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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贞节”85 
钱佳敏 

  
“贞节”的概念界定 

贞节作为一种婚姻道德和法律规范，是对性行为的限制和约束。在偶婚出现后，为了维持折中婚姻和由此而
组成的家庭，必然要求一定的规范来约束家庭各成员的行为，于是作为夫妻之间需要遵循的一种性行为规范——
贞节便出现了。 

由于中国社会男权盛行，在贞节方面还主要表现在单方面要求女性，这是男子作为统治者对女子的要求，而
女子作为被统治者来要求的。男子拈花惹草至多被认为是失德，这不叫失贞，甚至还被认为是风流韵事。而女子
一旦失身，不论是出自什么原因，那就不得了，即使是被施暴，自己毫无过错。 

贞节大致可分为婚前、婚后两种，而婚后方面又区分为夫在、夫死两种情况。其含义即：一个女子，或是一
辈子不和任何男子性交，或是一辈子只和丈夫一个人性交，这才叫保持了贞节，如果私通、再嫁、被施暴等，都
叫失贞。女子在婚前要守童贞，婚后夫在时要守贞，夫死要守节。虽然中间有出现要求男女双方共同守节，但女
性守贞的主流没有被代替。 

  
贞节观的历史追溯 

春秋：是贞节的萌芽时期。“不事二夫”贞节意识的产生是出自与女性对自我情感的维护和尊重，是为了追
求婚姻家庭的稳定，以此作为自我保护的工具，不会为贞节观而毁灭自己的生命，这是与之后女性将维持贞节视

为行动的最高原则，宁可为贞节观而献身是不一样的。
[①] 

秦：秦始皇强调的是男女有别，故男女应各守其道，并非禁止女性有子再嫁。而且是针对男女两性的，若男
子不守规则可以杀之而后快。但在位时间短，没制定出一系列奖惩制度，因此儒家的道德学说没有被社会真正接
受，秦代的贞节观念十分冷漠。 

两汉：西汉中期开始，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统治思想归于一统。董仲舒从天人感
应、阴阳五行家度提出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的主张。使得贞节观脱离了秦代使用与男女两性的范围，而更强调是

女性行为准则。以至于后人往往认为在谈及贞节只是对女性而言。
[②] 

唐：妇女存在的贞节观是以下层社会妇女为代表的传统儒家贞节观，承担了家庭和社会的沉重压力。它以传

统儒家的道德标准为准绳，提倡从一而终。虽然也有再嫁的情况，但社会的主流仍然是儒家保守的贞节观。
[③]

 
 

宋：男子对女子的贞节不像封建社会初期那样重视，这就使女子改嫁得以顺利实现，宋代甚至还有娶娼妓为
妻的人。娶离婚之妇或寡妇的男性大有人在，并不视为失节或耻辱，甚至争相去娶。宋代的青楼妓业也达到了空
前的程度，数量之多超过以前历代。虽然宋代很多人对贞节并不那样重视，但一些人仍把贞节视为神圣，并且开

始把女子的童贞重新重视起来。宋代的贞节观开始出现严格保守的一面，童贞成为女性的重要本钱。
[④]

另外，
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成为青年男女梦寐以求的愿望，家长们开始在子女的婚姻中考虑彼此的感情因素。 

明清：贞节制度使女性没有地位，是对女性的残酷压迫。明王朝不仅对妇女守贞有奖励制度，而且对妇女再
嫁明令加以歧视和贬斥。如平民之妻，夫死改嫁就将受到经济制裁，不仅得不到丈夫留下的财产，就连她从娘家
带来的嫁妆也将丧失。在奢靡的生活和对物质追求的社会风尚的影响下，人们的贞节观念日益变得淡薄，妇女的
自我意识不断增强。传统的愚贞、愚孝行为的道德趋向开始发生动摇，社会各阶级对女性认识开始发生变化，使

晚期明朝的女性看到了一丝微弱的曙光，但终究逃脱不了三纲五常的封建枷锁。
[⑤]

在清明之际，反传统的贞操



观的思想出现，思想文化界开始了对贞操观的进行批判和冲击。例如反对男女贞操的双重标准、解禁和冲破封建
贞操观和家庭约束的私奔、批判明清统治阶级一面高唱贞操伦理和纲常名教，一面却放纵腐败、妻妾成群、干尽
乱伦丧德的丑事等等。 

五四之后人们对于贞操的理解有以下几种：一是信仰说，从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层面来定义，认为贞操是一
种理想和信仰，完全超越了所谓道德意义上的贞操范围。二是爱情说，认为贞操是出自于爱情的态度，企图从爱
情角度来强调贞操的道德意义。认为贞操的道德意义首先应考虑爱情，否则就谈不到贞操。三是义务说，认为贞
操是一种相互信守的义务，强调贞操具有道义和理性的一面。确定贞操是一种节制情欲的道德，提出了以家庭的

义务来抑制多变的感情。
[⑥] 

从贞节观的历史过程来看，人们对贞节的理解发生了不同的变化。春秋是女子出于自身的家庭的保护而提出
守节，贞节只是一种手段；而之后的男尊女卑思想则促成守节是女子行为的首要原则，是高于行为本身的，成了
男人对女人进行统治的一种标志。这种单向的守节导致女性社会地位的下降。而五四以后的贞节观在注重女子的
贞节的同时，也开始了对男子贞节的关注。 
当今中国的贞节观 

当今中国的贞节观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存在多样性特点，笔者把其分成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是受历史的贞节观影响较大的男权主义贞节观，他们认为女性就得从一而终，注重女性的童贞，有严

重的处女情节。男人总是渴望成为他所爱的女人的第一个男人，而女人则是希望能够成为她的男人的最后一个女
人。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反映出了在爱的方式上男女之间存在的差异。诚然，男人在内心深处总是渴望成
为他的女人的最初的男人，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处女情结。在传统婚礼上，新娘身披洁白无暇的婚纱，象征着她奉
献给爱人的内心和肉体与她所披的婚纱一样，纯洁无暇。这种推崇处女性的想法，至今仍被很多人沿袭着。其中
也不乏很多女性有强烈的处女情结，认为一女不事二夫。 

第二种就是受西方国家的女权主义影响较大的贞节观。女性独立意识已开始崛起不断维护自身的权利，使得
妇女与男子的社会地位不论在事实还是人们的心理上已是平等，更有女权主义者提出处男情结，认为男子也应该
为女子守贞操。“根据今年初俄罗斯传媒的报道，目前欧洲有3万男性穿着贞操带。虔诚的男性教徒年轻时为证

明自己的性忠诚，竟百分之百愿意穿着贞操带。”
[⑦]

现在“贞操带”这个词汇在国内传媒上已不再新鲜。5年
前赵新为自己“发明”的防止性侵扰的保险内裤申请专利，引发过关于贞操带的讨论。而调查现实市面上的贞节
带有七八成是为所男生用。 

第三种是受本土民俗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固有的贞节观。最典型的就是摩梭人的走婚制。摩梭女孩成年时会
举行隆重的穿裙礼，从此之后，可由她挑选如意郎君，其他人均不能干涉。一旦选中，女孩会暗示情郎夜来闺房
探访。摩梭人没有明确的婚姻关系，双方不娶不嫁，不建立家庭，全靠感情维系关系。每天晚上所有的成年男人
便到自己意中人的家中幽会，到第二天早上又回到自己的家中，小孩由女方家庭抚养。一旦感情破裂，男不走访
或由女方在闺房门口放双男鞋即可离散，无怨恨，无忌妒，随缘而行，外人更不可有异议。在走婚期间，幽会情
侣各有各的幽会暗号和传情方式，如果不是自己的情人就不会让他进自己的闺房，姑娘的闺门一定要对好暗号才
会轻轻打开。这期间属于严格的“一夫一妻制”，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严守着属于他们的贞节。 
换偶，贞节？——对贞节的一些思考 

与过去禁欲的时代相比，我们今天好像走进了一个纵欲的时代。在人类现代文明社会的今天，人类对贞操的
认识已大为解放，有不少男人打着维护女性贞操的幌子而私下热衷于养小蜜、包二奶。过去连年轻人的正常恋爱
都不敢公之于众，如今连偷情都可以招摇过市，只要不为配偶所知，甚至也不怕配偶知道，知道了大不了离婚。
更有甚者提出换偶换妻，还出现换偶俱乐部等专门提供换偶的场所。 

换偶就是相互交换配偶进行性交。这对中国历来的传统贞节制度相冲突，男子与女子的忠贞不二与此大相径
庭。贞节是在偶婚出现后，为了维持折中婚姻和由此而组成的家庭，必然要求一定的规范来约束家庭各成员的行
为，于是作为夫妻之间需要遵循的一种性行为规范。一个女子，或是一辈子不和任何男子性交，或是一辈子只和
丈夫一个人性交，这才叫保持了贞节，而换偶使得人们交换性的对象，不但是对于中国传统妇女的夫在时只事一
夫的破坏，同时连现代人认为的性对爱情的忠贞也受到挑战。这样的换偶游戏其中还存在贞节问题么？ 

李银河觉得换偶与婚外恋、包二奶不同的是，前者是男女平等的，也不违反婚姻道德；后者一般是男性欺负
女性，违反忠实承诺的。因此，前者没有道德问题，后者却有道德问题。   换偶对社会有无伤害：换偶是少
数成年人自愿选择的一种娱乐活动或生活方式，它没有违反性学三原则，它是公民的合法权利。少数人违反大多
数人的价值观并不就是伤害社会，它违反的是一元论的价值观，并不违反多元论的价值观。 

从我们现在的观念看古代的贞节制度有些苛刻，而站在古代的立场看我们当今的贞节观则必然会觉得不可思
议。每个时代都有对贞节的不同定义，是受当时当地的文化影响。在封建社会初期女子不准改嫁秦汉时期，肯定
诧异于宋之后女子的顺利改嫁，犹如我们现在差异于换偶一样。新的事物发展在最初的阶段总是不断受到挑战与
质疑，但它之所以存在必定是有其存在的价值。换偶在小圈子内被圈内人士所接受，在他们看来换偶是一种个人
选择，与社会道德无关，只是自己的娱乐而已。而贞节的定义是具有时代性的，我们不难想像以后越来越多的人
融入这个圈子，换偶的范围不断扩大，人们开始慢慢接受它，或许以后的贞节观会容纳换偶这一事实。但对于现
在主流的贞节观念来说，换偶是被排除在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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