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对传统媒体和新型媒体的各种性别形象的出

现，我首先想说的是，今天我们在一个充满竞争的话

语场域中，创新话语和对文本的再解读是充满竞争

的，其本质是知识的竞争，我们要借助这场知识之争

来传播性别平等的思想。
“女汉子”一词大约出现在 2013 年前后，不知是

谁首先使用，但这一词的使用还是比较恰当地指代

了一类女性———性格开朗、乐观、有责任感、有气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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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打造的反腐节目，但是其中的女科长角色却被设

定成通过拍马屁和权色交易上位的反面形象。于是，

女官员的形象也在这一媒介传播中受到损害。由于

性别平等意识的缺乏，使得春晚的一些节目内容难

以产生民众期盼的社会正能量。
在目前的媒体政策中，有不少针对媒体内容的

管理条例，但是这些条例基本没有针对男女平等的

内容监管，一般只是笼统地规定禁止淫秽色情内容。
要改善这一状况，需要进一步推动性别主流化，制定

和落实包含男女平等内容的媒介管理政策，将性别

指标纳入中国的媒体监管政策和指标体系中，完善

传媒监管机制。使大众媒体在报道性别议题时有政

策可依。一些媒体机构或特定节目还可根据自身的

情况引入专家把关。比如，目前已经有不少专家呼

吁，春晚应该在节目审查环节设置性别顾问或者加

入性别平等的评价指标。

总体来看，男女平等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历经

多年的政策传播，已经在社会中达成了基本的认同，

但这样的认同还没能形成全社会的价值共识。当前，

一些媒体受到市场化竞争的影响，过于追逐收视率

和点击率，这使得媒体更重视那些吸引眼球的、具有

话题性的内容。在大众媒体的内容呈现中，一方面是

大部分媒体对女性议题不关注的“性别无意识”，另

一方面，又存在一些媒体像“女神和女汉子”的小品

内容中过度消费女性的情况。
大众传媒是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平

台，而男女平等价值观一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题中应有之义。传媒作为社会公器，需要关注社会

的公平正义，积极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男

女平等基本国策，传播男女平等的价值观念。在这一

方面，大众媒介肩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也需要做出

更多的积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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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方女人。这一词汇的创造较成功地将新女性的

气质表达出来，结合了传统的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

中的积极成分。
然而，2015 年春节晚会中的“女神”与“女汉子”

对比性说唱表演，再次对“女汉子”一词加以解说，用

具体的女性形象将“女汉子”与“无工作”“无男朋友”
“无钱”的“三无”联系起来，并用“女神”与之对照，刻

画出来的“女汉子”的乐观形象是悲凉无奈的；“女

神”的形象被嵌入进传统女性气质的叙述中，并将漂

亮和具有女性身体之美的形象与“有工作”“有男友”
结合起来，透过文化的性别符号完成了传统男权思

想的成功反转。
很快具有男女平权思想的女性们做出了积极的

反应，要求相关部门停播春晚中具有性别歧视内涵

的节目。在对春晚节目的抵制、讨论和调侃中，一些

新的词汇被使用，“直男癌”一词让人不知所云，但却

被频繁使用；“暖男”一词让人感受到新型男性气质

的再造。
这一系列的话语变化，特别是对“女汉子”解读

上的多元混杂，使人们看到公共话语空间是一个竞

技场，人们如何创新话语以及如何再次叙述话语是

充满竞争的，而话语竞争的背后是知识竞争。有关性

别的话语叙述充满弹性，它与人们的阶级地位、年
龄、相貌、性取向、民族、城乡等多元身份重叠在一

起，不断变化，为新的平等话语创造出空间，同时传

统的、强调性别等级秩序的话语更为强势，其会对新

型的平等话语进行再解读。在今天的话语竞争中既

存在着传统知识，也蕴含着新的知识的再造和传播。
我们设想，如果有具有男女平权思想的艺术家去创

作一台有关“女汉子”的节目，她可能会被塑造成一

个大气、有作为、有能力，同时拥有工作和爱情的女

人。因此，有关文本的叙述和表达，是要透过竞争来

实现的，无疑，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依然是男权为主

的，但是它也具有了一定的空间，由具有性别平等意

识的人来发出声音。我们需要更清楚地意识到这是

一个充满声音竞争的场域，要借助这个场域传达出

性别平等的声音，通过塑造新的女性形象来彰显具

有独立精神的女性气质。
第二，要看到中国的城市生活已经进入到消费

时代，消费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一切皆可消费，与“性

别”有关的一切都是具有商品价值的消费品，我们需

要回应的问题是“性别平等的理念将如何纳入消费

时代的生活中”？2015 年的“三八”妇女节前，大学校

园的学生们创建了自己的节日———“三七”女生节。
这意味着年轻人对“三八”妇女节的不认同，也呈现

出女性群体的多样化。被创建出来的“三七”女生节

成为了男生对女生的集体表白节，在大学校园出现

了各种祝福的标语，如“一生献给社会，今天献给女

生”；“你们是阳光，温暖隔壁男生的心，照亮北边学

弟的路”。条幅是为了吸引眼球的，越幽默越受欢迎。
消费主义时代生活方式的创造与文化传递至少

具有四大特点：一是每个人皆成为主体，传统的权力

关系被挑战，知识不再被“大师们”垄断。每个人的性

别经验皆具有了存在价值。二是娱乐性成为消费的

本质特征，“去严肃性”“去宏大叙述”成为一种常态。
性别的等级秩序（或一切等级秩序）以消遣的方式被

挑战、重复和消费。三是物化或商品化，商品的等级

秩序成为性别秩序的重要表达，如“女神”就是要与

“高大尚”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四是对文化的消费符

号化，并与身体相联系。长期以来，女性的身体一直

是男性欲望的客体，亦是被男性叙述的对象，那么在

消费社会中女性作为自已身体的主体，用主体的方

式来叙述自我，这为男女平权主义对抗消费社会提

供了工具和武器。
第三，话语即行动，具有男女平权思想的人们需

要在声音的争夺中生存与发展。我们需要参与到话

语竞争中，创新话语，传播平等思想。美国从事劳工

社会学研究的学者麦克·布洛维 （Michael Burawoy）

提出“公共社会学”的倡导，强调社会学家有责任在

公共领域倡导劳工权利，对新自由主义的理念进行

反思[1]。我们同样需要一种“公共的性别平等观”的倡

导，用话语来行动，公共空间借助话语得以拓展。在

对性别的命名上，话语与实践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正
如巴特勒所指出的，女性的主体和认同是在话语中

的，是由话语建构出来的，是一种实践行动，而不是

一个给定的概念。话语即行动是在反抗和挑战传统

男权的文化秩序。在福柯的“谱系学”知识中强调谱

系学知识的任务不是提出与既有理论不同的理论或

思想体系，而是要“对抗整体统一的理论”，即使是一

个词汇的创造性使用亦具有重要的意义。巴特勒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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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将戏仿（parody）作为性别颠覆的关键策略。她以

“男穿女服”为例，指出穿异性服装能够凸显解剖意

义上的性和性别身份之间的断裂，暴露出性别的社

会模仿特征。性别颠覆的目的在于消除身体、性和性

征的所谓自然属性，揭示其社会和政治建构性[2](P176)。
创新的或颠覆性的话语就是重要的社会行动。

第四，要认识到传递知识和话语竞争中新媒体

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后现代的知识传递与创造打破

了传统媒体以电视、报纸和书籍为主的方式，由此亦

打破了传统上由权力和专业人士为主组成的知识空

间；新媒体的传播方式以个体化的、多元的、混杂多

种知识的方式传递与创新。在这一大背景下，性别平

等的理念传递既要迎接挑战，又要将这一变化视为

机遇，用新的方式来传递性别平等的理念。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社会正在被分割为两个世

界，一个是习惯于从互联网来获取资讯的年轻人的

世界，一个是习惯于从传统媒介获得资讯的中老年

人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并非完全隔绝，只是各有特

点。重视和参与互联网资讯的创建就是进入年轻人

的世界、进入一个新世界。在这一意义上也意味着女

性群体自身的分化，保守与创新、接纳与反抗等首先

发生在妇女群体内部，这种分化本身内涵新的力量。
女性群体需要结盟，虽然不同的女性群体不断地要

处理自身与党—国家以及社会的关系，但共同反思

和反抗具有等级秩序的传统性别文化是不同女性利

益群体结盟的重要基础。
第五，在性别话语的创造中，我们会不断体验到

传统二元分割的性别气质的刻板印象带来的话语困

境。“女汉子”与“暖男”在打破传统性别刻板印象的

同时，又在传统的桎梏中无法避免地被恶意改写，以

至于“女汉子”会被设计为“无工作、无男友、无气质”
的女人形象，这种词语的和想象力的二元分割是真

正的“性别麻烦”。创造“去性别化”的话语空间和公

共空间或许是普及性别平等理念的一条出路。因为

在性别话语的背后是一整套的传统性别符号秩序，

只有摈弃这一整套话语才能够开辟新的社会关系。
因此以创新话语来打破传统性别刻板印象是行动的

第一步，当“女汉子”一词与“自信和有责任”的女性

形象相联系时；当“暖男”一词与“自信和关爱”的男

性形象相联系时，这些形象就具有打破传统性别话

语的意义。这种性别新形象的产生和创造需要我们

有意识、有激励、有策略地加以创造和传播，这种形

象和话语创造的意义在于它打破了传统的性别符号

秩序。
事实上，有关社会性别以及社会性别二元分割

的诸多理念来自于西方社会，在中国本土文化中有

一些重要的文化传承需要挖掘。目前，在互联网等各

种媒介中新旧话语混杂，但一些新的形象和话语正

在出现。金星的男变女身树立了反传统的、去性别的

形象，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事。
最后，我建议将“女权主义”（feminism）一词改

为“男女平权主义”，这将有利于在多元话语的竞争

中更好地宣传性别平等的思想。“男女平权主义”并
不是什么新的用法，在台湾已经被广泛使用；更重要

的是，“男女平权主义”是更为准确的用法；对“男女

平权主义”一词的使用亦是重要的话语行动。
“使妇女成为相互冲突的含义的场所，就创造了

政治上的新的可能性”[2](P176)。因此，使性别议题成为

论争的对象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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