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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韩廉 

摘要：女性主义对中外传统性别文化的核心—性别本质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指出

两性的命运主要由文化而非生理决定，从而清除了中外传统性别文化中的宿命论错误，

为先进的性别文化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其批判还冲破了男女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传统

性别思维模式，为先进的性别文化建立了多元并存，亦此亦彼的新性别思维模式。 

一、 性别本质主义：中外传统性别文化的理论核心 

世界上绝大部分传统性别文化是以男性中心的,而性别本质主义是这些传统性别文

化的理论核心和控制女性的最得力手段。它是指将社会性别制度和社会性别文化造成的

男女在群体特征、行为方式、性别分工、社会地位等方面的社会差异或社会不平等（如

男刚女柔、男优女劣、男强女弱、男外女内、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等等）归因于其生物

本质差异，尤其是将女性的从属地位和低素质归结于她们与男性不同的生物特征。传统

的本质主义哲学总是假设世界、事物预先存在一个人们无法改变的本质，它是世界的终

极基础，万事万物皆源于此，又复归于此，人只要去发现、认识这一本质就是了。男女

不平等生物决定论便是本质主义在性别问题上的具体体现。中外传统性别文化就是按生

物差异将两性划为不同的社会等级和性别角色的。它们不约而同地宣称，由于两性的生

物本质差异，决定了男女天生是不平等的,女性不能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包括同等

的社会地位、性格气质、工作权、受教育权、参政权、婚姻自主权等等。 

如在两性的关系和社会地位方面, 中外传统性别文化都宣扬女性天生智力和体力

都不如男人，决定了两性的关系和地位是男主女从、男尊女卑，女性不能享有与男子平

等的关系、人格和地位。西方的主流派文化基督教文化就声称：从人类起源看，女人是

上帝认为男人“独居不好”，于是用男人亚当的一条肋骨创造出来给男人做伴的。因此

女人天生是男人的一部分和附庸，不是完整的人，“是第二好的，而且是次等的”，应

该处于从属于男性的受奴役地位。中国的传统性别文化也如出一辙，在秦汉间，儒生们

认为女性智力和体力都不如男人，故地位比男性卑下，应从属于男性，便以阴阳概念和

男女两性解释中国古代哲学中认为是推动万物发生的两种基本物质——乾、坤，提出了

乾坤正位说。本来原始的《周易》认为乾与坤都是推动事物发生和发展所不可少的，对

两者未作高下之分。但儒生们却将乾与天、阳、男、君、父并列，居上；坤与地、阴、

女、臣、子并列，居下。认为乾坤正位、天尊地卑、阳主阴次是宇宙最基本的秩序；若

乾坤错位，阴阳颠倒，天翻地覆，必会导致大难。故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两性关系是

先天注定的，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了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制度的天然合理性。 

在两性的受教育权方面，中外传统性别文化都鼓吹男优女劣天生论或男智女愚天

生论，认为女性天生没有学习的愿望和能力，故应对两性进行分离的扶阳抑阴的性别歧

视教育。其内容包括三方面：一、在教育起点上，对两性进行不同形式或层次的教育。

即对男子进行正规的学校教育；而对女子一般只进行非正规的家庭教育。二、在教育过

程中，对两性传授不同的内容。即对男子进行为参加社会工作作准备的各种文化知识和

专业技能教育；对女子则只进行为承担家庭角色作准备的遵从女德、取悦男性及操持家

务的家政教育。三、在教育的结果上，将两性分别塑造成符合传统社会性别制度要求的

不同性别角色。即将男性塑造成高贵的、主控的社会角色，将女性塑造成卑弱的、从属

于男性的家庭角色。此论在西方的代表是卢梭，其教育名著《爱弥儿》宣扬：“现已证



明男人和女人在气质和性格上不是而且不应当是完全相同的，我们便可由此得出结论

说，他们所受的教育也就必须有所不同。” [1]（p100）“男人富有天才”，“最灵活

最富有研究精神，能够理解最多的不同的对象”，“具有最强大力量并且最能运用它们

来判断感知的事物和自然法则之间的关系”。[1]（p49、48注释）而“女孩子生来就喜

欢卖弄风情”， “她们几乎全都不愿学习读书写字；但是非常喜欢掌握针线的用

法，” [1]（p102）加之女性 “天生懦弱、思想范围狭窄”，“天才的工作是她们的

能力所不及的，而且她们也没有足够的精细头脑和注意力以在严密的科学上取得成

就”。 [1]（p48注释）因此，对男性应该进行正规的学校教育，将其训练成有理性的

公民即社会角色；而对女子则只进行非正规的家庭教育，将其训练成从属于丈夫的贤妻

良母即家庭角色。 

中国的传统性别文化则一直宣扬男智女愚天生论，即女子天生智力比男子低

下，“头发长，见识短”，因而“不堪学道”，学亦无用；只能在家里接受为承担家庭

角色作准备的家政教育。 

在社会分工方面，中外传统性别文化则鼓吹生理差异决定男公女私、男外女内。

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自由主义理论就根据生理差异将两性划归于地位不同的领

域，宣扬女性的能生育、体力弱、“多愁善感”、“缺乏理性”等决定了其位置在生

育、家庭、情感等私人领域；而男人的不生育、强壮、坚强、理智等决定了其位置在政

治、军事、科学等公共领域。因此女性应以家庭为主，男性要以事业为主；女性的天职

是母亲，参加社会工作是不务正业，参政更是越位。西方哲学家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

到现代的康德、卢梭、黑格尔，都一脉相承地认为，女性天生缺乏理性，不适合参与政

治。尤其是十八世纪的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还引经据典地提出，理性是人区别于

动物的本质，只有具备理性的人才能称之为人和享受人权。男人天生有理性，故优于女

人，可享受人权。而女性在本质上是直觉的、情绪化的，缺乏理性，是一种感情动物或

无自治力的未成年人，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完整的人，只能依赖男性，不能享受与其平等

的权利，尤其是参政权。因为政治领域靠理性运行，女性无此能力，她们天生缺乏参政

素质，应该服从男性的统治。所以在人权观念指导下制定的资产阶级法律，拒绝给予妇

女平等的权利，包括工作权和参政权。 

中国的传统性别文化也认为两性的生理差异决定了最合理的性别分工是“男主外女主

内”：“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女性尤其不可参政，否则会祸国殃民，倾国倾

城：“牝鸡不可司晨”，“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商朝的灭亡就是因为“惟妇言是

用”,即商纣王太听女人的话。 

在性格气质方面，中外传统性别文化则强调男女的体力差异决定了男刚女柔、男

强女弱，男性要坚强、独立、勇敢、进取、积极、主动，女性则应柔弱、依顺、怯懦、

保守、消极、被动。 

以上传统性别文化对两性的所有规范都是等级制的、不平等的、刻板的，男性在

各方面都比女性处于更优越的位置，其所有的价值也被认为高于女性的价值。但它们千

百年来被视为金科玉律而畅行无阻，关键在于性别本质主义的极大迷惑力。因为性别本

质主义宣扬生理决定命运,将两性之间的生理差异等同于社会差异或社会不平等,也即将

男女之间的社会不平等自然化、合理化，甚至科学化，使中外男性本位的社会性别制度

可一直据此名正言顺地剥夺女性与男性平等的各种自然权利。更严重的是其通过家庭、

社会习俗、文学作品、媒体等各种途径，润物无声地内化成了人们共同的社会心理和集

体无意识，使得不仅一般的社会观念认为男女的上述不平等是天经地义，连许多女性也

对此认同，将这种不平等视为先天的命定，放弃自我，不思改变。即使觉得不公平，也

找不到可反击的理论武器，只得束手就范。因此，它是中外传统性别文化的核心，是阻

碍两性尤其是女性解放的最大思想障碍。 

 二 命运主要由文化而非生理决定：女性主义建构先进性别文化的理论基础 

20世纪60年代，女性主义者通过反省此前的妇女解放运动，认识到要真正实现女

性解放，不仅需要争取法律的书面承认，更需要彻底改变传统本质主义的性别文化，以

清除女性解放的最大隐形杀手。而且在这一时期，传统的本质主义哲学受到了以德里达

为首的后现代解构主义者的解构，他们认为，事物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先在的、不变的

根本性特征或本质，一切都是变动的、不确定的，而且与主体状况相联系，意义只存在

于解释者的解释行为中。这一观点既与女性主义者不谋而合，也给了她们极大启迪，于

是女性主义者对男女平等权利的争取由参政、就业等领域转向学术、文化领域，开始争

取话语权和改变传统性别文化。她们于20世纪60、70年代提出了社会性别理论，开始系

统地批判生理决定命运的性别本质主义。其核心观点是：人的性别可分为生理性别



(sex)和社会性别(gender)，前者指男女天生的生物差异，后者则是指由社会性别制度

和代表它的性别文化后天建构成的男女之间在群体特征、行为方式、社会分工和社会地

位等方面的社会差异或不平等，前者是与生俱来、恒定不变的；后者则是人为的，是可

以重构的。而且前者并不必然导致后者，因为生物学上的性别差异仅仅说明女人不同于

男人，而不能证明女人不如男人，因此就应从属于男人，更不足以形成男女之间如此巨

大的社会差异或不平等。使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主要是压迫女性的社会性别制度和代表

其的文化，而非女性的生理特点。故生理不能决定女性的命运，男女的社会性别即上述

社会差异或不平等，并非天经地义，是可以通过改变性别文化而改变的。从此，社会性

别概念成为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范畴和批判性别本质主义的有力武器。 

社会性别理论对性别本质主义的批判不仅松动了传统性别文化的理论基石，证明

了其非合理性，对其形成了致命冲击，更重要的是从本体论高度论证了两性的命运主要

由自己而非生理决定，从而清除了中外传统性别文化中的宿命论错误，为先进的性别文

化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几千年来,中外传统性别文化将两性的社会不平等归因于其

先天的生物本质差异，实质上是宣扬一种宿命论，旨在要女性将这种不平等视为先天的

命定，放弃自我，服从男性的统治。社会性别理论对性别本质主义的批判则使人们认识

到，生理不能决定两性的命运，因为生理差异不等于社会差异或社会不平等,两性之间

的生理差异并不必然导致男刚女柔、男优女劣、男强女弱、男外女内、男主女从、男尊

女卑等，每个个体的发展都可能是千差万别的。上述两性社会不平等主要由文化后天塑

成，即是人为的，亦可随人们对文化的改变而改变。所以，两性的命运主要由自己而非

生理决定。这一批判使得先进的性别文化克服了传统性别文化的致命缺陷——宿命色

彩，建立在更合理，更科学的基础上；也使两性尤其是女性解除了数千年生理宿命论的

精神桎梏，极大地增强了自信，从此轻装上阵，理直气壮地去改变不平等的现状，追求

两性的和谐、平等发展。 

此外,对性别本质主义的批判还使得先进的性别文化冲破了男女二元对立，非此即

彼的传统性别思维模式，建立了多元并存，亦此亦彼的新性别思维模式。社会性别理论

认为，既然生理不能决定两性的命运，那么两性之间除了生理结构不同，其余方面都不

应该强行规定有何差异，更没有固定的性别发展模式。两性都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而不是

生理性别来选择自己喜欢的性格、气质、职业、性别角色、行为方式等等，任何国家和

个人没有权力规定某个性别对这些只能进行某种固定的选择。性别规范应该模糊化，即

没有绝对的男人，也没有绝对的女人，承认性别多样化和多元化存在及表现的合理性，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去做自己喜欢的人，即可以自由地表现自己身上传统的所谓男性的

东西或女性的东西，而不必被迫去做传统的100%的女人或者100%的男人。男性不再被必

然地推向社会，女性也不再被理所当然地留守家庭，他们都可以自由地去追求所期望的

命运。传统性别思维模式强迫女性必须选择所谓 “女性”的气质、性格、职业、性别

角色、行为方式，男性必须选择所谓的“男性”的气质、性格、职业、性别角色、行为

方式，是抹杀个体差异，不合理的。长此以往，会使社会失去变迁的活力而单调、停

滞。而一个真正民主、正义的社会，是反对一切偏见和模式，包括阶级、种族、性别偏

见及模式的。这种多元并存，亦此亦彼的新性别思维模式，打破了传统文化对两性的刻

板定型，并肯定了女性所有的正面价值，使两性都可以充分地自由发展，实现自我价

值，从而使先进性别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青春活力。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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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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