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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

我国知识妇女的人数不断增加
。

知识妇女在

参与变革现实的斗争中和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

但是广大知识妇女的生活质

量是不高的
。

这是由于我国物质生产水平不高和其它社会因素的限制而造成的
,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

首先
,

时间条件的限制
。

多数知识妇女的业余生活是在繁重的家务劳动中度过的
。

她们忙

工作
、

忙学习
、

忙家务
、

带孩子
,

一天除 了满足生存必需的吃饭
、

睡眠以外
,

大脑和身体始

终处于紧张的运动中
,

不能得到适当的休息和调剂
,

只能是低水平的循环
。

这同知识妇女在

精神上的高需求和社会上对她们在发展上的高要求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

也阻碍了她们业务
、

志趣与健康上的发展
。

其次
,

社会物质条件的限制
。

知识妇女并不满足于吃饱穿暖
,

安居乐业
,

她们具有较强

烈的精神文化需要
,

但社会上和工作单位可供她们活动的文化园地太少 了
,

她们的兴趣爱好

往往在工作
、

生活的重压下被窒息 了
。

第三
,

个人经济条件的限制
。

家庭收入是影响家庭经济生活的决定因素
。

有资料表明
,

知识妇女的家庭经济条件普遍 比较差
,

尤其是 60 和 70 年代的大学毕业生
,

家庭平均收入明显

低于 1 9 8 4年我国城镇居 民家庭平均收入
,

即因而她们在生活上必须精打细算
。

为了摆脱家务

的牵累
,

请保姆料理家务固然是一 良策
,

在我国一些大城市
,

保姆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已经有了很大发展
。

但知识妇女微薄的收入却难以支付保姆的工资
,

因而使她们很少有人

能借助这一社会力量
。

知识妇女的收入较低 ` 也限制了她们的家庭对高档耐用消 费 品 的 购

置
,

家务负担加重是必然的
。

由于脑力劳动的特殊性
,

知识妇女为了工作需要和充实自己更新知识
,

离不 开 报 刊 书

籍
。

体力劳动者
,

尤其是工人的劳动工具全是由国家提供的
,

而知识分子工作所需的报刊书

籍很多需要自己购置
。

知识妇女的实际收入比较低
,

用于这方面的投资只能从减少吃
、

穿
、

用的开支中挤出来
,

以至影响了她们 日常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
。

此外
,

还有传统观念的制约
。

谈到知识妇女的生活方式
,

很多方面都涉及家庭与事业的

矛盾间题
。

作为知识妇女在选择家庭或选择事业方面
,

各有自己的苦恼和优虑
。

对事业上的

强者
,

家务上的能手二者兼备的女性
,

人们是推崇的
。

这是理想的模式
,

然而却是大多数知

识妇女所不具备的
。

在人们的观念中
,

家务是女性的本份
,

事业是男性的天职
,
这种分工是

天经地义的
,

谁打破了这种常规
,

谁就会受到舆论的谴责
。

知识妇女要取得事业的成功
,

必

须付出超过男子几倍的代价
。

事实向我们表明
,

社会对一味追求做贤妻良母的女 性 是 称 烦

① 参见阮莲三
、

金难
: 《 两性生产重负中的知识妇女》

,

载 《 婚烟与家斑》 1 9 8尔革终U 期
。

1 2 y
-



的
,

而对女性追求事业
,

却有着来自多方面的不理解
。

在家庭中
,

有的男同志怕知识分子爱
、

人胜过自己
,

不愿意让她多工作
,

多负责
,

更担心因此少做家务
,

等等
。

这种传统的女性观

念
,

不仅在男性中存在
,

在知识妇女自身意识中也有其相当的地盘
。

一些事业心强 的知识妇

女
,

在她们忙 于工作
,

较少顾及家务和丈夫
、

孩子的时候
,

思想上总是产生一种 内疚 的 自

责
,

对 自己没有按照世俗更多的尽到妻子和母亲的责任而感到不安
。

因此
,

她们在个人生活

上做出了最大限度的牺牲
。

当前基层军人闲暇生活方式的新变化

炮兵指挥学院 张维信

军队基层闲暇时间的生活方式 已由
“
单一娱乐型

”
转变成

“
多样求知型

” ,

并 出现了追

求科学文化 的专业技术热
。

60 和 70 年代
,

军队基层精神文化生活比较单调
。

每周看个电影
,

节假 日搞个联欢
, “

兵

演兵
” , “

兵看兵
” ,

精神生活就比较满足了
。

如果碰到个文艺团体下基层
,

就显 得充实多

了
。

这种模式可归结为
“
单一娱乐型

” 。

进入 80 年代
,

基层军人随着社会改革和对外开放
,

加之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 的激荡
,

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发生了质的飞跃
。

过去那种
“
单一娱乐型

” 的文化生活 已经不能满足大部分基层干部和战士的需求了
。

现在他们的追求

多种多样
,

课余文化爱好丰富多彩
,

书法
、

绘画
、

摄影
、

外语等等无所不包
,

呈 现 出 一 种
“
多样求知型

” 的精神文化需求方式
。

这里特别引起军 内外注 目的是
,

近几年军地两用人才

和军民共建共育活动的开展
,

干部战士纷纷要求有一技之长
,

对各种专业技术和科学文化 的

需求量越来越大
。

如南京军区某集团军所属 的各基层单位
,

每人除掌握 一门专业技术外
,

还

普遍学会了其它科学专业技术
,

成为
“ 一专夏多能

”
的小能人

。

又如北京卫戍 区某师 所 属 基

层
,

主动与北京两所院校四个科研单位
、

16 个工矿企业搞共建共育
,

干部战士把学到的知识

和技术用于军队和地方的 37 2个技术革新项 目
, 7 0 0多人获北京市举办的各种专业训练班的结

业证书
。

据统计
, 3 年多来

,

全军拥有育才基地 6 0 0 0多个
, 2 10 万 军人掌握 了一门以上的专

业知识或技能
, 120 盖万农村籍退伍战士得到安排使用

,

19 万战士考进 了各种军校
。

可见
,

精

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有向较高层次的知识型发展的趋势
。

军队基层中出现的
“
科 学文化热

” 为什么温度越来越高呢 ? 它背后必然有一种强大的内

在动力在起作用
。

笔者认为除 了社会上科学文化的发展对其影响外
,

根本在于正在变迁中的

军队本身
,

即军队由天天
“
准备打

”
的战争轨道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之后

,

当代军人入

伍动机目标具有强烈种双重性
,

这就是宏观的保卫祖国
、

建设祖国和微观的就业成才
。

这是

因为
,

我军兵役制表明
,
对于一个在编的军队基层群体来讲

,

它具有长期性 ; 对每个军人个

体来讲
,

又具有阶段的暂时性
。

为此
,

当代基层军人在部队服役期间一方面以保卫祖国和建

设祖国作为自己的动机 目标
,

另一方面必然考虑服役期满后就业成才的间题
。

正是我军兵役

制度的长期性与个人服役阶段暂时性的并存
,

决定了基层军人入伍动机上的双重 目标
。

过去
,

只强调保卫祖国这一重 目标
,

而忽视甚至不予理睬服役后就业成才这一关系着军

人切身利益的目标
,

偏离了入伍动机的双重性
,

从而也就削弱了军队基层建设的核心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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