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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玷污了“女大学生”？ 

  
李志高 

  
内容摘要：女大学生作为知识群体越来越受到关注，各种以“女大学生卖身”为标题的新闻层出不穷，但是实
际上女大学生是被大众传媒玷污的名词。在社会的“性别”制度下，女性仍然难以改变作为交换品的命运，“知
识”在社会的“性别”制度中出现了相悖于其初衷的现象，无法发挥其解放女性的作用。妇女解放任重道远。 
关键词：女大学生  社会性别制度  妇女解放 
  

近日在网上浏览新闻，忽见有报道：“女大学生卖身救父”。如此新闻虽不是头回所见，但是好奇之下还是

打开。阅读之后，却不禁感到大失所望――抑或应该感到些许欣慰？事情是这样的： 

湖南24岁女大学生黄某，家中老父患病，无力支付高额的治疗费用。为了筹款，使父亲的手术顺利进行，黄
某希望得到社会的帮助，她特意表达了自己求救的诚意，并罗列了愿意付出的三点“代价”：1、为您工作三
年，只要是正当合法的工作，我什么都愿意干，我愿意签订协议；2、或者，我捐出身体内的正常器官；3、或

者，您提出其它可以作为代价的要求
[1]

。
 

从黄某所提的三点“代价”来看，黄某并没有像媒体所说的“卖身”，而是“正当合法的工作”，第二点充
其量只能说是“卖器官”。而媒体舆论却用“卖身”一词，给阅读者做出了一定程度的性暗示，尽管黄某的本意
似乎更像“卖艺不卖身”。 

  
被玷污的“女大学生” 
以“卖身”为噱头吸引眼球已不是新闻媒体的什么新鲜招数。依新闻标题放眼望去，似乎女大学生只能靠

“卖身”引起同情，实现自身价值。然而对女大学生的讨论却不仅限于此，一次次的网络事件把“女大学生”这
个词语推到风口浪尖上。 

2006年网上流传的“人民大学女生露腿毕业照”引起了广大网民的热议，校方有老师认为是“善意的创
新”，也有大量网民对此持理解态度，然而，对“女大学生”露腿毕业照谩骂攻讦的却也不在少数，甚至用上了

不堪入目的词汇。有网友就评论到“低俗的一帮女大学生，玷污了中国大学生的名声。害群之马！”
[2]

。
 

何止如此，与性有关的话题似乎都能找到“女大学生”的身影。在南方某市，坊间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谣传
“某某大学超过百分之三十的女大学生都干起了皮肉行当，已经没有多少是干净了的”云云，尽管身处学校的学
生以切身体验指出事实并非如此。网络流传的色情影片中，以“偷拍女大学生性爱录像”之名的吸引眼球的不在
少数，尽管可以明显证明是专业演员的演出。“性工作者”以女大学生急需用钱的旗号招揽生意，尽管被拘时证
实所谓“大学学历”是假的，仅仅为了提高身价。 

很多人痛心疾首地说女大学生玷污了中国大学生的名声，然而“女大学生”更像是大学生群体中被玷污的对
象。我们在疑问“女大学生怎么了？”之时，不免要疑问“这个社会怎么了？” 

  
是谁玷污了女大学生？ 
勿庸置疑，商业化的因素正在冲击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大众传媒在利益驱动下，需要利用女性的身体做文

章，来迎合市场的偏好，但是同时又要限制使用这一定义，以免有宣传色情之嫌，给青少年带来不良的影响。这
种矛盾实际上根源在于意识形态本身的矛盾，既害怕女性真的处于“有性”的状态，又愿意利用女性的身体来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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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交换价值。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是出于对女性有性状态的恐惧，一旦有女性涉性问题的出现，马上就
施以谩骂攻击；另一方面，却又想通过女性身体作为卖点，换取交换的价值。 

然而我们却不能断言大众传媒是玷污女大学生的真凶。深层的社会制度也有一定的影响。美国学者卢宾在
《女性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指出：社会存在的“性别”制度是有关性别问题的重要影响因素。他
指出：以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看，社会的“性别制度”是建立在交换关系上的，女人是最珍贵的交换礼物，因为
以女性为礼品的交换关系建立起来的不仅是互惠关系，还有亲属关系。在这一制度中，女性不可能从自己的流通

中获益，只有男人才能成为这个制度的受益者
[3]

。
 

在现实社会中，“卖身救父”一类的事件仍然无法走出把女性作为交换礼物的窠臼。因此，社会性别制度才
是玷污女大学生的真凶。女性努力地获取知识，提高素质，却还被作为商品待沽，不能不说是社会“性别”制度
的悲哀。 

  
为什么是女大学生？ 
自古以来，似乎有了知识，女性作为商品就更加具有价值，不论是《桃花扇》里的李香君，还是秦淮河畔的

苏小小，都是不但懂得风月，还识得笔墨颇通诗韵的。 
当在整个社会性别制度中，女性仍然不能摆脱作为交换物的命运时，女大学生也就因其独特之处变得炙手可

热。首先，“女大学生”一词暗含了年轻、有活力之意。无疑在“性”上具有较高的吸引力。其次，女大学生代
表着智慧、有头脑。她们所拥有的较高文化水平也成为了附加在所谓交换物上的重要价值。 

但是在女大学生身上却出现的悖论：原本女性获取知识是为了提高个人素质，解放自我，以知识武装自己来
摆脱作为交换物被交易的命运，获取男女平等；然而现实生活中，女大学生所拥有的知识不但没有使自己摆脱作
为交换物的命运，反而因为知识的特殊性，使自己更加成为被追捧交换的对象。 

在现代社会，知识和权力的关系密不可分，对于追捧者来说，“征服”女大学生更象征着“征服”了知识，
象征着自己所拥有的权力。知识成为了女性新的卖点。 

  
妇女解放有多远 
现代女性主义分为激进主义的和自由主义两派。激进派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在当今社会的性被客体化

了，他们提倡性平等，男性女性同为主体、客体，要求扫除父权制的机制，反对男权主义性实践。而自由派则认
为女性受到压抑，释放女性性能量比压抑男性性能量更重要。无论是那一派别，都强调了把妇女从男权的重压下
解放出来。 

诚然，当今社会中，知识的增加确实是使妇女的地位得到一定的提升。很多人用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来
标榜妇女解放运动的到来及其取得的成效。但是，如果获取知识仅仅为了使身体卖个好价钱，为了吸引男性眼
球，取悦男权，那么知识的意义又合在？如果妇女仍然无法摆脱社会性别制度下作为交换物的命运，那么又何言
妇女解放？层出不穷的女大学生“卖身”事件无疑扇了妇女解放运动一个耳光。 
     如何消除这种女性作为交换品的社会性别制度？消除性别的刻板印象，改变人们不断复制和巩固性别制度
的思维定势似乎更应放在首位。妇女解放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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