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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男人原先是不

做饭的。”在最近一篇网

上热议的文章《上海“小

男人”的制度成因》中，美

国马里兰大学历史学系

副教授高峥认为，上海男

人真正开始下厨房的历

史，大约从上世纪五十年

代开始，与当时的食品计

划供应制度及上海家庭

家务分工的转变有关。沪

上作家马尚龙早有对上

海男人的研究著书，他认

为，上海男人开始分担家

务，可以追溯到更早，正

说明了上海地区对男女

平等观念的接受度，“这

背后是社会文明前进的

历史。”马尚龙说。

#本期导读$

从 1997年至今，张玉芬与

第三者的恩怨已持续了 18年。

这名备受争议的“二奶杀手”最

近因反腐风暴再次名噪一时。

!我数三下"

为何十分有效

“我数三下”紧随的就是威

胁，例如“妈妈走了啊”，“妈妈生

气了啊”……这句迫使孩子听话

的语句真的很有效。

青少年因没有采取避孕措

施或因避孕失败导致意外妊娠

人工流产的严重性受世界关

注，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一组数

据则触目惊心。

李健最近红得

发紫、话题很多。尤

其是他和妻子小贝

壳的爱情故事，被编制成各种

“心灵鸡汤”在朋友圈疯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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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惘青春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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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心理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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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下厨的接受度

“厨房就是一个家庭中的场

所，进厨房没有什么好难为情的。”

四十多岁的黄先生是一位经常下

厨做饭的丈夫，他认为，这来自于

他在夫妻关系上的平等思想，并且

是对妻子的爱护有道。他把下厨看

作是一种爱好和综合素养的体现，

把做一道菜比喻成沏一壶茶，原材

料的好坏，制作过程中的步骤、工

序都影响了最终的口味。

黄先生认为自己是典型的上

海“暖男”，就算在外“呼风唤雨”，

回到家也会“系上围裙”，与妻子一

同分担家务，谁有空谁做饭。他对

菜的口味烧法有点小讲究，“白斩

鸡、煲汤的鸡、嫩炒的鸡选材肯定

不同，做菜力求忠于食材原味少加

调味料。”他的菜也颇受家人和亲

友好评，这让黄先生更有信心和乐

趣在家宴时露两手。

作家马尚龙认为，男人下厨与

城市文明有关。他说，现在应该对

“小男人”有一个新的定义，是“口

气小”、“力气小”，不随意许诺、但

要言而有信，更不随便动粗，“男这

个字，上有田，下有力，过去生活靠

的是男人在田地里用的力气，现在

力气用得少了，从田里走出来了，

绅士的气度就变大了。”

在腾讯文化中刊登的文章《上

海“小男人”的制度成因》中，美国

马里兰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高峥的

观点是，在受西方文化影响深远的

上海，男性更容易接受女性在外工

作，也更愿意为妻子分担家务劳动。

而投入到家务活中的上海男性，也

觉得自己在家庭事务中更有发言权

了。高峥说：“男人并不把这当成是

一种屈辱，而是觉得‘我显得更能

干’。”

家庭妇女走入社会角色

男性从什么时候开始分担起家

务活？学者认为，起因上世纪五十

年代家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困

难。朱国栋和段福根的《上海服务市

场》中记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

海的一个普通餐馆吃上一顿不错的

饭，大概需要花费28个铜钱。当时

一个技术工人的日薪为 210个铜

钱。即便一个男人每天三餐都在餐

馆里吃，花在食物上的费用也不到

其薪资的 40%，所以下厨做饭，对

于当时的上海男人来说，并不必

要。”

1950年代，家庭妇女开始走

出家庭，参与工作。高峥发表的相

关论文中引述数据称，1949年，上

海约有 200万女性居民，其中仅

17000人为工厂女工，而家庭妇女

的数量则占120万。但是在随后的

3年中，走进工厂、学校、医院、政府

部门等处工作的女性多了 4万多

人。到 1958年，在职女性人数已经

达到约 25万。另外，大约 50万曾

经的家庭主妇也开始参加劳动，如

成为针织厂女工等。当时的一份政

府报告显示，截至 1960年，已有

77.58%的家庭主妇走出家庭，参与

到了城市工作生活中。在那时，上

海的妇女就业率为全国最高。这些

数字背后，意味着女性面对了工作

和家务的双重压力。加之国家提倡

“男女平等”的观念，于是，丈夫们开

始踏入厨房，为妻子分担家务劳动。

作家马尚龙在 2009年写的

《上海男人》这本书中，也提到过关

于上海男人为何会走进厨房。“女

性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提高，与经济

发展物质先进也有关联。那时上海

光棉纺厂就有 30多家，大量的纺

织女工要倒三班工作，女性要上中

班、夜班，这段时间里家务事谁来

做？男人就必须担起烧饭带孩子的

事。这也是那时上海石库门生活的

象征。”

家务是一项综合工程

高峥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上

海的许多家庭都面临着同样的问

题：收入低、劳动繁重、粮食短缺、购

物困难等等。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

质量，丈夫加入到妻子的购物和下

厨中来，是非常合理的。虽然食品

计划供应制度在全国范围都存在，

但是上海的食品种类更多。“当时

上海发行面票、米票、肉票、蛋票、鱼

票、糕点票等，后来还出现了一号

票、二号票。”食品商店也会将不同

的食物适当搭配在一起，于是全家

人就需要一起策划一号票要买什

么、什么时候去等等一系列问题。

“有时候需要很早去排长队，甚至通

宵去排。这样女的肯定吃不消，家里

的男人就要去。”

马尚龙则认为，计划供应倒未

必是让男人参与家务活的最重要原

因，因为当时全国各地，凡是城市都

实行凭票证购粮油食品。他认为上

海居住空间的狭窄，空间环境上的

影响，倒是逼着男人和女人一起螺

蛳壳里做道场，要一起合计着把日

子过好。他说，上海的居住条件一直

是空前紧张的，这样的局促环境在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尤甚，市井生活

要求夫妻必须一起做事。“比如一早

起来，要倒马桶，同时要去菜场排队

买菜，一人无法兼顾，就要两人分工

协作。家庭生活就是钱一起赚，活一

起干。”

%男子汉&标准大讨论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

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社会上有过一

股大讨论“怎样才算是真正的男子

汉”。高峥认为，改革开放以后，越来

越多的食品半成品和厨房电器出

现，家务不再如从前繁重，频繁的饭

局也让人们在家做饭的时间明显减

少。“好丈夫”的标准也在发生变化，

“经济能力”逐渐成为其中最重要的

指标。

1986年，上海剧作家沙叶新

在他创作的话剧《寻找男子汉》中，

讲述了一个大龄女青年找对象的

故事。剧中的几个征婚男人条件都

很不错，其中有听老婆话、会做家

务的男人，但是沙叶新仍然觉得他

们并非真正的男子汉。他希望能借

此呼吁上海男性恢复传统中国男

人的男子气概，不再做一个“小男

人”。

上世纪 80年代，纺织系统也

开创全国之先，进行过一个“好丈

夫”评比，马尚龙说，那个评选活动

中脱颖而出的丈夫有一个共同特

点，就是会做家务。他继而表示，对

于“嫁个好男人”的理解，是要找一

个有家庭责任感的男人，实际上对

于上海男人变身“买汰烧”是误读，

大多数家庭还是男主外女主内的，

但要两人分工一同操持的。这一点

无论在哪个地方哪个年代都是夫妻

互相尊重照顾的表现。

上海男人何时变身“买汰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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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研究分析男女共同分担家务的社会成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