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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美时代 

齐晓燕 
  
从现在各大媒体的报道的发展趋势来看，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中性美的时代，可以说是一个个性疯狂的年代，

但中性显的更疯狂。不光女人“不爱红装爱男装”，在打扮、语言、动作上象男性靠拢，男人也在争先恐后的吸
收女性的因素，代以长发、挑眉，呈现阴柔之美。父母及长辈们不禁要惊呼：这个社会怎么了，现在的年轻人怎
么了，简直是在颠倒黑白。乱花渐欲迷了人眼。在这里，性别的装饰符号已经变的轻如鸿毛，模糊不清了。 

随着社会性别观念的日趋开放，男女两性的中间地带不再是神秘的禁区，成了双方自由驰骋的广阔海洋，这
到底是社会的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目前众说纷纭。但当人们把性别的错位总结成一种社会潮流的时候，我们
对性别的审美被明星们彻底颠覆了。取而带之的是“男人女相，女人男相”。 

说起近年来大行其道的“中性美”，反倒是从最大男子主义的国家日本率先刮起来的，时下，日本女性眼中
最流行的男人是“杰尼斯型男”，即日本杰尼斯事务所旗下的木村拓哉、泷泽秀明、山下智久等 “像处女一样
清纯，像维纳斯一样温柔”的细嫩单薄的体型。高仓健型的硬汉男人在日本早就不吃香了。过去的“铮铮铁骨”
显然已经让位于如今的“铮铮排骨”了！日本对男人审美的日趋中性化趋势跟近年日本经济的衰退和女性地位的
提高密不可分，传统日本“男主外和女主内”的家庭模式使女人一直依赖强悍的男性，但随着日本经济的不景
气，妇女不仅开始走出户外，且在外工作养家糊口的比例越来越高，即使有了孩子，她们也不愿放弃自己的事
业。女性经济上的独立，影响到社会地位和对男性的审美。“阴盛”自然导致“阳衰”。 
    韩国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李俊基因主演《王的男人》而打破韩国电影有史以来最高票房纪录，成为了当下韩
国身价最高、人气最旺的男演员，其在《王的男人》里扮演的戏子孔吉从外形上看基本上已是“亦男亦女、雌雄
同体”了。这使得近年来在韩国影视圈内刮起的“美男旋风”愈演愈烈，演艺界新生代男演员中，普遍呈现“中
性美”的一面。现今拥有“比女人更女人的美貌”成了韩国电影电视制作人选拔男主角的一大评判标准。  

而在中国，选秀节目蒸蒸日上。最火的不过超女，不过好男儿。但这里的超女不是标准的“淑女”，好男儿
也不是传统意义的好男儿。先有《超级女生》深谙中性美之道，拒绝长发，拒绝裙子。后有《加油，好男儿》的
阴气缭绕，清秀娇弱，温柔多情，“男儿有泪就重弹，哪管未到伤心处”。从这些选秀节目收视率的“高开高
走”可以看出““男女有别”式的传统审美模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式的“中
性美”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当今时尚的“弄潮儿”。  

选秀节目如此色彩斑斓，生活中、职场上又何尝不是这样？当女人闯进男人主宰的传统职业时，一向刚强坚
硬的男人们，也将职业之手伸向了女性角色的领域。男秘书、男公关经理、男话务员、男护士、男保姆等应运而
生,幼儿园里各种“阿舅”层出不穷。在职业上，男女没有了明显的分界线，就业的性别结构正悄然发生着变
化。  

工业化和高科技的发展，使男人的体力优势渐渐趋弱，智慧与才华成为职业生涯的决定因素，女性有更多的
机会加入到社会财富的创造中。越来越平等的就业机会，为女性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有了经济地位的女性，
不满足于金钱上的富足，她们要得更多：平等、自由、地位、权力。女人们也少了以前女主内的轻闲，商场赛场
都要和男人竞技，不能再像以前靠女性特征和柔弱博得同情和宽容了，所以年轻女性变得坚强和男性化也是不无
缘由的，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促使更多女性走向职场的中心位置。也即当女人不得不和男
人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去竞争时，女人性格中男性化的一面便不断得到强化，并逐渐变成“中性人”。这既是大环境
的需要，也是女性在职场中生存的需要。而同时与此相对应的，是一些男性也开始具备了女人所特有的细腻和温
和。此外，现在社会的生存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男人们肩负着家庭和工作的压力比以前社会大多了，还要用一些
传统的大男人主义的标准去约束他们是有点残酷的，男人也有脆弱和柔弱的一面，所以通过个性的解放可以适当
释放他们的生存发展压力，正如歌里所唱：“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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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专家指出，随着妇女越来越“职业化”，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男女交往日趋密切，职场男女之间
的性格逐渐互补或对流，使男女间的“性格沟”越来越不明显。而事实上是，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只要一走
进办公室，性别就退到次要地位，立刻成了“中性人”，决定你身份、职位、工薪的是你的业绩。没有人会因为
你是女人，就降低对你的要求，给你打开方便之门。当然，也没有人因为你是男人，就平白无故地信任你，委以
重任。一切还要凭借实力说话。 

但所谓中性职业人，实际是男人与女人在职业中相互学习的过程，并不是要使男性和女性向完全相反的方向
转化，而是摒弃一些由性别带来的个性缺陷，心胸更开阔地接受另一种性别的特有优点，在中性环境中，制造出
平等的社会竞争法则。当然在爱人、孩子面前，你的贤妻良母、雄夫严父可以照做不误。总之，向中性的方向靠
拢，使女人的美更大气，男人的刚强更有韧性，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不要“矫枉过正”，男人变得太“娘娘
腔”，女人太强硬，都会引起领导、同事甚至家人的反感。 

事实证明，不管是看惯看不“中性美”，这个时代已经到来，整个世界“梨花带雨”的婉约男人，“不让须
眉”的豪放女人到处都是。面对这股“中性潮流”有人反感，有人赞扬，大概这就是不同年代的审美情趣不同
吧，或者是当人们审美疲劳时需要注入的新的元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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