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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许多人认为社会上“阴柔之
风”盛行，“娘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而且在青
少年中蔓延非常快，引起了不少人的担忧。

“娘化”现象，一般指男子穿着女性服饰或
进行装扮后达到女性化外貌。他们大多为拥有
标致五官的年轻男性，在穿上女装后常常带有
很强的萌属性。

这种“娘化”现象并非近些年才出现，也
不是现代才有。从定义上来看，古代的男扮女
装就应属此列。中国历史上还出现过男扮女装
而受到追捧的名人。唐代，有一个唱戏的李
伶，虽然年过五十，但一经打扮就如少女一
般，在舞台上娇羞百媚，被称为“假面娘子”。

但很多人认为，“阴柔之风”盛行让人缺少
了“阳刚之气”，在网络上还出现了“拯救男
孩”的说法，希望能够培养男孩的男子汉气
概。许多培训机构甚至为此推出了课程。

“娘化”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不能因为一
个男子着装像女性，就让他无法在社会立足。
无论是古代，还是今时，都是如此。而且在多
元化社会中，我们更应该包容这些并不一定是
主流的现象。

中国古代社会讲究伦理纲常，男性在社会
上的地位比较高，很多女性往往需要女扮男
装才能建功立业。比较著名的就是花木兰替父
从军的故事，在军营里她只能以男性角色出
现。但即使是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古代社会，对
于那些长相秀美，爱着女装的男子也是十分包
容的。特别是在隋唐时代，喜爱男扮女装的风
气自上而下地在社会上传播，这也显示当时社
会风气的开放和包容。

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对“娘化”现
象当然应该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来看待。所
谓多元，就是指不仅仅存在一种价值观，不仅
仅存在一种生活方式。可以试想，如果一个社会
只有一种生活方式，每个人每天都按照同样的方
式生活，那社会就会没有活力，显得单调乏味。
有时候，正是因为出现不同的生活方式，才让社
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也为个人提供了多种选
择。

过去对男性的角色认定，主要集中在孔武
有力、阳刚之气上。但正如很多人所说，打扮
并不是女性的特权，男性当然也可以。既然可
以女扮男装，那为什么不能男扮女装，借鉴一
些女性的生活方式呢？

不过，凡事应该有个度。对“娘化”现
象，有些人担忧其蔓延也不无道理。如今，“娘
化”现象在青少年中影响很大。如果青少年过
于沉迷在“阴柔之美”中，审美出现“一边
倒”的态势，那就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凡事如果过度就需要矫正。因此，应该有
针对性地增加对青少年的性别教育，通过合
理引导，教育他们正确认识“娘化”现象，
帮助他们树立正确合理的价值观和对潮流文
化的正确态度，这样才能帮助他们长远全面
发展。

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
“阴柔之风”当前在程度上确有蔓延的
趋势。这会带来什么后果？

“‘阴柔之风’将长期存在，但
作为青年文化的热点事件是暂时的。
在维持一段时间后，它会被新的青年
文化所替代，回归于青年亚文化范
畴。”邓希泉认为，对此不用过度忧
虑。从观众对明星的评价看，“娘化”
男演员在荧屏当道的现象已经开始衰
退。同时，“阴柔之风”并未蔓延到全
体青年和大部分群体间，目前只是局
部现象，更多地存在于娱乐明星身上。

对于一些人士担忧的“少年娘则
中国娘”，邓希泉认为，这是对“娘”
这种新社会现象消极作用的泛化和无
原则扩大化。他认为，“娘”是对男性
性别“女性化”现象的一种贬义称
呼。因为这种称呼既没有看到这种性
别新现象所具有的适应社会发展和构

建新型性别角色的积极意义，也没有
看到现代社会和男女平等条件下男性
角色的新内涵与新期待。

他认为，男性性别“女性化”现
象是一种文化符号和审美爱好，也是
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很多人只
是把‘娘’作为一种对象在欣赏，但
并不一定认同。”

“目前，以‘娘’为代表的阴柔之
风，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审
美爱好在青少年中传播，当然也有一
部分青少年将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并
付诸生活行为，但将其作为一种价值
观的则较少。”邓希泉说。

有性别学者也认为，无论是“阴
柔”还是“阳 刚 ”， 都 有 其 正 面 价
值。一个社会应该允许、支持每个
人有自己的社会性别实践，这样才
能构成一个丰富多彩的社会。如果

“阴柔之风”没有构成整个社会全体

男 性 的 追 求 ， 只 是 少 数 人 的 审 美 ，
就 不 能 将 其 夸 大 。 有 学 者 还 建 议 ，
为消除性别隔离，幼儿园应提倡男
孩也可以玩布娃娃，女孩也能玩汽
车 ， 或 者 让 男 孩 女 孩 一 起 玩 布 娃
娃、一起玩汽车。

张勇军则认为，一个社会当然不
应该反对个性和自由，但同样也不能
因此而放弃文化传统。“阴柔”、“阳
刚”都是优秀文化传统，整体构成了
中华人文教化体系，不应偏废。

两年前，上海教育出版社推出国
内首本为小学男生量身定制的性别
教育教材—— 《小小男子汉》，该教
材围绕小男生们成长需要面对的与
性别相关的困惑，提升他们敢于担
当的勇气与素养，成为一名“小小
男子汉”。该书受到很多家长和学校
的欢迎。

“增加孩子的‘阳刚之气’是社
会的大功课。”张勇军建议，家庭教
育和学校教育应多挖掘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在古时，士人培育都是文武双
全、诗书礼乐齐备，注重培养天人合一

等思想文化。”同时，教育内容应多一
些中华民族英雄事迹、烈士事迹、优
秀 发 明 创 造 等 ，激 发 孩 子 的 阳 刚 之
气、生命斗志、浩然正气等。

他同时强调，要警惕过度娱乐化
思想对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的侵蚀，媒
体应多向人们宣传人生责任、家国责
任，让人们从内心迸发出积极上进的
正能量。

张 海 波 也 认 为 ， 如 果 “ 阴 柔 之
风”加速蔓延，甚至在流行文化中成
为“一边倒”的审美取向，就肯定有
问题。“对很多心智刚发展的青少年来
说，这会造成他们审美观念出现偏激
或误判。”他认为，父母应该用主流价
值观引导孩子正确面对流行网络文化
和潮流文化。学校和家庭还要有针对
性地开展性别教育。

“正是因为人的性格发展应该符
合多元化价值观，所以更不能为了
迎合潮流文化、刺激文化消费、吸
引 眼 球 而 助 长 ‘ 阴 柔 之 风 ’ 蔓 延 ，
甚至出现‘一边倒’的性别气质。”
张海波说。

检视历史，当然应该承认“阴柔”亦
有其功绩和价值。但在竞争、发展成为时
代主旋律的今天，“阳刚”却是一种必要
的品质，一种必要的社会文化气质。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李德顺

我们当前的问题是，越来越多的男
性缺乏本应具有的“阳刚之气”和坚强
意志。这很可能引起家庭内部，甚至整
个社会性别角色分工中的阴阳倒错。男
性的性格和行为越来越与其天性背道而
驰，会对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传续产生不
良影响。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
院博士生导师、教授李晓文

当前社会越来越多元，男孩体魄不够
健壮并无太大关系，只要内心有责任感、

有担当，就是阳刚男子汉的表现。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性教育研

究中心主任张玫玫

文明社会本来就不应硬性规定何种形
象才是“合适的”性别形象。审美的多元
化，正说明一个社会的健康性。只不过当
下“女性化”的男性形象太过盛行，做些
矫正，想必也还有些必要。

与其谈论外貌，不如关注实质。“男
子气”，自有其积极进取、敢于冒险、敢
于担当的一面；但是，“中性化”，甚至

“阴柔些”，那种包容、低调、温和的处事
态度，也有其积极意义。不偏重一方，才
是正理。

——河北科技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王
伟滨

(彭训文 整理)
4月26日，在河南郑州建业小哈佛双语幼儿园内，男幼师楚晨辉和

小朋友做室内游戏。 张 涛摄 （人民视觉）

多元社会
需要包容

亿 奇

“女性柔美，男性阳刚”是中国传统的性别审美标准和性别气质。近几年来，随着一些年轻男演员
占据荧屏，一些男性在服装、发饰乃至心理上逐渐“女性化”，性别模糊趋势逐渐加剧。有人认为，社
会中“阴柔之风”盛行令人担忧；有人则认为这是一种时尚和进步，无需多虑。

近日，某知名歌手在担任一档时下流行的电视音乐选秀节目导师时说，男生应找回男生该有的荷
尔蒙。这一言论迅速引发很多网友关于“阴柔之风”是否盛行及该风是喜是忧的争论。

记者对多名受访者进行的调查显示，认为“阴柔之风”盛行、“阳刚之气”下降的比例高于持反对
意见的人，两者都占两成多，持中立态度的占四成。超过1/4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有“阴柔之风”的
男性。那么，究竟应如何正确看待这一现象？我们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性别气质？记者进行了采访。

当 前 社 会 是 否 “ 阴 柔 之 风 ” 过
盛、“阳刚之气”下降呢？

在记者的调查中，约28%的受访者
对此持赞同态度。在北京市某建筑企
业工作的小刘认为，社会上“阴柔之
风”现象的确有盛行趋势，这主要和
当下很多男演员在影视剧中和公众面
前表现得过于“女性化”有关，“比如
很多男演员爱美、爱打扮，说话娇滴
滴的，甚至有兰花指、捂嘴笑等女性
化动作，引发很多男性特别是青少年
模仿。”

受此影响，现实生活中很多男性
开始化浓妆、描眼眉眼线、涂口红，
割双眼皮，甚至从性格上变得柔弱，
等等。在北京某小学担任教师的黄先
生担忧地说，现在学校中一些男孩衣
着打扮趋向“女性化”，外形柔美，有
些男孩在面对困难、任务时不如女孩
表现得大方、有担当。

中国青少年宫协会儿童媒介素养
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海波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认为，当前一些娱乐节目、影

视作品中确实存在着一股“阴柔之
风”。从媒介素养教育角度看，这会给
社会、给孩子造成一种对于性别判断
的误解或刻板印象。

“比如对于女性，很多人觉得以瘦
为美，这其实是一种刻板印象。现在
很多荧屏形象、角色过于阴柔化、柔
弱化，实际上就是在给孩子塑造一种
审美的刻板印象。”张海波说。

约25%的受访者对这种观点表示明
确反对。北京市某高校研究生小陈平
时十分注意保养自己的皮肤，在衣
着、发型上也时刻追逐流行款式。在
他看来，这是一种时尚，能凸显个
性，“打扮不是女性的特权，也和社会
风气无关”。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性别学者对
记者表示，中国传统里所谓男人阳
刚、女人温柔的性别气质设定太单
一，人们不应受此影响。性别气质是
个性的发扬，一个社会的性别气质应
该多样化发展。

持中立态度的受访者占比约为四

成。多数受访者认为，无论是男性的
“女性化”还是女性的“男性化”，或
是“中性风”，本身都无可厚非，只要
别太过分就行。

几年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
心 也 曾 做 过 类 似 调 查 。 结 果 显 示 ，
33.4%的人表示能接受“中性风”，表
示 “ 不 能 接 受 ” 的 占 20.4% 。 另 有
46.2%的人对这一话题表示“中立”。

“娱乐明星的‘娘化’现象与青
少年体质弱化现象之间虽有一定相
关性，但也有偶合性，彼此间关系
复 杂 ， 不 能 进 行 简 单 地 一 一 对 应 ，
更不应危言耸听。”中国青少年研究
中心青年研究所所长邓希泉对记者
表示。

他认为，阴柔文化是一种当下较
为流行的青年文化，是青年试图与以
前文化相区别的一种文化尝试。从直
接表现看，阴柔之风是荧屏竞争、造
星行为的策略性转换而形成的暂时性
结果。阴柔文化是当今多元文化、多
样审美的组成部分，并没有占据主要
或统治地位，仍属于从属地位。从整
体看，当代青年的身型、体质、健康
行为、责任意识、担当能力均在不断
优化。

那么，这种“阴柔之风”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从历史源流看，“阴柔”和“阳刚”都是中国

文化中重要的人文气质。先秦时期，阴阳概念被
用来称谓世界上两种最基本的矛盾现象或属性：
凡动的、热的、强壮的、明亮的为“阳”；凡静
的、冷的、柔弱的、内向的为“阴”。当这种理解
被用于社会人生时，“阳刚”主要是指光明、正
直、刚健、进取和有为，“阴柔”主要是指隐忍、
细密、委婉、退守和虚静。应该说，在不同历史
时期，这两种社会文化气质都给中华文化发展带
来过不同程度的影响。作为一种文化心理，它们
必然会在当今中国人身上有所体现。

从现实条件看，“阴柔之风”盛行是多种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这是经济快速发展中社会结构变化的
一个体现。邓希泉认为，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在经
济发展进入发达程度后，社会结构中的白领阶层
和知识分子处于优势地位，“阴柔之风”会逐渐增
长。同时，“阴柔之风”浓郁的韩国明星、日本明
星、日本动漫及其文化氛围对我国的影响很大。
其在中国娱乐市场引发的仿效行为，无疑对广大
青少年产生了较大影响。

其次，这和社会发展和现代社会对性别角色
的新塑造与新要求有关。现代社会意味着陌生人
社会、理性人际交往和快节奏生活，对传统性别
角色提出了新要求。

邓希泉说，阴柔的性格特征，更利于人际交
往，减少人际冲突，无形中助推阴柔性格获得一
些青少年的支持。同时，女性社会地位的迅速提
升，也导致一些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认同阴柔性
格。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里缺乏正确引导是重要
原因。”拥有10多年从业经历的婚姻家庭咨询师张
勇军对记者表示，我国青少年由于学习压力较
大，没有足够时间去进行锻炼；成长风险又使很
多家长、老师不放心让孩子在相对艰苦的条件下
锻炼意志，客观上也助长了他们阴柔性格的形
成。同时，当前一些饮食中含有添加剂、抗生
素，一定程度上可能造成一些男孩在生理上偏向
阴柔状态。

多元文化有利孩子成长1.

2.2. 多种因素导致阴柔性格多种因素导致阴柔性格 性别气质不应“一边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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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8月9日拍摄的北京市朝阳区某公交站台灯箱内明星代言的广告。 本报记者 彭训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