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妇女就业与社会观念看儿童养育

熊 景 明

引 言

中国著名教育学家陈鹤琴先生 ( 1 8 92一1 98 2 )早在半世纪前说过
:

幼稚期 ( 自 生 到 七

岁 )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时期
。

什么习惯
、

言语
、

技能
、

思想
、

态度
、

情绪都要在此时期打

一个基础
。

若基础打得不稳固
,

那健全的人格就不容易建造
。

① 按现代西方心理 学 家 的 研

究
,

人的智力如果以 17 岁时为 1 00 %的话
, 4 岁已发展了 50 %

, 8 岁 80 %
。

人 的大脑其 实 只

有不到 20 %左右的细胞被调动起来
,

人脑有巨大的潜力
,

而发掘潜力的关键时 期 在 o 到 7

岁
。 ②

人生之初
,

可塑性最大
。

家家有好儿女
,

社会便有好人才
。

孩子就是未来
。

这都是常识
。

尽管理论与常识都表明儿童养育的重要
,

但世界上认真重视这一项不会及时获利事业的国家

却并不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强调经济的发展
,

鼓励妇女大量就业
。

低工资
、

大锅饭形成男

女普遍就业
,

终身上班的制度
。

在相应的社会设施尚未准备的情况下
,

仓促上阵的母亲留下

的孩子的照料
、

教育成为了社会间题
。

一
、

妇女全面参加社会劳动与育儿方式的问题

中国大陆妇女就业的一个特点是在短期内以近乎
“
运动

” 的方式完成
。

为配 合 妇 女 就

业
,

应运而生的托儿所
、

幼儿园匆促组成
。

1 9 5 8年入园幼儿数从 1 9 5 7年的 1 08 万增 加 到 2 9 5 0

万
。

幼儿园
、

所数增加了43 倍多
,

到 1 9 6 2年又收缩到只 比 1 9 5 7年高出 30 %左右
。

波动的最大

因素是农村幼儿园所的快速成立与解散
,

但农村妇女并没有因幼儿园所解散而不参加集体劳

动
。

农民形容为
: “

幼儿园
,

一阵风
,

先是喜来后是空
。 ”

为了尽多
、

尽快
、

尽省地办托儿所
、

幼儿园
。

中国采取教育部门
、

机关
、

企事业单位和

民办三重形式
。

民办 即街道幼儿园
。

按 1 9 8 6年的统计
,

教育部门办的 幼 儿 园
,

只 容 纳 了

1了
.

1 %的入园幼儿
, 8 2

.

9 %的入园幼儿所在的是单位或民办幼儿园
。

③ 妇女就业越充分
,

入园

率越高的城市
,

民办幼儿园比率越大
。

北京市 3 5 0 0所幼儿园中
,

教育部门办的只 占3
.

5 %
,

9 6
.

5 %的幼儿园是社会各部门和群众自己兴办的
。

④ 这两类幼儿园在业务上并没受到监管
,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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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对园长和教师资格
、

师生比例
、

场地
、

教学方式
、

保健措施均无硬性规定与要求
,

也没有

正规的指导
。

苏州市 53 个厂矿托儿所 3 82 名保教人员没有一个是受过正规训练的
, ① 单 位 托

儿所行政上属于该单位
。

正如一位企业行政干部所说
: “
企业托儿所与社会托儿园所不同

,

主

要是 面向职工
,

解除职工后顾之优
。

办园目的是为生产服务
。 ” ⑧

80 年代初
,

随着讲求经济效益及合作与个体经营的限制放宽
,

对
“
先生产

,

后生活 ”
观

念的批判
,

大批民办幼儿园兴起
。

仅 1 9 83 年至 1 9 8 4年一年之内入民办幼儿园所孩童就增加 了

16 。多万
,

增幅达 23 %
, ③ 80 年代入园难的问题得到缓解

,

但办园解决职工困难的主导 思 想

没有改变
,

而且还有另一个重要时代因素— 向钱看
,

使民办
、

单位办托儿所 变 为
“
看孩

所
” 的问题更为突出

。

一所沿海城市的重点大学内
,

由学校家属劳动服务公司办起托儿所
,

收容了校内职工 1

到 3 岁的幼儿一百多
。

没有教师
,

有 7
、

8 个从农村来
,

没有户口
,

不能在城市找工作的职

工家属负责看管照料小孩
。

托儿所有一间不到 30 平方米的大房间做活动场地
,

有十多平方米

的教室 4 间
,

每间是一个班的教室
,

每班 30 人左右
。

另有两间同样大小的卧室
,

放 满 双 层

床
,

仍不够所有小孩午睡
,

只照顾有特别需要的家长
。

幼儿园 自负盈亏
,

学校不补贴
,

但补

贴每位送孩子入园的职工 6元
。

每个小孩交学费 24 元
,

伙食费 8 元
。

孩子在学校吃两餐
,

早

餐
、

中餐均吃粥或面条
,

中餐在面条或粥内加点白菜
,

有时也加一个海产或 肉类
。

下午点心

是饼干和白开水
。

三餐都没有牛奶
、

豆浆或鸡蛋
。

托儿所的房子低于地面
,

门窗距山墙不到

两米
,

故通风不 良
,

冬天十分阴暗
,

夏天蚊虫又多
,

整天要在室内点蚊香熏蚊子
,

当地夏天

很热
,

孩子一活动衣服就被汗水湿透
,

故而经常感冒
。 ④

《睐望 》 杂志记者曾采访北京一个局办幼儿园
,

见两位教师长时间闲聊
,

另一间幼儿园

内
,

教师在入神地观看武打功夫电视
,

孩子们在旁陪着打磕睡
。

⑤

因为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起码的要求
,

单位办的幼儿园差别很大
,

富裕的领导 重 视 的 机

构
,

则至少在场地
、

设施方面条件很好
。

突出的例子如湖北沙市化工幼儿园
,

41 0名幼儿
,

占

地 7 1 8 1平方米
,

有游泳池
、

球场
,

企业 4 年投资建园费用超过 100 万
。
⑥

另一所在山西的工矿幼儿园
,

四十几个不同年龄孩子关在一间大教室里
。

夏天热
,

把门开

着
, “ 阿姨

” 坐在 门边织毛衣
,

一支脚蹬在对面门框上
,
以防孩子跑出去

,

是很典型的
“ 看

孩所
” 。

有一位姓顾的阿姨以对孩子凶狠出名
,

孩子在家不听话
,

大人便吓唬道
: “

顾阿姨来

了 ! ” ⑦

按有关统计
,

全国设备好
、

教学质量高的幼儿园只占总数的 6 %
。
⑧ 但即便包括差强人

意和极差的幼儿园
、

看孩所在内
,

也不能解决双职工子女入园的问题
。

按中国儿童情况抽样

调查办公室和国家统计局 1 9 8 7年在 9 个省的调查
,

城市 O一 5 岁的儿童只有 3 8
.

9 %入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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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按1 98 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进行的五城市凋查
, 1 9 7 7年到 1 9 8 2年结婚的女青年

中9 8
.

7 %都有职业
, ① 因此对每天 8 小时上班的家长而言

,

迫切的问题是要孩子有个交托处
。

国家钢铁工业的重要基地鞍山市
, 1 9 5 7年以前有女职工 2万人

,

到 1 9 8 1年增加到 28 万 9

千人
,

增长 14 倍
。

但幼儿园所增无几
, 1 9 8 1年近 2 千名孩子要求入托

,

幼儿园只能 容 纳 5 00

名
。

各部门的妈妈们集中在一起
,

按分配下来的名额
“ 评比 ” 。

虽然幼儿园的状况并不令人

羡慕
;
鞍 山市工业局幼儿园按条件应收 19 0名

,

实际上收了3 20 名
,

一个大班收了60 名
,

床铺

睡不下
,

就两个孩子的位置 4 个孩子睡
,

有的用桌椅搭临时床
,

尽管如此拥挤
,

仍旧满足不

了要求
,

很多孩子妈妈因孩子入不了托而痛哭流涕
。

②

类似的报导在 80 年代初大陆的报刊上屡见不鲜
。

入托难的问题从 50 年代末妇女大量就业

以来就存在
,

但在 20 年后才听到群众的呼声
。

此外
,

在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下产生的第一代独

生子女受到家庭和社会较多的关注
。

但在类似上述状况幼儿园所中
,

委曲着无数宝贝的独生

子女
,

家长为了弥补孩子白天受的冷落
,

倍加爱怜
,

一冷一暖造成儿童心理的不平衡
。

况且在儿

童成长最关键的幼儿时间
,

得不到适当的养育以形成健全的心理
、

养成 良好的习惯和性格
、

健

康的体魄
、

发掘其智慧的潜能
,

其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 “ 不可估量

”
另一层的意思

,

就是暂

时看不出什么损失与代价
。

父母投入生产创造的价值当年便可核算出来
,

被忽视了的子女养育

对个人及社会的影响则无法计算
。

因此幼儿最容易成为短视
、

追求目前经济效益的决策者—包括国家有关机构以及家庭 的决策者的牺牲品
。

中国大陆曾有一种时髦的理论
:

没有钱就办不成事
,

将许多社会问题归 咎 于 经 济的落

后
。

我们且从以下三点来看幼儿养育的忽视是否仅仅取决于经济
。

首先
,

是社会劳动力的分配
。

按官方的估计城市的在职失业人员有 2 千万以上
。

哈尔滨的

职工每天平均工作 3小时
。

人浮于事是普遍现象
。

③ 半天在办公室里看报
、

聊天的年青母亲

们之中
,

有多少人的儿女在缺乏完善制度的民办幼儿园中
,

在农村来的小保姆看管下
,

或送

给外地的亲友去照料? 僵硬
、

没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是造成幼儿养育间题和与此有密切关系

的妇女就业问题的主要原因
。

其次是优先秩序的问题
,

非直接谋利的教育事业历来排在资金分排单的后面
,

幼儿教育 目

前没有正式的政府部门统一管理
,

也没有固定的资金
。

1 9 8 1年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预算中占
5 %

,

幼儿教育经费只 占全国教育经费的 0
.

64 %
,

占卫生经费的。
.

09 %
。

④

此外
,

世界上每个国家对幼儿教育的重视程度也并不和其经济发展程度成正比例
。

例如

对幼儿园教师资格的要求
,

欧洲多个国家都要求高中毕业后受到两年以上大专教育
,

而经济

发达的香港
,

对教师资格却要求不高
,

按 1 9 7 8年的统计
,

受过专业训练的幼稚 园 教 师 只占

18 %
, ⑤ 这个数字正好和大陆 1 9 8 4年的统计是一样的

。

⑥

同样是以发展生产为重心
,

采用计划经济体制和国家统一行政措施的苏联
,

其妇女就业

与儿童养育的政策和 中国很相似
,

例如苏联有 92 %有劳动能力的妇女从事或准备加入社会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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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

①

苏联 1 9含 2年只有% 所育儿所
,

到 19 3 1年实行 5 年计划
,

入育人数骤增到 l夕万人
,

而且规

定仅有子女一人的妇女应外出参加工作
,

幼儿园开放的时间也完全与妇女工作时间配 合
。

②

到 1 9 7 9年城市入园率 50 %
,

农村 30 % 以上 ; 1 9 7 7年有 77 万教养员 (占82 % ) 是学前教育专业

大专毕业的
。

苏联 30 年代初颁布第一个 《幼儿园教育大纲 》 ,

到 1 9 7 6年已修 改 过 10 次
。

③

而中国在 1 9 5 2年颁布的 《幼儿园暂行规程》 却沿用至今
,

到 1 9 8 0年才颁布建国以来第一部幼

儿园教育纲要
。

由此看来
,

造成忽视儿童养育的 还 有其 它原因
。

本文将在下一节讨论
。

二
、

社会观念对儿童养育的影响

这里指的社会观念
,

一方面来 自传统的习俗
,

耳濡目染接受的行为规范
,

为人处事的态

度 , 另方面是从正规教育及各种政治社教渠道接受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
。

对现实中儿童养

育而言
,

这两方面的影响有时不幸结合得很巧妙
,

有时则彼此冲突
,

造成父母
,

尤其是母亲

极大的困惑
,

可惜对儿童的伤害则往往被忽略了
。

养育孩子是私事

包括儿女养育在内的家事
,

被看成是私事
。

上班
,

在工厂
、

办公室做的事是公事
, “

自

己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

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 ”

每当一个人因公而忽略了家事时
,

都是名

正言顺的
。

例如古代有为百姓治水
、

三过家门不入的大禹 , 今有千万公而忘私的劳动模范
,

男企业家
、

女强人
。

例如报章赞扬一位女厂长因把自己全副时间与精力投入工作
, “ 她曾答

应儿子买些课外阅读书籍
,

可是每次回家都总是空空如也
,

她曾答应女儿星期天到园林去玩或

去看一场电影
,

但常常开的是
`空头支票

,
而得不到兑现

,

伤 了女儿的心
,

但这又有什么法

子呢? ” ④

一位从大陆移民香港的上班妇女
,

小孩生病在医院
,

她没有请假去探望
,

为的是
“ 工作

丢不开
” ,

她的同事和上司都觉得难以理解
。

在大陆这样坚守工作岗位的人则会受到表扬
。

家庭的利益便是孩子的利益

尽管经过多年来的教育
,

但普通人仍然把家庭的利益看得很重
。

当社会要求与个人实际利

益发生冲突时
,

做父母的常常无所适从
。

笔者于 1 9 8 7年在昆明调查
,

当问到
: “

你觉得做个

好妈妈重要
,

还是工作中表现突出重要? ” 时
,

80 %的母亲都十分犹豫
,

然后表示两者都重

要
。

进一步做详细的询问可以看出
:
在公事和孩子的特殊需要

,

如孩子生病时
,

多数曾优先

照顾孩子的需要 ; 但个人事业
,

例如出国进修
,

或经济利益与孩子一般性
、

长期性的需要发

生冲突时
,

90 %的人都按大人的需要选择
,

并且认为大人的需要代表了家庭的利益也就包括

了孩子的利益
。

最典型的例子是在一家职工工资收入颇高的卷烟厂内
,

做婴儿母亲的女工都

不愿放弃丰厚的加班费
,

宁可将孩子交托给人或放在车间的育婴室
。

一位离婚妇女
,

当个体

户开商店
,

每月收入近千元
。

因为关门一天经济损失很大
,

她几乎没有休息的日子
。

她问女

儿想要什么
,

女儿说
,

最想要个爸爸
,

星期天可以带她去玩
。

⑥ 一位做教师的母亲
, “

为了

① 李君译自
: 《社会主义经济平均问题 》 , 《河北财经学院学报 》 1 , 82 年第 2期

,

第 17一 19 页
。

② 高长明: 《 学前教育》 第271 页
,

台湾
,

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
,

1 9 6 4年
。

⑧ 曹筱宁
: 《苏联

“

幼儿园教育大纲
”

的特点》 , 《外国教育动能》 1 981 年第 4 期
,

第 4 8
一
犯页

。

④ 林家治 ; 《是玖瑰
,

总会开放 》 , 《 中国妇女》 1 989 年第 6 期
,

第28 一33 页
。

⑤ 访问资料
。



弥补 10 年浩劫中失去的宝贵时间
,

她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参加函授学习
,

只好把独生子送到乡

下外婆家去抚养
” ,

直到她读完函授大学
,

才把 已经 5 岁的儿子接回身边
。

① 当然她们如此选

择
,

还和中国的传统习俗有关
,

与她们对婴幼儿是人生关键时刻缺乏认识有关
。

吃好
、

穿暖
、

有人看管

从学前教育的观点来对待婴幼儿养育
,

是 19 世纪中开始传播的观念
。

随着生物学
、

心理

学
、

医学的发现
,

不断证实婴儿时期在人生中的重要性
。

中国早期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家中
,

对

此 已有很多论述
,

康有为 ( 1 8 5 8一 1 9 2 7 ) 在 《大同书》 中
,

已甚有先见之明地提倡胎教
。

②

陈鹤琴先生更有大量著作
,

不仅演释西方理论
,

且汲纳中国文化传统和 自身育儿的经验
,

创

造 了一套完整的育儿理论
。

早年的教育家也看到国人对幼稚时期的漠视
: “

人格教育
,

端赖

六岁以前的培养
。

凡人生的态度
、

习惯
、

倾向
,

皆可在幼稚时代立一适当基础
。

吾国人漠视

幼稚时代之重要
,

学校教育
,

耗费精神
,

纠正幼稚时代 已成之不 良态度习惯倾 向
,

可谓事倍

功半
。 ” ⑧

可惜先知者们的见解未曾得以贯彻
。

虽然 80 年代初期已出版了不少有关的书籍
,

报刊也

有关于早期教育的论述与报导
。

我在 1 9 8 7年昆明调查访问的妇女中
,

没有一位受访者听说过幼

JL是品格与心智成长的关键时期之说
,

有的妇女感叹说
,

早点知道就好了
。

在中国人社会里
,

孩子生下来
,

暂时托人代养
,

已是习以为常之事
。

④如果有可靠的人

代养
,

解决
“ 包袱

”
负担

,

不少家长都乐意将幼儿送出家庭
。

对可以出国深造的年青父母
,

将子女留在国内是很自然的
。

上述那间条件不大好的重点大学民办托儿所内
,

就有几个小朋友

的父母在国外求学
。

到幼儿园时期
,

父母从国外寄钱回来供养其独生子女
,

找好的保姆
、

学

钢琴
,

令其他父母十分羡慕
。

不少家长认为幼儿时期的孩子吃好
、

穿暖
、

不生病就行
,

正如

一位家长所说
: “

孩子在幼儿园时
,

家里有老人照顾
,

当时只要喂好
、

养好
、

烦恼较少
,

孩

子读小学
,

开始操心了
。

,, ⑧

1 9 8 4年
,

北京有 16 %的幼儿入全托幼儿园
。

即星期一早上送去
,

星期六晚接回家
。

入全

托比入一般托儿所更难
, “

许多儿童家长学习文化
、

进修业务
,

要求把孩子入全托
,

报名人

数往往是招收人数的六倍至八倍
。 ” ⑥ 当哺育孩子的

“
负担

”
与父母的事业相冲突时

,

虽然母

亲本能地不愿与孩子分开
,

但周围的人却往往对她
“
晓以大义

” 。

孩子小是 包袱
,

带孩子是家务

除了送出去
,

还有请进来
。

请农村姑娘来带小孩的风气近年很流行
,

虽然保姆来自比较

贫困的地 区
,

没有什么训练
、

卫生习惯差
、

文化程度低
,

而且流动性大
。

一位受访的母亲
,

孩子有 9 个月大
,

但 已经换 了 7 次小保姆
。

连富裕的农村也时兴请保姆来看孩子
。

河北省一

个村里办起经济联合体
,

劳力不够
。

一女青年刚刚生孩子后
,

便去参加集体劳动
,

花钱雇保

姆带孩子
。

在她的带动下
, 1 9 8 4年以来

, 2 8户中 12 户有 3 岁以下孩子的家庭都 自愿雇用保姆
,

没

有耽误一天生产
。

该村年底分红每人能拿 1 千 6 百多元
。

花钱请保姆显然比 自己带
“

划算
” 。

O

① 方方
: 《 必须克服孩子的任性》

, 《 幼儿教育》 1987 年第 6 期
,

第 2一 3 页
。

② 成沙
: 《康有为的学前教育观 》 , 《 杭州教育 》 1 , 86 年第 7期

,

第31 页
。

⑧ 《 陶知行文集》 第1 11 页
,

北京
:
人民教育出版社

。

④ 见侯王渝
: 《 中西文化在子女教育上的异同 》 ,

台湾
:
中央文物供应社

,
1 9的年

。

⑤ 王克明
: 《 为年轻的家长解除烦恼》 ,

《文汇报 》 1 9 8 5年 7月 13 日
。

⑥ 石岩
: 《城镇学龄前儿童入托现伏及发展中的间题》 , 《宣传手册》 ,

切肠年第 2期
,

第 5 5一 56页
。

O 《 保姆家中忙
,

雇主上工厂》 ,

《中国妇女报 》 198 8年 3 月 7 日
。



“ 上班磨洋工
,

下班打冲锋
”
对中国城市相当一部分人的现状是很确切的形容

。

在这繁

忙得要冲锋来应付的家务中
,

育儿只是其中一项
。

按 1 9 8 6年在北京地区的一份调查
,

女性在

业人员每天平均工作时间约 8 小时
,

上下班往返时间 1 小时
,

吃饭 睡 觉 9 小 时
,

家 务 3 小

时
,

闲暇 1小时半
,

学习 48 分钟
,

教育子女时间 18 分钟
。

① 据天津市统计局对 75 9名职工的时

间分配调查
,

女职工与男职工平时看管孩子的时间分别为 36 分钟和 14 分钟
,

占总的家务劳动

时间 13 %和 8 %
。

② 大陆妇女家务负担沉重已是不争的事实
。

饭一定要每餐都吃
,

教孩子
、

陪伴孩子的时间只有靠
“
挤

” 出来
。

近年许多关于女性现状的调查都把儿童养育包括在家务

一项
,

这其实是如实地反应 了一般人的观念
,

没有准备的母 亲

美国的一位家庭教育学家说
: “

子女的任何问题
,

大家都认为是父母的错
,

但是有谁帮

助父母 ? 谁尽心尽力的辅导父母有效的管理子女 ? 父母管教错误时
,

在哪里可求得援助 ?
” ⑧

以中国现实的情形而言
,

因为女性的母亲角色在过去三
、

四十年中被有意无意地淡化
。

另外

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很长时间被排斥于国门之外
。

连 40 多年前结合中西观点的陈鹤琴的幼教

理论与方法也受批判
,

直到最近几年才重新出版
。

1 9 8 7年昆明调查访问的妇女
,

除了不到 10 %在当母亲前 自己看过 《幼儿百科全书》 之类

的书外
,

都没有学过如何做母亲
。

85 %是听家里老人或亲友指点
。

例如
“
做月子

” 时
,

每人

都依照大部分老规矩办
。

初生儿要用包被裹紧 1 个月到 10 0天
,

以防将来脚不直或走路呈
“

八

字脚
” 。

产妇每天吃 10 个左右糖水煮鸡蛋
。

一个月不能洗头
、

洗澡
,

还要用布 把 额 头 裹起

来
,

不可被风吹
,

不能吃水果
。

接受访间者凡 40 岁以下的
,

大都在托儿所
、

幼儿园长大
,

回

忆童年
,

只记得父母上班忙
,

尤其大跃进的时代
,

常常一星期才见一
、

两次面
。

现在孩子毕

竟比自己小时候强
,

但如何去学教育孩子
、

对待孩子
,

没有多考虑
。

8 0年代中期以来
,

随着实行开放政策
,

出版了一些幼儿养育的书
,

国内学者 也 开 始 研

究
。

加之独生子女成了突出的问题
,

各地相继成立了家庭教育研究会
。

停刊了20 多年的学前

教育杂志也于 1 9 8 0年复刊
。

但如何教育男女青年成为父亲
、

母亲
,

还没有提到 日程上来
。

如

果有一天发给年青夫妇的
“
准生证

” ,

不单表示他们合乎计划生育的政策规定
,

可 以 生 孩

子
,

而且证明他们受过一定的训练
,

知道如何为人父母
,

情况就不一样了
。

三
、

几 点 看 法

季重儿童的利益

世上的财富有自然资源
,

人类生产的物质
、

精神财富以及人才
。

人才能开发自然资源
,

创造财富
。

而创造的目的也是为了人类
。

故而人是社会经济活动的起点也是 目 的
。

20 世纪

末
,

人类 已意识到不能一味追求生产的发展而漠视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培植
。

国民经济增长的

数字只是一个分子
,

自然环境的破坏程度是分母
,

其值才是实际所得
。

同样的道理可以推及

国民经济收入与国民素质的关系
,

家庭收入与子女养育的关系
。

儿童养育遭到忽视 已经是一个普遍的间题
,

本文讨论的主要是城市
,

农村问 题 更 为 突

① 《关于妇女就业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 《妇女工作》 19 87 年第11 期

,

第1 6一 19 页
。

② 天津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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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

8。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提出保护妇女儿
_

童权益的口号
,

所指的儿童权益主要针对儿童失学
、

溺女婴
、

拐卖儿童等涉及部分人的社会问题
。

但儿童的权益应该有更广义的解释
,

例如儿童

有权得到适当的照顾 与教育
,

甚至应用法律的形式加 以保障
。

妇女问题的研究在大陆展开以来
,

大量报导描述了
“ 夏娃

” 的困惑
,

也有的是关于
“ 亚

当 ” 的苦恼
,

但是很少人从孩子的立场来为他们说话
。

著名中篇写实小说 《人到中年》 的主

角
,

在工作
、

生活重担下饱受煎熬的女医生陆文婷获得人们的巨大同情
。

然而有几个人在掩

卷叹息时
,

心中想到她那得不到父母妥善照顾
,

又冷又硬的烧饼当饭的小儿子
; 希望妈妈抽

时间替她扎条辫子而 总不能如愿的女儿
。

如果我们从儿童的角度
,

来拜读奋不顾家的模范女

性的事迹
,

或家务负累下疲于奔命的女职工的报导
,

定会有另一番感受
。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1 9 8 8年 3 月开辟了
“ 我心 目中的爸爸妈妈

” 节目
,

收 到 5 百 多 封 来

信
,

大大出乎编辑人员意料的是
,

表示对父母不满的有 90 %
。

①

尊重儿童利益最实际的做法便是提高儿童养育
、

教育的国民经济预算的比例
。

对民办托

儿所
、

幼儿园
、

私人托儿站
,

任其 自生 自灭
,

无法令监管的现况
,

应尽快结束
。

因为中国 目

前仍是
“
单位办社会

” ,

所 以每个单位必须将有关儿童养育的拨款放在更优先的位置
。

承认妇女人类生产的价值
,

提高母 亲荣誉感
、

父母责任感

一匹小马驹出世不到半小时
,

便可四蹄蹬蹬独立而行
; 一个婴儿出世

,

则要人抱他
,

背

他
,

一年之 后才开始跳珊学步
。

如果我们从这里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启示
,

不妨看看心理学家

的研究
:

寄养于孤儿院中的婴儿
,

虽然营养与生理上均获得 良好照料
,

但身心发展 的阻滞
,

随着年岁增长
,

日愈明显
。
② 倘若青年的父母对此有所闻

,

还会到处托人走后门
,

设法把独

生子女送去全托吗 ? 让所有父母明白其孩子的未来乃至社会的未来
,

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他

们手中
,

极之重要
。

关于目前中国妇女的许多调查和研究中
,

都将妇女分为事业型
、

贤妻良母型或中间型
。

这里要强调的是
,

无论是什么型的女子
,

亦或男子
,

在你选择为人父母之时
,

你同时选择了

另一种神圣的事业
:

人的培育
。

儿童的养育实在不是
“
简单劳动

” ,

而是
“
复杂劳动

” ,

是

一门学问
,

一种艺术
。

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 ( oT
n g n be

e , 1 8 9 8一 1 9 7 5 ) 认为如同 所 有教育

工作者一样
,

母亲是一份应享有相当地位的受薪职务
。

⑧ 母亲地位的保障与提高
,

是妇女地

位提高的关键因素之一
。

并非每一个人都有幸从事最具吸引力的创造性劳动
,

做一个艺术家

和科学家
。

但每一个平凡的为人父母者
,

其实都由命运赋予一份最具创意的使命
:

人的创造

与培育
。

著名作家大仲马在他的儿子小仲马的
“
茶花女

” 间世后
,

对他说
: “ 儿子

,

我一生

创作无数
,

但你是我最得意的杰作
。 ”

1 9 8 8年 《人民 日报 》 评论员 “ 三八
” 评论中提到

,

目前女子在与男子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是 由于女子是
“ 负重赛跑

” 。

值得我们思索的是
,

孩子究竟是不是一个可以解下来放在一边

的包袱或负担 ? 大锅饭休制一动摇
,

企业多少有 了自主权后
,

妇女就业受到排斥立刻成为突

出的问题
。

其中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妇女的
“ 累赘

”
及引起的一联 串实际问题

。

令妇女处于不

平等地位的根本原因在于妇女生育
、

哺育儿童的贡献是无偿的
。

近年提 出的妇女生育基金构

想
,

在南昌等地试行
,

令人十分鼓舞
。

无可奈何的独生子女政策虽有不少弊病
,

但它却使生

《 爱的教育与恶的教育 》 , 《 缭望 》 1 98 8年第2 2期
,

1 4一巧页
。

杨国枢
、

张春兴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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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补偿有了实现的可能
。

灵活的劳动市场才能解决妇女就业与子女养育的冲突

在 18 9 7年昆明调查中
,

由祖父母带的儿童只 占20 %
,

而且明显的趋势是带孙 子 女 的长

辈越来越少
,

原因是有的 自己还没有退休
,

退休的又大都不愿意再受绊累
,

而且带独生子女

责任太大
,

两代之间又容易因养育观点不一而生冲突
。

传统的隔代养育方式 已不可靠望
。

按

现有的资料
,

城市入托儿童率有 38 %
,

这样就有 40 %以上的幼儿没有办法安置
,

而幼儿园
、

所中
,

占75 % 以上的民办单位幼儿园究竟有多少是符合起码要求不得而知
。

近年来已有许多地区的机关
、

工厂实行生育长假
,

给产后女职工 70 %左右工资放育儿假

一年
,

但实施起来却有不少间题
,

例如奖金
、

多种补助比例高的单位
,

职工实际的收入减少

大大超过 30 %左右
。

女职工多的单位如医院
、

纺织厂则无法维持服务或生产
。

另一个隐藏的

负面作用是令单位的领导更怕吸收女职工
。

阶段就业只有受社会生养基金支持才能实行而不

影响女职工的就业
。

但工厂和机构本身受到女工阶段就业影响
,

则须靠有流动性的劳动力市

场来解决
。

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
,

当社会上劳动力不足时
,

就有赞同妇女就业的舆论与政策 ; 劳动

力过剩时
,

主张妇女回家之说又大兴
。

让妇女来承受劳力市场变动的不 良效果
,

这是不公平

的
。

但同时也不宜把所有建议都冠以
“ 妇女回家论

” 的帽子
。

从更高的层面来看
,

男人
、

女

人和孩子的利益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
。

男女平等
,

不是结果相等而是机会平等
,

受教育的

机会与就业参政的机会
。

如果有的女性因生育子女
,

在生命的某一时期 (在 目前独生子女政

策下
,

只是短短几年 ) 选择暂时全职或半职转入另一神圣职务-

一母职 ( om
t he ir gn )

,

她们

有权得到社会与家庭的支持
。

如果有的家庭决定让父亲来担负这一职务时
,

也 应 得 到法律

(例如生育补偿条例 ) 的保障
。

从 目前大多数国家妇女就业的情形看
,

选择生育后几年只做兼职或暂时全职做母亲的妇

女不少
。

如果没有灵活的
、

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
,

中国妇女便没有选择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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