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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卢珍珍文/摄
如果“全职妈妈”也是一种职业，

它完全不存在上下班时间，24小时待
命；“工作业绩”难以量化，容易被忽
视；与社会脱轨，没有经济收入，心理
负担很重……看似轻松的全职妈妈，
其实各方面压力都很大。

主动或被动的，当一部分女性成
为全职妈妈后，她们后悔了吗？

选择

唐慧并没有后悔，如果再选择一
次，她仍站在全职妈妈这边。

2018年，唐慧怀孕了。
唐慧，90后，椒江人，怀孕时她在

一家医院的病理科工作。站在人生岔
路口，她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是否
回归家庭？

再三权衡后，她选择成为了一名
全职妈妈。

“有各方面原因。当时我在病理
科工作，每天都会接触福尔马林，时
间久了怕会影响胎儿健康。客观原因
是，我们家里没有人带小孩，父母在
杭州做生意，公婆在山东做生意，只
能我自己带。”唐慧说，离职回归家
庭，是个没办法的选择。

玉环的王晶没有想到，2017年从
医院离职后，她至今都未曾返回工作
岗位。

“2017年 8月份，我有了大女儿，
当时计划在家带宝宝到 2周岁，再重
新返岗。后来因为意外怀孕，不到一

年时间，我又有了二胎，就一直在家
待岗了。”意外比计划先来了，成为全
职妈妈，在家养育孩子、经营家庭，成
了王晶的“主业”。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个家庭
中，当一个孩子出生，母亲往往是那
个愿意舍弃工作，回归家庭的角色。
她们对孩子、对家庭始终保持着强烈
的责任感。

相比被动选择，如今，当代的全
职妈妈们开始主动选择。

春日午后，阳光有些许燥热。在
台州市图书馆东侧的大草坪上，小薇
（化名）抱着 6个月大的女儿，耐心哄
着。一旁，小薇的好友将黄色野餐垫
铺开，摆上刚买的水果。

能在春天走出家门，感受大自
然，对小薇来说，已经是一种放松。

1998年出生的小薇，是路桥人。
成为全职妈妈之前，她是一名会计。

“公婆没有时间带，如果找保姆，费用
比我每个月赚的都还要多，只能自己
带。”小薇告诉记者，相比自己的工
作，孩子的成长教育才是头等大事。

“孩子的生活习惯，都是从小建
立的，我自己带更有把握。我的工作
岗位，并不是不可替代的。但对于我
女儿来说，我是唯一的。”成为育儿的
主角，是小薇的主动选择，监督和引
导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成了她全力以
赴的新事业。

困扰

春节假期的一个晚上，王晶给自

己放了假。她把两个女儿交给了婆
婆，自己和闺蜜一起出门聚餐。这类
放下女儿，纯个人的社交活动，一年
到头来都屈指可数。

喝 了 几 杯 酒 后 ，王
晶在朋友面前忍不住落
泪了。趁着酒劲，她开始
吐槽起自己“全职妈妈”
的身份。

这是个 24 小时随时
待 命 的 身 份 ，“ 困 在 家
里，围着孩子、老公转”。

“大女儿 2 周岁时，我就送她去
了 托 班 ，这 样 我 才 有 精 力 带 小 女
儿。”顾着小女儿的同时，她要抽空
整理、打扫，并带着小女儿上菜场买
菜。下午老公下班回来，她还得准备
好晚饭。“细说起来，都是很琐碎的
小事。但打理好这些小事，真的也很
费精力。”王晶说，为一个家庭所付出
的精力，往往不在社会衡量成功的标
准体系里，“全职妈妈，是个被社会忽
略的角色”。

让王晶更难过的是，下班回来的
老公，很少照顾到自己的情绪。

“一回到家，他就捧着手机看视
频、打游戏，因为玩手机这个事，我们
吵过很多次。一生气我真的会说‘手
机是你的三胎了’。”王晶让老公陪着
大女儿学习，他躺在一旁刷手机；让
他陪小女儿玩耍，他同样是刷手机。

“后来索性我都自己兼顾着，不用他
帮忙了，他白天在厂里上班也累。”每
次后退和体谅，都成了一种负面情绪
积压在王晶的心里。

另一种不自由，是离职后没有了
经济收入。“家里用钱，我每次都得开
口向老公拿。每笔钱的去向，我也会及
时和他沟通。关于钱，他从来不会说什
么，但我自己心里不舒服。”王晶坦言。

唐慧的落差感，来自于比较。
“我本科学习的是临床医学，考

研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按照原本
计划，等孩子出生后，唐慧带孩子间
隙，备考研究生。“有点想当然了，要
带小孩，又要忙家务。你有时间但没
精力再去看书了。”当身边的朋友在
自己岗位上都成长了，再看看原地
踏步的自己，唐慧心里是发慌的。

“我妈妈也经常打电话催我，她一直
在告诫我一个事情，‘在家再呆下去
是不行的’。”

兼顾家庭、事业，这是两难全的
事。唐慧有种感慨，她看着女儿学会
了走路，学会了讲话，学会了社交，女
儿的每一天都是崭新的。“我还在原
地，我把整个家都照顾好了，但很少

照顾到自己。”

自我

全职妈妈的焦
虑 ，只 有 等 孩 子 上
了 幼儿园后，才有
了 出 口 。站 在 出 口
处，她们中的一部分
人开始寻找自我。

2021 年 9 月，唐
慧重新拿起书本准
备研究生考试。

早上，唐慧把女
儿打理好，再送去幼
儿园。回到家后，她
开始一天的苦读。到
下午女儿放学时间，
她再去接孩子回家做
饭。如果精力允许，等
女儿晚上 9 点入睡
后，她再看会书。

“我考的是专硕
妇产科专业，从 9月
份一直备考到 12 月
份。”得知自己被录
取的那一刻，“有忐
忑，有激动”，唐慧
说：“我在为女儿树
立 一 个 榜 样 ，告 诉
她，妈妈非常坚持在
做一件事情，在为生
活努力。”

把小女儿送去托
班的第二天，王晶就
在网上找工作了。“很
难，没有哪份工作允
许我上下班时间自
由，保证能接送孩子。
我能做的工作工资也
很低，大概3000元左右。”冲着自己的
爱好，王晶试着在美甲店上了两天班，
最终还是告吹了。

思来想去，王晶花了一个月时间
进修学习做美甲，开始单干。“我在网
上发布了个人信息，上门为别人做美
甲。一开始的客户，都是亲戚朋友。”

一个晚上，把两个女儿安顿好
后，王晶出门已经是晚上 9点。“对方
做的是贴甲片，前后要花 3 个多小
时。”当她从客户家里出来，已经接近
凌晨一点钟。

“我的车还被人堵住了，那天太
晚，我只能打出租车回家。”王晶记
得，出门那会，天还下着小雨。虽然有
各种不方便，但那个晚上，她的心情
却很愉悦。

夜里，出租车的车灯一直照亮着
前方，它就像照进王晶的心里一样，
亮堂堂的。“终于能做点自己喜欢的
事了”。

“在我看来，全职妈妈也是一份
职业，它要培养自己的孩子。但是全
职妈妈不能放弃自己，要做自己，不
要沉浸在负面情绪里，它会让你掉进
情绪漩涡里。不要否认自己，全职妈
妈也是有价值的。”回过头看自己曾
经的一段“全职妈妈”身份，唐慧更加
理性，“其实不需要比较，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选择。”

如今，唐慧考上研究生，在杭州
一家医院工作，现在的她，忙到一周
只能和女儿见上一面。“我们之间还
是很亲密，见到我，她让我给她读绘
本，陪她睡。这种亲密感，应该是我当

‘全职妈妈’的那段时间换来的。”

成为全职妈妈

台传媒记者彭 洁

“全职妈妈重回职场难吗？”
“不太容易。”
“为什么？或者说，难在哪

里？”
“技能断档是一方面，大多

数回到职场的全职妈妈，都要面
临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的问题。
如果回到职场不顺利就会动摇，
可能会频繁辞职；干得顺利就意
味着要花更多时间精力在工作
上，但大多数重返职场的全职妈
妈还是会把重心本能地向家庭
倾斜，这是用人单位比较在意
的。”在台州一家人力资源开发
有限公司担任猎头顾问的林茵
向记者表示。

现实生活是一个舞台，做了
3 年多全职妈妈的椒江人陈怡
宁，就遇到这样一场与职场工作
艰难博弈的剧目。

焦虑

在四年的职业生涯中，林茵
接触过几位高学历的想重返职
场的全职妈妈，她们对工作的要
求几乎一致：不加班、不出差、双
休、离家近，当然薪资可以谈，

“比以前工资低都可以”。
而这些要求最终归为一个

目的——方便照顾孩子。同样是
一位母亲，林茵十分理解，“需要
妈妈全职带孩子的家庭，大概率
是没人能帮忙照顾的，妈妈对孩
子的事又会尽可能地亲力亲为，
所以即便重回职场，全职妈妈的

‘职业惯性’也还会要求她不断
地操心家庭和孩子。”

陈怡宁说自己“确实是这
样”。

26岁结婚、28岁生娃，因为
家里没有老人能帮忙带，也没有
条件请保姆，陈怡宁选择辞职，
全职带娃。

“决定做全职妈妈，我几乎
是没有一点纠结的，家里的现实
情况摆在那里，所以我怀孕的时
候 就 做 好 了 要 全 职 带 娃 的 准
备。”陈怡宁当时的想法很简单，
最多 3年，等娃上幼儿园就可以
重返职场。

但现实远不及理想丰满。
2020年终于“熬到”孩子上幼儿
园了，陈怡宁开始马不停蹄地找
工作，“投简历的时候我就意识
到，工作没有以前好找了”。

陈 怡 宁 的 工 作 要 求 很 明
确，薪资可以谈，但不能出差、
离家要近。这些要求如同一个
框架，能框进来的工作少之又
少，其中大多数公司看到她简
历 上 3 年 空 白 期 后 选 择 直 接
PASS，而在仅有的几场面试中，
面试官也会很直白地问她：有
无生二胎的打算？能不能加班？
有没有相关资源？

陈怡宁的回答是：暂时没
有。不能。没有。

“我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公
司负责人事，又在家全职3年，哪
有什么客户和资源。”

“我不能加班。孩子的幼儿
园 4 点放学，我巴不得 3 点多就
能下班。虽然可以请个阿姨帮
忙接回家，但我也得有精力和
时间陪伴孩子成长，所以我不

能晚下班。”
就这样，寥寥无几的面试，

没有一份合适的工作。
巨大的挫败感和焦虑感席

卷而来，陈怡宁开始失眠。

反复

“后来，我就跟着朋友去保
险公司做了代理人。”这份全凭
能力“吃饭”的工作，最大的优势
就是时间自由，但陈怡宁很清
楚，自己并不适合，“我是个性格
比较内敛安静的人，除了几个主
动来找我买保险的亲戚朋友，我
始终没有打开市场。”因为连着
好几个月都没有业绩，在把仅有
的几单业务转给其他保险代理
人后，陈怡宁选择了辞职。

“从保险公司离职以后，我
又面试了几份工作，都因为不
方便照顾孩子没成功。四处碰
壁，我那时真的是抑郁，就决定
去考个教师资格证，给自己一
个缓冲的时间，想着进不了学
校可以去校外的托管机构。”陈
怡宁说，备考的那段时间，自己
拿出了当年高考的拼劲，终于
顺利地完成了笔试。

笔试成绩出来没多久，陈
怡宁就顺利入职了一家校外托
管机构。“我喜欢和孩子打交
道，对这份工作充满了热情和
信心，每天都会认真准备，研究
课本里的重难点和考纲。为了
更好地跟学生相处，我还特意
去学习心理学……”

就在陈怡宁打算在职场上
大展拳脚时，家庭与工作的天平
倾斜了。托管机构是下午上班、
晚上 8点半下班，尽管丈夫可以
在下班后照顾孩子，但孩子对妈
妈的依赖让各种问题接踵而来，

“看着孩子吃不好睡不好，我只
能放弃这份工作了”。

继续面试，继续没有回音，
一切又回到了原点。陈怡宁开始
尝试做一些淘宝客服等网络兼
职工作，但都断断续续，工资也
不稳定，“甚至都算不上一份正
儿八经的工作”，渐渐地，陈怡宁
觉得，自己似乎又重新回到“全
职妈妈”的角色。

2023年春节过完没多久，陈
怡宁投出简历的第三天，接到了
一个人事主管职位的面试，“是
一家刚起步的小公司，整个公司
加起来也就5个人”，而她这个所
谓的人事主管什么都要干，招
工、采购、后勤……虽然工资不
高，但好处是，不加班、不出差、
离家近。

“这几年，我一直在努力平
衡家庭和工作。难以平衡时，我
有过后悔结婚、后悔生孩子的
想法，低迷失落，但转身看到孩
子可爱的小脸蛋时，又觉得人
生美好。兜兜转转从事了很多
工作，也有了很多不一样的体
验经历，丰富了思想，开阔了心
胸，我是心怀感激的。每一次经
历打击和不顺时，我就会对自
己说，这些都是自己的选择，成
为全职妈妈，选择重返职场、选
择做怎样的工作，我是有选择
的，不是被迫的……”这是陈怡
宁在这场全职妈妈与职场工作
博弈中的感受。

全职妈妈与职场的
艰难博弈

林 立

当人们讨论全职妈妈时，都会
说到她们的辛苦、坚韧、无私。中国
的当代优秀女性，尤其是城市女
性，有很好的自我表达渠道，她们
受到的肯定也日益增多。

各类专家学者们都在用各自
的数据、研究告诉人们，全职妈妈
为经济和社会提供了怎样实质的
良性作用。

可往往只有少数全职妈妈拥
有足够的自我认同，乃至感到自

信。她们更需要心理学家来告诉她
们，她们无需自我否定、自我怀疑，
或者来梳理她们的心理，让她们的
压抑得到宣泄。

我觉得全职妈妈的心结，在于
被忽视。

稿件中的几位妈妈，无论之前
是什么身份，选择成为全职妈妈
后，她们的心理感受基本相同。周
遭的压力和刺激，并不是迅猛强烈
的，而是无形漫长的。

她们的伴侣，通常都很忙碌，当
他们出现在主妇面前时，忙碌的一天

已经过去。他们回到家之后，他们的
“累”放大了，妻子的辛苦，就消失了。

在职工作，哪怕是打了几个商
务电话，开几个会，大家都会下意
识觉得比在家做一天家务要辛苦。
实际上只要让丈夫们在家尝试几
天，从睁眼到入睡前，都被家务、辅
导孩子学习支配的日子，他们会明
白更多。

放弃工作，放弃收入，这是非
常难的决定。在现代社会，选择家
庭，意味着“面目模糊”。因为看不
清主妇们的样子，所以，大家就忽

视了她们的价值。
因为“我养你啊”这句恋爱时

很浪漫的话，到婚后，已经变得非
常复杂。

所以有些全职妈妈会给自己
压力，去考研，或发展事业，她们不
再寄希望于不被亲人忽视，而是努
力让自己看到自己，变得更强大。

如果伴侣做不到分担她们的
负担，做到一点，就是最好的帮助。

凝视她的眼睛，真诚地告诉
她：我看到了，你还是你，比以前更
美，比以前更好。

我看到了你
深一度

陈静 绘图

台州市民广场附近台州市民广场附近，，是妈妈们春日遛娃的好去处是妈妈们春日遛娃的好去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