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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男性批判》是我一直以来努力进行的“两性对话”工作的新实践。
我希望寻找一种新的学术方式，它的语言生动可读而知识方便共享，它拥有多元对话空间、容纳各种
声音而便于从中感受不同思想角度。
当然它的读者对象可以是学者，也可以是那些永远不想成为学者的人——如果学术也能为并不做学问
的人们所享受，那会是多么诗意的一件事情!而我认为女性主义的学术知识就可以和能够做这样的尝试
。
因为女性主义相信每个生命都是知识生产源，从每个人的生命经验提取独特生命感悟和理念并不是一
件深不可测的事情。
没有谁可以垄断一个人对于感性和理性的认知能力，也没有哪一种知识系统可以垄断其他知识生产的
出现。
虽然有一种论调认为女人是不擅长或干脆就不能进行理性思考的人类，然而果然是这样吗?认为男人才
是理性的高贵的人类，这样的男性中心的思维方式果真是有道理的吗?即使说这一样的思维方式千百年
来统治着人类的知识传播，拥有绝对话语权，难道就因此而果然有道理了吗?谁是话语权的拥有者?又
是谁赋予谁这份权力?这份权力是真实还是虚妄?    这一本也许可以命名为“男学”的书，以男性的生
存现状、生命境遇、思维方式及感情与日常生活为研究对象，从女性主义的视野考察男性文化状态，
考察拥有话语权的人类的另一半——男性生存的历史真相与现实生态，他的与过去与现在息息相关的
未来——从他与女性生存密不可分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场中，测看男性主体的真实脉动。
对于男性主体处境及成长的关心则是全部工作的重心所在。
因此这本名为《男性批判》的书，换一种说法，应该就是“男性关怀”。
由于种种可以理解的原因，这里的男性关怀主要的是对于本土情境中男性的关怀研究。
这本书不是我个人的学术专著，而是众多男女学者朋友们共同的思想探索和尝试。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有众多男女学者朋友们在真诚关怀和研究男性，我一直想实践的“两性对话
”空间才得以呈现。
读者在此看到的各种文体实验和研究方法实验，一方面真实地再现了关怀和研究男性的多样性，另一
方面也反映了男性研究的难度——在没有更多研究资料可资借鉴的情况下，探索性的工作无疑是比较
生动而较少规矩约束的。
有些研究论文原来刊载在我主持的“两性视野”网上，后来许多网友参加讨论，论文本身变成了“知
识生产场”，成为了“探讨问题的场所”，由此而体现了我对于女性主义的研究理想，在此就按讨论
的样式收录，并期待更多讨论式文体能在我们当下的学术空间获得“合法性”。
深深感谢书中所有的学者朋友们和网友们!我从各种样式的研究和关怀文本之中，体会到一种集体性的
反思力量的存在，看到在对于男性历史与现状的考量之中，充满了人的自我批判精神和反思能力，由
此感觉到知识的再生功能和人性的自我更新能力。
    诚如一位女性主义学者所言，在中国，如果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也就同时意味着必须承认自己
是男性主义者。
这是因为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男性主体和女性主体作为个体人的主体性之获得，首先必须共同面对
父权文化的压抑。
尽管女性主义在中国的移植和传播过程，似乎一直在小心翼翼地避免一个话题，一些女性主义者不愿
意或策略性地不同意女性主义这个名称，但作为中国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转型的产物，中国女性主义
与其说是性别路线的，不如说它更是个人主义的。
在重建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国女性主义和中国男性主义如同一对异体孪生兄弟，一直在相辅
相成中成长——这也是女性主义的中国本土化根系。
如果说近现代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是由先进的男性知识分子充当向导，实则也是现代个人主义文化所
必须的，那么，当代意义的中国女性自我解放运动，则是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深入发展的必然，也因此
，中国女性主义和中国男性主义必经历由联体到彼此独立发展的过程。
相信读者会记得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代表了个体人性的渴求与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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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虽然这个个体的人是男性主体的，但他的身体渴望和心灵超越愿望，也同时代表和象征了一个个
人主义时代的诉求；与此同时期的张洁的小说《方舟》和张辛欣的小说《在同一地平线上》，也同样
首先是个人主义的诉求，是个体女性对于自我实现愿望的反复表达，其中所包含的性别之声，竟体现
于对于男子汉形象的渴望与期待!在某种程度上，由于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作为文化代言的
中国女性写作和中国男性写作，都曾分别在文化想像中设计新的异性形象。
这样的努力充满在近二十年的当代文学写作中，并延伸到电影电视及美术等其他文化创造空间。
应该说，是女性主义的思想带来了更多反思和批判的新资源。
男性写作中体现的对于绝对个人主义即男权主义的崇拜引起了女性主义的警惕和批判。
女性写作中呈现出的与男性的激烈对抗和撕裂感，也引起了女性主义的反思和批评。
或许可以说，正是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成长与成熟，多元化思想才得以成为今日中国文化现实，在这
样的良性文化土壤之中，女性主义的男性关怀也才有实践的可能。
如何重新评估传统的男性形象?如何创造新的男性形象?这样的问题正如同如何重新评估传统的女性形
象、如何创造新的女性形象一样重要。
我们最终要探讨的是如何在性别文化转型之际，获得两性之间的良性互动。
    《男性批判》不仅期待以温暖优雅的文字带领读者走出性别对抗的误区(这种对抗误区包括言说方式
的冷硬)，而且希望以优美有力的姿态体现两性共建个人主义性别文化的努力(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完
善当是以个体男人和个体女人权利的充分自觉为基础)。
事实上，从自然角度讲，男女两性间的接近程度，远胜于他们同其他任何东西的距离。
两性区分的后果是压抑那些实际上是每个人——包括男人和女人——都有的性别焦虑。
对个人而言，社会性别意味着相同。
个人生下来是有生理性别分化的，但并没有社会性别分化，他们必定要经过学习，将社会约定分派的
性别角色内化为自己主动的选择。
在这个过程中，道德的力量和现实社会的压力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彻底的女性主义革命最终要解放的不仅是妇女，而且将以解放性的表达形式将人类个性从不合理的社
会性别束缚中解放出来。
    我们需要避免的是，在父权文化象征系统中将中国女性主义形式化地分派到一个空洞符号的位置上
，使它或与男性绝对化地对立，或将对立化解为对权力格局态度暖昧的调和。
要真正解决两性的问题，就要重新反思男权体系现有的表述含义，它可能不是一个只有丑陋和黑暗面
貌的实体，由于它也经受着被有意或无意肢解的尴尬与苦痛，也许它根本就是一副被架空的权威机制
，而其中饱受批判的男性，也同样面临着不断寻求意义指向的彷徨。
比如，长久以来，文化中男性的身体被认定在一个物欲享乐的层面，他们的精神则被迫分裂出来，无
可选择地面对一个哲学高度上的强者标准的判定。
而现实中男性的处境从社会角色的定位来说，与女性整体同样，只是作为社会存在总体内的一个位置
，并没有自己独立的领域和自主开发的权力。
而那些因阶级及教育水平等原因获得较少社会资源的男性，更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阵营之中。
在话语权力的分配上，也往往是以各种特权为前提，并不存在一个视所有女性为感性动物的男性集团
，正如并不存在一个理性的高贵的男性整体一样。
    中国的女性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处在不断成长和总结的阶段，并深刻参与到中国个人主义意识形态
重构的文化运动之中(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进一步深化)。
对男性的关怀与对女性的关注一样，既是对个体人性和个体生存质量的关怀，也是对人类自身生存状
态和价值判断的整体关怀。
不带性别偏见地探讨两性在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建构方面的问题和现实，努力寻求“两性对话”和采
用“两性视野”的立场，针对生存体制和文化体制提出改进方案——《两性视野》继第一辑着重关注
女性经验书写与理论建设之后，推出这一辑《男性批判》，是尝试将女性主义作为一个有效的分析策
略与范畴，发掘男性被掩盖的声音：这些声音是交响乐式的、充满生机的，和女性的声音交相辉映，
如春天的流水之音，从破冰和高崖之间倾泻而下。
    2004年3月31日    荒林于北京花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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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没有批判便没有真正的思想，《男性批判》致力于对已有知识的梳理与审视，在对男性的探讨和
知识探源中，所有的言说都成为一种重构的努力，思想为一种重构的努力，思想因此而充满魅力。

　　本书也许可以命名为“男学”的书，以男性的生存现状、生命境遇、思维方式及感情与日常生活
为研究对象，从女性主义的视野考察男性文化状态，考察拥有话语权的人类的另一半——男性生存的
历史真相与现实生态，他的与过去与现在息息相关的未来——从他与女性生存不可分的、千丝万缕的
关系场中测看男性主体的真实脉动，对于男性主体处境及成长的关心则是全部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男性批判>>

书籍目录

男性塑造
　21世纪的男人 (台湾)何春蕤
　“女力”重挫男人?
　——兼谈“男性关怀”此其时也(台湾)蓝怀恩
　画地为牢
　——中国男性思维的误区 王成英
　男眼看人In Adam’s Eyes 茨谛
　男性解放主义者宣言 方刚
　宦官制度、中国男性主体性和女性解放 崔卫平
　唐代性事、医学和情欲解读 杜芳琴
　《圣经》中的“奸淫”之罪与当代情欲 荣光启
　“文革”与《阳光灿烂的日子》 (美)吕彤邻
　艺术没有最后的证明
　——对魏小明雕塑作品的解读 包林
　
两性对谈
　荒林VS刘兵
　谁的性感?
　什么是性骚扰?
　她们有什么问题?
　两性对谈《两性视野》
　
网上论战
　我们时代的精神生活 邓晓芒
　人为什么恐惧? 谢有顺
　哑谜写在雪地里 蓝调
　非常爱情，非常宿命 王越
　四月的流花之夜 韦礼明
　究竟何为两性差异? 谙晴Vs悉夜
　艾滋让我的心留在了非洲 邹昂口述，丁宁采写
　从霍金和霍金的妻子想到的 一粒谷子
　《手机》：浪漫消失时代的搞笑 荒林
　让我们把强奸文化吓得魂飞魄散 王向贤
　
男性生存笔述
　生死线上 程文超
　叶婉 李传思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男性批判>>

章节摘录

社会的复杂异质既然持续地有增无减，21世纪人类的个别差异将只会愈来愈大，而不会轻易地被任何
单一的描绘所局限。
不过有一些趋势倒是有迹可寻，而且值得我们期待和促成。
    至少，21世纪将是男性美学的新世纪。
    20世纪90年代由反串艺人和第三性公关所开创的扮装风潮已经示范了丰富的身体容貌想像，男“同
志”作为前驱的美丽冲动更展现了多元化的男性气质，勾起了男性尝试新形象的欲望。
这样的美学不但丰富了男性形象，更引发了绝望男性的生机，各种生发药、植发术、保养品、健身房
、生机食物、壮阳药品、整型手术、化妆、造型、荷尔蒙疗法，都为不想向年龄和机会投降的男性创
造出重获青春的希望。
作为男人的独立宣言，肯定自我的双门轿跑车终于取代象征责任和枷锁的四门房车。
更明显的是，愈来愈多的男人希望自己成为被别人注视的对象、被欲望的物。
男人终于也开始和某些女人一样，知道了作为性客体的乐趣，知道了被物化的愉悦。
    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商品文化抢先一步，早已开始推动男性护肤、保养、健身、青春等产品服务，
狠狠地贩卖着各式各样的梦想和欲望。
虽说这种美学也有可能导致盲目制式的一窝蜂，更可能大量消耗个人的财力和兴趣，然而商品也被人
挪用来塑造使自我更有力量的人生，或者被用来建构出许多奇异绚烂或颓废的男性次文化，或者被用
来厉行更为禁欲的自我控制，这些都把身体更尖锐的推向政治争战。
于是一些原本被视为社会中坚的成年男人也跟随在青少年之后，争取刺青、写真、扮装、反串、变性
、作怪、自残、滥交的权利，积极挑战着反身体的各种制度机构，因此他们也和另外一批反新身体美
学的男人对立起来。
    相较于20世纪平板灰暗的男性身影，新世纪的男人亮丽多了；相较于20世纪郁郁寡乐的男人，新世
纪的男人洒脱多了。
    但是真正的转机倒是在于：新一代的青少年早已在他们稚嫩的生命中操练着愈来愈有型有调的服装
风格和生活形态，他们也早已在20世纪高压年代的缝隙中偷尝过自在的愉悦。
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在21世纪成年以后，可能应该不会像上一个世纪的男人一样，将妒恨填满胸膛，用
权威掩饰无力感；他们的欲望和满足经验，首度有可能超越专注于追逐金钱和政治的狭窄眼界。
毕竟，幼年的愉悦不大可能会浇灌出成年的怨忿。
    这么一来，21世纪也是男人不再只是“男”人的世纪。
众多亮丽面貌、自得生活的男人终于使得“男人”这个名词有了更多新的内涵。
男不必然对立于女、关注于女；男也不必然认同于男、竞争于男。
“男”再也不是个人最根本、最不会改变的事实。
“男”将只是另外一个描述个人的形容词——就像沉稳、活泼、奇怪、柔顺等形容词一样。
    在21世纪，“性别”不是趋向人人不分的中性化，而是走向各各差异的性别多元化了。
    相对于此，当然也会有另外一个反对新身体美学的批评声浪响起，而不论它所宣称的立场是为了捍
卫人性、道德、家庭责任，还是号召放弃虚浮、追求“真我”，它在实质上都还是要巩固性别的二分
法，拒绝第三性、第四性、第五性⋯⋯成为主流。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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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荒林    《男性批判》是我一直以来努力进行的“两性对话”工作的新实践。
我希望寻找一种新的学术方式，它的语言生动可读而知识方便共享，它拥有多元对话空间、容纳各种
声音而便于从中感受不同思想角度。
当然它的读者对象可以是学者，也可以是那些永远不想成为学者的人——如果学术也能为并不做学问
的人们所享受，那会是多么诗意的一件事情!而我认为女性主义的学术知识就可以和能够做这样的尝试
。
因为女性主义相信每个生命都是知识生产源，从每个人的生命经验提取独特生命感悟和理念并不是一
件深不可测的事情。
没有谁可以垄断一个人对于感性和理性的认知能力，也没有哪一种知识系统可以垄断其他知识生产的
出现。
虽然有一种论调认为女人是不擅长或干脆就不能进行理性思考的人类，然而果然是这样吗?认为男人才
是理性的高贵的人类，这样的男性中心的思维方式果真是有道理的吗?即使说这，样的思维方式千百年
来统治着人类的知识传播，拥有绝对话语权，难道就因此而果然有道理了吗?谁是话语权的拥有者?又
是谁赋予谁这份权力?这份权力是真实还是虚妄?    这一本也许可以命名为“男学”的书，以男性的生
存现状、生命境遇、思维方式及感情与日常生活为研究对象，从女性主义的视野考察男性文化状态，
考察拥有话语权的人类的另一半——男性生存的历史真相与现实生态，他的与过去与现在息息相关的
未来——从他与女性生存密不可分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场中，测看男性主体的真实脉动。
对于男性主体处境及成长的关心则是全部工作的重心所在。
因此这本名为《男性批判》的书，换一种说法，应该就是“男性关怀”。
由于种种可以理解的原因，这里的男性关怀主要的是对于本土情境中男性的关怀研究。
这本书不是我个人的学术专著，而是众多男女学者朋友们共同的思想探索和尝试。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有众多男女学者朋友们在真诚关怀和研究男性，我一直想实践的“两性对话
”空间才得以呈现。
读者在此看到的各种文体实验和研究方法实验，一方面真实地再现了关怀和研究男性的多样性，另一
方面也反映了男性研究的难度——在没有更多研究资料可资借鉴的情况下，探索性的工作无疑是比较
生动而较少规矩约束的。
有些研究论文原来刊载在我主持的“两性视野”网上，后来许多网友参加讨论，论文本身变成了“知
识生产场”，成为了“探讨问题的场所”，由此而体现了我对于女性主义的研究理想，在此就按讨论
的样式收录，并期待更多讨论式文体能在我们当下的学术空间获得“合法性”。
深深感谢书中所有的学者朋友们和网友们!我从各种样式的研究和关怀文本之中，体会到一种集体性的
反思力量的存在，看到在对于男性历史与现状的考量之中，充满了人的自我批判精神和反思能力，由
此感觉到知识的再生功能和人性的自我更新能力。
    诚如一位女性主义学者所言，在中国，如果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也就同时意味着必须承认自己
是男性主义者：这是因为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男性主体和女性主体作为个体人的主体性之获得，首
先必须共同面对父权文化的压抑。
尽管女性主义在中国的移植和传播过程，似乎一直在小心翼翼地避免一个话题，一些女性主义者不愿
意或策略性地不同意女性主义这个名称，但作为中国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转型的产物，中国女性主义
与其说是性别路线的，不如说它更是个人主义的。
在重建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国女性主义和中国男性主义如同一对异体孪生兄弟，一直在相辅
相成中成长——这也是女性主义的中国本土化根系。
如果说近现代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是由先进的男性知识分子充当向导，实则也是现代个人主义文化所
必须的，那么，当代意义的中国女性自我解放运动，则是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深入发展的必然，也因此
，中国女性主义和中国男性主义必经历由联体到彼此独立发展的过程。
相信读者会记得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代表了个体人性的渴求与愿
望，虽然这个个体的人是男性主体的，但他的身体渴望和心灵超越愿望，也同时代表和象征了一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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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义时代的诉求；与此同时期的张洁的小说《方舟》和张辛欣的小说《在同一地平线上》，也同样
首先是个人主义的诉求，是个体女性对于自我实现愿望的反复表达，其中所包含的性别之声，竟体现
于对于男子汉形象的渴望与期待!在某种程度上，由于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作为文化代言的
中国女性写作和中国男性写作，都曾分别在文化想像中设计新的异性形象。
这样的努力充满在近二十年的当代文学写作中，并延伸到电影电视及美术等其他文化创造空间。
应该说，是女性主义的思想带来了更多反思和批判的新资源。
男性写作中体现的对于绝对个人主义即男权主义的崇拜引起了女性主义的警惕和批判。
女性写作中呈现出的与男性的激烈对抗和撕裂感，也引起了女性主义的反思和批评。
或许可以说，正是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成长与成熟，多元化思想才得以成为今日中国文化现实，在这
样的良性文化土壤之中，女性主义的男性关怀也才有实践的可能。
如何重新评估传统的男性形象?如何创造新的男性形象?这样的问题正如同如何重新评估传统的女性形
象、如何创造新的女性形象一样重要。
我们最终要探讨的是如何在性别文化转型之际，获得两性之间的良性互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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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没有批判便没有真正的思想。
本书致力于对已男性有知识的梳理与审视，以男性的生存现状、生命境遇、思维方式及感情与日常生
活为研究对象，从女性主义的视野考察男性文化状态，考察男性生存的历史真相与现实生态，在对男
性的探讨和知识探源中，本书以温暖优雅的文字带领读者走出性别对抗的误区，以优美有力的姿态体
现两性共建个人主义性别文化的努力，所有的言说都成为一种重构的努力，思想因此而充满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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