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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婚外性行为 
  

罗庭伟 
  

性与婚姻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通常的理解是：婚姻关系确立的目的之一是建立稳定的性关系，满足性的
需要。婚姻的目的有性的需求，但性的目的并不一定导致婚姻关系的形成。也就是说人类的性心理、性需求与婚
姻并没有必然性的联系。人类性的需求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得到满足。在开始有性的需要的时候，大部分人主要通
过自慰途径满足性需求；婚姻关系的确立使人们的性需求在自慰的基础上增加了性交这一较稳定的方式。但人类
的性心理和性需求是比较复杂的，婚外性行为就无法用性需求这一简单原因来解释。婚姻关系的确立使性关系得
以稳定，但稳定的婚姻关系并不能完全保证性关系的稳定。 

  
性需求与婚外性行为 
  
性的需求与婚外性行为是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一个因素，婚外性行为的目的之一还是满足性的需求。那些一

味认为婚内情感的丧失是导致婚外性行为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人类的性心理是比较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
的性表现方式即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正常的性并不一定表现为异性性行为这一点已形成共识，同性之间、自我满
足等都是性行为表现形式。什么是婚外性行为？简单来讲就是具有婚姻关系的双方与第三方发生性关系。在我国
婚姻的法律确立形式是异性婚姻，而婚外性行为的第三方则既可能是同性，也可能是异性。 

婚姻是家庭存在的基础，而性是婚姻的不可分割物。一些学者认为，爱情是由感情因素和性本能因素组成
的，在友情关系中，感情占有很大比例；在恋爱关系中，性的需求占有很大比重。恋爱的直接目的和结果——婚

姻也就不能不和性需求有密切的关系
[1]

。在一定程度上讲，婚姻关系的首要目的是满足人的性需求，那么当性
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婚姻关系会呈现何种状态呢？而性需求又通过何种途径得到满足呢？笔者认为，当婚姻不能
使性需求得到满足后，婚外性行为的出现成为一种必然的现象，而婚姻的稳定性就会减弱，其功能发挥则主要体
现在满足养育和维系家庭关系上。 

前苏联社会学家B•A•瑟先科提出，婚姻是满足多种多样的需求而缔结的。婚姻中的一方或双方的某些需求部
分或全部得不到满足，就会导致争吵，进而发展为持续的冲突，从而损害婚姻的牢固性。其中，性的需求得不到
满足是导致婚姻关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当性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一部分人无所作为，任其发展；一部分人会寻

求自慰方式解决；一部分人会打破原有的婚姻关系，建立新的婚姻关系方式
[2]

；还有一部分人会通过婚外性行
为满足性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婚姻是为建立稳定的性关系而产生的，人类社会普遍的道德和法律规范都强调婚
姻性行为的排他性，即排除婚外性行为。但当婚姻关系必须维持，而性需求又不能通过前述三种方式得不到满足
或加以解决时，婚外性行为是否应该依然受到婚姻关系限制呢？这就成为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婚外性行为、婚外情与婚姻 
  
婚外性行为一向被认为是比较严重的越轨行为，其超越了婚姻的法律和道德轨线。然后非常有意思是，各个

历史时期，人们对婚外性行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如唐代并不视婚外性行为为越轨，相反更多的人将其看作一种
风尚。到清代以前，男子的婚外性行为依然不受道德和法律的严格限制，甚至一些文人学者经常到青楼狎妓聚
会、饮酒作诗。而自清代之后，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婚外性行为就逐渐被视为异端行为并加以禁止了，对女性
尤其严格。人们开始将婚外性行为称为“通奸”，并且对此类“犯科”的男女施以重刑。随之婚外情也受到法律



和道德的严惩。 
然而不可否认的重要方面是：婚外性行为通常是与婚外情相伴产生的。现在很多人并不严格区分婚外情与婚

外性行为，在很多场合将两者混用。实际上两者虽然有共同的地方，但婚外情与婚外性行为是两个概念。前者是
以感情为基础，在此之上可能发生性行为；而后者是以性行为为基础，在此之上可能产生感情。婚外性行为主要
满足性需求，而婚外情则主要满足情感需求。区分婚外情与婚外性行为的标准是感情与性行为何者居第一位。那
么婚姻在婚外情、婚外性行为中居于何种地位呢？笔者认为，婚姻只是婚外情和婚外性行为的前提条件，即只要
不存在婚姻，所谓的婚外情和婚外性行就无从谈起。 

现代的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的，但人类的情感却是经常处于变化之中。因为某种原因或某一些原因，爱情也
会产生变质。甚至很多人提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婚姻将爱情变成了普通的感情，仅是为维系家庭而存在。当
然这些观点也许有些极端，但不可否认的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仍然存在破裂的危险，婚外情实际上就是婚内
情感丧失的替代物。现代社会是崇尚自由的社会，婚姻也是崇尚自由的婚姻。当婚姻双方因情感丧失生活在一起
痛苦不堪时，人们又有何种理由来阻止他们离婚呢？然后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不是婚内感情破裂本身，而是婚外
情或者婚外性行为导致婚内感情破裂这一现象。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否需要以法律和道德加以严惩？这是考验人类
智慧情感大问题。 

  
社会规范与婚外性行为 
  
毫无疑问，婚外性行为是中国社会生活中比较普遍现象。很多人认为，婚外性行为的出现是内心负罪感的缺

失。西方学者所谓的文明的进步与负罪感的增强理论在中国无法得到应验，甚至走向反面。很多中国人对于自己
的行为基本不会产生负罪感。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中重要因素可以用文化差异来解释。在西方，人们普遍相信上
帝监督着世间的一切，人们在他的监督下生活在一起，没有随心所欲，并在内心之中逐步形成一种规范，人们从
内心中服从这种规范。而以汉族为主的中华民族，除了部分人群外，基本上没有宗教信仰。长久以来依靠儒家学
说统治社会，强调“礼治”规范。 

也就是说，西方人重视内心自省，而中国人依靠外部约束。在西方人行为中有宗教信仰及负罪感来约束的部
分，中国人则更多地由社会规范来约束。因此，在中国对婚外性行为的规范主要来自外部——家庭、社会、政府
的压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西方人婚外性行为就会少，而中国人虽然较少受到内心的折磨，却慑于社会行为规范
的压力而不敢轻举妄动。所以一旦社会形成对婚外性行为较开明的态度，婚外性行为就会变得较为普遍。由此可
见，社会规范是制约婚外性行为的关键因素。 

然而，转型时期各种社会规范不同程度上受到弱化。传统封闭社会环境中，个人大多数的越轨之举，如婚外
性行为，时刻处于其他人和组织的监督之下。个人的成长和发展也与社会规范对他的调节密切相关。严格的社会
规范使个人不可能产生太多的越轨行为。而在转型时期，人口大规模流动和迁徙，许多人远离了自己原有的生活
圈子来到陌生的地方，这样，原来制约他们的一些社会规范和监督他们的人群就不再起作用，越轨行为也必然会
增加。例如，性工作者往往在远离自己原住地的地方从事性服务，因为这样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将他们的越轨行为
隐藏起来，大大降低曝光而爱惩罚的危险。婚外性行为也是同样的道理。 

   
 婚外性行为、财富与社会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婚外性行为与社会地位、个人财富相关。一项调查表明，财富因素是婚外性行为产生的重要

因素。“……人们常常忽略了婚外性行为中的经济因素……由于婚外性行为里包括了‘性交易’，所以它必然与
自己的经济收入强相关。例如，在每月收入最高的5%的人里，有45.1%有过婚外性行为。可是在每月收入最低的

那40%的人中，却只有5%的人有过婚外性行为”
[3]

。也就是说，婚外性行为“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同时我们
也可以根据上述数据揭示一个重要趋势：随着我们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以及高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人们尤其是富
人对婚外性关系将持越来越宽容的态度。 

此外，社会地位与婚外性行为又有什么关系呢？通常的理解是，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群更容易受婚外情的诱
惑，也就更容易发生婚外性行为。社会地位主要通过权力和威信两个方面来界定。一是掌握一定的权力，如领导
干部；二是具有某种威信，如某一领域的专家（与知识分子不是同一概念）。那么这两类人群的婚外性行为情况

如何呢？有数据表明，领导别人的干部确实有婚外性行为的，仅为5.2%。
[4]

具有某种威信的人的婚外性行为没
有统计数据，无从知晓其婚外性行为情况，但可以肯定的是数量不会太大。由些可见，社会地位与婚外性行为是
成反比例的关系。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这类人群较看重个人名誉有关。 

财富的增加为什么会导致婚外性行为增加呢？笔者认为，除了财富为婚外性行为奠定充实的物质基础之外，
还有更重要的因素在于婚外性行为者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接触面更广，更容易接受各种新奇的知识，更容易受到
婚外情的诱惑。对于男人来讲，可能就更不容易把持住自己，于是婚外性行为，甚至婚外情的产生就不足奇怪
了。笔者的一位朋友是做销售的部门经理，短短数年即小有成就，有钱有车房有娇妻我爱儿，但聊天中他向我请
倾诉他婚外性行为的烦恼。在日常陪客户吃喝玩乐的时候不可能不接触到一些色情场所，而伺候客户玩乐时如果
自己不亲身“实践”，则很难得到客户的认同。而自己在这种一来二往的场合中逐渐“习惯”了婚外性行为。 

  
结语：有学者曾指出，婚姻和家庭的出现不只是为满足人类的情感和性的需求，情感与性的需求只需要双

方个人投入即可。婚姻是一种性关系的规范，但婚姻不可能将性完全规范在家庭之中，从一定程度上讲，婚外性
行为是对婚姻制度的极大挑战，婚外性行为是人类欲望的追求，但没有规范的人类的欲望必然带来毁灭性的灾
难。我们需要文明秩序对人类欲望和行为加以抑制。对于婚外性行为要有正确的态度，婚外性行为是由个人内在
需求因素、社会外在规范因素等综合互动形成的。由于水平和能力所限，上述阐述并未将婚外性行为分析透彻。
但可以肯定的是：婚外性行为只是人类社会婚姻现象的表象之一，我们不能因为它可能对婚姻产生强烈的冲击而
把它看作洪水猛兽，也不能把它视为婚姻乏味后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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