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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的性道德话语——以20世纪20年代的两次争论为中心

作者：姜瑀，暨南大学文学院。

摘要：20世纪20年代，从“贞操问题讨论”到“新性道德论争”，新文化运动在反复论辩的过程中建构了新的性道德。

新性道德论争中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路径：一是将性道德定位在价值伦理的单一层面进行讨论；二是在价值伦理和制度组

织两个层面同时展开讨论。前者得出爱情就是性的唯一依据的结论；后者则坚持性需要制度性力量进行约束。路径和观点的

差异同时也传达出对爱情内涵的不同理解。虽然存在内部差异，但新文化从整体上建立了性、爱和婚姻三位一体的现代性道

德，与情感中心主义的现代家庭伦理相一致。与此同时，性与爱成为结合体并与婚姻脱嵌的趋势，也在新性道德讨论的过程

中崭露头角。

本文将贞操问题讨论和新性道德讨论视作一个整体，以新文化内部发生的论辩为主要对象，通过分析这些分歧和矛盾的

实质性内容，阐释新文化对现代性道德的建构。

一、从贞操问题讨论到“新性道德论争”

有关贞操问题的讨论，始于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的日本女诗人、批评家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与谢野

晶子的这则短文奠定了贞操问题的讨论框架，后来者在贞操的适用对象、功能效果和内涵定义上有不同程度的推进。新文化

阵营内部通过陈述和辩论，在两个问题上取得了一致：其一为旧的贞操观是“片面的”；其二为旧的贞操观是对人性的伤

害。前者关乎贞操的适用对象，后者涉及贞操的效果或功能。

实际上，推翻贞操的“片面性”是新文化人讨论贞操问题的首要目标。以建设新道德为目标的新文化并没有完全抛弃贞

操，而是将其改造。改造的方式与对旧贞操观的批判直接对应：针对贞操的效果或功能，使其人性化，将以个人幸福甚至生

命为代价的“节烈”从贞操中剥离出去，以爱情作为贞操的前提；针对贞操的适用对象，使其平等化，即对爱情忠诚之要求

同时适用于男女两性。

1924年《妇女杂志》先后在第10卷第9期、第11期和第12期上连续刊登关于性道德的译著3篇，紧接着第11卷第1号推出

“新性道德口号”，发表论著和译著共计9篇。在此想要关注的是论争本身对贞操问题讨论的延续，以及新性道德问题与

“恋爱自由”和“自由恋爱”论争、离婚问题讨论、生育节制等社会思潮的内在联系。在一系列论著中，章锡琛、周建人和

沈雁冰结为性道德制定了标准。其他为性道德制定的标准，大体上亦不超出三人的论述范围。通过对三人的论述进行分析可

以发现，这一套标准实际上涉及两个互相关联但不完全重叠的层面。第一，性的基本伦理问题，即在人类社会中，性关系在

何人之间、在何种情况下发生是道德的。第二，性的制度问题，即有关婚姻、家庭和生育的制度与政策。性的自由和性的平

等，总体上属于性道德的第一个层面，或可视为狭义的性道德；性的社会责任，显然属于第二层面。至于“恋爱神圣”和

“自由离婚”，则同时涉及伦理和制度，或可称之为广义的性道德。从这个角度回溯贞操问题的讨论则可以发现，新文化阵

营达成一致的问题，即对贞操的人性化和平等化改造，实际上涉及性道德两个层面，是一种广义的性的道德。

然而，新文化阵营内部并不是在性道德的所有问题上均达成了一致，但也正是通过或许称得上激烈的论辩和冲突，才能

够更清晰地把握新文化建构新性道德的路径与成果。

二、矛盾之一：性伦理与性制度的张力

正是在贞操是自律还是他律的问题上，新文化阵营内部发生了分歧。新文化阵营中的双方围绕贞操的自律性与他律性的

争论，其实质是贞操与婚姻的关系问题。双方的观点差异表达了对婚姻的两种不同理解，更准确地说是指向了婚姻的两种性

质：作为个体情感关系的婚姻与作为社会组织制度的婚姻。

性、爱和婚姻在价值上和制度上的整合，一方面可以说是个体情感关系渗入了社会制度而使制度趋于“人性”，另一方

面意味着个体情感关系受到了社会制度的管理和监督。

坚持广义的性道德，意味着性、爱和婚姻的价值层面和制度层面是统一的而且是连续的。当这两个层面被清晰地指认，

且将性道德固定在狭义的范畴之中，则意味着两个层面的联系性被切断。这或许才是新文化阵营内部关于新性道德问题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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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分歧。

从争论双方的对峙来看，实际上引申出了有关社会空间的生成问题。新性道德是新文化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典型表达。

建构私人领域并与依靠行政力量和法律制度运行的公共领域区别开来，则是与个人主义意识形态配套的社会运行机制。新文

化阵营内部在性道德价值层面和制度层面上存在的张力，始终贯穿于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之中，至今尚未定型。

三、矛盾之二：爱情的道德性与非道德性

新文化人在贞操以爱情为前提的观点上达成了一致，何以最终走向了不同的性道德？再次返回问题的起点，返回争论的

内容本身，双方对于爱情的理解其实并不相同。具体来说，乃是在伦理价值的层面，性与爱更为紧密地结合，同时性和爱作

为结合体与婚姻脱嵌。

四、余论

新文化关于性道德的主流话语，依然是将性、爱和婚姻建构为一种连续的情感关系，整合三者在价值层面的统一性。然

而，性道德虽然与家庭伦理密切相关却不完全重叠，发展至“新性道德论争”时，讨论的实际内容显然已经溢出家庭伦理的

范畴，进入了个体关系的领域。也正是对溢出家庭的性的关注或者说宽容，触及了性道德讨论的“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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