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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妈妈喊话丈夫：我真的需要你的帮助

本周，有关朝鲜半岛的新闻
再次引发关注，无论是重启的朝
韩离散家属团聚，还是特朗普透
露有意再度与金正恩会面，都让
人们感觉到，分裂已久的朝鲜半
岛正在面临一次新的洗牌。

提到朝鲜半岛，不能不提
“三八线”。1945年9月2日，根据盟
国协议，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
瑟在第一号指令中，以北纬38度
线为界作为美苏两国军队的临
时分界线，北纬38度线以北为苏
军受降区，以南为美军受降区。
关于美苏双方到底为何划定这
条分界线，说法众说纷纭，最耸

人听闻的传说是美军一位中校
在临时受命后仅用了半天时间
仓促划定的。这样的说法给人
一种很强烈的暗示，即“三八
线”是一条很“偶然”的分界线，
很轻易就能被打破，随后发生
的朝鲜战争以及南北方持续半
个多世纪试图互相兼并的举
动，都是基于这种认识。

但鲜为人知的是，“三八线”
的划分并非偶然，而是美苏在总
结历史教训后的“老谋深算”。

“三八线”的最早提出，是在
20世纪初日俄战争以前。1900年，
沙俄借庚子国变之际事实上侵
吞了整个中国东北，并向朝鲜伸
出了侵略的触角，这就不可避免
地与盘踞在此的日本势力发生
了冲突。当时，自知实力不敌沙
俄的日本还是想尽力避免与这
个大帝国冲突，因此向沙俄提出
了“以满易韩”论，即让沙俄占据

中国东北，日本占据朝鲜，两个
列强彼此尊重势力范围，井水不
犯河水。没承想，这个方案一提
出就遭到了俄方一口回绝。

遭到俄方羞辱后，日本又退
而求其次，提出双方以“三八线”
为界瓜分朝鲜半岛，但这个方案
再度被沙俄否决，沙俄代表甚至
在谈判桌上质问日方“俄罗斯为
何要让出半个朝鲜半岛给日
本”。再遭羞辱的日本恼羞成怒，
才有了后来的日俄战争。

讽刺的是，日俄战争爆发前
夕，沙俄自己明白过来，觉得可
以接受“三八线”提案。沙皇尼古
拉二世亲自召见日本大使，宣布
沙俄只控制“三八线”以北，听凭
日本在“三八线”以南任何地方
登陆。只可惜，这个迟来的妥协
没有阻挡住日本已经开动的战
争车轮，日俄战争的最终结果是
沙俄大败，不仅无从染指朝鲜半

岛，连中国东北都丢了一半。
失去的东西才懂得珍惜。被

日本狠狠修理后，沙俄以及后来
的苏联天天都在后悔当初为啥
没见好就收。沙俄宰相斯托雷平
就反思说：“无论从哪个角度说，
在1904年接受该提议都应该是
最明智的决策。超过该线获取领
土，除非我们做好将日本一口吞
下的准备。守不住该线，则俄罗
斯在远东的利益将受威胁。”

不仅俄罗斯人，日本也很拿
“三八线”当回事。1945年2月，为
了防备迫在眉睫的苏联对日宣
战，日本把部署在朝鲜半岛的日
军以“三八线”为界划分为两部
分，北部的军队归关东军指挥，
南部的军队归大本营指挥。日本
人这样划分的原因，是其情报机
关认定斯大林想要恢复的是日
俄战争前沙俄的利益。

美国最终向苏联提出的“三

八线”建议，正是延续了日本这
一思路。据说，美军在1945年8月
抵达日本后，曾经紧急咨询日
本陆军大将梅津美治郎“怎样
分割朝鲜半岛能让苏联接受”，
对苏联脾气十分了解的梅津美
治郎回答说：“沿‘三八线’应该
可以。”如果这个说法属实，梅
津美治郎其实应该享有“三八
线”的发明权，只可惜这个战犯
无福消受该荣誉，他被定为甲
级战犯并被判无期徒刑，而坚
持要严惩梅津的正是苏联。有
人据此猜测，苏联此举就是为
了报复梅津给美国人支招。

不管怎么说，“三八线”不是
被偶然划定的，而是一场延绵数
十年的列强博弈最终达成的平
衡点。从它最初被提出到最终成
为现实，跨越了半个世纪的漫长
时间，今天的人们想要抹平它，
只怕也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划分朝韩的“三八线”，上世纪初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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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降低
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这里面除
了育儿成本高等现实问题外，恐
怕还有个重要因素——— 目前很
多家庭照顾孩子的重担依然压
在母亲身上，父亲在育儿方面参
与较少。

最近，美国妈妈塞莱斯特·
埃拉赫在社交媒体脸书上写了
一封“给丈夫的信”，引起了许多
带娃妈妈的共鸣。到目前为止，
这封信已经被浏览了10000多次，
转发5300多次。

塞莱斯特家里有两个孩子，
现在正是最难带的时候——— 一个
还是襁褓里的婴儿，另一个正蹒

跚学步。信的一开头，她就对丈夫
说：“亲爱的丈夫，我需要更多帮
助。”接着，她讲述起昨晚丈夫带
娃的经历：“昨晚我让你照顾下孩
子，我好早点睡觉，但孩子一直在
哭，简直是号啕大哭。我在楼上都
能听到他的哭声，搅得我心神不
宁，我在纠结是下楼把你替下来，
还是关上门好好补个觉。但我太
缺觉了，我选择了后者。”

“20分钟后，你带着还在狂
哭的孩子走进我房间，把孩子放
进摇篮车里，还轻轻地把他推向
我这边的床，好像这就算你完成
了任务。”

丈夫的这一举动，一下子引
燃了塞莱斯特的怒火：“那一瞬
间，我真想冲你大吼大叫，跟你
打上一架。我整整一个白天都在
看这两个孩子，晚上还要起来喂
奶，你就不能在晚上哪怕照顾他
们两个小时，让我睡一觉吗？我
就想要几个小时的宝贵睡眠时

间，这很过分吗？”
虽然这只是件“小事”，却让

塞莱斯特反思起她和丈夫成长
起来的家庭模式：“我们都是在
那种很典型的家庭环境中长大
的：母亲负责照顾孩子，父亲却
不太参与。我们的父亲都很好，
但人们不会期待他们花很长时
间帮孩子换尿布、喂奶、照看孩
子……如果父亲想帮忙，人们是
欢迎的，但他们往往不会期待父
亲主动做什么。”

塞莱斯特描述的这一点，不
但符合一些美国家庭的情况，许
多中国家庭更是如此。或许很多
母亲对此习以为常，就连在这种
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也不
会觉得有什么不妥。如今的塞莱
斯特也步了自己母亲的后尘：“我
看着这一切长大，自己也承担起
了喂养孩子、打扫卫生的职责，即
使我产后回归工作，这些事还是
我在做……我周围有很多这样的

朋友和母亲，人们会说，既然她们
能做到，我们的母亲们也能做到，
你为什么不能呢？”

正是因为太多这样的情况，
塞莱斯特有时甚至会觉得自己
不是个“合格的”母亲。但一通思
考下来，现在她想告诉丈夫：“我
也是个人，我一天只能睡5个小
时，累得要死要活。我希望你早
上能照顾咱们的大孩子，让我腾
出手来照顾小的、做个午饭、喝
杯咖啡。照顾大孩子可不是把他
丢到电视机前面让他看电视，而
是要带他上厕所、给他准备早
饭、问他要不要喝水、帮他收拾
书包送他去上学。”

信的最后，塞莱斯特提出了
她的要求：“我要告诉你，我是多
么需要你的帮助。如果现在的情
况继续下去，我总有一天会崩
溃，这必将伤害你、我们的孩子
和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直面现实
吧，我需要你，你也需要我。”

这封信喊出了许多美国母亲
的心声，很多女性留言表示，她们
需要丈夫的帮助和回馈。一名新
手妈妈写道：“这简直就是我想说
的，我的丈夫是个好爸爸，也是个
好伴侣，但我也需要他的帮助。哪
怕是拍拍我的背，让我偷闲打个
盹，跟我说句‘谢谢你’，或者给我
一个小时的独处时间。”

父亲真的不能带孩子吗？当
然不是！新西兰最近两名女政治
家的事例恰恰说明，男人完全具
备带娃的能力：新西兰总理阿德
恩刚休完产假复工，她的男朋友
在家当起了全职奶爸；本周产子
的妇女部长延特也表示，她的丈
夫会在她回到工作岗位后承担
起照顾孩子的职责。在一些北欧
国家，如瑞典、丹麦等国，随处可
见的带娃父亲们也在向我们说
明：照顾孩子绝非女性一方的职
责，而是整个家庭的责任，父母
任何一方都不能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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