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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用什么来形容平江女子呢？在湘女中，她们辣

得不明显，就像平江菜始终平和温润一样，她们与湖南

重口味保持着距离，既不重油也不重色，更没有暴咸暴

辣的冲击力，给人的永远是冲淡平和

的散文诗般的韵味。

作为湘楚文化的源头之一，平江

处于汨水、罗水上游，美丽的汨罗江自

东向西贯穿全境，江水至此地势平坦，

平静无波，因而得名“平江”。

古老的历史和风土人情，带给

平江古典主义的优美。都说平江话难

懂，似有湘语、赣语、客家话的影子，

其实平江话是从远古而来的一种独

特的地方土语，很多现代汉语消失的

古声母依然存在。故，操持着这种

语言的平江女子，一开口就有另类的

文化特质。她们说话音调抑扬顿挫，

文词古奥艰涩，活脱脱是古代方言

吟诵。这种口音在人群中有极高的

辨识度，而她们也能凭借这缕乡音，在

茫茫人海中找到“自己人”。

平江外出务工人员很多，尤以女子

遍布大江南北。我时常在出差途中、逛商场、走路时，冷

不丁听到平江女子的寒暄：“恩气念赖（你去哪啊）？”“气

耍！恩落个搞模梯（去玩！你在这儿干什么）？”“舅的办酒，

气呷情席（舅舅请吃饭，去赴宴）。”“那恩快性啧，莫断

暗哒（那你快点去，莫等天黑了）！”她们应该做梦都没

想到，人群中居然潜伏着我这样一个知音。

平江女子喜欢群聚，时常三五成群结伴同行，这或

许与她们另类的乡音有关。独特的音韵是她们的招牌，

让她们彼此认同。

如此，乡音便成为平江女子第一个标签。

第二个标签则是乡情。在外省，最团结的湖南人一

定有平江人，平江女子热衷于说方言、攀老乡、参加同乡会，

“人不相识话相识，不是亲人胜亲人”。她们以平江为荣，

很难接受外域文化的改变，这从她们顽固的口音、不可

改变的饮食习惯就可窥见。

平江女子做得一手好菜，烹调风格、菜肴搭配自成

体系。封闭的山野隔绝了外界对平江的影响，山里长的笋

菇薯蒿、水里来的鱼虾螺蚌……各类天然食材占据餐桌，

老祖宗的菜单代代相传。平江自古食药膳，天麻炖羊脑、

当归黑豆羊肉汤、绿豆炆骨头、芸豆炆猪肚……滋补养

生的饮食习俗流传至今。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美食世界，因为平江女子的灶

间捍卫，川、粤、苏、鲁等各大菜系无法打入，甚至连

湖南主流的湘菜都无法撼动平江菜的根基。

人说湘女多情，平江女子的多情，便是打断骨头连

着筋的故土情，温柔似汨江水，平缓而不息。而她们也

用温柔征服了平江，平江话称女朋友和未婚女子为“小

娘”，称妻子为“夫娘”，称老年妇女为“干娘”，平江人

把女子统统视作自己的娘，可见女子地位有多么高。相

较起长沙男人称老婆为“堂客”，平江男人称老婆为“夫娘”，

其尊重和宠爱之情溢于言表。

我迷恋平江的山山水水，每次走进幕阜山、福寿山

和连云山都会被打动。至今记得多年前在江东水库的一

次邂逅。

那一日，为寻找江东水库和鲜美的河鱼，我走过一

片桔子林。臭皮柑桂在枝头，豌豆花开着紫白的花，肥

壮的丝瓜垂下瓜架，一位农家女在屋外洗头，乌黑的长

发垂在盆里。

听到我们的脚步声，她拨开额前的湿头发，莞尔一笑，

灿若桃李。

“嗯哩从念耐来（你们从哪来啊）？”

“县城那边。”

“来搞模梯（来干什么啊）？”

“来看看。你叫什么名字啊？”

“梅仙咯……”

女子泰然自若地洗头，泰然自若地对话。

“我哩咯闲素冇模里银来咯（我们这平常没什么人

来的）。”

攀谈中, 我得知她祖辈居住在这里，她最远的旅

行也就是到镇上 , 每月换点生活物资，镇外的世界 , 她

全然不知。离开时，梅仙到园子里摘了一根碧绿的丝瓜

送给我们。“冇模里好家伙（没什么好东西）……”她不

好意思，认为礼物太轻贱。

走出很远，梅仙还在挥手，乱乱的湿头发披在额

头上。我被她的纯真感动了。对于我们来说，她只是萍

水相逢的过客，而对她来说，我们已经是熟悉的朋友。

她甚至期待着我们下次造访。

而我知今后很难再见，有些人的出现就像流星划

过天际。那个挂着湿淋淋的头发、始终微笑的梅仙，只

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连同她伊甸园般的山里生活。 

平江女子靠什么赢得男人的尊宠细读湘女

都说湘女多情，可如果仅仅用这样的印象来形容湘女，估计我大湖南都不会答应，因为她们还可能多才、多艺、多金、
多福……但是，在这里，我们不想刻意美化湘女，我们试图用平民视角贴近14个市州的女子，看看不同地域的湘女
有着怎样不同的魅力。在这里，她们可能是美丽的、聪颖的、温柔的，也可能是火辣的、彪悍的、柔中带刚的；在这
里，她们都是一个个带着烟火气息的邻家小妹，隔壁大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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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她
今天，10 月11日，是国际女童日。2011 年，联合国

大会宣布每年的 10月11日为国际女童日，以确认女童的

权利和世界各地的女童面临的独特挑战。全球儿童非

营利组织“国际计划”首席执行官奈杰尔·查普曼也说，

我们一致认为应对全世界女童的权

利给予特别关注，很多国家的女童在

从上学到工作的所有生活领域都不

受重视，严重的歧视和偏见使得很

多女童不能发挥其真正潜力。

所以，在这个日子里，让我们一

起来关注身边的“小萝莉”们吧！

几年前看过一部印度小说《我一

开口，这世界就变了》，比起出版商渲

染的所谓悬疑推理重口味，可能更让

人感到恐怖和惊悚的，还是印度社

会重男轻女的恶习。尽管对于我们这

些中国读者来说重男轻女也不算什么

稀奇，但“重”和“轻”到这般境地

却还是让人瞠目结舌：小说中，刚出

生的女婴可以被随意杀害，男孩却可

以为所欲为。女孩杜尔加和姐姐惨

遭家族的残害，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就连母亲也逆来顺受并对女儿的苦

难无动于衷。近些年来，一些媒体和网民也热衷于渲染

印度和某些非洲国家对于女性权利的极度轻慢，虽然不

免带着“刻板成见”，但也不能不承认，女性权利尤其

是女童的生存状况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中国喊“男女平等”的口号已经近百年，法律层面上

更是全方位确保女性的权益。近年来随着“女强人”、“女

汉子”、“华丽单身族”的出现，似乎在不断地宣告女权的

强势崛起。让人咋舌的是，网络上还不止一次地出现男

人自甘被女友或者妻子当狗牵的雷人视频。至于骄横女

王们狂扇贱男的画面更是不在话下。然而，这些“看上去

很美”的宣示与作秀，恰恰诠释着平等意识的阙如。甚

至当一个男人骄傲地宣称“穷养儿子富养女”时，其溺

爱本意的背后恰恰传递出对于女童自我成长与完善的不

确定与不信任。

诸多女性自己，虽然没有明确的性别歧视，甚至还

有对抗，但延伸到对于女儿或者孙女的教育和培养上，

却常常不自觉地认同并服膺着传统的女性劣势理念。“集

体无意识”对女性心理的影响，远超我们的想象。波伏

娃说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完成的。”意思就是“女

性”这一角色的确定其实是由所谓的“社会共识”来帮助

完成的，传统社会给予的女性定位让你自觉不自觉地按

这一定位来塑造和完成了你自己。

要真正走出“有些追求男女平等者自身亦在制造不

平等”这一怪圈，核心其实还是一种女性文化尤其是女

童文化的营建。我们常说“推动摇篮的手即推动世界的

手”，从这双手开始，就应给予女孩知足、自信和快乐。

身为女性，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

之下，几乎都被明确和暗示过自己的“不足”的状态，常

见的洗脑台词有：“你是个女孩子，你要乖要听话，你要

更加努力！”没有男孩的家庭更不乏将女儿当儿子养，因

此“若男”、“超男”、“招弟”这样的名字每个年代都有。

还有的家长不乏自得地炫耀“我们家女儿比儿子更能干”。

这种种论调的潜台词其实就是女孩从小就应表现更好，

才能得到大人的认可，才可以略微弥补“你是一个女孩子”

的缺陷。也正因此，不少女孩仿佛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

焦虑，急着努力去“证明自己有价值”、“证明自己被认可

被喜爱”。加拿大沃耶尔夫妇发布研究报告称女孩比男

孩成绩好的现象已持续了一百多年。这一教育现象在我

国似乎更为突出，不仅中小学如此，大学里亦愈演愈烈，

不少文科专业，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者都是清一色的女生。

这种“性别学沟”的存在，恰恰在某种程度上印证着女

性的集体焦虑。

为人父母者，为人师表者，以及各种媒体，最需要

传递给女孩子们的信息其实是：生为女孩，便已圆满，

而不需要其他的附加条件。生为女孩，可爱，贴心，会

撒娇，善解人意，是父母的小棉袄，只是因为女孩的这

些特质，她就已经十足美好。《爸爸去哪儿 3》里面的夏天，

那个没有公主病的小公主，仅仅只是作为一个女孩而被

父母宠爱，被父母满满的爱意包裹，又何曾想到要争取

什么表现什么来展示自己的可爱与价值呢？

女孩不用去证明什么，她只要“是”一个女孩就好。

她可以单纯可以精明，可以温柔可以率性，可以乖巧可

以顽皮，可以细致入微可以大大咧咧，都是世界上一份

独特的“女孩”的美好。从某种意义上说，童年就是一

个人一生的基调。一个无需证明什么的女孩，长大后也

就是一个无需刻意的女人。她可以打拼，因为她有喜欢

的事业；她可以结婚生子，因为她喜欢孩子和家庭；她

可以恋爱，因为她遇到了喜欢的人；当然，她也可以独身，

或者失恋、遭背叛，因为这都是正常人生中都可能有的

遭遇，而并非因为她是个不幸的弱势的女性。所有的付

出都是历练和阅历，所有的挫折都让人更趋圆满与成熟。

是的，达观的人生本应如此，在每个状态之下，都享受

属于自己的点滴欢欣，都承担属于自己的义务与责任。如

是，则不论得失均已完美。

身为女人，便已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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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了什么事？你只要简单的百度一下，一个很长的时间表就把世界上这一天发生过的重大事件、
出现过的重要人物一一带到你面前。此时，你会发现，有些事永远值得我们去重读，有些人的确不应该被时光淹没。
我们从“历史上的今天”里，选取一个女性人物或者一件跟女性生活紧密相关的事件，用全新的角度来解读、来认
知、来反思……让旧闻与新闻相互呼应，让过去与今天在此谋面。我们把这个栏目叫《“今天”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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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女童日，跟“小萝莉”们谈谈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