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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同性恋在中国长期以来被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人们把它视为禁区，讳莫如深。
实际上这一现象从古至今都客观存在着，它是不容回避的，应该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心与重视。
本书由刘达临、鲁龙光教授主编而成，分析古代与现代的同性恋者，并从临床心理学及社会学角度上
做了2000多例调查分析，希望人们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同性恋者，使他们从自卑、屈辱甚至绝望的心
理中解脱出来。
　　中国同性恋现象研究概况和原因　　1980 年代以来，同性恋研究、同性恋与公共政策话题在中国
（大陆）逐渐成为社会热点和关注领域，出版了数部研究专著，部分媒体对同性恋问题也开始予以正
面报道，其主要事件有：　　1981年，《大众医学》发表张明园介绍《红楼梦》中同性恋现象的文章
。
　　1985年，《祝您健康》发表阮芳赋《同性恋：一个未解之迷》，视同性恋为正常现象。
　　1990年，顾学琪对上海111名男女同性恋者进行调查，并于次年发表研究报告。
　　1991年，中国健康研究所在所长陈秉中及其助手万延海等人开始针对同性恋人群的健康教育工作
及研究。
　　1992年，潘绥铭对北京等4城市同性恋性者的行为进行调查，该项目被列入国家艾滋病防治项目；
同年，李银河和王小波同性 恋个案访谈研究《他们的世界》出版。
　　1994年，张北川同性恋理论研究专著《同性爱》出版。
　　1994年10月，邱仁宗主持的“艾滋病和特殊性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1995年，萧乾《一个值得正视的社会问题〈同性爱〉（张北川著）读后》一文分别在香港、大陆
《文汇报》发表，文章介绍了我国艾滋病流行的严峻前景，提出对同性恋人群应“给以理解”，呼吁
“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并促使它早日获得妥善解决”。
同年，方刚纪实文学《同性恋在中国》出版；《人之初》杂志发表中国大陆同性恋者自述《渴望幸福
》；　　1997年，邱仁宗《艾滋病、性和伦理学》出版，该书从伦理学角度，对人类性取向、同性恋
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对把同性恋道德化、疾病化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和批判，该书还从伦理学角度论
述了艾滋病与性及性少数人群的关系。
　　1997年，张北川工作组开展对同性恋的调查研究，并积极创造条件开展针对同性恋人群的健康干
预项目。
　　1997年8月－1998年2月，专业报刊《精神卫生通讯》对同性恋进行了开放性的大辩论。
　　1998年，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出版，这是在个案积累和研究的基础上对《他们的世界》的增
补。
　　1998年2月，面对同性恋群体的健康干预项目《朋友通信》问世。
该项目目前已得到了国内科学界、卫生部有关部门和大量同性恋者的支持，是我国最有影响的此类项
目之一。
　　1998年3月27日，《南方周末》第2版发表魏宏岭《关注同性恋》一文，提出对同性恋人群的宽容
和歧视问题。
　　1998年4月18日，《人民日报》第7版《直面转型期社会》一文，对潘绥铭在“中国艾滋病高危群
体研究”等“一些鲜有学者关注的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绩”给予肯定，并肯定了有关特殊人群性
学研究的价值。
　　1998年5月31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人生热线》栏目直播了关于同性恋话题的专家访谈。
　　1998年，《希望》杂志第6期以21个页面推出《认识同性恋》专栏，发表了马晓年等专家和4位同
性恋者的文章，对同性恋者肯定和接纳自我具有重要意义。
　　1998年11月，邱仁宗主持的《中国妇女与女性主义哲学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其中有“同性恋
专题研讨”单元。
　　1999年10月，邱仁宗主持的《“面向21世纪的女性研讨会”——女性主义者与女同志之间的对话
》在京召开，双方就共同关注的平等、尊重等话题作了较深入的对话与交流。
　　1999年11月，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协主办的北京香山科学会议上，张北川编辑了《遏制中国艾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同性恋研究>>

滋病流行策略》参会文集，旨在引起科学界、国家有关部门及高层领导对同性恋与艾滋病防治工作公
共政策的注意。
该文集包括张北川项目组对中国大陆同/双性恋、与男人有性关系的男人艾滋病高危行为及影响因素的
’98调查和’99调查；不同专业的专家学者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女性主义等角度对同性恋问
题的研究和思考；同性恋人群对有关自身各种问题的认知与思考。
　　2000年3月，人民日报内参介绍了张北川及其主持同性恋人群健康干预项目《朋友通信》。
　　2000年，面向国际社会的《华声月报》第5期刊发了署名记者邓梅芳、荣维毅《中国同性恋人群新
调查》，是在主流媒体上对同性恋诸问题正面的报道和探讨；这是我国面向国际社会的主流媒体首次
以大篇幅刊发此类文章。
　　2000年11月，“同性爱／艾滋病议题暨《朋友》项目研讨会”在京召开。
该次会议实现了我国非政府组织与同性恋者的首次正面交流。
　　2001年4月，中华精神科学会通过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
）(山东科技出版社，2001.4)，不再笼统地把同性恋认定为“精神障碍”（或称“心理变态”、“性变
态”），仅在个体对自身性取向的认同或适应不良时才认定为精神障碍。
　　2001年10月，《关于同性爱／艾滋病问题的共识与建议》向多学界、媒体发放。
该文献从多方位提出了维护同性恋者权益的主张。
文献约10个学科和社会人士90余人联署。
　　2001年11月，“第一届中国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召开，对男男性接触者与艾滋病流行关系进行
专题讨论。
10余位同性恋者参与会议。
荣维毅就《艾滋病防治与同性恋者的生活与权利》发言。
　　2001－2002年，由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项目办公室资助的4个针对男同性恋人群的项目在云南、四
川、北京和青岛启动。
　　2002年6月，中国艾协对数省市40多位同性恋志愿者进行了艾滋病防治知识培训。
　　据笔者看，同性恋研究在中国受到关注的原因包括：　　（1）改革开放以来国际交流日益扩大
、国内环境日趋宽松，使同性恋人群之间、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之间、同性恋者与学界之间的交流日
益增多，有助于促进专家和大众消除对同性恋的神秘感和误解；　　（2）在逐渐了解国外同性恋状
况以及同性恋研究成果的同时，国内同性恋人群日趋活跃，自身权利诉求必然会表现出来而引起社会
关注；　　（3）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在中国的发展，使主流与边缘、权力与平等、歧视与反歧视等
话语和理论框架题，成为探讨同性恋问题的参照系，促进人们对同性恋现象的理解和思考；　　（4
）在整个世界和中国面临艾滋病威胁的严峻态势下，作为艾滋病感染高危人群之一的同性恋人群，在
中国引起特别关注，引起涉及同性恋公共政策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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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第五节 同性恋的预防结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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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男风泛滥的明清朝野　　明、清二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世、末世，男风更炽。
　　明代谢肇制所著的《五杂俎》中，详细地阐述了男同性恋作为一种历史传统发展至明代的情形：
　　男色之兴，自伊训有比顽童之戒，则知上古已然矣。
安陵龙阳，见于传册，任幸之篇，史不绝书，王晋而大盛，世说之所称述，强半以容貌举止定衡鉴矣
。
史谓咸宁、太康以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海内仿效，至于夫妻离绝，动生怨恚
。
宋人道学，此风亦少衰止，今复稍雄张矣，大率东南人较西北为甚也。
　　明代的男风，到了明武宗在位时，可以说发展到了一个高峰，上自天子，下至庶民，几乎都有两
男相悦的关系。
《暖妹由笔》说：“明正德初，内臣最为宠狎者，入‘老儿当’犹等辈也，皆选年少俊秀内臣为之，
明官吏、儒生乃至流寇、市儿皆好男色。
”　　“老儿当”就是当时男同性恋的代名词。
由于男风泛滥，当时对男同性恋有不少代名词与“雅称”，明代天然痴叟在所著《石点头》中就指出
：　　独好笑有一等人，偏好后庭花的滋味，将男作女一般样交欢淫乐，意乱心迷，岂非是件异事？
说便是这般说，那男色一道，从来原有这事。
读书人的总题叫做“翰林风月”，若各处乡语又是不同：北边人叫“炒茹茹”；南方人叫“打蓬蓬”
；徽州人叫“塌豆腐”；江西人叫“铸火盆”；宁波人叫“善善”；龙游人叫“弄若葱”；慈溪人叫
“戏虾蟆”；苏州人叫“竭先生”；大明律人唤做“以阳物插入他人粪门淫戏”。
话虽不同，光景则一至。
若福建有几处，民家孩子若生得清秀，十二三上便有人下聘。
漳州词讼，十件事倒有九件是为鸡奸事，可不是个大笑话？
　　明代男同性恋如此盛行，也有它深刻的社会原因。
　　总的说来，明代继续受程朱理学、封建礼教的影响，继续实行性禁锢和性封闭。
明宣宗以后，裁汰官妓，禁令甚严，无论官员或读书士子，凡有宿娼的，或稍有邪行，轻则贬谪，重
则加以褫革，永不录用。
在封建社会中，婚姻是不自主的，夫妻之间没有什么感情，所以恩格斯说过卖淫和通奸是一夫一妻制
的补充，现在宿娼这条“补充”之路既断，于是只好在同性之间发泄了。
　　同时，当时中国人的宗室家庭观念极重，因此对男女接触甚为严谨，以免扰乱了家庭和宗室的秩
序。
从国家社会来说，君臣、父子、夫妻为“三纲”，这“三纲”中任何一“纲”的破坏，都会影响其他
，例如“夫为妻纲”破坏了就会影响“君为臣纲”，这是万万不可的。
可是，同性恋既不会生儿育女，造成血统紊乱，又不会扰乱宗室家庭秩序，使社会瓦解，于是社会就
在严格控制异性爱行为的同时，对同性恋加以放宽了。
《五杂俎》中有以下一段论述：　　衣冠格于文网，龙阳之禁，宽于狭邪，士庶困于阿堵，断袖之费
，杀于缠头，河东之吼，每米减于敝轩，桑中之约，遂难偕于倚玉，此男宠之所以日盛也。
　　这就是说，与嫖妓相比，男风在当时和法律没有抵触，而且嫖妓要花费许多钱，有些人也负担不
起。
此外，男子相亲，妻子很难过问、追究、反对，家庭矛盾也不会十分尖锐，这样，男风就越刮越盛了
。
　　当时，在有些地区的民众中，同性恋还起着一种“团结互助”的作用。
沈德符在《敝帚斋余谈》中说：“闽人酷重男色，无论贵贱，各以其类相结，长者为‘契兄’，少者
为‘契弟’。
其兄入弟家，弟之父母抚爱如婿，弟日后生计及娶妻诸费，俱取办于‘契兄’，其相爱者，年过而立
者，尚寝处如伉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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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民风民俗的力量是很大的。
　　同性恋的泛滥还受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的性学理论的影响。
中国古代性学理论的核心是“采阴补阳”学说，它认为男人和女人性交时，以不射精或少射精为要旨
，这样就能从女性那里采集到阴气，以达到相补延寿的目的。
否则，射精过多，就会失去阳气，增病损寿。
所以。
古人还一直提倡“节欲”，即节男女之欲。
但是，同性性交虽然不能通过采战而达到互补的目的，但也不会耗失阳气，因为男子同性性交，射出
的精子所丧失的阳气又会从对方体内的阳气中得到补偿。
同理，女子同性相交，也会将损失的阴气从对方体内吸收而得到补偿。
中国古代的性学理论在宋、明以后已渐趋衰微，只能与医学、养生相结合，所以医家们对以上这些理
论从养生保健的角度加以强调，在客观上对同性恋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到了清朝这一末代王朝，同性恋无论在朝廷还是民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另一个高峰，这也有
它深刻的社会、历史的原因。
　　清朝的统治者对性的控制也是十分严酷的，这是因为，他们要保持自己满族人的皇族血统，所以
严禁满汉通婚（这个禁止直到1905年才被慈禧太后所取消）；为了保持统治的稳定，避免激起汉人的
反抗与社会的动乱，严禁乱扰民间妇女；程朱理学、封建礼教进一步成为统治阶级控制民众的工具；
清朝初期又严禁宿娼，禁男女无媒交接。
这样一来，同性恋就成为一种为统治者所默许的满汉之间的性关系，况且，同性恋也是中国长期的历
史存在，它对清王朝统治者的利益、对封建礼教都没有什么矛盾和冲突。
　　清初同性恋的进一步兴起还和亡国之恨有很大关系。
《唯性主观斋主》说：“清代初叶，明室沦于夷狄，江山易主，这一来政治巨变，使许多胜国遗老，
非常沮丧；他们既不能腼颜以事新主，又不易逃过政治的干涉，只有披发佯狂，寄情声色以行娱、狎
妇童、醉醇酒种种行径作为政治逃避的办法。
”又“清初一班士大夫中，因这种心理而男风相当浓厚。
除此之外，又因为清代初叶，统治者初得天下，为了羁縻人心，故示太平，除了吟诗填词以表闲暇之
外，也很鼓励这些阶层沉溺于声色之好中，以免他们闲着无事而上街。
禁制既少，所以一般士大夫阶层，也就更加得以畅所欲为，且公然以嫖狎聚友，竞相夸尚了。
”　　于是，同性恋在清朝就成为上许下行的社会风尚，也成为许多人避免政治冲突、民族冲突的“
缓冲带”。
所以，当时的同性恋带有一定的政治性，“在一般所谓胜朝遗老醉生梦死的生活中⋯⋯有些人为了表
示亡国的哀思，也多把一些去国怀旧之情撰为歌曲，使当时的优伶清唱，既闻其声，泪如雨下，然后
又再拥伶而痛啜之，摩安之。
”　　清代的男风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士大夫所狎昵的男色，多半是优伶。
清代京剧之风甚盛，京剧中的旦角都是男伶扮演，由于职业的特点，不少扮演旦角的男伶都秀美而有
女腔，他们常被一些士大夫与富商巨贾所玩弄、邪狎。
　　二是男妓盛极一时。
康熙年间，男子设立娼寮即已风行，至乾隆以后，男妓方面的规制更为完备。
据《金台残泪记》记载，清时男妓坐堂招客的“相公堂子”一般都聚集在北京韩家潭一带，也就是今
天的八大胡同附近。
此书描写道：“每当华月照天，银筝掖夜，家有愁春，巷无闲火，门外青骢呜咽，正城头画角将阑矣
。
尝有倦容侵晨经过此地，但闻莺千燕万，学语东风不觉泪随清歌并落。
嗟呼，是亦销魂之桥，迷香之洞耶？
”　　三是在士子相互之间或和书童、娈重搞同性恋的多。
这和玩优伶、嫖男妓不同，前者是在外部发生的，而这是在内部发生的，他们旦夕相处，所以更易结
“安陵龙阳”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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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许多著名的文人都有这类行为。
　　　　　　　　现代中国同性恋者的十大特点　　所谓特点，总是相比较而言的，一是把现代中国
的同性恋者和国外的相比，二是和古代的相比，三是和一般人群相比。
　　一、从总体上来说，现代中国同性恋者的平均文化程度较高，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69．8
％，而一般居民还不到50％；他们的职业层次也较高，年龄则以中青年为主。
但是，这些同性恋者接受过性教育的比率却与其文化程度不相适应，他们自述没有接受过性教育、性
知识，或严重缺乏的竟占74．4％。
　　二、同性恋者的性生理发育和一般居民没有大的差别，但是手淫的比率要大大高于一般居民，他
们有过手淫行为的占85．6％，其中经常手淫（每天手淫一次或更多）的占83．1％，这和1989～1990
年组织的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的数据（一般大学生有过手淫行为的男、女各占59．0％、16．5
％，一般城乡已婚居民占15．9％）相比，差异是很大的；在清醒意识下遗精的比率也高于一般居民。
其实质在于手淫（或相互手淫）是同性恋的主要性行为方式，通过手淫达到性高潮是他们获得性满足
的主要途径。
　　三、双性恋的比率较大。
在他们中间，目前只对同性产生性冲动的占54．9％，对同性、异性都产生性冲动的占42．6％，未答
的占2．5％。
同时，同性恋者中的已婚者也比较多，但这有种种复杂的原因：一是他们可能是双性恋者；二是他们
是绝对同性恋者，但为了掩盖自己的同性恋，迫于社会和家庭的压力而结婚；三是他们过去所处环境
难以接触异性而成为同性恋者。
　　四、发生过同性性交行为的比率不算大。
他们在性冲动的情况下，和同性有拥抱行为的占87．2％，接吻的占79．0％，抚摩的占94．9％，肛交
的占36．9％，口交的占26．2％，工具交的占3．1％。
经过折算，在同性恋者中有过性交行为（肛交、口交、工具交等）的占调查总人数的34．9％，平均性
生活频率是2～3周一次。
与西方的同性恋者相比较，这个比率是不算大的。
在进行过肛交的同性恋者中，不用避孕套的占81．5％，不知如何用的占67．7％，这又一次证明了他
们性教育水平较低。
　　五、有固定的同性性伙伴的不多。
调查发现，有固定的同性性伙伴的只占37．4％。
他们结交同性性伙伴的途径，偶然相会的占16．9％，专门去找的占47．2％，其它占35．9％，相互之
间多系“短期行为”。
在调查中曾询问他们，选择同性恋伙伴的最主要的标准是什么，他们回答要求对方漂亮的占57．4％，
而要求“谈得来”、有共同语言的只占26．2％，可见，他们之间多数仍停留在“表象吸引”上，这种
关系不是很巩固的。
他们对待性伙伴的态度以“说不清”为主，其次是“逢场作戏”，不像夫妻关系大多数比较专一、稳
定，这和同性恋者的性观念、“择偶”条件、认识途径以及相聚环境都是分不开的。
　　六、性角色不固定的为多。
过去，从理论上说，无论是男同性恋还是女同性恋，一般说来总有一方扮演丈夫的角色，另一方扮演
妻子的角色；常扮演妻子角色的男子与常扮演丈夫角色的女子陷入同性恋的程度更深，更难以治疗纠
正。
但是，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在同性恋过程中，性角色不固定（即有时扮演丈夫角色，有时扮演妻子角
色）的占65．6％。
这也许说明过去的一些看法需要纠正。
　　七、思想压力大。
这主要是由于社会上歧视同性恋所致。
据调查，如果周围的人知道他们是同性恋者，真正抱赞成、同情态度的只有13．6％，认为是各人自由
、不必多管的只占17．8％，而多数人对此不赞成甚至厌恶、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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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性活动绝大多数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相聚场所比较隐蔽，公共浴
室、他人家中是占比率最大的两个发生同性性行为的场所，分别占30．3％、29．9％。
在公共浴室，大家都裸体，有些浴室还有提供休息的单人间或双人间，在这种地方发生同性性行为比
较方便，并且不被人注意。
在他人家中发生同性性行为，可以逃避家人的发现与干预。
　　八、对同性恋的看法处于矛盾状态。
从调查发现，同性恋者认为搞同性恋有益的占5．1％，认为有害的占32．3％，认为无所谓益害的占56
．9％。
从这个数据可见，对搞同性恋进行自我谴责的比率相当大，对此“理直气壮”的很少，但是对此道德
评价不明确的仍占多数。
　　当然，内心认识是一回事，表面上是否承认又是一回事。
他们对自己搞同性恋“决不承认”的占37．4％，“有时承认有时不承认”（即迫不得已时才承认）的
占47．7％。
两者相加，也就是说，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的占85．1％。
　　九、因同性恋而遭受各种处分甚至判刑的比率较大。
正常生活和在押的同性恋者分别占23．6％、50．8％。
所以绝大多数同性恋者希望社会不要歧视他们，更不要打击他们。
他们希望法律承认同性恋为合法的占5．1％，希望社会不要歧视他们的占35．9％，希望社会不要干涉
他们的占46．2％。
　　十、同性恋的产生主要是儿童期受到各种不良的性刺激和性对待的结果。
它和遗传因素有关，但影响面不大，主要是环境因素和教育因素的作用，而使他们的心理不能像常人
那样发展。
而且，儿童期留下的心理烙印也比较难以消除。
虽然有不少同性恋者希望改变现状，但是真正有勇气接受治疗的人却很少。
治疗方法也在摸索之中，认为同性恋不能矫正或有把握矫正，都不适合目前的科学发展状况。
　　总的看来，中国的同性恋者处于较高的文化程度与较低的性教育水平之中，他们的性要求强烈但
又比较压抑，同性恋交往的层次不高，对自身的认识也不清楚，在社会的强大压力下，他们的行动是
十分隐蔽的，他们有自我解脱的愿望，却没有找到实际的解决途径。
　　根据以上情况，从社会来说，重视生理和性心理的健康教育，尤其是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性教育；
改变社会观念，不要歧视和打击同性恋者，使他们在不危害他人、不危害社会的条件下有选择生活方
式的自由；如果某些同性恋者有矫正的愿望，就要进行指导、帮助，同时加强这方面的研究——这对
人类的幸福生活，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都是大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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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同性恋在中国长期以来被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人们把它视为禁区，讳莫如深。
实际上这一现象从古至今都客观存在着，它是不容回避的，应该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心与重视。
本书由刘达临、鲁龙光教授主编而成，分析古代与现代的同性恋者，并从临床心理学及社会学角度上
做了2000多例调查分析，希望人们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同性恋者，使他们从自卑、屈辱甚至绝望的心
理中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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