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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性别”的社会学解读

[ 作者 ] 王建民 

[ 单位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 摘要 ] 传统上对人类性别的区分是男性、女性的两分法，在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性工程建设日新月异的背景之下，加之西方发达社会器

物、技术、制度和思想观念的不断传播与引入，传统中国社会的众多方面也在悄悄的发生变革。当下，“男生、女生、女研究生”成为大

学校园中一种流行话语，女研究生被列入男女正统性别结构之外的“第三性别”，她们被一些人认为是只知道书本而不懂温柔，知识丰富

却缺少女人味的怪物。那么，这“第三性别”的出现究竟是对男女二元性别结构的有意冲破还是对女研究生乃至女性的性别歧视和社会歧

视？回答这一问题，还必须对“第三性别”的生成逻辑加以分析。 

[ 关键词 ] 社会学;女性主义;女权运动;第三性别;二元性别

       一、背景：众神狂欢时代的性别游戏传统上对人类性别的区分是男性、女性的两分法，而且早期的人类文明中多数都有男权宰制女

性的历史，无论是身份、地位、职业还是社会分工、社会权利甚至性爱的体位都体现出男性高高在上、而女性只能被动服从的事实，这似

乎是毋庸置疑的。到法国学者、作家波芙娃发表《第二性》这部著作，进一步揭示了男为第一性、女为第二性的二元对立，女性处于明显

的次属地位。也正是女性对传统的性别架构和从属地位越来越不满，便爆发了呼吁女性解放、男女平等的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潮。20世

纪60、70年代以来，女权运动以欧美发达国家为阵地迅速波及全球，女性主义思潮也成为后现代主义夜空中一颗耀眼的明星。从根本上

说，女权运动与女性主义思潮是西方发达国家现代性发展的结果，是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产物。在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虽

然二者在劳动工具和生产方式上存在重大分殊，但无非都是人与自然、面向他物、主客对立的二元程式。人被颂扬为自然的主人，拥有征

服自然、战胜社会、支配世界的无上力量；人能为自然立法，自然和社会都是为人利用和服务的工具性客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无疑是主与

奴、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概括地说，科学理性、工具理性和主客二元叙事是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中人类主导的思维方式和价值

取向。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主要特征的后工业社会展露端倪，产品经济转向服务经济、主客二元叙事转向主体间性，人类疯狂的掠夺自然资

源转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求的提出等等，人与人的矛盾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在社会理论上是现象学、常人方法学、解构主

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此起彼伏。“后”的话语成为思想界和学术界的显性话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男女性别二元刚性对立的局势也岌

岌可危，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潮也就势所必然的产生了。二、问题：“第三性别”与悲剧的诞生在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性工程建设日新

月异的背景之下，加之西方发达社会器物、技术、制度和思想观念的不断传播与引入，传统中国社会的众多方面也在悄悄的发生变革。从

社会制度、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到人的身体与行为方式，转型都在或缓或急的发生，甚者大有扑朔迷离之嫌。当下，“男生、女生、女研

究生”成为大学校园中一种流行话语，女研究生被列入男女正统性别结构之外的“第三性别”，她们被一些人认为是只知道书本而不懂温

柔，知识丰富却缺少女人味的怪物。那么，这“第三性别”的出现究竟是对男女二元性别结构的有意冲破还是对女研究生乃至女性的性别

歧视和社会歧视？回答这一问题，还必须对“第三性别”的生成逻辑加以分析。似乎以下几点可供参考。 1、男尊女卑观念的遗传。两千

多年的中国封建传统，在性别的意义上就是男尊女卑、男权宰制女性的历史。“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女子无才便是德”是传统社会

对女子的文化和社会认同。女子只有温良恭俭、逆来顺受、遵从三从四德（三从：未嫁从父，婚后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妇德、妇言、

妇容、妇工），才被认为是合乎礼仪、无悖于传统。至于花木兰、穆桂英之例绝对是寥若晨星的异类。况且她们也并没有逃出父权制的掌

心，一个女扮男装、替父从军，一个为天子尽宗、为夫君尽力。古代女子的“三寸金莲”被认为是美、有闲和脱离生产的象征，用制度学

派创始人凡伯伦的话说，女子的有闲是为其主人执行代理有闲和增加主人的荣耀；而大脚板则被弃为丑陋和粗鲁的表现。封建社会中女性

的身体实为身体政治与男性统治的对象和客体。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变迁，女性角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现代中国社会，她们逐渐由家庭

走向社会，参与广泛的社会分工并占有相当的社会资源与利益分配，并在某些领域承担着往往是男性所无法胜任的工作。这种变化必然冲

击根深蒂固的传统“男根主义”、父权制和传统男女观，于是，女性所扮演的角色与男性对其的认同之间出现裂痕，女性愈强则男性的传



统自尊受到的打击就越大，则这种裂痕就愈大。因而，作为女强人重要后备群体的女研究生就逐渐成为男性所不喜欢的尤物。势所必然，

便出现男性、传统女性、现代女性的三元划分，“第三性别 ”也就浮出水面。其中，男性仍然充当着传统性别观念的治理衙门和执行工

具。 2、教育与性别角色的转型。自中国古代实行科举制以来，进士中举惟独是男性的专利，女子是没有什么资格的。悬梁刺股、凿光莹

雪、十年寒窗苦也都是男性的壮举。男性成为科举制度的物质载体和向朝廷输送人才的传动带。不仅男性宰制女性，其自身也受科举制的

宰制，实为身体政治的实践。可以说，在封建秩序之下，不仅女性是悲哀的，男性也是不幸的。科举制度废除近百年之后的现在，女性与

男性有了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男女平等的理念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同一个并没有改变的事实是：男性与女性同样受教育

的主宰。本来受教育是每个合法公民的正当权利并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但是，社会上广泛存在的盲目的“惟学历主义”，高校中的疯

狂的“扩招主义”却使受教育成为就业皮鞭驱动下举步维坚的重负。迈进神秘象牙塔的大学生仍然拖着“沉重的肉身”追赶学历，追逐能

带来名与利的“金饭碗”。身体仍然是“前身体”的延续，受教育越来越成为不自主的追求。不惜金钱与青春攀登学历高峰者大有人在，

倾家荡产者亦有之。“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学问无涯生有涯，欲获真知须刻苦”等观

念在莘莘学子的潜意识和集体记忆中不断搅动：如果此时不学或学无所成，则明天可能无缘理想的工作或丢掉手中的饭碗。这样，经历过

头悬梁、锥刺骨、倾青春韶华而科考的男性尚能够顺其自然、自然而然，而史无前例的女性却在如此重负之下呈现出与“非女研究生群

体”相异的特征。据说是表情凝重、情感匮乏、神气趾高气扬，令男性和非女研究生群体望而却步，敬而远之。于是“第三性别”便在这

边缘化中又有了另一条依据。女性是不幸的，以往受男权的宰制，如今又受学历主义的支配，在这一点上，男女可以达到“平等”了！真

让人哭不得，笑亦不得。好在有男性为伴，当今教育体制之下的女研究生也会少一些孤独了！ 3、女性的解放与异化。与传统中国社会中

的女性相比，现代女性获得了明显的解放。从家庭生活到公共活动，从内部劳务到社会分工，从政治参与到广泛社会权利的获得，等等。

女性的地位、身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这是女性解放的重要表现。但事实的另一方面是，社会解放了女性同时又异化了女性。如今

女性可以干以往只有男性才有权利干的事，甚至男性干不了的事，但其中有些事却是女性本不该干的事。只身抗洪抢险、搬石运瓦、杀牛

宰羊、荷沉枪实重弹，甚至拦惊马、扛水泥、运钢铁等等。在有些场合，这样的女性被作为花木兰的勇武形象而大加颂扬并作为标杆广为

宣传。这无疑夸大了男女性别的同一性，歪曲了男女平等的价值内涵；否认了生理所决定的性别差异和社会分工的不同，其结果也必然是

既冲击了男性的传统自尊，也阉割了女性温柔、婉约、体贴、细腻等特质。最后结果是，女性由被动的男权宰制品蜕化成主动的异化物。

女性的身体仍然没有实现自主，无非是从封闭的牢笼走向开放的沼泽。在我们的教育中，女性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但社会上却普遍存在

着就业歧视。虽然女性的学历水准提高了甚至超过了男性，但同等条件之下女性的劣势却依然存在。因此，追求深造、追逐更高的学历成

为女性试图摆脱劣势、网罗更多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利的重要筹码和手段，并被这一手段所强制、驱使。“第三性别”的柔弱之身便应运而

生于主动追求与被动强制的夹缝之中。这究竟是女研究生的悲哀？教育的不幸？还是社会的尴尬？三、启示：囚网中游弋的“自由之鱼”

“第三性别”绝不简单的是一种“后现代”话语或是戏谑的游戏之词。在其背后，我们能看到和想到的是，性别的社会性差别与不平等从

来都不是性别本身的权力博弈，更不是所谓生物学或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优劣之别，性别角色纠缠的根源在于社会或文化意识形态的宰制。

男女平等、女性解放不是追求男女的绝对一致，而主要表现在人格的尊严、权利的平等与性别的自由。如果将平等等同于男女的同一，那

解放女性的同时便又奴役了性别——不仅奴役了女性也奴役了男性。进一步说，男女平等、女性解放在于社会而不在于将斗争的矛头指向

异性；在于社会权利的获得而不在于将异性视为敌人加以排斥；在于各得其所而不在于性别的绝对同一。男性或女性不应该把对方当成自

己的对立面，而必须指向人伦、宗族、国家和社会历史文化的脉络之中。按波芙娃的观点，女性所拥有的身体和心理是建构出来的，另一

方面，妇女面临的社会和文化也是建构出来的。事实上，男性的身体与心理也是建构出来的而非现成的模型塑造。若“第三性别”成为客

观事实，那它不是男性或女性实施强制或歧视的结果，而是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遗传和制造。这种制造可能是一种痛苦，但痛苦其实一直

深埋在传统文化和社会的集体记忆中而未曾停止过。也许“第三性别”也只是身体政治的游戏之一，如果人类社会和政治需要，谁都难以

保证不会出现“第四性别”、“第五性别”乃至更多。所谓的“我选择，我喜欢”似乎是个人自由的发挥；奇装异服、花哨的打扮，我行

我素，怪异的有声语言和肢体语言似乎是个人主体性的逍遥，但实质上这种自由与逍遥无不在深深的桎梏之中。正如卢梭所说：“人是生

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也许只有那个“黄金时代”的原始游民才

其乐无穷，也许只有第欧根尼式的存在才是真正的日常。然而我们是现代人，是在积淀数千年的文化中生存的人，也是在权力与意识形态

的惯性中欢喜和忧愁的人。我们的身体被打上权力与意识形态的深层烙印，从毛发到皮肤，从服饰到肢体，从动作到内心深处，烙印无所

不在。鱼在水中自由地游弋，但它的范围却只是一张囚网的空间。人类渴求自由、追求自由，并获得了些许自由，然而，社会架构的潜逻

辑却时刻网罗一切！人类逍遥的同时切不可忘记自身的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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