排好生活，也没好好
照顾自己的心情。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琢磨着改变，学着稳
稳当当处理生活里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想法子从乱糟糟的
日常里透口气，去做些能让自己高兴的事。有时候安安静
静地看本书，沉浸在书里的世界；有时候去泳池里游上几
圈，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说
得好：今天就动手改变生活，别老想着明天，赶紧行动起来，
别拖拖拉拉的。

还有峨，她是我同学，从小就机灵又刻苦，现在已经是
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她身材瘦瘦的，气质高雅。十二年
前，我生病的时候，心情特别低落，她专门从上海跑过来，给
我带来《追忆似水年华》等书。她的这份关心，让我实实在
在感受到了女性之间那种温暖和有力的支持。

施妹是社区工作者，身材高挑，性格开朗，整天活力满
满。从她身上，我学到一种过日子的智慧，就是把工作和
家里的事简单化，让生活过得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我
们经常一起写诗作文，写完了互相交流，有啥说啥，特别真
诚。

这会儿，往窗外一看，白玉兰开得正旺，像一群展翅欲
飞的小鸟。在这个属于所有女性的节日里，真心希望咱们
都能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想做攀得高高的凌霄花也行，想
当稳稳扎根的橡树也没问题。就像大地上各种各样的植
物，不用开成一个样儿，却能一起把春天装点得热热闹闹。
当每一份独特的力量，在时代的土地里扎下根，将来肯定能
长成一片改变世界的大森林。

榜样的力量

微点评

■聂顺荣

女性恰似那洒落在悠悠流淌的时光长河里的璀璨
星辰，以独有的光芒，温柔地照亮了世界的每一个角
落。她们的存在，如同神奇的画笔，为这个广袤天地勾
勒出缤纷色彩，让世间万物都因之而熠熠生辉、绚丽夺
目。

少女时期，大约十六岁的她们，恰似春日里初绽的
花朵，纯真烂漫。学校的操场上，她们奔跑嬉戏，笑声
清脆，如银铃般在空气中回荡。课堂上，她们眼神明
亮，对知识充满渴望，积极回答问题，思维的火花在教
室里碰撞。在校园文艺汇演中，她们或是翩翩起舞，身
姿轻盈如蝶；或是引吭高歌，嗓音甜美动人。她们用青
春的活力与热情，为校园生活添上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让校园的每一寸空气都弥漫着青春的芬芳。世界因她
们纯粹的快乐与对未来的憧憬，而焕发出勃勃生机。

二十出头的女性，刚步入社会，怀揣着梦想与勇
气。在写字楼里，她们身着职业装，脚步匆匆，眼神坚
定。她们努力学习业务知识，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从
初入职场时的青涩懵懂，逐渐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
职场新人。她们敢于创新，提出新颖的想法，为公司的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创业浪潮中，也不乏她们的身
影，凭借着智慧与毅力，勇敢地追逐着自己的事业梦
想。她们用奋斗的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世界因她们的拼搏与进取，而变得更加充满希望。

当迈入三十岁的门槛，许多女性成为了家庭的中
流砥柱。她们是温柔的妻子，在忙碌一天后，精心准备
晚餐，为家人营造温馨的用餐氛围；她们是细心的母
亲，耐心陪伴孩子成长，从牙牙学语到蹒跚学步，再到
走进校园，她们给予孩子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教导。在
家庭遭遇困难时，她们用坚强的内心支撑着整个家，用
爱化解矛盾与烦恼。同时，她们也并未放弃自我成长，
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新技能，提升自我修养。她们以家

庭与自我发展的平衡艺术，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世
界因她们的付出与智慧，而充满了温暖与和谐。

四十岁的女性，拥有着成熟的魅力与深刻的内
涵。在职场上，她们经验丰富，凭借着多年积累的专
业知识和人脉资源，成为行业内的佼佼者。她们在
团队中发挥着引领作用，为年轻的同事提供指导与
帮助，推动着行业的发展。在社会公益活动中，也常
常能看到她们的身影，她们关注弱势群体，用自己的
力量传递爱心与温暖。她们以沉稳的气质和对社会
的责任感，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与赞誉。世界因她们
的成熟与担当，而变得更加稳定与美好。

五十多岁的女性，逐渐从忙碌的工作与家庭事务
中抽身，开始享受生活的另一种乐趣。她们有的重拾
年轻时的爱好，绘画、书法、摄影，在艺术的世界里寻找
自我；有的投身于社区活动，组织邻里交流，丰富社区
文化生活。她们用自己的阅历和智慧，为社区的和谐
发展贡献力量。她们的生活态度，影响着身边的每一
个人，让人们明白，年龄只是数字，生活的精彩可以持
续绽放。世界因她们对生活的热爱与积极态度，而变
得更加丰富多彩。

六十岁及以上的女性，光芒并未减弱。在家庭中，
她们是家族的精神支柱，用丰富的人生经验为晚辈答
疑解惑，传承家族的优良传统。在老年大学里，她们认
真学习新知识，与时俱进，展现出对生活的无限热情。
她们与老友相聚，回忆往昔，分享生活的点滴，用乐观
的心态感染着身边的人。她们的存在，让世界感受到
岁月沉淀后的宁静与美好，世界因她们的从容与豁达，
而更加温暖人心。

世界因女性而绚丽，她们在不同的年龄段，以各自
独特的方式，为这个世界增添着色彩。无论是青春的
活力、奋斗的汗水，还是家庭的温暖、社会的担当，每一
种特质都不可或缺。她们用自己的一生，诠释着女性
的伟大与美好，让这个世界因为她们而更加精彩。

■钱续坤

“人间三月好风光，似水年华总溢香。满目春晖盈大
爱，古今功盖谱诗章。”每年的“三八节”来临之际，许多国
家和地区都会采取不同的形式，表达对女性的尊重、欣赏
和爱意，甚至热情讴歌女性在政治、经济及社会领域所取
得的斐然成就。

在我国古代，尽管没有专门的节日来赞颂处于社会底
层的劳动妇女，但是她们聪明贤惠、忍辱负重、乐观积极、
豁达开朗的传统美德，常常被文人墨客或吟哦于诗，或记
录于文，或描绘于画，其中最常见的劳动妇女有采桑女、采
莲女、耕作女等。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
隅。”汉乐府民歌《陌上桑》里的秦罗敷，是一个典型的采
桑女形象，她不仅天生丽质、俏皮可爱，而且聪明机智、
忠贞不渝。后代诗歌写采桑女时，也多在此基础上继续
创作，如李白的“秦地罗敷女，采桑绿水边”，赵嘏的“南
陌采桑出，谁知妾姓秦”，刘禹锡的“今朝停五马，不独为
罗敷”等，都通过不同的方式凸显了采桑女超凡脱俗的
品格。

其实，古时采桑并非一个独立的活动，还与养蚕、纺
织等联系密切，可见其劳动强度之大；特别是她们绝大多
数家境贫寒，在男耕女织的封建社会只能以此谋生，如果
遇上苛捐杂税，辛辛苦苦的劳作只能“为他人作嫁衣裳”
了。

相对于采桑女，采莲女的劳动强度不可同日而语，采
摘姿态也要优雅许多，尤其对衣着服饰非常讲究。李康成
的“翠钿红袖水中央，青荷莲子杂衣香”；温庭筠的“兰膏坠
发红玉春，燕钗拖颈抛盘云”；张籍的“白练束腰袖半卷，不
插玉钗妆梳浅”等。这种从服装到发型到装饰的浓墨重
彩，均刻意展示了采莲女的清纯亮丽，这与普通的劳动妇
女形象相差甚远。

王昌龄的《采莲曲》更是写得声色并茂，生动逼真，采
莲姑娘的身姿服饰与音容笑貌皆跃然纸上，俨然一幅明晰
的采莲图：“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
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同为《采莲曲》，白居易的诗句

“菱叶萦波荷飐风，荷花深处小船通。逢郎欲语低头笑，碧
玉搔头落水中”，则将采莲女的腼腆情态与羞怯心理刻画
得栩栩如生，一位欲语还止、含羞带笑的姑娘宛然就在眼
前。

诗人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讴歌采莲女，其实与中国古
代文人有意地加工与美化有关——自古美人如花，雅致的
采莲女与清洁的荷花正是展现了诗人们一种理想化的审
美。因此可以这么认为：采莲女的清纯美丽，很多是被诗
人加上了“滤镜”。

最值得同情的当然是耕作女，她们不仅物质条件匮
乏，还要夜以继日地劳作，但即便是这样，生存环境仍然无
法得到保障。白居易的《观刈麦》就描写了一个贫穷的农
妇在收割后的田野上拾落掉的麦穗充饥的情景：“田家少
闲月，五月人倍忙……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
遗穗，左臂悬敝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
尽，拾此充饥肠。”戴叔伦的《女耕田行》也描写了两位农家
贫女劳动的艰辛和老大不嫁的惆怅：“乳燕入巢笋成竹，谁
家二女种新谷。无人无牛不及犁，持刀斫地翻作泥……”
全诗语言质朴无华，刻画了动乱时代中乡村少女的勤苦形
象。

当然，古典诗词中还有“浣衣女”（长安一片月，万户捣
衣声）、“牧羊女”（马蹄踏得夕阳碎，卧唱敖包待月明）、“裁
剪女”（素手抽针冷，那堪把剪刀）等诸多角色的描写，她们
都是美丽的精灵，是勤劳的楷模，是智慧的化身，时时刻刻
都值得赞美与歌颂！

■瞿杨生

记得小时候，奶奶总爱给我讲向秀丽的故事。她说，
那是个寒冷的冬夜，工厂突发大火，向秀丽冲进火海，用身
体挡住蔓延的火势。奶奶说这话时，眼里闪着光，仿佛又
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我似懂非懂地听着，只觉得
向秀丽是个了不起的英雄。

长大后，我在报纸上读到了屠呦呦的故事。那是上世
纪七十年代末，简陋的实验室里，她翻阅着泛黄的古籍，一
遍遍筛选着药材。我想象着她熬红的双眼，想象着她面对
一次次失败时的坚持。终于，青蒿素问世了，挽救了无数
生命。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奶奶眼中的神采从何而来。

虽然我没有乘坐过李素丽当售票员的公交车，但听长
辈们说起她时，总带着一种特别的温暖。他们说，李素丽
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公交车上，
她总是面带微笑，用温暖的声音问候每一位乘客。她会细
心提醒老人站稳，帮孩子找到座位，甚至为迷路的乘客画
下详细的路线图。这些故事让我感受到，平凡岗位上的坚
守同样令人敬佩……

2013年的一个深夜，我守在电视机前，屏幕的蓝光映
在脸上。直播画面有些晃动，但王亚平的动作却异常平
稳。当她对着镜头说出“我已出舱，感觉良好”时，我的心
跳突然加快，手心微微出汗。

看着她从容地完成各项实验，我仿佛看到了无数中国
女性的身影：实验室里专注的屠呦呦，公交车上微笑的李
素丽，还有千千万万在各行各业奋斗的女性。她们像一颗
颗星辰，在各自的轨道上闪耀，照亮了这个时代的天空。

如今，每当我仰望星空，总会想起这些追过的“星”。
她们的故事，像一首首动人的诗篇，在岁月长河中激励着
我不断前行。

劳动妇女尤可颂

那些年，我们一起
追过的“星”

温柔照亮每一个角落

世界因女性
而绚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