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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探析

影片上映前，韩国掀起舆论狂潮，电影和女演员遭

疯狂诋毁。上映后，电影满意度评价呈现明显的两极分

化趋势，男性平均为 2.83，女性平均为 9.5。男性评论多

为：“这是极端女权主义者，被迫害妄想症吧！”

金智英，1982 年生于首尔，成长于普通的公务员家

庭。

上学前，好东西都给弟弟，与姐姐共享余食，共用

一间房和被子。

小学时，被男孩欺负，老师解释：“男孩都这样，越

喜欢女生就越欺负。”

中学时，智英补习遭遇男同学动手动脚。爸爸教育：

“为什么去那么远的地方补习？不要穿短裙，别逢人就

笑，时刻注意避开那种人。”

高中时，姐姐和朋友将露癖狂扭送至警局，却遭老

师教训：“女生不知羞耻。”

工作后，智英工作出色但挑选组员进核心策划组时，

没有她。组长解释：“女职员要结婚、休产假，工作压力

与婚姻生活、育儿生活难以并行。”

组长是很酷的职业女性，投身事业一直未生育，但

会被男同事嘲笑作为女性失败的婚姻家庭。

婚 后， 智 英 回 归 家 庭。 丈 夫 轻 松 地 说：“生 孩 子

吧。”她感到不甘，丈夫劝慰：“不要想自己会失去什么，

多想会得到什么，做父母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智英

无法理解：“那你失去了什么？我会因为生孩子失去青

春、健康、工作、朋友等，还有人生规划、梦想，才会

只看见失去的，你会失去什么？”“我……不一定像现在

自由，不能每天和朋友喝酒，可能每天要早回家。”

后来，智英成为宝妈，抱着孩子做所有家务。长时

间下，智英损伤手腕。就医时，解释“做家务劳太多太

累导致手腕很疼”。老医生很诧异：“不是有电器嘛，怎

么会因为家务呢？现在的女人怎么会辛苦？”

击垮她的是“咖啡事件”。智英带女儿晒太阳，点

了打折咖啡坐在公园长椅。身后几个男性上班族大声说：

“命好啊，命好。我也想用老公赚来的钱买咖啡喝，到

处闲逛。”女儿玩闹，导致咖啡翻落在地。身边人鄙夷地

说：“妈虫①”。

“我成了他们口中的一只虫。”智英患上产后抑郁症。

智英犯病后模仿外婆语气说：“美淑啊，别那样，当

年你正值青春年华，却为照料哥哥们，在清溪川踩缝纫

机……”道出母亲同样作为女性的悲与苦，并循环传递

到女儿。

二、电影解读

影中，作为女性，穿着要得体，谨慎避开坏人；工

作时，女性要接受挑三拣四和得不到晋升；去厕所再急，

先看有无摄像头；夫妻双方都为高材生，抉择一个人出

去工作，那一定是丈夫。这些现象的反映，在韩国引起

轩然大波，青年甚至向青瓦台请愿取消电影的拍摄，理

由是助长社会消耗性的性别矛盾。为什么害怕？因为真

实。“只要生活在大韩民国的女性，总能在书中找到自

己。”影片中性别歧视显露，更有职业歧视、骚扰女性、

婚恋问题、育儿困难等种种矛盾的披露正在真实生活中

上演。

一个群体的权利被压制过久，要么自我同化，要么

反弹甚至矫枉过正。同化，智英的压抑感不全来自男性，

更多源自女性。奶奶，姑姑因母亲生育两个女儿，更偏

爱弟弟；在婆家手受伤，还得做全部家务；智英生病，

丈夫请育儿假，婆婆骂到：“你要毁掉我儿子的大好前程

吗 ?”作为女性，她们并不体谅，而是加入男性群体用话

语打压智英，成为智英生病的压力来源。矫枉过正，papi

酱的婚恋观、家庭观对网友造成冲击后，被贴上“独立

女性”的标签。她生产后，公开孩子随爸爸姓，大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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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在其微博留言：孩子跟爸爸姓，是一件很不“独立”

的事，是一件很“驴”，很“奴”的事”。人有自己的生

活方式，你做不到，不代表你不独立。而她没能达到你

的期望，也不代表她不“独立”，这样疯狂的反馈过于偏

执。

三、观念探析

自由女权主义反对给女性照顾性政策，认为短期内

使女性获益，但不利于女性群体的长远发展。要建构不

论性别差异，只论个人能力的公正社会。但男女在生理

构成存在实质区别，单女性痛经疼痛程度可分：初级痛

经者，小腹明显疼痛，腰酸腿酸及全身不舒服；中级痛

经者，伴随着疼痛感，冒冷汗，精力难集中；高级痛经

者有严重疼痛感，出现恶心、呕吐；限制级痛经者，有

疼死的感觉。女性为生育遭受的痛苦，更可想而知，需

要缓冲期和恢复时段。客观生理事实，有必要使女性受

到合理的照顾性政策。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女性总

无偿的家务劳动，未进入市场，使女性倍受压迫。呼吁

家务劳动社会化，减轻女性的家务负担，让女性进入公

共领域，提升经济地位。妈虫，依附的虫子，然而作为

家庭妇女，真的没有产出吗？以早期农村妇女为例：六

点起床开始，忙碌着一日三餐，饭后卫生，接送孩子，

打理农活、陪孩子洗澡、辅导作业、睡觉，直到晚上洗

簌，趁无人走动做全部卫生，躺下快十一点。简单列举，

很多细微的事未计入，粗略计算劳动时达 17 小时，对比

上班族并不会轻松。这是家人理所当然享受的，事情过

于琐碎，以致被忽视、无视。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现

成可口的饭菜、照顾妥帖的孩子、家庭，换算成货币，

数额可观。现代女性却充满难以抉择的困惑：“职场、结

婚、生育三者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女性理所当然背负

更多，甚至家庭经营常被定为女性一个人的职责。但女

性存在的意义并不止于此，人应同时具备超越性和内在

性。现代大的教育环境下，具备和男性同等能力的女性，

更应逐步从家庭琐事中解放，从事她们的兴趣和擅长的

领域。

四、性别认知

（一）性别构建

智英的角色就像附属品，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

亲，婆家的儿媳，弟弟的姐姐，领导的下属，唯独不是

自己，这样的标签，伴随着出生，然后是整个人生。女

性应该这样，就像现代社会对颜色的共识：“粉色是女性

的颜色，蓝色是男性的颜色”。早期情况刚好相反，粉色

代表权利，更为果断、强壮，是男性专属色；蓝色是优

雅、精致的象征，符合女性气质。20 世纪中叶的女性运

动中，女性追逐属于女性的权利时，打破粉色代表男性

的固有观念，开始穿着粉色，逐渐粉色演变成女性专属

色彩。粉色的属性在社会中不断地转换，是人或者文化

背景因素赋予它深层次的定义，性别上男女的属性也是

社会构建的。

传统关于性别角色及其差异的看法认为男女两性不

同的心理活动和行为举止由各自不同的生理结构决定，

人类社会男女不同的人格特征和社会行为模式具有生物

学的普遍性。米德不认同：“两性人格特征的许多方面极

少与性别差异本身有关，就像社会在一定时期所规定的

男女的服饰、举止等与生理性别无关一样。”生理差别

不能说明两性人格的差异，应从文化入手，文化对个人

气质或人格的影响从婴儿开始。回归男女对应的不同色

彩差异，实验发现一岁的孩童都偏好对蓝色，两岁左右，

女孩呈现粉色偏好，男孩四岁开始排斥穿粉色。2-4 岁

是幼儿开始注意到自己性别的年龄，能察觉外界对不同

性别的差异。该阶段，幼儿的选择更多受父母与环境的

影响。归诸于人类本性的现象，大多是人类对于生活于

其中的文明施加给自己的各种限制的一种反应，所以女

性不应该是“这样的”。

（二）性别衍生问题

电影中刻画的是社会对女性的不公平对待和家庭对

女性倾轧，但人们对性别固定认知的偏差不光影响女性

的成长经历，对男性有着同样的束缚。而对性别越轨者，

则交由大众舆论惩处。根据“性别操演理论”，主体的性

别并不是产生话语实践的原因，而话语实践的结果，无

论生理性别还是社会性别，性别是由社会制度、文化、

话语的实践建构的，并非全然天然，更多是被文化塑造，

通过经年累月不断重复的性别叙述。典型例子，要求男

人强壮，女人柔弱，异性恋正常，同性恋不正常。男女

学会应有的性别表现，在不断被加固的表现下，让后来

的人有了性别。既然，社会性别不依赖于生理性别二分

法，社会强加的男女两种形态的社会性别，把处于中间

的同性恋排除出去，作为异类便无依据。同性恋问题，

女性的社会、家庭、个人标准，男性的标准都经由历史

构建，是在性别构建的大主题下衍生的，对此投注正确

的看法，才是对不同群体的尊重。

（三）性别误区

智英始终没有反抗，选择忍气吞声，觉得只要更加

努力就能找到出口，最终患病。存在两种极端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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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逃避，当下舆论场因为害怕触碰到敏感的性别议题，

触发激烈的言语战争，于是选择忽视、逃避。这是危险

的状态，既明白性别问题需要面对，但不敢触及，正确

的态度是“如果我们真的去控诉这些问题，即使用的声

音不是很大，它们就不再只是个人问题”。二是盲目引

战，一些话题与性别无关但别引发争论，并上升至激烈

的言辞，这是“煽动性别对立”现象，不理智情绪的宣

泄，会加深问题的困境。性别话题初期，只有话语场积

极，包容当下现状，方可带动问题呈现，随之带来精准

解决。12 字建议可作为舆论场探讨的前提：尊重差异、

平等权利、选择自由。表达的是两性的差异客观存在，

非得弄成一样，就在造成更大的不平等，应在尊重两性

前提下自主选择。对个体而言，保持良好的探讨态度，

才能减少言语暴力，性别暴力。

五、结论

无论是女性的解放、同性恋者的解放亦或男性的解

放都离不开自身努力，同时需要构建相应的社会制度与

文化氛围。因为性别解放更深层的阻力来自社会文化与

价值观念，让更多人觉醒，仍需无数代人不断努力。就

像韩国总统文在寅先生说的：“希望 10 年后，我们可以

不再让 1992 年生的“金智英”陷于绝望。”目前，相对

于需要作出的巨大努力，达到男女平等的美好景愿。只

能说，一个群体的觉醒，才刚刚开始。

注释：

①虫是低等动物的贬义，妈虫用来贬低无收入，专

靠老公、在家带孩子的全职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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