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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孩子出世以后，父母问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男孩还是女孩？
”几乎在所有的民族都是这样，这说明性别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
“他”与“她”在汉语、汉字中，惹出了许多是是非非。
厘清这些争议，是性别语言学的任务。
　　性别语言学最初属于社会语言学的范畴。
　　社会语言学有宏观和微观之分。
宏观社会语言学研究一个国家（或者多个国家）或地区的双语、双言制、多语、多方言、语言接触等
问题。
微观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的社会变异、个人语言变异、语言变体、语码选择、社会集团与语言的关系
、语言变化的外因等。
　　人们在现实社会环境中使用语言进行交际，不同的社会、社团使用语言存在着差异，如某一社会
阶层有不同于其他阶层的习惯，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的不同，这被称为语言的社会变异。
性别、年龄、行业等对个人言语的影响，被称作个人语言变异。
各种语言存在着变体，包括地域方言、社会方言、标准语和土语、正式语体和非正式语体。
交谈情景与语码选择，以及语码选择与人际关系会发生相互作用，这是语码选择问题。
社会及其不同的集团对语言或语言变体的评价和态度会产生社会效应，这是社会集团与语言的关系问
题。
语言的变化有社会的原因，这是语言变化的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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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继1997年国内第一部全面研究语言和性别关系的专著正式出版以后，作者的又一部力作。
    语言的性别歧视和言语的性别差异统称语言的性别变异，作者曾对语言的性别变异长期不断地进行
探究，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研究风格和学科体系。
在此基础上，本书植根于社会心理语言学的土壤，从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历史学、民俗学等学
科以及语言学的其他相关学科吸收有关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多维探索。
作者认为，汉语本身存在着性别歧视，不同性别的人运用汉语时会产生性别差异。
本书详细分析了汉语性别歧视和性别差异的种种表现，从社会、文化、心理、生理等视角探讨汉语性
别歧视和性别差异的原因，研究了汉语与性别关系的一系列具体问题，试图揭示汉语性别变异的规律
。
全书贯穿语言哲学的基调，但不让“语言哲学”这只鱼儿跃出水面。
    本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适合语言文学、社会学、语言哲学等相关专业领域研究人员和大学生、研究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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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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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语的性别歧视与性别差异>>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性别语言研究综述  第一节  国外的性别语言研究    一、观察积累期    二、零散研究期    三、聚
焦研究期  第二节  国内的性别语言研究    一、语料感悟期    二、模仿初探期    三、化西为中期    四、持
续探索期  第三节  性别语言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社会动因    二、语言学动因    三、语言的性别歧视    
四、语言的性别差异    五、语言性别变异的原因  第四节  性别语言研究走势    一、取得的共识    二、归
属问题    三、研究走势第二章  女性形象  第一节  从神话世界到现实世界    一、男人的变体    二、万恶
之源    三、富饶之神、大地之母    四、等同于儿童    五、“可怜人”与“女强人”  第二节  从自然语言
到艺术语言    一、联想的引发者    二、美女与丑女    三、偏见与差异  第三节  汉字中的女性形象    一、
“女”在造字之初    二、女旁字分析    三、如何看待女旁字中的“坏字眼”  第四节  月亮文化中的女
性形象    一、日月不同辉    二、月亮与“月神性格”    三、月亮与爱情    四、月亮与阴柔文学    五、月
亮与“阴柔”的华夏民族性格    六、月亮与民俗文化第三章  汉语的性别歧视  第一节  汉语性别歧视的
表现    一、把女性视为男性的附属    二、男女称谓不对等    三、与男女有关的贬义词偏袒男性    四、“
男先女后”的语序  第二节  汉语性别歧视的原因    一、群体间的利益冲突    二、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    
三、社会化的影响  第三节  汉语性别歧视的消除    一、台风的命名    二、他山之石    三、一点提醒第四
章  汉语的性别差异  第一节  言语习得的性别差异    一、言语习得三阶段    二、口头言语习得    三、书
面言语的习得    四、内部言语的习得    五、习得的性别差异  第二节  语音的性别差异    一、绝对音高    
二、语音听觉    三、发音规范    四、“女国音”  第三节  几类词语的性别差异    一、色彩词语    二、情
感词语    三、委婉语    四、粗俗语和诅咒语    五、称呼语    六、人称代词  第四节  流行语的性别差异    
一、中学生流行语    二、大学生流行语    三、流行原因及性别差异  第五节  网络语言的性别差异    一、
现实世界两性沟通的差异    二、网络沟通的性别差异    三、网络性别角色对现实世界的复制第五章  性
别歧视与性别差异的实例研究  第一节  骂詈语    一、骂詈语的性别歧视    二、骂詈语的性别差异    三、
骂詈的深层原因  第二节  成语    一、“男先女后”的语序    二、从体态成语看男女行为差异    三、女性
成语的文化内涵  第三节  谚语    一、生理因素    二、心理因素    三、社会角色因素    四、文化因素  第
四节  人名用字    一、“姓”与“名”    二、女旁姓氏    三、女名用字的特征    四、男性女名和女性男
名    五、男性取名的特点    六、人名用字性别差异的弱化趋势第六章  体态语言的性别差异  第一节  体
态语言    一、表达多种多样的信号    二、理论来源与分类    三、语言沟通与体语沟通    四、文化差异    
五、性别差异  第二节  空间语言的性别差异    一、密切空间    二、人身空间    三、社交空间    四、公共
空间  第三节  触摸语言的性别差异    一、身体接触    二、他触的方式    三、自我亲密行为    四、女性的
肌肤情谊  第四节  动作语言的性别差异    一、腿部与足部动作    二、躯干动作    三、手部动作    四、头
部动作  第五节  面具语言的性别差异    一、面具    二、非人    三、微笑    四、女性的其他面具  第六节  
物体语言的性别差异    一、服装    二、佩戴    三、吸烟    四、饮酒    五、宠物    六、音乐  第七节  情爱
体语的性别差异    一、爱情的心理体验    二、女性的示爱体语    三、芳心变幻的体语表现    四、女性的
拒绝体语第七章  汉语性别歧视与性别差异的原因  第一节  异性交际与性别差异    一、异性心理    二、
性度    三、性别差异  第二节  社会因素与性差交际    一、性别角色    二、社会刻板印象    三、语言环境 
第三节  心理因素与性差交际    一、心理差异    二、感知差异    三、记忆差异    四、思维差异    五、想
象差异    六、注意差异    七、情感差异    八、意志品质差异    九、成就差异    十、个性差异  第四节  生
理因素与性差交际    一、发音的“元气”    二、遗传引起的言语功能障碍    三、左脑与右脑    四、性腺
激素对智商的影响    五、雄激素水平对侵犯行为的影响参考文献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语的性别歧视与性别差异>>

章节摘录

　　后来也有人批评他关于男子更优越的结论完全是根据个人观察所得，没有结合社会因素进行考察
，因而不足以服人。
　　这一时期对性别语言的研究是零散的，较普遍地把规范的语言表达称作男性语言，而把女性用语
视为规范的偏离，对女性用语带有明显的贬抑色彩。
三、聚焦研究期20世纪60代以后称为聚焦研究期。
1964年美国召开了第一次社会语言学大会，社会语言学作为语言学和社会学的边缘学科在美国首先形
成。
关于社会语言学诞生的具体时间虽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认为社会语言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
的看法得到普遍认同。
孙汝建等人认为1964.年美国召开的第一次社会语言学大会，意味着社会语言学作为语言学和社会学的
边缘学科在美国首先形成。
社会语言学从社会环境的角度来考察语言，为性别语言研究提供了方法论。
社会语言学诞生以来的性别语言研究，可以称为聚焦研究期。
　　社会语言学借用社会学常用的统计调查方法对人群的用语特点进行调查分析，性别、年龄、职业
、城乡等因素的差异对语言的影响和作用被逐步揭示出来。
这种定量的分析表明，性别因素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言语行为。
男女在发音上的差异首先得到了比较详尽的描述，人们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标准的、带权威性质
的发音。
社会语言学研究者提出了女性语言更具保守性的假设，但同时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异议。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欧美国家兴起了妇女解放运动。
1966年美国“全国妇女组织”的成立，把妇女解放运动推向了高潮，要求与男女平等，同样要求与男
性在语言上的平等。
女权运动的浪潮也波及到语言学界，极大地推动了语言学家对性别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德国学者甚至提出了一种新的主张——男女平等的语言学或日主张男女平等的语言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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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共分7个章节，详细分析了汉语性别歧视和性别差异的种种表现，并从社会、文化、心理、
生理等视角探讨汉语性别歧视和性别差异的原因，研究了汉语与性别关系的一系列具体问题，试图揭
示汉语性别变异的规律。
具体内容包括性别语言研究综述、汉语的性别歧视、汉语的性别差异、性别歧视与性别差异的实例研
究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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