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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飞升　　（代前言）　　我说的是平等。
我没有说相同。
——雨果《九三年》　　所有关于女人的追问都是关于性别的追问，也就是对我们文化的追问。
　　大约10年前，即20世纪90年代初，我的朋友王政博士（现为密歇根大学妇女学副教授）回国。
恰逢她孩子生日，我买了个娃娃做礼物送去，发现那是个3岁的男孩。
怎么能给男孩送娃娃呢？
于是心里不安。
我向王政表示歉意。
她奇怪地问：这有什么不对吗？
为什么男孩不能玩娃娃？
我说：男孩应该玩飞机坦克变形金刚，培养阳刚之气，女孩才应该玩娃娃培养温柔之情。
她又问：这是谁规定的？
为什么要这样规定？
难道女孩不该有阳刚之气？
男孩不该有温柔之情？
　　我一愣。
这是一个我从来没想过的问题。
　　之后，我接触了一些西方妇女学的理论，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概念呈现在面前，那就是“社会
性别”，英文为“gender”，我试图弄清“生理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之间的关系
。
生育带给女人的一系列问题，使得女人无法和男人平等，但是性别之间的不平等不只是因为先天的生
理差异，社会文化后天造成的性别差异，更深地禁锢着人们。
随着学习的深入，我的问题越来越多，我不断地追问：性别究竟是什么，女人究竟是什么，女人的美
是什么，“女”作家是什么⋯⋯事实上，所有关于女人的追问都是关于性别的追问，也就是对我们的
文化的追问。
　　于是，我写了一些体会文章，渐渐形成一个课题——“当代文化与社会性别”。
这本《关于性别的追问》，是课题的第一部分。
王政博士10年前提出的那个问题，是我这本书最早的触发点。
　　于是有人说：啊，你女权主义！
　　我不敢冒充主义，对于我来说，主义太宏大。
我关注的是身边事。
我从很具体很平常的生活出发，调查研究，归纳整理。
书中的每一章都与社会性别理论的构成要素有关，这主要是：（1）不同性别的角色期待；（2）社会
性别的角色分工；（3） 亲属关系的权利义务；（4） 性别形象的控制和规范，等等。
许多社会问题，都可以在社会性别制度的构成要素中找到缘由。
　　我提出问题，却远远不能自圆其说。
许多问题需要长期深入地学习、调查、分析和研究。
学习没有穷尽，追问也不会止息。
　　比如，关于英文“Feminism”一词，在中国被翻译成“女权主义”。
对此，我一直心存疑虑。
英文单词的本意没有一点“权”的意思，确切地说，它应该翻译成“女性主义”才对。
’95世界妇女大会期间，海外中华妇女学会的几位学者编了一本《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在翻
译“Feminism”这个词时，争论激烈，最后不得不用表决的方式将它翻译成“女权／女性主义”。
在欧美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妇女运动从争取财产权发展到争取选举权，所以这个词的含义也从
早先的“男女平等主义”、“女性主义”演变成了“女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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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正在为妇女解放和权益作斗争，也就把这个词翻译成了“女权主
义”。
20世纪60年代，西方妇女运动的结果，渐渐形成一门新兴的学科——“妇女学”，近几年又叫“社会
性别学”，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里大都设立这门专业，有的叫妇女中心，有的干脆叫妇女学系。
今天，在中国关于妇女研究的著作中，很少见到有人用这个当初举手表决的译名“女权／女性主义”
，人们按照各自的理解说出自已的见解，并不在乎贴的是什么标签。
大家为的是同一个目标——性别平等，人性提升。
也许，若干年之后，这个词又会衍生出新的意义，“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或许将成为历史，“
性别平等主义”或其他的什么概念又将取代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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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关于性别的追问》是作者通过关注身边事，从很平常的生活出发，调查研究，归纳整理的。
书中的每一章都与社会性别理论的构成要素有关，许多社会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缘由。
 性别究意是什么，女人究竟是什么，女人的美是什么，“女”作家是什么⋯⋯事实上，所有关于女人
的追问都是关于性别的追问，也就是对文化的追问。
 发现了自己的人，再也不会失去世界上任何东西。
在自己心中握住了人性的人，将会了解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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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周生，1947年生于江苏启东，曾就读于厦门、温州、上海等地，1968年赴上海崇明农场务农，1979
年入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曾去美国陪读，1995年毕业于上海大学文学院成人大专，现为上海
作协理事，中国作协会员，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
著有长篇小说《陪读夫人》、散文集《笑过的印记》、评传《丁玲——飞蛾扑火》等7部著作以及中
短篇小说、译文、论文多篇，曾获上海市长中篇小说奖、《上海文学》奖以及《小说月报》百花奖等
多种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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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飞升（代前言）第一章  女人是什么？
    ——关于社会性别理论第二章  是性别选择我们，还是我们选择性别?    ——关于性别角色的自我认
同第三章  狗比女人好吗？
    ——大众传媒中的性别角色期待第四章  谁定义美女？
    ——女性形象与男权目光第五章  《上海宝贝》是女性主义作品吗？
    ——现代性与性欲望的规范第六章  “女”作家是什么？
    ——“女”字偏旁的社会身份第七章  上海男人是“小男人”吗？
    ——夫妻关系的社会性别模式第八章  丁玲不像女人？
    ——女性的境遇与抗争第九章  女性主义是否打倒男人？
    ——被重视的歧视第十章  朱安的一生说明了什么？
    ——“解放妇女”与“妇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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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有社会学家在考察中发现，在不同的部落，两性之间的差异之在令人诧异。
有的部落，男性可以通过交换自己的姐妹或女儿来换得自己需要的女人；在另一些部落，女性管理着
社会，妇女们集中劳动，像支配孩子一样支配男人；也有一些部落，男女平等相处，无论男女都不具
有攻击性、支配性和统治性。
这说明，不同部落的文化，都用一定的方法使男女角色制度化。
这种制度化表明，社会性别差异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
自然性别差异不会直接导致两性间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只是男权文化的建构才导致了经济、政治和文
化上的性别不平等。
而H社会性别的差异不断地被重复，加强、改变、发展。
　　研究数千年的文明史，研究一定社会生产力和由此决定的生产关系，研究由这种生产关系决定的
人类不同阶段的文化，我们终于看出，导致两性社会功能和价值差异的并非是生理原因，而是社会原
因。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价值观规范了两性在社会活动中的行为准则，并且不断被强化。
而性别的自然差异，是性别的社会差异的前提，是滋生后天社会差异的土壤。
　　性别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承认生理差异和社会差异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探究社会性别差异产生
的原因，探究这种差异如何在不同历史阶段发展、变迁，探究如何调整和消灭这种差异，真正体现“
人”作为两性内核的精神实质，以利于长期以来受歧视受压迫一方的女性的发展和作为人的价值的实
现，确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西方妇女运动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经历了漫长的争取妇女财产权、选举权的斗争，到了20
世纪60年代，妇女运动风起云涌。
女性知识分子在运动中首先提出质疑：在取得财产权之后，妇女是否与男性在经济上真正平等?在取得
选举权之后，妇女是否顺顺当当地被选举为议会议员、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显而易见，相当艰难。
但这又是为什么?　　数千年男权文化中产生的西方知识体系，是罩在女性身上的一张巨大无比的网。
女性争得财产权和选举权，就好比在笼罩着的网里争得一寸又一寸活动的余地，却无法冲破这张罗网
。
在统治人类精神的这张知识体系的大网中，女性向来被忽视，被歪曲，被贬抑。
而且，这张网，随着知识的不断再生产，社会性别权力关系也不断再生产，并越结越牢固。
女性获得选举权，也只是带着镣铐的舞蹈，她不可能比男性跳得更好，更优美。
在社会性别制度中，性别的文化差异像幽灵一样左右着人的思维，控制着人的行为。
那些被我们作为常识接受的理论，即便是一些进步的理论，虽曾对社会发展起过推动作用，却无法破
除性别制度这张罗网。
　　几乎所以的知识体系，都忽视了对性别关系的考察和分析。
而在事实上，男女两性关系的规范，恰恰是“超越时间和空间，超越时代和地域，在私有制产生之前
就产生；它超越种族，无论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任何种族都存在着性别的差异；它超越政党、
信仰，无论民主党共和党共产党，无论基督教佛教，无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都要面对男女性别问
题；它超越年龄，超越学历，无论老中青，无论高中生还是博土生，无论天才还是低能儿，都要面对
这一人类的重大课题。
”然而，它就这样被忽视了。
　　电影《男孩，别哭》与纪录片不同，它透过视觉艺术，从更高层次展示了布兰登义无反顾选择另
一性别后的情感历程。
一个女孩豁出去做男孩，需要怎样的勇气和信心?布兰登的出场，让人惊讶。
她的美丽和细腻衬托出她周围那些男性的丑陋和粗鲁。
相形之下，那些女孩自然喜欢布兰登这样的“男孩”。
她因而遭到妒嫉，这是她厄运的根源。
当妒嫉中的男人发现布兰登竟是女儿身，恼怒和愤恨最终将她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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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的寓意十分明确：大自然创造了人类美好的身体，有美好身体的人类又创造种种清规戒律约束人
类自己。
是这些规矩，最终将美好的身体毁灭。
布兰登没有妨碍别人，更没有胁迫他人，地只是向往另一种性别，追录纯洁的爱情，却遭到强暴与谋
杀的惩罚。
“谁叫他骗人?”“谁叫她不当个规规矩矩的女孩?”这是男人无理而虚弱的指责。
人类给自己制造了传统，传统借正义或自然的名义将所有不在规范之内的他者视为异端。
　　美丽毁于人类自身。
　　真正杀害布兰登的是男人内心深处的男性自尊。
一个男人不能被女人爱，而一个“假男人”，却同时被几个女人所爱，“真男人”难道不该愤怒?电影
中有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当两个男人揭穿了布兰登的真实身份之后，布兰登的女友并没有因此而背
弃她。
大男人的自尊被这样一个假男人刺痛，真正是男人的奇耻大辱，于是他们用强暴她来报复。
“强暴，加强了他们对男性自尊的认同，强化了男性永远比女人强的信念，但更重要的一点，藉由强
暴，他们可以证明布兰登是个‘女人’”。
当两个男人发现，布兰登在一个女友帮助下，有可能与她一起离开弗尔市时，他们枪杀了布兰登和她
的女友。
他们阻止了女性情欲沟通的可能，也不准女性结盟。
“这场宛如‘处决’的谋杀，和先前用强暴所作的示威，你会发现问题的症结不是单纯的突发暴力事
件，而是长久的歧视与憎恨在此找到了爆发点。
”　　如果纪录片给人义愤填膺的感觉，那么电影给我们艺术地展示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之间美好的
情义关系。
布兰登如何在女友沮丧酗酒的时候送她回家，如何体贴地留下送给她的戒指而未有性爱的念头；如何
体验她们的性兴奋⋯⋯这一切极大地讽刺和动摇了“阳具中心”的大男子主义。
布兰登带给痛苦中的女友一丝温馨和体贴，带给处于逆境中的小人物微小而纯美的幸福。
这印证了李银河说的：“爱情完全可能不看重性别，而只看重美。
”　　电影对布兰登的艺术刻画，放大了性别问题的深层次内涵，引发人们对性别的重新思考。
尤其是，布兰登惨死的地方就是“终于让她有家的感觉”的弗尔市，这个“家”最终破灭了一个女人
想要选择性别的梦想。
女导演金柏莉·皮尔斯在《男孩别哭》中对这个事件艺术的演绎和表现，不只是揭露人性的丑恶，也
揭示了社会性别制度的专制和强大。
　　20世纪90年代，西方出现一种新的性别理论——“酷儿”(queer)理论。
早先，酷儿是西方主流文化对同性恋的贬称，含有“怪异”的意思；如今，这种理论，对“非常态”
性倾向持一种积极的态度，因为，这是对主流的两性文化表示叛逆。
“酷儿”理论主张性主体的多元性，性指向的多边性，性类别的无差别性，并认为这些都是“历史力
量的产物”。
该理论的代表人物巴特勒认为：“男女两性的界限是不清楚的，生物学统计表明，世界上6％至10％的
人天生就处在两性之间，他们的生物性别是不确定的。
”　　看来，《狗比女人好》的理由，是因为狗没有人的思想、没有人的企盼，没有人的情感，没有
人的语言，你要它怎样就怎样。
狗不仅比女人好，还比奴隶好，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一旦会“说话”，搞不好要起义造反，而
狗不会说话，只会俯首贴耳。
因此《狗》文的意图很明显，希望女人成为不会说话的工具，驯服地为男人服务而毫无怨言；或者，
女人都成为不会说话的玩具，倕男人玩乐而毫无反抗之心。
这样的文章，作者虽说有调侃的意思，但字里行间赤裸裸表达了对女性的轻蔑，以及高高在上的大男
子主义情绪。
这篇文章，发表在解放53年后的中国，着实让人心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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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文章一发表，就引起读者极大反感。
山西省运城市农机局离休干部王居五看后，深感义愤。
他说：“看完之后，我气得竟然说不出话来，让狗和女人相比，纯属无稽之谈。
”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为全国的妇女打一场名誉权的“公益官司”。
　　王居五先生出生贫困。
解放前，他们家孤儿寡母常被人看不起。
那时，只要他哥哥不在家，别人来商量什么事，问：“屋子里有人吗?”他母亲明明在家，却总是回答
：“没人。
”这话至今想起，仍深深地刺痛他的心。
中国传统的封建意识里，女人只是家中的摆设，不能决定家里的事。
但是，解放后妇女翻了身，男女平等了，女性地位提高了，为什么还会有这样严重的性别歧视呢?愤怒
之余，王居五先生写了篇题为《闭嘴，不许诋毁侮辱伟大的女性》的长文，声讨《狗》文对女性的歧
视。
他呼吁全国妇联代表全体妇女向人民法院起诉这一公然侵犯全体妇女权益的违法事件；他要求《狗》
文作者、始刊登者以及不加批判转载的3家媒体向全国妇女公开检讨，赔礼道歉，并象征性地向全国
妇女每人赔偿一分钱精神损失费。
　　运城市妇联、运城市税务局及王居五老人所在的农机局的干部职工纷纷响应，表示对王居五的支
持。
运城市妇联明确表示，如果王居五老人到法庭起诉《狗》文作者，妇联将授权老人代表运城市的235万
妇女。
　　事件于是引发争议。
　　发表《狗》文的该报社认为，他们发表这篇文章，放在名为“开心园”的栏目中，只是想让它成
为读者的笑料而已，并无恶意。
有位杂志编辑刘先生认为，《狗》文本身就是一篇带有调侃性质的文章，是供读者在茶余饭后闲聊时
开玩笑的，不应该由此无限联想。
再说，现在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能因为作者在《狗》文中写出了不同的观点，就对他不依不饶
，口诛笔伐，甚至一棍子打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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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前言　　　　 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飞升 　　　　　　　　(代前言)　　　　我说的是平等。
我没有说相同。
——雨果《九三年》　　所有关于女人的追问都是关于性别的追问，也就是对我们文化的追问。
　　大约10年前，即20世纪90年代初，我的朋友王政博士(现为密歇根大学妇女学副教授)回国。
恰逢她孩子生日，我买了个娃娃做礼物送去，发现那是个3岁的男孩。
怎么能给男孩送娃娃呢?于是心里不安。
我向王政表示歉意。
她奇怪地问：这有什么不对吗?为什么男孩不能玩娃娃?我说：男孩应该玩飞机坦克变形金刚，培养阳
刚之气，女孩才应该玩娃娃培养温柔之情。
她又问：这是谁规定的?为什么要这样规定?难道女孩不该有阳刚之气?男孩不该有温柔之情?　　我一愣
。
这是一个我从来没想过的问题。
　　之后，我接触了一些西方妇女学的理论，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概念呈现在面前，那就是“社会
性别”，英文为“gender”，我试图弄清“生理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之间的关系。
生育带给女人的一系列问题，使得女人无法和男人平等，但是性别之间的不平等不只是因为先天的生
理差异，社会文化后天造成的性别差异，更深地禁锢着人们。
随着学习的深入，我的问题越来越多，我不断地追问：性别究竟是什么，女人究竟是什么，女人的美
是什么，“女”作家是什么⋯⋯事实上，所有关于女人的追问都是关于性别的追问，也就是对我们的
文化的追问。
　　于是，我写了一些体会文章，渐渐形成一个课题——“当代文化与社会性别”。
这本《关于性别的追问》，是课题的第一部分。
王政博士10年前提出的那个问题，是我这本书最早的触发点。
　　于是有人说：啊，你女权主义!　　我不敢冒充主义，对于我来说，主义太宏大。
我关注的是身边事。
我从很具体很平常的生活出发，调查研究，归纳整理。
书中的每一章都与社会性别理论的构成要素有关，这主要是：(1)不同性别的角色期待；(2)社会性别
的角色分工；(3)  亲属关系的权利义务；(4)  性别形象的控制和规范，等等。
许多社会问题，都可以在社会性别制度的构成要素中找到缘由。
　　我提出问题，却远远不能自圆其说。
许多问题需要长期深入地学习、调查、分析和研究。
学习没有穷尽，追问也不会止息。
　　比如，关于英文“Feminism”一词，在中国被翻译成“女权主义”。
对此，我一直心存疑虑。
英文单词的本意没有一点“权”的意思，确切地说，它应该翻译成“女性主义”才对。
’95世界妇女大会期间，海外中华妇女学会的几位学者编了一本《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在翻
译“Feminism”这个词时，争论激烈，最后不得不用表决的方式将它翻译成“女权／女性主义”。
在欧美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妇女运动从争取财产权发展到争取选举权，所以这个词的含义也从
早先的“男女平等主义”、“女性主义”演变成了“女权主义”。
20世纪初，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正在为妇女解放和权益作斗争，也就把这个词翻译成了“女权主
义”。
20世纪60年代，西方妇女运动的结果，渐渐形成一门新兴的学科——“妇女学”，近几年又叫“社会
性别学”，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里大都设立这门专业，有的叫妇女中心，有的干脆叫妇女学系。
今天，在中国关于妇女研究的著作中，很少见到有人用这个当初举手表决的译名“女权／女性主义”
，人们按照各自的理解说出自已的见解，并不在乎贴的是什么标签。
大家为的是同一个目标——性别平等，人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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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若干年之后，这个词又会衍生出新的意义，“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或许将成为历史，“
性别平等主义”或其他的什么概念又将取代它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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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作者通过关注身边事，从很平常的生活出发，调查研究，归纳整理的。
书中的每一章都与社会性别理论的构成要素有关，许多社会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缘由。
 性别究意是什么，女人究竟是什么，女人的美是什么，“女”作家是什么⋯⋯事实上，所有关于女人
的追问都是关于性别的追问，也就是对文化的追问。
 发现了自己的人，再也不会失去世界上任何东西。
在自己心中握住了人性的人，将会了解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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