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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者主张男性觉悟与男性解放是男性运动的两个阶段，前者指男性自觉地认识到父

权文化对人类的伤害，后者则指男性在这一觉悟的基础上向这种父权体制做出挑战，从

我做起，放弃既得权力，为改变不平等的性别机制做斗争。作者发展了“男性觉悟二重

性”的概念，进而提出“男性觉悟三重性”，简言之：觉悟到父权文化和体制对女性、

男性以及其他性别少数人群均构成着伤害。“男性觉悟／解放”的终极目标是：改变父

权体制，建立普遍的性别公正。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作者主张从体制与个人角度同时着

手反父权，而不应该忽视任何一个方面。借鉴美国女性主义运动中曾提出的四个著名口

号，作者也提出男性运动可以有的四个口号：“个人的就是政治的”、“意识扬升”、

“兄妹姐弟情谊”、“弃旧权与赋新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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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释义的缘起 

北京林业大学心理系“男性解放学术沙龙”成立之后，我们一直在倡导男性解放

理念，提倡“男性觉悟”，并出版了《男性要解放》一书。社会各界对于男性解放、男

性觉悟均有不同的解读，有些是误读甚至歪读。 

甚至有人并不关心我们论述了什么，连《男性要解放》的前言都没有看过，便针

对 “解放”二字望文生义，将自己对这个词的理解强加给我们，比如称我们倡导的男

性解放为“性解放”，极端的甚至认为我们在主张父权，是大男子主义抬头，是“男权

主义”，等等。 

其实，我已经在许多文章中详细解说了我们的理念，略读之后便不会有这样的误

读。公众的缺少倾听意识，缺少深入的自我省思精神，是一种悲哀。跟随公众的盲目批

评来调整自己，对于知识分子来讲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一直没有改变“男性

解放学术沙龙”的名称。 

但是，我也在反思，是否我们需要进行策略的检省，选择更全面与准确的词汇来

定义我们的主张。正基于此，我在此提出将“觉悟”与“解放”并用，使用“男性觉悟

／解放”这一词汇，并就此进行释义。 

对词汇如何使用，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背后体现的其实是我们的理念。因此，我

希望通过对“男性觉悟／解放”的释义，同时可以阐发我关于男性运动的理念。 

二、“男性觉悟／解放”：男性运动的两个阶段 

我们认为，在反对父权体制与推进性别平等的过程中，男性具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男性可以，并且应该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希望通过提倡“男性觉悟/解放”唤醒

男性参与到反对父权体制、建设性别平等的进程中，成为追求这一目标的女性的同盟

者。 

其实，在“男性解放学术沙龙”成立之初，我自己便在文章中提出了“男性觉

悟”以及“男性觉悟二重性”这样两个概念。（方刚，２００５：３－２２） 

在我的定义中，所谓男性觉悟，是男性自觉地认识到父权文化的存在伤害着女性

和男性，也伤害着其它性别少数人群与性少数人群。所谓男性解放，是在男性觉悟的基



础上，男性向这种父权体制提出挑战，从我做起，放弃既得权力，为改变不平等的性别

机制做出斗争，包括挑战父权体制加在男性身上的伤害。 

在我看来，男性觉悟是男性解放的一个步骤，男性解放是男性觉悟的目标。男性

觉悟与男性解放，前者更多强调个人的自我觉醒，而觉悟之后就会有行动；这种行动，

就是致力于颠覆父权体制的解放运动。 

在推进男性解放理念的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公众（不仅仅是男性）目前距离

普遍的男性觉悟不仅不可及，而且不可望，所以单纯使用男性解放一词，确实有些超

前。因此，我最终选择使用“男性觉悟／解放”这一用法，从而对男性觉悟加以强调。 

这种强调，一方面能够更清楚、准确地表达我们的追求，更重要的是，我视之为

男性运动行动策略的一种调整。即，我们不再将目标锁定“解放”这一行动，而更明确

地认识到，男性运动分两阶段来走，而我们眼前在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我们的用力重心

放在“男性觉悟”上，即启发男性的社会性别意识的自觉，在此基础上再推动行动的策

略。 
也就是说，我认为当前中国的男性运动可以分为“起始目标”与 “终极目标”两

个环节。 

三、男性觉悟：从“二重性”到“三重性” 

在推动男性运动的过程中，我此前一直提倡“男性觉悟的二重性”这一概念，即

在强调成熟的男性觉悟应该包括两个属性： 
１，男性觉悟到父权文化和体制对女性的伤害，进而帮助女性获得平等自由的生

存空间； 
２，男性觉悟到父权文化和体制对男性的伤害，进而行动起来反抗这些伤害。

（方刚，２００５：３－２２） 

但是，在我现在看来，这仍然是不完整的。男性觉悟应该再增加一重性，即：男

性觉悟到父权文化和体制对性别少数人群的伤害，进而帮助他们获得平等自由的生存空

间。 

这一修订的意义在于，我们不认为世界上只有男人和女人两个性别，父权体制在

伤害女性和男性的同时，也伤害着双性人、双性恋者、同性恋者、易性恋者、易装恋

者、跨性别人群、“娘娘腔”男人、“男人婆”女人等等一切不符合主流性别规范的性

别弱势人群。因此，我愿意将“男性觉悟二重性”调整为“男性觉悟三重性”。 

我仍然要在这里强调：在男性觉悟的过程中，缺少男性觉悟三重性中的任何一

方，都是不完整的，都有可能走入偏途。 

只强调觉悟到父权文化对女人的伤害，便无法从男性的视角提供反对父权的动

力；只觉悟到父权对男性的伤害，就无法真正认识到父权文化的本质，意识到女性是更

深的受害者，从而难以建立两性和谐；而只强调男女平等，就意味着认可以异性恋文化

与父权体制对其他性别少数族群的伤害，我们对父权体制的反叛便仍然是不彻底的。 

在男性觉悟／解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团结一切人，认识到父权文化作为一种体

制伤害的是每一个人，只是伤害的形式不一样而已。我在这里呼吁建立性别公正，而不

只是性别平等，也因为公正体现的是一种对所有不同族群自我选择、自身利益的尊重，

既在获得权利的机会上的公正。 

四、“男性觉悟／解放”的终极目标：改变父权体制，建立普遍的性别公正 

男性反父权，首先要放弃父权体制所给予男性的既得利益，反对父权体制对女人

和男人的双重压迫。我认为这种压迫是无法分割开谈论的，有一种针对女性的压迫，就

有一种针对男性的压迫；有一种针对性别少数人群的不公正，也就有一种针对主流男女

的非公正。 

男性觉悟／解放常被质疑的一个问题是：男性运动在反抗父权体制的过程中，倒

底要做什么？我的回答是：女性运动反父权体制中要做的事情，就是男性运动要做的。

我们的对手和目标是一样的。比如我们既要促进国家立法保证性别公正，又要致力于改

变日常生活中具体的性别不公正现状。 

如果有人要进一步问，既然有女性运动在做了，还要男性运动做什么？男性可以

只加入女性运动不就足够了？我的回答是，以往的女性运动，较少从男性所受父权伤害

的一面切入，因此也较少唤起男性参与反父权。而我们这里提倡的男性运动，就是要直

接从男性所受伤害一面着手，从而使男性体会到父权文化和体制对所有人的伤害，推动

男性参与反父权。 

我个人还曾经被问及另一个问题：男性运动是否有阶级差别？我的看法是，父权

体制伤害着不同阶级、不同年龄、不同种族的男人，所以从反对父权体制这一总目标上



来说，我们之间不存在阶级的差异；但是，因为不同阶级、年龄、种族男人所受的压迫

方式不同，所以会面临具体的反压迫目标，这是我们需要在男性觉悟的过程中面对的。

比如，我曾谈到失业男人因为其不符合男性成功这一模式所受的伤害，但批评我的人认

为，失业男性面对的主要是阶级问题而非性别问题。但我想，在男性觉悟／解放的过程

中，我们要认清父权体制的性别压迫，其实是与阶级压迫、种族压迫、性倾向压迫等等

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无权回避，更没有五十步笑百步的理由。 

无论是女性运动、性别少数人群运动，离开男性的参与和支持都是不完整的，而

只有共同携手，才能更好地推进反父权的进程。 

可见，男性运动的终极目标是反父权，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鼓励男性从认

识到日常生活中所受的父权伤害做起，但我们同时也不放弃从体制上挑战父权文化。我

们只是希望改变过于强调后者而忽视前者的情况。 

五、“男性觉悟／解放”：从体制与个人角度同时着手反父权 

我们提倡从日常生活反思做起，不是回避对父权体制的批评，而是去思考，父权

体制是如何从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节上伤害我们的。 

我认为，对个人生活的反思，不违反改变父权体制的总体目标，相反，它是挑战

父权体制总体目标的一个有效策略。 

１，男性觉悟需要从个人生活做起。如果一个男人连自己生活中的性别不公正都

认识不到，那么，怎么可能认识到体制上的不公正？如果一个男人连在日常生活中都不

懂得尊重女性，那又何谈反对父权体制？个人生活是一个生动的切入点，可以使我们尽

快觉悟。 

２，男性解放需要从个人生活做起。男人的反父权，可以从与自己身边人的关系

中开始实践，改善与身边女性的关系，包括与母亲、配偶、女儿的关系。不要扮演权

威，分担家务，多带孩子，等等。所有这些曾被指责为没有挑战父权体制，但是，父权

体制下的性别不公正正是在这样的细节中显现的。当一个个家庭改变的时候，整个社会

也就改变了。 

我们说，从个人做起，从身边做起，不是对体制的不公正熟识无睹，而是需要一

个具体的落足点，可以从男人从中既反抗了父权体制下的模式，又感受到成长的快乐，

从而更好地理解受不公正待遇的其他族群的处境。 

从个人做起，从身边做起，也不是放弃对改变体制的努力。我们只是强调在全力

推动改变父权体制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对男性个人的改变。因此，我们既努力推动制度

的改变，也努力推动个人思想的改变。 

六、“男性觉悟／解放”与女性主义的四个口号 

美国女性运动中有四个著名的口号，分别是：“个人的就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意识扬升”（Consciousness raising）、“姐妹情谊”

（Sisterhood）、“赋权”（Empowerment）。（王雅各，１９９９：１１－１５） 
  在我们今天提倡“男性觉悟／解放”的时候，这四个口号同样可以为我们所用。 

在男性觉悟阶段，就是要强调“个人的就是政治的”与“意识扬升”。 

在女性运动中，个人的就是政治的，是指女性所受的不平等待遇，不是其个人问

题，而是社会结构问题，是普遍的社会现象，不应该由个人来负责，而应该由父权制来

负责。当我们谈男性觉悟／解放的时候，我们也要认识到，我们因为不喜欢追逐成功所

受的轻视也好，我们因为不符合阳刚之气所遭的伤害也罢，等等一切因为我们未选择父

权体制认可的方式所受的伤害，均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父权体制的问题。 

  女性运动谈“意识扬升”时，一方面指认识到父权制的毒害，另一方面也指由于对

女人共同处境的理解而奠定和发展一种集体认同，从而为建立“姐妹情谊”打基础。我

们谈男性觉悟与解放的时候，也需要完成同样的目标，即一方面认识到父权制的毒害，

另一方面认识到我们和女性的关系、和其他性别少数人群的关系，均是一个更大意义上

的“兄妹姐弟情谊”。 

  因此，在男性解放阶段，“姐妹情谊”和“赋权”这两个女性运动的口号同样是我

们所需要的。 

女性运动所讲的“姐妹情谊”，是在集体认同之后，女性团结起来对抗父权体

制。我们在男性运动中倡导的姐妹情谊，是指男性应该对女性具有姐妹般的情谊，以姐

妹公正对待之，一同反对父权体制。同时，我们也倡导“兄妹姐弟情谊”，即男人之

间、女人之间、男女之间、不同性别少数人群之间、男女与不同性别少数人群之间，统

统地大团结。 

关于“赋权”，台湾的男性研究先驱王雅各曾指出，在女性运动中，“赋权可以



说是在观念和行动上增强当事人能力的一个过程。以观念而言，赋权藉著‘意识扬升’

和‘个人的就是政治的’的理解帮助身处于弱势的女人明白自己的处境和压迫者的特

性，维系社会父权体制的机转和改变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在行动方面，透过赋权的训练

和学习，可以使想要改变的女人得到相关的工具和技术，以及有能力负担起改变者的角

色；更进一步由她自己衡量情况，以选择她自己的觉得恰当的方式去引发改变。” 

（王雅各，１９９９年：１４） 

今天，在男性觉悟／解放的过程中，我们同样也需要给予男性这样的“赋权”。

男性要放弃的是此前从父权体制中获得的既得利益，获得的不当之权，而今天要被赋予

的，是反抗父权体制的权利与能力，是和女性及其他性少数人群一起寻求性别公正的权

利与能力。在这一“弃旧权”与“赋新权”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将是真正觉悟与解放

的男性。 

七、结语：所有人的团结 

正如我在前面一再提及，父权体制伤害着所有人，只是方式不同，程度不同而

已。对一部分人的伤害轻，不足以成为反对他们争取不受伤害的权利的理由。我们要警

惕以一种专制，代替另一种专制；以一种父权的表现形式，代替另一种父权的表现形

式。 

在我们反父权的过程中，只有团结所有人，才是最理智的选择。我们需要发展的

是一种全民反父权的“兄妹姐弟情谊”。当然，这也可能是一种过于理想主义的选择，

但我们没有理由因为它太理想主义便放弃。 

因此，我想在最后对所有不理解、质疑、否定“男性觉悟／解放”运动的人呼吁

的是：请静下心来，放下成见，认真倾听与反思，多些理解，多些推动，少些内讧，少

些伤害…… 

男性运动使所有人受益，包括你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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