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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报道应注重呈现贫困妇女群体的主体性 
 
袁鹏 

 
 
    阅读提示 
    事实上，对贫困妇女报道中所存在的过分强调其“被动”“可怜”“边缘”的一面也是性别刻
板印象的一种。这类报道常常将女性划归为需要扶助的边缘群体，忽略了对其主体性和能动性的

展现。这不利于贫困女性主体人格的建立，也影响了对贫困妇女群体扶助工作的开展。 
    性别刻板印象是社会性别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破除刻板印象一直是推动性别平等的重要着
力点。对媒体中所呈现的刻板化的女性形象的批评因此也成为性别与媒介研究的重要内容。 
    然而，既有关于媒介中所呈现的女性刻板印象的批评多侧重于批评对女性的“客体化”“商
品化”或过分凸显女性的性特征等方面，这些批评也较多的集中于对媒体中所呈现的中上层女性

形象的分析上。事实上，对贫困妇女群体报道中所存在的过分强调其“被动”“可怜”“边缘”的

一面也是性别刻板印象的一种。这类报道常常将女性划归为需要扶助的边缘群体，忽略了对其主

体性和能动性的展现，有时会对被报道的女性形成“忽视”，甚至对其造成二次伤害与精神压力。

过分展示这部分女性被动、可怜的处境也不利于其主体人格的建立。笔者将根据实地调查的经验，

对这一问题做出分析。 
    扶贫报道中女性形象的刻板化 
    扶贫攻坚工作中，贫困地区的妇女是一个重要的群体，如何让贫困妇女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是社会的期望，也是政府的执政目标之一。但从新闻报道的角度而言，近些年一些媒体在对贫困

地区妇女的报道中却存在着单一化、片面化与脸谱化的问题。报道过多聚焦于贫困地区妇女的生

活表像，过度渲染“贫”字，而忽略了女性的主体性与能动性的展现。报道没有真正反映出贫困

妇女的生活面貌，反而将贫苦地区的妇女“脸谱化”“标签化”，进而将贫困妇女置于一种被动的、

缺乏阳光的舆论环境中。这并不利于贫困妇女自强与自立精神的培育，会抑制其创造力的发挥，

更有甚者，对其产生精神压力，对其脱贫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笔者以为，物质的贫困只是一个表象，一如在扶贫攻坚中要坚持开发性扶贫，激发贫困妇女
改变自身处境的创造力和信心一样，在媒体对于这部分女性的报道中，也要着力展现她们的“贫”

字表象下的真实状态，她们在思考什么？她们在做什么？她们的精神状态如何？根据人文主义社

会学派的解释，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们根据其所处的社会情境采取权宜性的行动策略。贫

困妇女群体也是如此，“物质的贫困”是她们必须面对的社会情境，而在这个情境之下，女性在

不断试图通过自己的行动改变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讲，贫困地区的绝大多数妇女首先是勤劳、聪

明的，她们有着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而在符号主义社会学派看来，被贴上某类“标签”的

行动者会通过其实践不断证实此标签。以此言之，为贫困女性贴上“贫困”甚至“愚昧”的标签

是有失公允的。 
    贫困妇女主体性呈现的缺位 
    在多年的农村工作采访中，特别由于近年来参与妇联组织开展的扶贫工作，笔者深深感受到
贫困女性在媒体呈现中的主体性缺位问题。以全国妇联实施的妇女小额担保贷款为例，在甘肃，

数万妇女在项目中受益。该项目的实施使许多妇女平生第一次以自己的名字获得了贷款，第一次

有了自己的名章，第一次体会到了“当家作主”的感觉。对这些妇女而言，这些“第一次”有着

极不平凡的意义。不少妇女发挥自己的能动精神，利用获得的小额贷款，埋头苦干，开始了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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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的奋斗之路。 
    笔者曾实地调查过一名甘肃省武威市的贫困藏族妇女，在获得一次家政培训的机会后，这名
从来没有读过一天书的藏族妇女被“赋权”。在以后的工作中，她从点滴做起，最终通过自己的

勤劳努力成长为一名优秀月嫂，并彻底脱贫。一名甘肃省漳县市的妇女，虽然在外出务工时吃尽

了没有文化、缺乏生产技能的苦头，后来她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回乡参加培训后在当地政府

的帮助下开始创业致富。甘肃省平凉市的一名贫困农村妇女，在生活获得改善后，甚至写起了小

说、拍起了电影。上述例子证明，贫困女性只是因受制于其所处的客观环境而陷入贫困，一旦其

获得可以摆脱客观环境束缚的外在条件，主体性得以发挥，她们是有改变客观环境的潜能的。 
    上述这些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例子与现象表明了在扶贫工作中广大贫困地区的妇女身上发生
的真实变化，包括这些妇女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积极追求，她们的身上有着我们倡导的自尊、自

信、自立、自强的精神。贫困并不是贴在贫困地区妇女身上的唯一标签，在贫困地区妇女实现自

身发展的过程中，除了“贫困”“愚昧”与“可怜”之外，她们的身上还有着其他足以让媒体关

注的“新闻点”。对这些新闻点的关注与挖掘，将使贫困地区妇女的形象更加真实、丰满，这样

的报道也才更吻合性别平等所倡导的多元的女性气质，也更可能激发女性的生活信心与奋斗动

力。 
    对贫困妇女群体的报道应关注其所处的社会关系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笔者认为贫困地区妇女的婚姻家庭关系是其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
一，家庭关系可以为弱势群体女性提供重要支持，是其能动性和创造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分析和

展现其能动性，全面了解弱势群体女性的重要资源。因此，理应成为媒体关注的重要领域，而现

实是，这一领域往往被忽略。 
    媒体在呈现贫困地区妇女状况时还应透过对其所处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支持网的深入挖掘，展
现女性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得以施展的真实空间。尽管囿于男外女内的传统文化的限制，女性活动

的空间常常被局限在家庭之内，但是“家庭内部”恰恰是女性施展其能动性，安放其情感与精神

寄托的空间。女性主义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女性通过在家庭内建立有别于联合家庭的小家庭的方

式来实现自身归属感的安放。对于贫困女性的报道若能从家庭关系及社会关系的角度发掘女性在

人际环境中的能动性，则可以为展现这部分女性的能动性提供更多空间。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展现和分析部分在家庭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女性，比如单亲母亲或
者父权制影响过于沉重家庭中的女性，从总体上综合呈现其处境，展示一个全面的女性形象，摆

脱对弱势群体女性的“标签化”，这可以减轻弱势群体女性的精神负担，更好地完成扶助计划。

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也是破除性别刻板印象的一种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