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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郑剑峰 温远灏

  砰！随着处决的枪声响起，26岁的老红军黄克

功以一种令人扼腕的方式，匆匆走完了他的人生

之路——— 1937年10月11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

陕北公学大操场召开公审大会，判处逼婚杀人案

凶犯黄克功死刑，并立即押往刑场执行枪决。

  延河的水不停地向前流淌着，革命年代的硝

烟也早已散去，但这声代表正义的处决枪声却永

远留在了党史里，回荡在法治建设的征途中，每每

忆及都发人深省。

革命功臣河边枪杀恋人

  两个月前，山西太原友仁中学16岁的女学生

刘茜来到延安，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简称抗大）第二期第十五队学习，并与队长黄克

功相识相恋。陕北公学9月成立后，第十五队全体

人员拨归陕北公学。于是，刘茜随队转入陕北公学

学习。但不久，黄克功被调回抗大任第三期第六队

队长。

  恋爱期间，刘茜发现黄克功自恃红军出身，行

事骄横、霸道，令她无法忍受。而黄克功见刘茜与

其他男同学来往，心生嫉妒，加之听了一些风言风

语，多次写信责备刘茜并要求立即结婚。为此，刘

茜给黄克功写了一封信，明确表示两个人不合适，

要终止恋爱关系。接到信后，黄克功于10月5日傍

晚约刘茜去延河边谈话，再次要求公开宣布结婚，

遭到断然拒绝。于是，黄克功一怒之下，拔枪打死

了刘茜。

  次日，有人在延河边发现了刘茜的尸体。抗

大、边区高等法院及边区保卫处等介入此案。审

讯中，黄克功起先答非所问，只承认手枪走火误

伤刘茜，继而在一系列的证据面前心理防线彻

底崩溃，如实交代了自己杀害刘茜的经过。随

即，抗大副校长罗瑞卿打电话向毛泽东汇报了

案情。

  此案震惊陕甘宁边区，影响波及全中国。其

时，国民党为阻止全国各地青年和海外华侨涌

向延安，拿黄克功案大做文章。国民党的喉舌

《中央日报》率先将此案作为“桃色事件”大肆渲

染，攻击和污蔑边区政府“封建割据”“无法无

天”“蹂躏人权”。究竟会怎样处理黄克功，各方

都在拭目以待。

用人之际特赦呼声高涨

  案发后，延安舆论有两种看法：一部分人认为，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共

产党人也不能例外；另一部分人认为，抗日战争正是用人之际，黄克功身为

红军军官、革命功臣，为了一个平民女子而被枪决未免太可惜了，可以让他

戴罪抗日、将功赎罪。

  有的领导同志闻讯以后，考虑到黄克功历来的表现和功绩，特意请求

毛泽东特赦他的死刑——— 黄克功16岁参加革命，19岁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并在二渡赤水的娄山关战役中立过

大功。巧合的是，该案发生前不久，蒋介石的黄埔爱将张钟麟因情感纠葛枪

杀妻子，蒋介石即以“爱才”之名将其特赦。而后，张钟麟改名张灵甫，再度奔

赴前线。在此种情况下，请求毛泽东特赦黄克功的呼声自然不小。

  黄克功本人对罪行供认不讳，但同样希望能够死在抗日杀敌的战场上，

不要死在延安的法场上。为此，他上书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和毛泽东：“念我

十年艰苦奋斗，一贯忠于党的路线，恕我犯罪一时，留我一条生命，以便将来

为党尽最后一点忠。”担任案件审判长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代院长雷经天

也写信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情况，提出“严格依法办事，对黄克功处以极刑”

的意见，并附上了黄克功的陈述书。

  鉴于本案案情重大，群众看法又不一致，具有典型的法制教育意义，边

区政府及高等法院根据党中央的指示，10月11日在陕北公学大操场召开公

审大会。抗大和陕北公学的全体师生员工以及其他机关、学校、部队代表共

计2000多人，把整个操场挤得满满的。

  审判庭由审判长雷经天，抗大、陕北公学群众选出的4位陪审员以及书

记官袁平、任扶中组成。抗大政治部副主任胡耀邦，边区保安处黄佐超及高

等法院检察官徐世奎为公诉人。

  最终，判决书明确指出：“刘茜今年才十六岁，根据特区的婚姻制度，未

达结婚年龄。黄克功是革命干部，要求与未达婚龄的少女结婚，已属违法，更

因逼婚未遂，以致实行枪杀泄愤，这完全是兽性不如的行为，罪实难逭。”

  在所有人的注目下，审判长雷经天郑重宣判：判处黄克功死刑，立即

执行！

罪不容赦当场执行枪决

  虽然有立刻枪决和戴罪立功两种呼声，不过黄克功最能指望的人是

毛泽东。而毛泽东是否特赦黄克功，也成为当时在场人们心中最大的

悬念。

  直到雷经天宣布判决结果之后，谜底才被揭晓——— 毛泽东派人快马

带来一封亲笔信，并要求当众宣读，信中写道：“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

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

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

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

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

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

处他以极刑。”

  信中并没有黄克功所盼望的内容，该案尘埃落定。听完之后，黄克功低

下了头，跟着刑警队穿过坐在东北侧的人群，向刑场走去。这时的会场上，没

有一点声息，非常沉寂。几分钟后，枪声响起，张闻天紧接着作了题为《民主、

法制与共产主义的恋爱观》的讲话，指出“黄克功自恃有功，无视刘茜的恋爱

自由、婚姻自主，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任何领导人、干部、战士与群众，在法纪

面前是平等的”。

  黄克功被依法处决后，在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响。社会上的流言蜚语不攻

自破，从四面八方冲破封锁，奔赴陕甘宁边区投身革命的男女青年和各界人

士共有25万余人。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先生评价称：“它为将来的新中国建

立了一个好的法律榜样。”

  自1937年7月在延安成立之后，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理了一批有

影响力的重大典型案件，孕育了光照千秋的人民司法制度和人民司法优

良传统。

  1937年10月至1945年3月，雷经天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代院长、

院长，他领导该院依法办案，切实保障边区人民群众的权利，为后来共和国

的司法制度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对此，边区人民评价道：“法院院长雷经

天，办案公道人人夸。”

  其间，雷经天十分重视培养提高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为了纠正存在于

一些司法人员中的陈旧恶习，特意提出了司法人员的十六字工作训条：廉

洁、明辨、公平、正直、果敢、强毅、详细、谨慎。至今，在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

旧址墙壁上依然刻着这十六个字，时刻告诫来这里参观学习的干部群众，要

发扬革命工作作风，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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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丽

  “30年前养一个孩子就是多一双筷子，现

在养一个孩子要花掉半辈子的积蓄。”

  “孩子还没上幼儿园，开销已占我们夫妻

俩工资的一半；上了幼儿园，每个月的学费和

兴趣班的花费可能用完我俩一个月的工资。”

  说话者有年薪20万元、女儿1岁半的30岁职

场妈妈；有零收入、女儿1岁4个月的全职妈妈，

她们在讲述自己养育孩子的故事时，言语中有

无奈、有不甘。

  这些无奈的背后，是高昂的养育成本，是

养育一个孩子所面临的各种困境。《法治日报》

记者近期将视角聚焦在那些因养育难题而无

奈选择做全职妈妈的母亲，倾听她们所遭遇的

教与养、工作与生活中的诸多问题。

高强度重复劳作

失眠已成为常态

  2020年底上映的独白剧《听见她说•失眠人

的梦》，在全职妈妈中得到了共鸣，因为刻画相

对真实——— 她们或是同样受困于家庭，或是因

难以平衡工作和家庭，面临是否成为全职妈妈

的纠结。

  高强度的重复劳作，职业生涯中断，缺少

价值感，社交圈缩减带来的孤独，与社会脱节，

家人的长期忽视……短片中的女主角被无止

境的重复劳动一天天消磨，长期失眠。她也曾

喜欢看书，喜欢交响乐，而现在她的世界里，都

是徒劳的琐事，一遍遍把丈夫扭成麻花的牙膏

捋平，把厕纸对齐，擦拭孩子的玩具。

  “我是在深夜看了这部片子，看的时候泪

流满面，但必须收拾好心情，因为明天还要继

续今天的事情。”来自北京市的33岁全职妈妈

王晓说，真实的全职妈妈的生活其实更让人

心累。

  《2019年度中国家庭孕育方式白皮书》显

示，中国年轻父母全职在家的比例逐渐上升，

占比58.6%，其中“95后”全职妈妈占比已达到

82%，她们更多集中在低线城市。60%的全职妈

妈有副业梦，但只有35%的人付诸行动。

  保姆+保洁+陪护+幼师+厨师，这是王晓给

自己身份的总结。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王晓

还要去做网课规划师、儿童心理师。

  “这些身份是一个都市中合格的‘全职妈

妈’所必备的。”王晓说，“但是全职妈妈的贡献

却被人们严重低估了。”

  “每天一睁开眼，就开始忙碌，两个孩子

无休止地吵闹，一会儿打一会儿哭……原来

带一个孩子时没觉得这么心累，现在不过多

了一个，就完全受不了了，每天他们叽叽喳

喳，我的脑袋都快崩了。”辞职做全职妈妈的

第135天，也是北京市民杜宇（化名）连续失眠

的第10天，她把原本和记者约好的视频采访

改成了微信语音采访，原因是“懒得化妆，化

妆也遮不住憔悴”。

  持续睡眠不足和带娃的繁琐压得杜宇喘

不过气来。“每天都有让我崩溃的瞬间，比如老

大刚才又把厕所门反锁了，可是他人在外面，

是怎么将门反锁的？我研究了半天都没有打开

门，顿时就来了怒火，抬手就打了他一巴掌，让

他以后不要再动门了。”杜宇说，她最近总是无

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太压抑了，特别希望能有

一天的时间是属于自己的，“哪怕去搬砖、扛水

泥，只要能清静就好”。

  结婚之前，杜宇的性格很开朗，和谁都能

聊得来；结婚生了孩子以后，她辞职在家带孩

子，和外面的人接触越来越少，她也越来越不

敢说话，害怕和外面的人交流。

  害怕和人交流的一个原因是，自己没有工

作，没有收入，无法证明自己的价值。“在别人

眼里，我就是一个带孩子的，给别人的感觉就

是不挣钱。”杜宇说。

  杜宇这样描述现在的状态——— 穿着随意，

是一位很“土”的中年妇女，每天的时间都花在

了孩子身上，没有精力让自己变漂亮了。

工作家庭难兼顾

职业生涯被中断

  由智联招聘发布的《2019年职场妈妈生存

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职场妈妈重返职场的原

因中，有71.3%是因为“不想和社会脱节”，59.9%

是因为“想保持良好的自我状态”。

  但即使如此，每年还是有一大批职业女性

辞掉工作，做回全职妈妈，她们回到家里，不是

为了逃避职场压力，不是为了休息享受。全职

妈妈，可能是她们无可奈何的选择。

  自媒体“一条”曾经对职场妈妈做过一次访

问，被访者李鑫然生活在北方的一个四线城市，

怀孕前是一家500强企业地方分公司的金牌

销售。

  生娃后，她过上了连轴转的生活，白天上

班，孩子由婆婆照看，自己上午、下午各抽出半

小时回家哺乳，晚上再接婆婆的班。但是这样

的生活令她非常疲惫，晚上带娃休息不好，睡

眠不足，工作上难免有掉链子的时候，领导开

始对她不满，经常性的请假缺席也让她失去了

升职的机会。

  而每当孩子生病或者有一点小磕碰，婆婆

就会格外自责、情绪极度不稳定。这样的情形

下，李鑫然不得不辞职带娃。

  另一位全职妈妈朱园园说，两代人在育儿

观念上会有冲突，但雇佣保姆和育儿嫂花费高

昂，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此，当双方老人无法

帮忙照顾孩子，必须有一个人全职在家的时

候，往往都是女性做出“牺牲”。

  来自北京市的全职妈妈金莉（化名）最怕

夜深人静时自己一个人待着，她总会想“有一

天女儿不再需要她时，她是谁”这个问题。

  金莉做全职妈妈的原因是为了女儿的教

育。“我加了一个‘牛娃群’，这个群里的牛娃，

每一天、每一种课程，甚至每一个小时都被妈

妈精心安排，看了人家密密麻麻的日程表，再

想想自己每天加班到晚上九、十点，每天有半

个小时跟女儿说说话已经不错了。”

  彼时，金莉的丈夫在事业上也颇有起色，

相比之下她的工资低，又经常加班。“如果必须

有一个人放下工作主抓女儿的学习，只能是

我。”金莉说，现在她正式加入“鸡娃妈妈”的行

列，给女儿报了8个培训班，为了接送女儿上培

训班，她把以前的高跟鞋全收起来了。

  放弃自己的事业，全力托举女儿，金莉的

内心是挣扎的，她最怕别人问：“你做全职妈妈

是不是太浪费了？谁都能做，何必要一个受过

高等教育的人去做呢？”

  “走一步算一步吧，哪个全职妈妈不是摸

着石头过河的。”金莉说。

无奈失去社交圈

逐渐与社会脱节

  虽然长期承担着高强度的劳作，全职妈妈

得到的保障却很脆弱。婚姻法并没有条款明确

保护家庭主妇的权益，一旦遭遇离婚，她们毫

无优势。除非孩子年龄还小需要母亲照顾，否

则经济更好的一方更容易获得抚养权。

  有律师指出，几乎所有离婚诉讼中，男方

即使是净身出户，在离婚后也能迅速积累财

富，因为男方多年来持续在事业上的积累，保

证了他们的职业素养、收入水平。而男方在职

场日益精进背后，离不开女方在婚姻中承担了

大量的家务劳动。男方的职业素养、地位、名

声，是获得可持续财富的基础，是女方无法分

走的无形资产。离婚后，几乎丧失职业经验的

全职妈妈，所附带的自身资产为零。

  “自从有了宝宝之后，我就换了工作，我需

要寻找一个朝九晚五的稳定工作，因为需要把

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在孩子身上。”90后李聪（化

名）曾是一名新闻从业人员，有了孩子后，她和

丈夫的工作压力都增大了，但在工作上她的选

择要比丈夫被动许多。

  此前，有招聘网站就“二孩政策”对女性职

业机会的影响进行调查，结果显示58%的受访

者认同在职场上女性比男性更辛苦。孩子年幼

时的抚养、陪伴和教育占据了母亲大量的时

间，同时中国的教育资源不平衡，教育竞争堪

称军备竞赛，孩子的教育不仅费钱，更需要家

长全面关注和时间配合。调查发现，仅“孩子放

学时间与职场妈妈的下班时间不衔接”，就让

很多女性在求职时对“工作时间”和“工作地

点”非常关注。

  全职妈妈的压力还来源于不被理解。

  “社会大环境其实是不认可女性回家的。

父母接受的也都是女性要自强的教育，他们无

法理解，自己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最

后却选择做毫无技术含量的家庭妇女。”金莉

说，她辞职后，父母就回老家生活了，“他们觉

得我辞职是件很丢脸的事，在老家人面前只字

不提，甚至都不让我在暑假带着儿子回家。”

  记者还注意到，回归家庭后，女性最担心

的问题是“失去社交圈，与社会脱节”。

全方位综合施策

降低成本是关键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

建议》中，涉及生育政策的内容包括：制定人口

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

包容性，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

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无论是‘优化生育政策’，还是‘降低生

育、养育、教育成本’，都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社会

学系教授陆杰华说。

  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老龄发展战略研究院

教授原新看来，我国政府在减轻一些家庭负担方

面已经做了诸多工作。比如，个税6类专项附加扣

除相关政策，延长产假以及丈夫陪护假等政策。

  但一些“不买账”的公众认为，这些政策力

度，对于现在生育、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来说，

还远远不够。近年来，也有一些人大代表在讨

论，是否把9年义务教育延长到12年，争论的焦

点是往高中阶段还是学龄前阶段延长。

  陆杰华建议，要对准“生不起、养不起”的

痛点，提供充分的托幼服务，给生孩子的家庭

提供相应的补贴与产假，降低家庭养育孩子的

成本。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方位施策。降

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几乎涉及全生命周

期。”陆杰华说。

制图/高岳  

  ● 每年有大批职业女性辞掉工作，做回全职妈妈。她们回到家里，不

是为了逃避职场压力，不是为了休息享受，而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 回归家庭后，女性最担心的问题是“失去社交圈，与社会脱节”

  ● 对准“生不起、养不起”的痛点，提供充分的托幼服务，给生孩子的

家庭提供相应的补贴与产假，降低家庭养育孩子的成本

全职妈妈：勇敢抑或无奈
有人每日重复劳作丢失自我 有人逐渐远离职场舍弃社交

  ▲ 江苏省宜兴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网络安

全保卫大队民警针对非法集资犯罪行为，对老年群众进行

现场宣传教育。

本报记者 王建军 本报通讯员 赵振伟 摄  

   吉林白山边境管理支队新市边境派出所民警将反诈

骗宣传贴纸贴在快递包裹上，以快速流转的方式提示群众提

高反诈意识。

本报记者 刘中全 本报通讯员 刘昌岳 于书议 摄  

  ▲ 广西东兴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四队派出党员先锋队，深

入东兴口岸、东兴市边民互市贸易区，为货车司机宣讲出入境政策。

本报记者 马艳 本报通讯员 林珉正 吕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