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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觀念裏，母親被塑造成無私奉獻、無所不能的「超人」形象。不過，隨着家庭組成形態、社會節奏的

變化，「完美母親」不再是年輕媽媽們追求的終極目標。三位「90後」媽媽與香港文匯報記者分享她們的故

事，「我不僅是媽媽，更是閃亮的自己。」無論是全職媽媽還是職場媽媽，都在努力適應和實現更多

角色的自如切換，提升自我，在追求個人價值的路上，與孩子共同成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萍、倪夢璟、丁春麗 廣西、上海、山東 連線報道

在傳統印象中，「母親」常常

與「奉獻」甚至「犧牲」緊密相

連。為了孩子辭去工作、放棄愛好，把所有精力傾

注在家庭和孩子身上，彷彿是理所當然。而成長起

來的新一代媽媽，正在悄悄改寫這一刻板印象：那

些在寫字樓與親子課堂間切換身份的職業女性，那

些帶着年幼子女騎行穿越城市的單車媽媽，那些在

深夜書房同時查閱育兒資料與行業報告的職場媽

媽……她們共同勾勒出的，不是傳統敘事中「犧牲

者」的剪影，而是一幅關於身份流動的生命圖景。

如今，越來越多的「90後」媽媽正在用行動告訴

世界：我首先是我自己，然後才是媽媽。成為孩子

母親之前，她們是有夢想、有追求、有熱愛的個

體。成為媽媽之後，她們不再把「隱身」當作愛孩

子的唯一表達，而是學會用「共成長」來陪伴。這

種身份的流動蘊含着驚人的生命能量：職業女性的

專業素養轉化為育兒中的批判性思維，全職媽媽的

觀察力孕育出獨特的職業洞察力，科研工作者的理

性精神在親子互動中發酵成科學啟蒙。

有人在職場中堅守初心，繼續深耕自己的專業領

域，不斷學習、不停提升；有人善用科技工具，重

構生活節奏，在高效中找回屬於自己的時間；有人

在興趣愛好中找回熱情，把健身、運動甚至創業，

變成親子互動的一部分。在孩子面前，她們不再只

扮演「全能保姆」的角色，而是成為一個有故事、

有追求的「活人樣本」。她們用自己的選擇告訴孩

子：人生有很多種可能，你可以成為任何你想成為

的人。

五月微風掠過城市天際線，站在母親節的時間節

點看着流動光影裏的母親身影：那些在咖啡館角落

改寫商業計劃書的媽媽，那些在兒童遊樂場構思科

研論文的媽媽，那些在家長群分享區塊鏈育兒心得

的媽媽……這些新時代的媽媽們，不再執着於成為

「完美母親」，而是勇敢地追尋自己的熱愛。

這個母親節，向所有正在努力做回自己的媽媽致

敬，願你在愛孩子的同時，也不辜負那個閃閃發光

的你自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萍

記者手記

不執念於「完美母親」新時代媽媽勇敢追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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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全職媽媽+兼職網球教練

2017年女兒出生
王靜

雞娃不如同頻成長
做女兒的人生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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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外企銷售經理

2019年兒子出生
陳菁菁陳菁菁

善用智能家居「偷懶」
學做「不完美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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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記者

2019年兒子出生
欒佳穎欒佳穎

時間管理超人
「忙不是母愛缺席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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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欒佳穎和兒子
每年都安排兩次
旅行。圖為今年
4月份，她帶兒
子在海南度假。

香港文匯報
山東傳真

●●陳菁菁與孩子陳菁菁與孩子
泡泡共同參與樹泡泡共同參與樹
林探險活動林探險活動，，發發
現童趣現童趣。。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上海傳真上海傳真

●●王靜和女兒王靜和女兒
妍 妍 是 最 佳妍 妍 是 最 佳
「「人生搭子人生搭子」」。。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廣西傳真廣西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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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都在卷育兒，我偏要和女兒做『搭子』！」廣西南
寧「90後」媽媽王靜笑着晃了晃手中的網球拍，粉色書包與
白色球拍並排在汽車後座輕輕碰撞，發出清脆的聲響。在育
兒焦慮與自我實現的天秤上，越來越多「90後」媽媽開始重
新校準砝碼。當身邊的家長在「雞娃」（來自家長給娃「打
雞血」，即家長為了讓孩子變優秀，不斷給孩子安排學習和
活動）的時候，王靜將自己8歲的女兒妍妍當成最佳的「人
生搭子」，「現在流行『搭子文化』，我倆就是彼此的終身
VIP搭子。」

將對網球的熱愛融入生活
作為全職媽媽，王靜也經歷過短暫的迷茫和焦慮，但她
很快發現，與其被「完美媽媽」的標準裹挾，不如把自己
的熱愛融入生活。去年奧運會，隨着中國網球首次在奧運
奪冠，網球運動也隨之在內地掀起熱潮。南寧街頭，新建
的網球場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社交平台上滿是網友分享的
網球運動視頻。看着電視裏激烈的賽事，再摸摸牆角那支
陪伴自己多年的網球拍，王靜靈機一動：或許可以試着把
這份熱愛變成工作，既能填補空閒時間，還能讓更多人感
受網球的魅力。
於是，在重新安排生活時間表後，王靜開始網球教練的工作，
「以前總覺得自己是『媽媽版本』的王靜，現在終於加載了完
整系統。」目前，王靜會平衡學員需求與家庭生活，每周安排
2至3天的網球教學課程。根據自己的教學安排，她時常帶着
女兒一起健身、騎車、打網球，沒有購買早教課程，她帶着女
兒在戶外蹲着觀察雨後出現的大蝸牛；王靜不逼孩子考級，但
會陪伴女兒一起學習感興趣的尤克里里（港稱烏克麗麗）。
王靜的網球包裏永遠備着兩套方案：如果妍妍臨時喊累，
就改成草地飛盤遊戲；假期碰上學員臨時加課，妍妍就在網
球場邊畫畫、寫作業、看球。

當媽像U盤 插哪都能工作
她笑着說自己最近讀了一本書，裏面有一句話讓她印象深
刻：「先讓重要的角色走完劇情，再慢慢創造自己的新劇
本。」這句話藏着新時代母親的生存智慧。
這或許就是新時代母親最動人的模樣：不必在「自我」與
「母親」之間做單選題，而是帶着孩子手牽手，把人生走成
複調樂章。「與其追着孩子的成長焦慮，不如和她成為同頻
的夥伴。」王靜手機裏存着和女兒的「成長檔案」：相冊裏
既有妍妍在球場上奔跑的矯健身姿，也有母女倆戴着親子款

尤克里里指套的搞怪自拍。
「有人覺得當媽就要犧牲，但
我覺得媽媽更像U盤——插到
哪個主機都能工作，有自己的
存儲空間。」下午放學後，王
靜將女兒帶到江邊的網球場
「邊玩邊練」，夕陽把母女倆
的影子拉得很長，某個瞬間，
王靜恍惚看見十八歲的自
己——那個紮着馬尾在球場上
揮拍的少女，正隔着時空與此
刻的她擊掌。「原來所謂成
長，不過是牽着孩子的小手，
把自己重新養了一遍。」王靜
感嘆道。

2019年，陳菁菁迎來了新家庭成員泡泡，從最初的
懵懂新手媽媽到後來的游刃有餘，陳菁菁總結了不少
帶娃法寶。「首先有了孩子後，生活會發生很多變
化，這是一個事實，作為媽媽肯定會花很多時間和精
力在孩子身上，尤其是泡泡剛剛出生的那幾年，夜間
睡不好等問題確實會困擾，但我們也在不斷尋找辦法
解決出現的問題。」
在科技時代，智能家居成為了陳菁菁減少時間與精
力消耗的一大幫手。近年來，她與家人為家庭添置了
例如掃地機、洗碗機、智能家居系統等多款科技用
品，「不要小看家務佔用的時間和精力，科技的發展
就是為了幫助人類更好生活，寶媽也是一樣，有了科
技助力，我和家人明顯有了更多時間去陪伴孩子，自
己的生活也變得更加舒適。」

孩子讓生活充滿童真樂趣
陳菁菁說，自己沒有因為多了一個身份而放棄自

我，而是與孩子共同成長，「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
我也感受到了以前沒有了解過的童趣世界，其實母親
與孩子是相互陪伴的存在。」
泡泡的出現也讓陳菁菁從生活中，體驗到不一樣的

樂趣。尤其是在陪伴泡泡玩耍的過程中，她也樂於沉
浸在與泡泡共同建造的童趣世界裏。「比如以前對於
一些海洋世界、小樹林探險等活動，我可能是覺得比
較無聊的，但因為孩子想要玩就陪伴他一起玩。我可
以通過他的視角，感受到了不一樣的樂趣，我會發現
以前覺得幼稚的遊戲自己參與進去後原來也很好玩。
還比如旅遊拍照打卡過程中，有了更多互動，這也是
孩子教會我的，讓我的生活有了更多童真和樂趣。」

不要把母職當成生活全部
而對於工作，提前規劃也成為陳菁菁必做功課之

一，「女性也要有自己的事業，所以在平衡家庭與工
作方面，首先需要與家人共同商量，比如說我需要加
班或者出差的時候，就會提前和家人計劃好時間管理
與任務分配。」她直言，讓孩子與家人認可媽媽的工
作和付出尤為重要，在認可與理解的前提下，可以更
好地增進家庭和諧氛圍，也為孩子的成長塑造一個更
加健康的環境。
「作為『90後』媽媽，我覺得我們要學會適度地

『偷懶』與放手，不要把母親這個角色當成自己的全
部，而是應該更好平衡家庭、生活與工作，我也不會
要求自己成為一個完美的母親，迎接新生命的到來
後，我們都在體驗一種全新
的生活，也希望更多女性
能夠在成為母親後找到屬
於自己的平衡，發現與孩
子共同生活的樂趣。」陳
菁菁道。

忙從來不是母愛可以缺席的理由，一個24小時內輾轉3個
城市、凌晨還在拍攝的女記者，仍舊可以趕在下午5時準時
參加孩子的家長會，瑜伽、普拉提、美容、逛街樣樣不
落……作為一個「90後」媽媽，欒佳穎對孩子有期望，對自
己更有要求。要做好記者，又要做好媽媽，高效的時間管理
是她的「秘訣」。
欒佳穎是山東廣播電視台的一名記者，10年前，她扛着
10斤重的攝像機從重磅調查組開啟了記者生涯。山東16地
級市到處都有過她的足跡，經常見到凌晨的天空，連續10
年除夕夜晚都在直播連線中度過……努力工作，開花結果。
2018年，欒佳穎獲得全國新聞戰線「好記者講好故事」演講
比賽優秀選手稱號；2024年，她的新聞作品獲得山東省優秀
廣播電視和網絡視聽節目一等獎……
這期間，欒佳穎考取了中國舞蹈家協會中國舞十級舞蹈教
師資格證，自費學習了抖音運營和剪映剪輯課，開通了自己
的小紅書母嬰賬號……她說，在努力爭當「斜槓青年」上，
「90後」有自己的執着。當然，她還順便生了個孩子。

工作狂也能比全職父母做得好
2019年，欒佳穎的兒子出生了，出生即趕上三年疫情，她
在工作、自我成長、帶娃中忙得腳不離地。面對「你肯定不
會做飯」「你兒子你顧不上吧」等質疑……欒佳穎的回答則
是：「我做飯很好吃，我的兒子照顧得很好」。欒佳穎全程
參與孩子的衣食住行吃穿用度，並在網上發布兒童用品貨比
三家的筆記，引得品牌方與她資源置換。幼兒園的所有活
動，她堅持出席，還兼職活動攝像為全班小朋友留下最美的
影像；親子馬拉松、運動會，她被評為「最佳家長」；六一
兒童節的舞蹈，她和兒子站「C位」……「我可以自豪地告
訴所有人，我不僅在兒子的生活中有着超高的『出鏡率』，
甚至可以比一些全職父母做得更好。」欒佳穎說，兒子時不
時地就跟別人炫耀他的媽媽。

帶娃不內耗 情緒隨時釋放
欒佳穎會和兒子一起嚎啕大哭，會在給他買了冰激凌後自
己先嘗第一口，會在他賭氣哭鬧時先拍照發朋友圈，也會在
遊樂場讓他幫看東西、自己去坐成人過山車……欒佳穎說，
在別人眼裏她可能是「不靠譜」的母親，但她用自己的方式
跟兒子建立了獨有的溝通方式。帶娃不內耗，情緒可以隨時
釋放，她的帶娃旅程少了很多「痛苦面具」。
這個母親節，欒佳穎還是在加班中度過，但她已經給母親
和婆婆買了「心頭好」。「為人母，方知母親的不易，祝我
的兩位母親節日快樂。」欒佳穎說，也希望與所有在工作和
帶娃路上努力奔跑着的「90後」媽媽們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