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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旋飞的社会中学会选择 

――《中国式ED》序言 

  

潘绥铭 

  

ED是一个英文医学术语的缩写，说的是男性的“勃起障碍”。 

如果讨论这个问题，我想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马上想到医学与医生，会想到求医问药；或者会觉得与我无关、不屑
一顾；尤其是女性，更会如此。 

可是，也许我们需要认真地想一想了：每当我们沾沾自喜地认为“我根本没有ED”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把“勃起”
想象成什么样呢？又觉得什么样就算是“障碍”呢？ 

恐怕没有多少人真的知道医学上的判断标准，更不要说真的按照这个标准来评判自己了。结果，我们通常所说的
“我没病”，其实只不过是 “我的性生活还行”的意思。 

真的如此吗？ 

恐怕不是的。我们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现在正在对中国的18岁到60岁的总人口，进行随机抽样的性生活

与性关系的调查。根据目前已经得到的数据[1]，我们发现几个有意思的情况： 

第一个情况：真正的ED（勃起障碍超过两个月），在男性总体中其实并不多，只有4.8％，但是偶然有过的男人却不
少，达到41.9％。两者相加，就将近男人的一半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18－29岁的年轻男人里面，也有4.3％的真
正的ED与27.3％的偶尔有过者，两者相加接近三分之一。 

第二个情况：男人在清晨刚刚睡醒的时候，阴茎应该出现不自觉的勃起。可是在所有的中国男性中，有13.3％的人
没有出现过“清晨勃起”；再加上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人，达到22.2％。即使是在18－29岁的年轻男人里，也有9.4％的
人没有“清晨勃起”，加上说不清楚的人，就达到14.5％。也就是说，那些看起来生龙活虎、性欲旺盛的小伙子们，其
实每七个里面就有一个在这方面有着难言之隐。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虽然原因会有很多，但是最主要的是在于：我们对于性的欲望与兴趣都极度地减少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在所有男性中，有8.1％的人“从来不想性方面的事情”；再加上超过一个月才想一次的男人，则是20％（五
分之一）。即使是在18－29岁的年轻男性里，“从来不想”的人也占到8.2％，加上一个月以上才想一次的人，就是
17.6％（六分之一强）。 

其二，在男性总体中，有15.4％的人一直或者超过两个月对性没有兴趣，偶尔有过这种情况但是不到两个月的人更
多，达到31.4％。即使是在18－29岁的年轻男人里，这两个比例也分别占到14.6％与22.5%。也就是说，虽然许多人都
认为年轻男人个个是“色狼”，其实他们里面有七分之一的人没什么“贼心”，还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人“贼心”没那么
持久。两者相加，占到小伙子的三分之一还多。 

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情况，许多男人寄希望于“补养”。结果我们的调查发现：吃过各种各样的“壮阳药”、“滋补
品”的男人有12.3％，即使是在18－29岁的小伙子里也有7.2％。 

  

其实，性问题的原因往往在“性”以外。我们的“欲念衰减”很可能并不是来自于生理问题，而是来源于我们生活
在其中的这个社会，来源于社会的变化太快、太复杂，使我们很容易迷失方向、丧失自我。 

难道不是吗？看看我们天天耳闻目睹的、铺天盖地的、无孔不入的那些青春广告、时尚刊物、各种“秀”、网上信
息，哪一个不是在拼命地传播着各式各样的“性暗示”？最常见的就是：在宣讲“性福”（这没错）的时候，却非要展
示“美女”与“帅哥”不可，而且往往是大富大贵之人的形象。这其实就是警告世人：如果你不够美、不够帅，尤其是
你如果不够阔，那么“性福”就没你的份儿！ 

从细节上来看，许许多多赞扬“性福”的信息，其实恰恰是在摧残着我们去追求它的勇气与信心。例如，究竟怎么
样才是“没有勃起障碍”呢？按照一些传媒与互联网所宣扬的流行信息的说法，男人简直就应该是“金枪不倒、百战不
殆”、“发扬英勇作战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与X女做爱X小时”等等，不一而足。再例如，一些流行信息恨不得把人
大卸八块，把人体的每一个部位都给“性化”了，还不厌其详地教导你：应该先摸XX，再刺激XX，时间要达到XXX分钟，
强度要达到XXX公斤，等等，等等。 

结果，我们的胃口被吊高了；判断标准被扭曲了；我们似乎已经不再满足于做一个人，而是妄想成为“性的永动
机”。可怜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中国男人，在这种“性息”的狂轰滥炸之下，不是憋气就是自惭形秽。我们的自信心潜
移默化地、一点一滴地溜走了；而前述的那些“兴趣贫乏”与“欲念衰减”却悄悄地钻入了我们的心底。 

尤其是，流行信息中的“超自然标准”使得我们产生了一种“表演的焦虑”。结果，我们开始非常在乎自己在性生
活中的表现好不好。在男性总体中，“担心自己的表现”超过两个月的人虽然只有4.8％，但是偶尔这样的人却多达
47.9％，将近一半！即使是在18－29岁的年轻男人中间，也是大体相同。 

  

刨根问底，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自己的表现好或者不好呢？我们究竟在使用什么样的判断标准？它真的是来自我们自
己的实践总结吗？它为什么对我是合适的？它就没有副作用吗？ 

可惜，考虑这些问题的男人并不多，甚至还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被异化了，我们的性生活不再是
一种相互服务与共同享受，而是开始变成一种“做秀”。我们的灵魂跑到身心之外，在冷眼旁观着那个“我”做出种种
“标准动作”。我成了“我”的“评委”，然后我又因为“我”这个“评委”的胡说八道而心痛如绞、甚至痛不欲生。 

这是何苦呢？就像“鞋子合适不合适只有脚丫子知道”一样，每一个自我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干嘛非要拿那些既
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流行信息”来生搬硬套自己的世界呢？ 

这是生活在当下的最起码的“生存技能”。中国社会之剧变，只会越来越快；中国性文化的多元化也只会越来越繁
杂。许许多多我们迷信的东西都行将逝去，我们所不习惯甚至不接受的现象则会日益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强化自我，那
么无数或真或假的“性知识”、“性准则”、“性指南”、“性技巧”、“性窍门”就会把我们搞得昏头转向、徒生烦
恼。 

我们的“性”只属于我们自己，既不属于别人，也不属于“流行信息”。 

我们的生命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因此我们的“性”也必定是这样的。 

我们活着是为了自己的幸福与“性福”；不是为了“标准化”，更不是为了“做秀”。 

我们拥有一切权利来对“流行信息”评头品足，而它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权力来干涉我们的“性”。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 

我们无法封住那些妖言惑众的“流行信息”，但是我们却完全可以把它拒之门外。 

舍此，我们还能在这个旋飞的社会里生活下去吗？ 

  

这本书，就是描绘大千世界中林林总总的“性”方面的社会现象。它不是为了把您说得更晕，而是为了让您书面地
实习一下，看看自己能不能从中做出自己的虚拟选择。因此我推荐它。 

当然了，有的读者也许会问：那你倒是给我们一个答案啊，到底应该怎么选择呢？ 

您看，您确实需要实习了：如果我又给您一个“标准答案”，那我成了什么人啦？再说，就算我想给，有吗？ 

  

  

  

  

  

  

  

[1] 这里的统计数字都是2006年10月20日为止的，将来我们会发布所有的数据，与这里的可能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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