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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 陈泱

站在 2014 年的尾巴
上，回首过去一年风云变
幻的国际事件，乌克兰危
机、马航客机失事、苏格
兰公投、埃博拉疫情、弗
格 森 骚 乱、ISIS 极 端 恐
怖组织、全球油价大跌、
俄罗斯卢布危机……哪一
个热点你最关注？哪一些
事件又给你留下了深刻印
象？

不过，今天我们想要
为各位盘点的，是属于女
人们的“大事件”。透过
这些事件，我们可以看到
世界女性的奋发与进步、
勇气与智慧，也可以看到
仍然存在的不公与痛苦；
当然，“买买买”这类女
人们喜闻乐见的事也不能
少。

风云变幻，“她”的倩影

因“为受剥削的儿童及年
轻人、为所有孩子受教育的权
利抗争”，17 岁的巴基斯坦少
女马拉拉获得了 2014 年的诺
贝尔和平奖，成为历史上年龄
最小的诺贝尔奖得主。

马拉拉生于巴基斯坦的斯
瓦特河谷，这里长期以来都
是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据点。
2007 年至 2009 年，塔利班炸
毁了 100 多所女子学校，少女
被禁止入学。为争取女性受
教育的权利，马拉拉从 11 岁
起就开始写匿名日记，描述在
塔利班控制地区女孩求学的艰
难。她的举动引起了公众的广
泛注意，但也遭到了塔利班的
报复。2012 年 10 月，马拉拉
在校车上遭枪手袭击。

2013 年 9 月 6 日，马拉拉
在荷兰海牙获颁 2013 年国际
儿童和平奖，以表彰她“为世
界上所有的儿童获得教育”而
做出的努力。马拉拉将自己获
得世界儿童奖的 5 万美元奖金
全部捐给加沙地区，帮助当地
建造儿童所需的学校。

和平：最年轻诺贝尔
奖得主马拉拉

世界政坛历来不乏巾帼。
2014 年 10月，巴西现任女总统
迪尔玛·罗塞夫击败对手，成
为巴西首位实现连任的女总统。
自2003 年以来，巴西经济曾大
放异彩，4000 万人脱离贫困，
失业率降至历史最低点，面临
饥饿的人口也大幅减少。在罗塞
夫的领导下，巴西与中国、印度、
南非并称“金砖四国”。

德国女总 理 默 克 尔也在
2014 年迎来其 60 岁生日以及其
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带领德国
走出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默
克尔不仅在国内仍维持较高支
持率，而且在调解乌克兰危机等
问题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棱
镜门”中传出美国雇佣“双面间

谍”刺探德国情报的丑闻，对此
默克尔态度强硬，不仅亲自质问
奥巴马，而且还将美国中情局驻
德国情报站的站长驱逐出境以
示不满。

韩国首位女总统朴槿惠在
2014 年同样表现不俗。民意测
试显示，50% 以上的民众认为
其“很好地履行总统职责”。在
对朴槿惠执政能力持肯定评价
的 534 名受访者中，23% 的人认
为给予肯定评价的理由是“良好
的外交国际关系”。这不，就连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14 年
6月会见朴槿惠时都称赞其有很
多中国“粉丝”，并表示她的访
华“给中国的女性和年轻人留下
了深刻印象”。

政治：女元首持续发力

经济上，女性同样当仁不让。
2014 年 2 月，67 岁的珍妮特·
耶伦出任世界上最具影响力之一
的经济决策机构——美国联邦
储备委员会的掌门人，她也是该
机构百年来的首位女主席。

耶伦于 2010 年出任美联储
副主席，不仅协助主席本·伯
南克利用短期利率等传统政策
工具刺激经济，同样设计非传统
政策工具，包括债券购买项目
和利率走向的投资者指引。

坦诚、透明、灵活、务实，
这是美国议员和媒体对耶伦的
普遍看法。经济学界也普遍认
同，耶伦不同寻常地“友善得体”。

有别于工作时的雷厉风行 ,
朋友们说生活中的耶伦有着另外

一面。耶伦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执教时的同事劳拉·泰森说 :

“她的确幽默感很强。她丈夫能
让她笑到眼中带泪。我觉得她
是适应能力很强的人。”　　

朋友们还说，耶伦保持着
家庭和事业的平衡，并未放弃烹
饪爱好和关心儿子。事业成功、
家庭美满，看来耶伦都做到了。

经济：美联储百年来首位女掌门

“为了不知疲倦的勇气和仁
慈，为了给世界赢得时间筑起防线，
为了那些坚守、牺牲和挽救，《时
代》周刊2014 年度人物花落那些
埃博拉斗士。”2014 年12月10日，
美国《时代》周刊将“2014 年度人
物”授予抗击埃博拉的医务工作者，
以此向他们的勇气致敬。

《时代》杂志还选取了5 名
抗击埃博拉的医护人员当封面人
物，其中就包括 2 名女性：助理
护士萨洛米·卡尔瓦，“医生无

国界”组织志愿者艾拉·沃特
森 - 斯特莱克尔。

埃博拉疫情是 2014 年世界
公共卫生领域的大事件。据世界
卫生组织 2014 年 12 月15日公
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已有近两万
人感染埃博拉病毒，因埃博拉
病毒丧生的人数已达 6800人以
上。不论是感染病例数量、死亡
人数，还是受影响地区范围，此
次疫情都达到了该病毒 1976 年
被发现以来的最大规模。

英勇：埃博拉女斗士

当女性在世界政治、经济
等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同
时，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女性也在
遭受着恐怖主义带来的痛苦。

“ISIS”是一个活跃在伊拉
克和叙利亚的极端恐怖组织。
2014 年 6 月以来，ISIS 利用叙
利亚、伊拉克乱局迅速崛起，
已构成国际恐怖势力主干，对
地区和全球安全构成挑战，成
为 2014 年国际社会最密切关注
的话题之一。

ISIS 对女性犯下了累累罪
行。ISIS 利用社交网站等渠道
诱骗西方女性加入到他们所谓
的“圣战”中去，而实际上大
部分被蒙骗前往战区的女性都
沦为了性奴。而一部分女性武
装人员则负责处死人质、皮鞭

惩罚罪犯、管理妓院等，更有
甚者去充当了“人肉炸弹”，为
了虚妄的“理想”而付出了惨
痛代价。

ISIS 还对自己所控制的伊
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地区的妇
女下令，要求她们接受阴蒂割
礼，以“远离放荡及不道德”
的生活。如若不然，便要面临
严厉惩罚。估计有达 400 万名
年龄 11 至 46 岁的女性受影响。
人道主义组织对此亦大为愤怒，
指割礼极其危险，违反人权。

ISIS 还建有多个奴隶交易
市场。只要不是穆斯林女性，
武装分子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使
用”她们，甚至将其当做奴隶
出售，连 1 岁的女孩也被放在
出售的行列之中。

恐怖：“ISIS”阴影下的女人们

2014 年 11月，印度中部恰蒂斯
加尔邦的一名医生在 6 个小时内为
83 名贫困农村妇女实行绝育手术，
却造成 13 名妇女死亡，60 名妇女住
院，其中至少 20人病危的惨剧。这
也成为印度政府提倡绝育手术数十
年以来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这起事故也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关
注。为减缓人口增速，近年来印度政

府一直积极推介免费绝育手术。据
联合国2006年发布的一项统计数据，
印度妇女的绝育率全球最高，达到
37%。2011年至 2012 年，约有4600
万名妇女接受绝育手术。然而，绝育
率高企的同时，印度的基础医疗条件
令人堪忧。路透社评论称，这起事
故让印度总理莫迪“蒙羞”，因为他
曾发誓要对医疗系统进行改革。

惨剧：因绝育手术而死的印度妇女

在印度、伊朗等国，女性遭遇性
侵害的问题十分严重。但受旧观念影
响，部分国家不仅没为改善现状起
到大的作用，反倒为性侵推波助澜。

2014 年 10月，26 岁的伊朗女子
瑞哈内·贾巴里因反抗性侵自卫杀
人而被处以绞刑。2007 年，时任伊
朗情报部前雇员萨尔邦迪雇佣室内
设计师贾巴里为其设计办公室。随
后，萨尔邦迪带贾巴里来到其住处，
欲对其实施强奸。贾巴里出于自卫，
刺伤了萨尔邦迪并逃走，随后还为
其叫了救护车。然而，萨尔邦迪仍不
治身亡。贾巴里被控蓄意谋杀。在
严酷的审讯条件下，贾巴里认罪。

贾巴里于 2009 年被判死刑，这
桩刑案也在伊朗和国际上引起广泛

关注。几年来，国际社会一直为贾巴
里免受死刑而奔走。联合国有关团
体表示这项谋杀案的调查过程有严
重缺失，呼吁伊朗改革司法系统。

贾巴里被处死后，世界各地也掀
起了抗议热潮。德国女权组织“Femen”
的成员更在伊朗驻柏林使馆前半裸
示威，抗议伊朗对贾巴里的不公正司
法和对女性权益的悍然侵犯。

2014 年，国际娱乐圈的“重磅
炸弹”应该算上好莱坞女明星的“裸
照门”事件。

9月初，一名黑客侵入到名为
“iCloud”的苹果公司云服务器，窃
取了包括奥斯卡影后、模特等100 多
名好莱坞女星的私密照片，导致令人
尴尬的裸照曝光。

这次事件被称为“好莱坞女星最
大危机”。但舆论更多地指责苹果公
司的 iCloud 云端服务安全性令人失
望，对受牵连女星抱同情的态度。受

害者之一的奥斯卡影后詹妮弗·劳
伦斯称：“这不是丑闻，而是性犯罪。”

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有三
分之一25 岁以下的年轻人曾经拍过
裸照并发给别人。而据估计，25岁以
上成年人这样做的比例也不在少数。

智能手机的流行，自拍热潮的兴
起，黑客技术的发展以及互联网传
播的推波助澜，也意味着如何进一
步保护私照安全这一问题变得迫切
和必要。而在这个问题上，智能手机
生产商显然责无旁贷。

自拍：好莱坞明星“裸照门”

说到绯闻，最引人注目的当属
2014 年年初的法国“第一女友”之争了。

自从被媒体曝光“戴头盔、骑小
摩托，穿越大街小巷偷偷摸摸约会女
演员”之后，奥朗德的“三角恋”随
即传遍全球。人们如此好奇奥朗德在
旧爱瓦莱丽·特里埃维勒和新欢朱
莉·加耶之间会如何抉择，以至于在
他的新年首场全球媒体记者会上，其
关于经济提振的计划无人问津，倒被
逼着在镜头前决定，两个“漂亮女友”
究竟谁有资格代表法兰西。

这桩桃色绯闻也让奥朗德陷入
隐私和政治危机中。虽然瓦莱丽表

示愿意原谅奥朗德，但奥朗德最终
还是选择结束了与瓦莱丽 9 年的恋
情。而据说直到 2014 年年底，奥朗
德才有机会和“新女友”加耶见面。

虽输掉了“第一女友”的“战争”，
但瓦莱丽也毫不示弱，迅速出版了
名为《感谢这一刻》的自传，在向公
众披露奥朗德移情别恋的过程和诸
多细节的同时，也不忘泄奥朗德的
老底，大曝在公开场合素以不喜富
人著称的奥朗德实际上不喜欢穷人。
瓦莱丽的新书不仅给了奥朗德难堪，
也为自己赢得了超过 10万欧元的收
益，可谓现实版的“公主复仇记”。

绯闻：法国“第一女友”之争

2014 年十大女性事件盘点的最后
一个名额，我们决定留给中国的广大“败
家”女性——在这一年，正是爱血拼
的中国女人让阿里巴巴集团成为仅次
于谷歌的全球第二大互联网公司，其
执行主席马云也成功登顶亚洲首富宝
座；在淘宝网的“双十一”购物节上，
中国女人更以一天 571亿元的交易额
打破了网络零售的世界纪录。

为此，马云在“双十一”后的媒
体访问中两次感谢中国的“败家”女
人：“感谢中国的妇女！这些败家的

女人……我可以保证很多女人是为孩
子、为老公买的，为爸爸妈妈买的。
女人挺厉害，女人比男人考虑别人多
多了。”

据德国媒体的一份报告显示，
中国女性的网购热情在亚洲多国中名
列前茅，物美价廉的商品是网购的主
要动力之一，逾七成中国女性承认网
购时大部分时间是给自己买东西。

在 2015 年，我们也祝愿女人们
能够在家庭、事业上百尺竿头更进一
步，能够继续开心快乐地“买买买”。

买买买：中国女人成就亚洲首富

不公：反抗性侵反被处死的瑞哈内·贾巴里

本报盘点 2014 十大国际女性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