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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辣妈正传》

张婉宜
( 辽宁大学，辽宁 沈阳 110136)

摘 要: 近些年众多家庭伦理电视剧的热播，塑造了大量经典的女性形象。近期播出的《辣妈正传》深刻地探讨了当代女性在

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成功塑造了两个为人妻、为人母的辣妈形象，极具研究意义。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女性在大

众媒介作品中的形象建构、女性意识表达、男权文化对女性的束缚等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深层次审视《辣妈正传》对女性形象的建构

和所传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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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们更多地关注于现实生活，乐于接受

反映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因此拍摄家庭伦理剧成为

一种潮流和趋势。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表现，是家

庭伦理剧中一种重要的题材类型。近期热播的《辣

妈正传》是一部极具现实意味的“女人戏”，它深刻

地探讨了当代女性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所面临

的问题。因此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解读此剧，可以

看出近年来社会普遍价值观对女性行为的引导趋

势。
一、《辣妈正传》中对“辣妈”形象的建构。在女

性所扮演的众多角色中，母亲这一角色是最为重要

的。在传统观念中，女性能够“相夫教子”是最难能

可贵的幸福。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虽然女性已经

不单单局限在家庭中，拥有更多的自我空间以及社

会交往活动，很多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甚至高于男

性。但是这些都无法动摇女性的本性———母性的地

位。“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

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1〕生儿育

女依然被大多数的女性当作头等大事来处理。
《辣妈正传》中的李木子从怀孕开始，母性就最

大限度地被发挥了出来。从产前就注重胎教，参加

各类孕期培训; 为孩子的顺利降生选择最好的国外

医生; 为孩子的健康成长选择两位高水平的保姆; 为

孩子的良好发展选择参加昂贵的早教培训。虽然中

间闹出了不少笑话，也好心办错了事情。“她完全放

弃了自我，孩子的幸福成了她唯一的心事，她对待其

余世界的态度，甚至可能是自私的，无情的。”〔2〕这

是对李木子作为母亲用心良苦的付出的最好诠释。
再来说说夏冰，从夏冰怀孕到生下女儿，她完成

了由人妻到人母的大蜕变，如果说李木子从开始就

是一位称职的母亲，那么夏冰则并不是这样。在孩

子的慢慢成长过程中，她从一个只关注自己喜怒的

女孩，渐渐成长为一个成熟沉稳懂得承担的母亲。
在孩子出生的第一个月，夏冰还与元宝策划着如何

偷偷跑出家门，参加派对。这时的夏冰俨然没有意

识到做母亲的责任。而之后发生了接二连三的事

情，使得夏冰的心智慢慢成熟。她可以选择为女儿

放弃工作，放弃曾经最为时尚的潮人打扮，即使是与

丈夫吵架，也不忘走到哪里都带上女儿。夏冰的自

我意识慢慢消退，母性的意识却在逐步膨胀。这种

创作既满足了男性对于贤妻良母的渴望也从中看到

了对伟大母爱的颂扬。
二、女性对于自身的认知和追求。《辣妈正传》

不同于过去的电视剧中颂扬母性伟大而遏制女性的

自我意识的创作理念。这部剧让观众既感受到辣妈

们的母性彰显又可从她们的生活中看到自我意识的

崛起。也就是说让剧中的母亲们表达自己真实的内

心想法，塑造有自我独特意识的母亲形象，体现女性

的多元化层面。这也正是剧中塑造的母亲形象称为

“辣妈”的重要因素———有母爱，有个性，有想法，有

能力。
在《辣妈正传》中，夏冰从与元宝恋爱时就必须

要享受“女王”的待遇，寻找这种唯我独尊的快感，

实际上就是一种对自我意识彰显的渴望，并希望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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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男性对其女性自我意识彰显的认可。当夏冰成为

人妻，成为人母之后，元宝多次希望夏冰回归家庭成

为家庭主妇，而夏冰虽然为了女儿几次放弃了工作

的机会，也为女儿磨平了曾经性格中的棱角，变得更

加成熟和隐忍。但是这种自我意识的彰显没有因此

而消减，最终夏冰选择了离婚，选择了独自一人带着

孩子打拼职场，选择了自己承担和承受生活的重压。
这些都是她自我独立的体现，是女性在父权霸权压

力下的挣扎和反抗。
剧中的另一位辣妈李木子也十分明显的体现出

了这种女性意识的崛起。在生活中，李木子的家庭

被她打理得井井有条，是一位十分强势的贤妻良母。
李木子身上体现的女性崛起不仅体现在私人领域，

更体现在公共领域里。在工作中，李木子作为当红

杂志的主编叱咤职场，令杂志社的员工望而生畏。
她干练，精明，工作能力极强。她的强势决定了她必

须让所有人包括她的爱人也成为她的“臣子”，言听

计从，绝对不能违抗她的心意。先不说这种强势所

带来的隐患，单说她的精明强干，就十分明显的体现

了新时期女性的独立和自我意识，这是对父权重压

的一种反抗。
三、男权文化对女性的束缚。首先，《辣妈正

传》体现父权制对女性的“歧视”。尽管《辣妈正传》
中体现了新时期女性自我意识的崛起，夏冰和李木

子两个人也都是具有思想和独立意识的女性，但是

她们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不能够摆脱父权制对于女性

的“歧视”，这种对女性的性别刻板印象是无法消除

的。性别刻板印象是指人类个体在成长、发展以及

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学习到粗浅、简化或过度类化

的性别概念，而这些概念即使与事实不符，仍为人们

所接受。〔3〕这种性别刻板印象导致了社会中出现的

对女性严重的歧视。
在剧中，当夏冰成为人妻人母后，元宝多次提出

要让夏冰能在家中相夫教子而不再继续回到职场抛

头露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家中的某些实际情况

导致夏冰于情理中的确应该做全职主妇照顾家庭。
而更为主要的方面则是元宝父权主义的观念作祟，

在经济等各方面条件相对宽裕的前提下，男性更希

望自己的爱人能真正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一切

以家庭为重，而尽量减少社会性活动。朱丽叶·米

切尔在《妇女: 最漫长的革命》一文中这样说道:“妇

女被赋予了自己另外的世界———家庭。家庭像妇女

自身一样，被视为自然的产物，而实际上它是文化的

产物。正是这种思想观念将那些特定的社会形态看

作是自然本身的某些方面，二者均被奉为理想。＇真
正＇的女人和＇真正＇的家庭是和平和富有的象征”。家

庭被视为女性最为理想的生活空间，她们作为妻子

和母亲的身份标志就体现在家庭之中，一旦失去了

家庭，就失去了自己固有的身份，也继而失去了自我

的身份认同。〔4〕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对于女性性别的

歧视。其次，《辣妈正传》揭示了男性中心的社会中

女性只处于从属地位。在《辣妈正传》塑造的辣妈

们虽然扬言要做“Queen”，但仅仅从辣妈们不断变

换穿着打扮力求让自己更为光鲜亮丽这一方面即可

看出“男性中心的社会里，作为本体性，自主性存在

的女性一直是缺席的，或者说女性始终是作为在场

( presence) 的他者而存在的。”〔5〕在这种男性中心的

社会中，男性的观点成为主要衡量女性美与丑的标

尺，女性在被男性审视的过程中，女性实际上已经被

这个社会边缘化，成为父权社会可悲的从属。这种

从属的地位使女性本能地按照男性的审美去改造整

体形象，并且在观念上也不由自主的依附于男性，承

认和接受自身是父权主义从属的现实。
《辣妈正传》在播出后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和认

可，细细品味可以读出更多深层次的意味。从女性

主义的关怀角度来分析这部围绕辣妈琐碎生活所展

开的电视剧，不难看出，我国家庭伦理电视剧在关注

平民现实生活的同时，也希望通过传媒的力量引导

观众的价值取向。女性主义者虽然摧毁了旧女性的

形象，但是她们未能消除仍然存在的敌意、偏见与歧

视。剧中的辣妈们也未能完全勾画出新的时代背景

下成长的女性可能出现的崭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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