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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性婚姻”，还是无爱与无知？ 

 

潘绥铭 

 

在制定和通过2001年《婚姻法》的过程中，参与者们的心底深处，大约一直有一个幽灵在徘徊：中国的各种非婚性关系已经严

重到非惩治不可了。可是，他们是否想过：空有婚姻之名，却无性生活之实的人又有多少呢？这些人难道就不应该受到《婚姻法》

的关注、调节与帮助吗？或者说，这些立法者为什么一定要把《婚姻法》搞成“杀手”，而不是“医生”？ 

 

基本情况 

 

根据我所主持的调查，在全中国的、20－64岁的、已婚或者已经同居的、被调查时仍然生活在一起的男女女女里面，每个月连

一次性生活都不到的人超过了四分之一（28.7％）。在最近一年里连一次性生活都没有的人则占6.2％。 

当然，由于身心疲劳的长期积累，年纪越大的人们性生活的频率也就越低。因此，我们这里只谈51岁（不含）以下人口的情

况。 

我们的调查却令人惊讶地发现：如果给每个人的性生活频率打分，以100分为性生活最多，1分为性生活最少，那么，生活在大

城市（直辖市与省会）里的人们，性生活是最少的，与农村人口相差无几；而县城和县级市里的人们，性生活却是最多的，而且比

大城市的人们高出将近10分之多。（见下图）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推测，第一个原因是：大城市里的日常生活更加紧张繁忙，生存压力过大，使得人们投入性生活的兴趣、动力

和精力都不知不觉地减少了；而县城里的日常生活却相对安逸舒适，性生活多也就顺理成章了。 

第二个原因则是：城市越大，已婚或者同居的人们，相互之间的爱情反而越少。（见下图） 



说到爱情，人们都猜想它肯定在影响着性生活的多少。但是具体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的调查是在中国第一次揭开这层面纱。 

 

爱情对于性生活频率的强大作用 

我们的调查虽然可以反映全体中国人的情况，但是如上所述，中国的城乡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下面我们只谈县城（含）以

上的城市人口的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整体上来说的爱情，对性生活多少发挥了何等作用。（见下图） 

 

上面的图表说的，其实就是一句话：爱是性的灵魂。 

也就是说，如果双方已经谁也不爱谁了，那么他们之间的性生活频率就会减少18分之多，到达谷底。如果双方仍然相爱，那么

他们的性生活就会多许多，而且无论是谁更加爱谁，他们的性生活频率都差不多，只不过如果有一方更加爱对方的话，性生活还会

再多一点。 

当然，我们都知道，爱情必须表现在日常生活中，才能真正发挥它的作用，即所谓“平平淡淡才是真”。对我们大多数中国人

来说，爱情主要表现在“体贴”上。如果一个人觉得伴侣对自己非常体贴，那么他们之间的性生活就是最多的。体贴的程度越低，

性生活就越少。如果完全没有体贴了，那么性生活频率就坠落到最低点，降低了足足27分之多。（见下图） 

体贴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它涉及的毕竟主要是鸡毛蒜皮的琐事。爱情必须用更加直接的行动来表达；中国人那种“有爱放在心

里”的传统方式，在当今时代已经越来越不灵了。 

我们的调查发现：在除了性生活之外的日常生活里，双方如果能够经常地互相拉手、触摸、拥抱；那么他们之间的性生活就是

最多的。这些亲密行为越少，性生活的频率也就越低。如果在日常生活里双方“爱而远之”、“授受不亲”（就是碰都不碰）、

“相敬如宾”（就是没事瞎客气）、“一片冰心在玉壶”（就是“虽然我也想要，但是非要你先说”）；那么他们就惨了，性生活

频率陡然下降27分之多，可怜到连最高分的一半都不到。（见下图） 

 

除了上述的情况之外，我们也不要忘记：嫉妒是爱情的试金石。 

按照传统的说法，如果双方相互谁都不吃对方的醋，就应该叫做“和和美美”，甚至是“如胶似漆”。可是我们的调查却发

现，相互之间从来不吃醋的人们，性生活频率恰恰是最少的。他们比起那些多多少少有些吃醋的人们，要少9分；比起那些有时吃醋

和经常吃醋的人们来，更是减少了12－13分之多。 

所以，虽然我们不能说“醋”就一定是奔腾延绵的性之火的助燃剂，但是看重他（她）、珍惜他（她）、为他（她）而心中火

烧火燎，却无疑象是直达性爱星空的“奋进”号航天飞机。 

 

 

性，也需要学习 

 

虽然我们强调了爱情与性观念对于性生活频率的作用，但是性生活毕竟是一种“双重奏”，两个乐师单独演奏得再好，如果不

会协调，也产生不了美妙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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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调查了人们的5种性生活的具体方式：女上位、后入位、口刺激对方、被对方口刺激、肛交。如果把这5种性方式加在一

起，按照百分制来排序，以100分代表总是采用所有5种方式，以1分来表示从来没有采用过任何一种方式，那么我们通过统计分析就

可以发现：所采用的性方式越多，性生活的频率也就越高，因为不同的性方式一般会给人带来更多的新奇感和心理刺激。反过来说

也是成立的：性生活越是频繁，就越需要避免枯燥和乏味，因此采用的性方式自然也就多起来了。 

尤其是，性方式的多少对于性生活频率的作用，出人意料地大。那些每个月连一次性生活都不到的人，性方式得分比那些每个

星期过3－6次性生活的人，竟然降低了32分，几乎减少了一半。反过来说，那些性方式得70分（相当于经常采用3种方式）的人，几

乎每天都过性生活，而那些性方式只得38分（相当于只是偶然采用一种方式）的人，却连每月一次性生活都达不到。（见下图） 

性方式的多少是如何获得的呢？看来学习性技巧至关重要。否则，就会象下面的图所表示的那样：如果对方根本不懂任何性技

巧，那么双方性生活的频率就低到只有28分。如果对方非常懂性技巧，则性生活频率就会一举上升到58分，提高了整整一倍。 

不过，我们毕竟是情感动物，而不是杂技演员。因此，性生活中的技巧固然不可或缺，可是性生活中的美好感觉也同样至关重

要。我们调查的性感觉包括：生理上是否舒服、心理上是否满意、有没有耻辱的感觉，是不是觉得对方脏或者性生活本身脏。结

果，在统计分析后我们发现： 

如果我们在性生活中的感觉并不好，得分低到只有37分，那么我们的性生活就连每月一次都不到。如果我们希望每天都有性生

活，那么我们对于性生活的美好感觉，就必须上升整整一倍，达到74分才行。（见下图） 

 

 

总而言之，我们的调查结果可以证明： 

所谓“无性婚姻”最重要的来源其实并不是生理障碍（各种病痛）或者地理障碍（两地分居）。 

只要两个人仍然生活在一起，那么，“无性”只会来自“无爱”与性方面的“无知”。 

 

 

 

关闭窗口

Copyright ©2002-2005 中国人民大学 性社会学研究所 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05053204号 电话:（010）62514498 Email:book@sexstudy.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