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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传统社会，女性的地位相比男性而言是处于次要位置，到现代社会，女性地位逐渐上升。

本文基于社会性别理论，从性别差异、性别分工、性别规范、性别身份和性别角色的维度出发，

分析中国女性在“三从四德”和“惧内现象”背景下其地位的差异，并指出造成这种差异的成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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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视角下的中国女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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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从四德”和“惧内现象”的历史由来

在中国古代，为了维持父权制家庭的稳定、父

权——夫权家庭（族）的利益，人们提倡妇女要恪

守“三从四德”。《仪礼·丧服·子夏传》里有：“妇

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

从夫，夫死从子。”《周礼·天官·九嫔》里有：“九

嫔掌妇学之法，以九教御：妇德、妇言、妇容、妇

功。”三从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

德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在父权制的家庭

中，男性拥有着绝对权利，女性在男性的支配下

只能服从，只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几乎没有什

么权利和地位。然而也存在着另一种现象：“惧

内”，即怕老婆。据清代袁枚考证，“惧内”最早始

于专诸，他引用《越绝书》曾发这样的议论：“专

诸与人斗，有万夫莫当之气，闻妻一呼，即还，岂非

惧内之滥觞乎？”清代话本小说《八洞天》中，对

“惧内”现象曾作过有趣的解释：怕老婆种类有

三，也就是“势怕”、“理怕”和“情怕”，“势怕”

又有三：一是畏妻之贵，仰其伐阅；二是畏妻之

富，资其财贿；三是畏妻之悍，避其打骂。“理怕”

亦有三：一是敬妻之贤，景其淑范；二是服妻之

才，钦其文采；三是量妻之苦，念其食贫。“情怕”

亦有三：一是爱妻之美，情愿奉其色相；二是怜妻

之少，自愧屈其青春；三是惜妻之娇，不忍见其颦

蹙。胡适在当北大校长时，曾对学生说过，一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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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怕老婆的故事多，则容易民主；反之则否。当

代社会中“惧内”现象也普遍存在，有调查显示，

50.3%的中国男人承认自己怕老婆。

二、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

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出现了一系列的民权

运动、新左派运动等，这些运动不断冲击着美国

现有的传统和制度。第二次女权运动也在这个时

期兴起，社会性别概念就是在这期间出现的。社

会性别是当代妇女理论的核心概念和女权主义学

术的中心内容，指社会对男女特征、角色、活动、

责任的期待和规范。关于社会性别的定义，至今

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结论。

琼·W·斯科特给社会性别的定义是：“社会

性别是基于可见的差别差异之上的社会关系的构

成要素，是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方式。”〔1〕

《社会分析框架指南》中对社会性别的定义

是：“生理性别是人类生理上的实施；而社会性别

不是。作为男性或女性的经历会因为文化的不同

而相差很大。社会性别概念被社会学家用来描述

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由社会形成的男性或女性的

群体特征、角色、活动及责任。因为社会的组织方

式，我们的社会性别身份决定了社会如何看待作

为男人和女人的我们，以及期待我们如何去思考

和行动。”

《加拿大国际开发署性别平等政策》中对社

会性别下的定义是：“性别指的是由社会化过程

所构建的女性和男性的作用和责任。性别这一概

念也包括对女性（女性化）和男性（男性化）的特

点、态度和行为的一种期望。”〔2〕

《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中对社会性别

的定义是：“社会性别一词用来指社会文化形成

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

属于女性或男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3〕

我国也有学者对社会性别作出解释，仉乃华

对社会性别的定义是：特定文化环境规定的被认

为是适合其性别身份的性格特征及行为举止。通

俗来讲，即指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女性或男性

的气质和性别角色，及与此相关的男女在经济、社

会中的作用和社会差异。

徐鲜梅将社会性别理解为：在社会、经济、技

术和文化整体条件下，把“妇女”从中“剥离”出

来，研究和分析女性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角色、资源、权益、差异、特征、需求和问题。〔4〕

三、解读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女性地位

对于社会性别的定义都是强调男女之间的差

异不是先天的生理因素造成的，而是在后天社会

化过程中形成，并且不断变化着。什么是社会性别

视角呢？社会性别视角包含了四大维度：性别差异

（gender differences）、性别规范（gender norms）、

性别分工（gender division of labor）和性别身份

（gender identities）。〔5〕

而本文在研究时，将引入另一维度：性别角

色（gender roles），即个体或群体通过学习特定社

会文化中规定的一整套两性价值规范来获得自己

的性别身份。〔6〕一方面社会对性别角色的期望形

成了一定的价值规范，另一方面个体通过扮演相

应的性别角色获得性别身份。“三从四德”下的女

性，她们学习并实践着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

从子的伦理价值观念。女性这一性别角色伴随她

们从出生到死亡，不管是作为女儿、妻子、母亲，

性别角色是不会发生改变的。由于“三从四德”下

的女性被男性所支配，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她们在

社会和家庭中几乎没有什么权力和地位。自新中

国成立以来，政府和社会所倡导的男女平等，得到

了法律的保障和广泛的社会认同，虽然在某些方

面仍有歧视女性的现象，但女性获得了与男性平

等的受教育、就业等权利，女性这一性别角色不

再成为她们自身发展的障碍。在家庭中，女性不仅

具有了相当的话语权，特别是当女性获得了独立

的经济地位，甚至对家庭经济方面的贡献大于丈

夫时，“惧内”现象很容易产生。男性这一性别角

色此时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和优势，无法像以前

那样支配女性，男性此时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

其权力和地位受到了冲击和挑战。从性别角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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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男性失去了其绝对权威和绝对优势。女性打

破了“三从四德”下男尊女卑的狭隘的观念，获得

了解放，争取到自己应有的权利和地位。

性别差异是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这二元对

立概念的基础。〔7〕而性别差异又分为两方面：生

理差异与社会差异。生理上的差异是先天的，无

法改变的，例如：生理机构、体能、基因等。而社

会差异则是后天造成的男女之间一系列的差异，

是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在社会化中的重塑。本质

论认为性别差异是男女生来就有的，是无法改变

的。波伏娃在其《第二性》中提出了批判：假设社

会制度上的不平等安排是果，男女生理结构上的

差异是因。女性被认为是次等性别，是他者，并非

因为她们生理上与男性不同，而是社会文化与制

度的不公所导致。〔8〕纵然男性与女性的生理差异

是很明显，这造成二者权利和地位不平等的缘由

更体现在社会性别差异上。“三从四德”下的女

性，她们由于受封建制度和封建伦理的影响，大

多数没有受教育的权利，也没有就业的权利，她

们日常活动范围也仅限于自己的家庭，她们自身很

难获得发展。而男性却可以接受教育、然后从政、

经商等，一方面是男性从事这些工作可以获得社

会认可，另一方面男性通过这些工作获得经济报

酬，为家庭做出了女性所不能做出的经济贡献。自

然地男性不论在社会还是家庭中都拥有了比女性

更高的权利和地位。当代社会，性别差异不再那

么明显，女性也可以接受教育、从政、经商等，并

通过努力获得社会的认可。在各行各业中，几乎都

有女性的参与。相比之下，女性在获得社会资本和

构建社会网络时，性别差异并不像以前那样阻碍

自己的发展。外界赋予男性的气质是“阳刚”，赋

予女性的气质是“阴柔”，当女性克服这种差异所

带来的障碍，获得超过男性的权利和地位时，“以

柔克刚”的“惧内”现象很容易产生。“惧内”现象

体现了男女社会性别差异的转化。

巴特勒认为性别规范是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

的理性。韦斯特和齐默尔曼认为性别规范是对于

自身性别类别相关的合适行为和态度的构想。〔9〕

个体通过学习，内化性别规范，来完成性别角色

的扮演。“三从四德”作为女性的性别规范，强调

女性对男性的绝对服从，未出嫁的女性不仅要听

从父亲的，而且要听从兄弟的。出嫁后的女性作

为妻子要听从丈夫的，正所谓“妾妇正道，以顺为

正”、“天命不可逃，夫命不可违”，妻子成为了丈

夫的私有财产。丈夫可以休妻，妻子却不可以“休

夫”。妻子还要为丈夫保持贞操，可谓“饿死事

小，失节事大”，丈夫死后甚至要殉夫以表对丈夫

的忠诚。丈夫死后，妻子要听从儿子的，女性“从”

子其实是对“从”夫的延伸。这种“奴化”的性别

规范造就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不平等，男性对女

性有绝对的权利，却没有义务，使得女性成为男性

附属品，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惧内”现象不再强

调女性的性别规范，相反出现了一些针对男性的

性别规范。例如：胡适甚至号召男子像古代女子

那样遵从他提出的“新三从四德”，即太太出门要

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太太

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

太太花钱要舍得。男性不仅要尊重女性，有时甚

至要忍受女性打骂。不同的性别规范，是造成男

女地位不平等的重要因素。

性别分工在本文是指成年人的性别角色分

工。戈夫曼认为性别分工是一些根据个人所属的

性别类别，将其编排到不同位置，赋予不同权利、

义务和责任的社会安排。〔10〕“三从四德”下的女

性分工主要体现在家庭方面，其承担的职能主要

是繁育后代、操持家务和赡养老人。古代男女结

合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繁育后代，妻子有着繁育

后代的职责，她们往往被束缚为一个生育机器。而

女性操持家务和赡养老人的职能却往往被忽视。

这些“边缘化”的职能使得她们在社会中，在家庭

中的地位得不到认可，相比之下，男性在外所从事

的经济职能往往是被当作对家庭贡献最重大的，

因而男性理所当然的获得了比女性高的地位。进

入工业社会，性别分工出现了较大的改变。在帕森

斯看来，工业社会中的家庭分工可以由其功能理

论来解释：男性扮演工具性角色，负责养家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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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扮演表达性角色，负责照料孩子。〔11〕在工业

社会中，女性也承担了相应的经济职能，女性参与

到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市场中涌现出两大类引

人关注的女性群体，一是女性低端劳动力群体，

二是精英女性。〔12〕对于女性低端劳动力群体，她

们从事着社会底层的工作，她们的地位不论是在

家庭中还是在社会中依旧无法获得认可。而那些

精英女性，她们所从事的工作、取得的成就一旦获

得了社会的认可，她们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便

大大提高。在有精英女性的家庭，特别是当女性

所获得的成就和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大于男性时，

往往存在着“惧内”现象。而对于男性来说，如果

自己对家庭的经济贡献不如女性时，由于受“男主

外，女主内”等观念的影响，自己没有承担应有的

经济职能，更加重了这种“惧内”心理。

人一出生便获得了性别身份，性别身份即性

别认同，是个体对所属性别群体自我认同。但个

体在与个体、社会的互动过程中，会不断影响着自

身对性别身份的认同，造成了性别身份的不稳定

性。古代女性在“三从四德”的观念影响下，其自

我认同也是被束缚在这种观念下。他们无法构建

自己的性别身份，她们的性别身份从一出生就被

灌输了“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在自我成长过程

中，古代社会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才德观，

女性很少有机会能通过受教育来获得自身发展和

性别身份的重构。而当代女性出生在倡导男女平

等的社会环境中，她们后天可以在教育、工作过程

中，不断冲击着自身的性别身份认同，她们通过与

他人、社会的互动，构建了起当代新女性的身份。

社会“惧内”现象中的女性，是对以往女性性别身

份的颠覆。人们观念中的女性本来是柔弱的、依

附于男性的，而“惧内”家庭中的女性不再依附男

性，而且获得了主动权，相反男性的性别身份却被

大大贬低，其话语权和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

击。

女性社会地位从遵奉“三从四德”到尊享

“惧内情结”的转变，是女性这一性别主体性的

建构，在社会倡导男女平等的环境下和女性自身

能动性的影响下，女性不再是男性的附属物，女性

地位不断提高。另外社会性别理论的发展和社会

性别意识的增强，也推动了男女关系的改善和性

别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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