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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记者，你快来看看这个女人多么无理取

闹！”

自入行以来，记者这个工作似

乎给我带来了多重身份。跑医疗新闻，

我成了亲朋好友眼中的“半个医生”；

跑交通新闻，我便是最新的“路况信

息”；跑美容新闻，大家都问我如何

护肤；但平日做的最多的“工作”，却

是与社区大妈无异，充当“调解员”——

在每一个事故发生的现场，记录着、

发现着、调解着。

开场的闹剧发生在 2015 年 8 月。

一大早，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还没

来得及说话，电话那头就传来一阵吵

架声。原来，两名女邻居因为房屋的

布局问题大打出手。

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她们早已鼻青脸肿。给

我爆料的中年妇女哭着指着瘫坐在地上、默不作

声的老妇人：“就是她，占了我们的院子，还打人！”

怎会有如此蛮横之人？

我慢慢走近这位年过半百的农村老人，眼见

她红着眼圈，却怎么也不说话。或是有什么难言

之隐吧！

说实话，做记者久了，就会明白所有的事情都

是有原因的。一个人如此争执，争执后如此沉默，

这背后的故事一定不像事故看起来这般简单。

避开这位老人，我敲门走进了里屋。最里面

的房间里坐着一名年轻女子，怀里紧紧抱着一个

孩子，像是生怕孩子看见外婆被别人厮打。我表

明身份后，轻坐在女子身旁。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是我们不对，我们会道歉的。”女子小声告

诉我，“我们也是被逼无奈！”我扶起老太太，详

细地了解了这个故事——因为不是元配，老太太

以保姆身份嫁给第二任丈夫后，在丈夫病重期间，

却被丈夫的子女赶了出来。如今没地方去了，只能

回老家与女儿、外孙共处一室，地方小了，就想着

从邻居的地儿上分出一点。

“你是记者，能帮我维权吗？”老太太问我。

她向邻居道了歉，搬回了自己的东西。就这样，我

从一个调解员的身份上立刻转变，又一次踏上“维

权之路”。

2015 年 10 月 22 日，我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

名为《保姆嫁雇主，8 年后竟被扫地出门？》的维

权稿，为老太太说了话。在这个新媒体时代，稿

件一经刊登，便被数家媒体转载。没多久，老太

太就给我打来电话，告知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

件是丈夫在广州的儿子和在湘潭的女儿以及远在

北京的亲戚都看到了这个报道，首次表示想与她

和平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担心新闻继续转载

和扩大，会造成太大的影响；第二件则是有来自

全国各地的电视台、纸媒记者以及社会爱心人士

联系她，都表示愿意继续关注她的故事，直到帮

她维权成功。

不过，她说，那些记者和媒体的请求，她

都拒绝了。原因是，在这个记者遭受质疑的时代，

她们农村妇人不懂得分辨好坏。她说，她只相

信我们今日女报，为女人做事的媒体，报道的影

响力她看在了眼里。她还说，她很相信我，因为

我的采访和报道，真真实实是给她解决问题，帮

她维权，而不是博人眼球。她的问题最终解决了，

丈夫的子女提出了让她满意的条件。

记者故事 在事故现场发现故事

今日女报娇点
关注、维权等版面
记者，湖南新闻奖
一等奖获得者

李诗韵

今日女报多年来尽力向您讲好故事，其实，我们编辑记者们的采访经历原本就是一个个好故事，我们觉得这些好故
事放在新闻的背后太可惜了，于是便有了这个专栏。往日里，他们用冷峻的笔记录别人的故事，但这次，他们笔下
的故事，除多了些温度，还多了些许人生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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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女人
2016 年 1 月19 日下午，我在北京中国大饭店

领取了联合国妇女署颁发的“2015 女性榜样奖”，

这是“女性传媒大奖”自设奖以来，以变性女性身

份获奖的第一个人。

“女性传媒大奖”是作为国内首个以“社会性

别平等”为主题的大型奖项，每一届“女

性传媒大奖女性榜样奖”的获得者都

被誉为“新一代女性挑战传统性别歧

视的典范人物”。作为“女性传媒大奖”

自设奖以来以变性女性身份获奖的第

一人，从此我的人生更具使命感。

首先，这是我作为一个跨性别女

性参加的大奖评选，和其他各个领域

的，包括演艺界、文化界、体育界、

出版界、科学界、企业界……各方面

的杰出女性代表一起领奖，这标志着

跨性别群体由十年前一个极度边缘化

的小群体到如今已经走入到社会公众

视野，被正确认知和逐步地接受。李

银河老师曾说，“刘霆变性事件”在

中国的跨性别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

义。当时我正在思考下一本书如何写。

说实话，我在生活中是那种看上去忙忙碌碌并有

些宅的人，只是时常思考和焦虑这个世界该怎么

办，我乃至我们又该找到何种生活方式？我却从没

想到过自己在跨性别这方面的意义——我非常容

易忘记自己的历史，或许是因为经历太过曲折沉重

和充满矛盾的原因吧。

在领奖的时候，我有感而发 ：“其实这个群体

自杀率非常高，一些朋友经常告诉我一些特别痛

苦的事情。我希望他们首先乐观、自信、开心地

活着，还有就是要对未来充满希望。”去年的时候，

我看到过一则新闻，写的是一个在美国未做手术的

十几岁女生自杀的新闻。她说，因为爸爸妈妈认

为是她的大脑问题，才想着要做手术，只要不想了

就好了。最可怕的是自己的亲生父母认为是自己的

孩子大脑中有邪才有如此想法！在逼迫之下，这个

女孩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绝望，因为连最亲的人都不

能接受，才十几岁的她又该如何面对充满巨大考验

的社会和以后的人生？于是她选择了自杀，并写下

遗书：因为自己是跨性别者而受到逼迫，以自杀来

向世界宣告她自己是一名女性。而在中国，此类事

件在从前也有。我的一些跨性别朋友遭到过殴打，

还有受到歧视而患病的。许多人问我，我又是怎么

坚持过来的？有一方面的原因是将自己归入 50岁以

后的女性，也就是和自己妈妈同岁；还有一方面是

心中依然纯真有爱……如今，我的年龄倒了个转，

一下子穿越到了15 岁，这么大的时差是需要适应的。

所以，太多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到底顶了多大压力。

只是当我知道原来也有许多患难者，那些曾经的压

力能成为对维护跨性别者使命感的动力。

接着，奖项是“女性挑战传统性别歧视的典

范人物”，就我自身来说，参加这次颁奖，置身其

中，本身就能让我获得很大的力量。“女人的力量

需要女人给。”成立工作室的演员林心如依然单身，

她活得十分洒脱美丽，让许多置身婚姻的人羡慕

无比，这无疑给了单身的我对生活无比美好的向

往。而以“爱的骂骂”对抗网络暴力的演员袁姗

姗，以每个人只要在微博上骂一句她就捐五毛钱

给希望工程，用爱的方式对待网络暴力行为，我

认为可以给予我们生活以启迪和哲思。有时候我

心中对于受害群体操之过急的维护，反而使自己

显得幼稚不懂事。她们是我在这次领奖中印象最

深的女性榜样。对于传统的性别歧视，我常常能

遇到，比如许多男性甚至给自己下规定不和高龄

女性结婚，只和比自己小的女性结婚！这一点林心

如给我们这些女性做了非常有利的活榜样：女性

的单身生活也可以很完美，女性应该明白什么是自

己想要的。而袁珊珊更是带给了我“用爱的方式对

抗和挑战传统性别歧视”，爱本身就是女性与生

俱来的最美的拥有，因为我们都该记得，用爱，爱

自己，也爱他们，让自己的心灵不断升华，充满生

命力，充满新鲜！而这两位杰出女性代表，恰恰

是演员，这也给了我今后从事演艺的榜样。我清楚

记得自己上台领奖发表感言时，林心如离我就只

有十米不到的距离。她看着我发表感言，神情庄严

又充满知性，又忽然转为童真的烂漫，拍手微笑！

而一旁的“皇上”陈建斌，也好奇并欣赏地微笑

着拍起手来。

最后，这一次大奖主题是关于女性挑战传统

性别歧视，我想说的是，女性不仅仅只是花木兰

的那句“谁说女子不如男”，更应是女性该还原女

性原本的美好。我们女性风风火火，顶起半边天，

并不是自己自愿的，许多都是出自天性爱的本能。

男性也有爱，但是依然是需要女性来补充的。像

我们大家都喜爱的演员冯绍峰和陈建斌，作为男

性代表的发言都有一句相同的话“我十分尊重女性，

甚至见女性有些害怕”。于是，我认为这是否是男

性在心理上一致的认为呢？我觉得，女性和男性平

等，首先男性应该敞开心扉接纳女性，因为我们

女性对他们男性的不足还是很明白的，因为女性

一直是男性的帮助者，男性想不到的女性能想到，

男性的成功也有女性的一半。所以，实现男女平等，

首先还是请关爱女性，从心理和生理条件上照顾

到女性开始。

综上所述，我想到自己作为这样一名女性获

此殊荣，尤其一口流利中文的联合国妇女署主任

汤竹丽对我鼓励和支持并与我握手合影，从此我

心中更充满了使命感！

嘿！我得了女性榜样奖

刘婷
原名刘霆，2007

年全国道德模范之
孝老爱亲模范，2013
年被诊断为先天性
性别认同障碍，2015
年蜕变成女人；著有
小说《我本佳人》

以前，他是刘霆，是大众认可的孝顺男生。现在，她是刘婷，是亭亭玉立的姑娘。原来，2013年，刘霆被诊断为先
天性性别认同障碍。2015年，已是“全国道德模范”的他勇敢地接受“性别回归”的手术——蜕变成女人，她也把
名字改成了“刘婷”。一个“全国道德模范”，一个新生的女人，她的思想和视角，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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