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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小学“伪娘”现象是近些年来搅动中国基础教育界的一个敏感问题,主要表现为中小学男生身

体素质的全线下滑、性别角色的认同混乱以及传统男性气质丧失等,其原因在于家庭教育中父亲角色缺失、学
校教育中偏重应试教育和女教师占比过高等传统痼疾以及社会中性化风潮的影响等。 进而结合家庭、学校和

社会三者的合力,提出了解决我国中小学“伪娘”现象频现问题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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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社会对“伪娘”现象已经不再感到突

兀和陌生,尤其在大众娱乐领域更是如此。 随着

90 后大学生“快男”刘著们的大量涌现,男生危机

的话题已经从幕后走向了前台,受到了学术界乃

至社会的高度关注,引发了人们对性别认同、权力

秩序、性别教育等方面的深度思考。 无须讳言,现
代生活方式的改变确实加剧了“静态生活”的形

成,而家长和学校“智育至上”的观念、学业压力

等多种因素的合力,导致学校成了大量“围栏里

的人”的渊薮[1]。 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是,当下

基础教育阴柔导向型的环境、家庭分工以及娱乐

媒体等因素的“合谋”,为男孩子筑造了“温柔的

牢笼”。 对于以上诸种现象,以往的研究主要局

限于教育平等、教育公平等切入点。 本文尝试将

新世纪以来我国中小学“伪娘”现象置于社会文

化的宏观语境,以期为中小学校园“伪娘”问题的

解决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建议和对策,进而促进男

孩的性别认同和教育适应性。

　 　 一、“伪娘”的时代意蕴

　 　 “伪娘”一词和其他流行网络词汇如“萌、同
人、鬼畜、萝莉、暴走、吐槽、傲娇”等一样文本词

源均来自 ACG,是日本动漫、电玩游戏的专有名

词[2]。 在日语中,“伪娘”被称为“男の娘” (おと
このこ),译为汉语则是“男少女”,即这个词特指

正常的、天生就具有女性外貌特征的男性,在变装

后有着比一般女性更俊美、更“萌”的特质。 “伪
娘”的产生经历了二次元到三次元的过程,最初

出现在日本,以日本最著名的动漫《少女爱上姐

姐》中的宫小路瑞慧为代表。 在日本盛行角色扮

演文化(cosplay),喜爱动漫中角色的观众对角色

进行现实扮演,动漫中的二次元人物变得立体了,
但“伪娘”现象仍只存于虚拟世界中。 然而,随着

世界的不断交融和人们观念的日新月异,以男儿

身女子貌形态出现在大众面前的男性越来越多,
“伪娘”现象也正式进入三次元。 从此,这一称谓

也正式被固定和传播开来。
　 　 在汉语中,“伪”字早于《礼记·月令》中提到

“无或诈伪淫巧”,《荀子·性恶篇》说“人之性恶,
其善者伪也”,而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解释

为“伪,诈也” [3]166,“伪”字基本取“人为、欺诈、矫
饰”之意。 “伪”字是形声,从人、从为,为亦声,从
人、从为合起来意思就是根据自己的意愿去改变

事物。 该字本义是“人为、欺诈”,在现代汉语大

词典中解释为“假、不真实、人为矫饰”。 同理,
“娘”字也是形声字,繁体正字为“孃”,从女、从
襄。 襄亦声,“襄”意思是“包容” “包裹”,从女、
从襄合起来的意思是指“身体包裹有婴儿的妇

女”。 南北朝的《古乐府·子夜歌》中“见娘喜容

媚,愿得结金兰”的“娘”字就是取其本义。 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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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 “娘” 字则被引申义为 “母亲” “年轻女

子”,如杜甫的《兵车行》“爷娘妻子走相送”,《江
畔独步寻花》 “黄四娘家花满蹊”。 然而,到了宋

代,“娘” “孃” 简繁两字用法不再做特别区分,
“娘”字逐渐取代“孃”字取本义。 事实上,即使时

间来到现代,“娘”字依然常用“母亲” “年轻女

子”之义。 但是,这里有一个现象也必须提及,就
是传统语境下如果一个正常男性在举止行为、形
态甚至声音等方面具有女性特质也会被戏称“娘
们儿”。 也就是说,当“伪”与“娘”字联合在一起,
对于生活于传统习俗中、崇尚“阳刚之气、铮铮铁

骨”的中国男儿而言,“伪娘”不可避免地带有某

些贬义色彩。 当然,对于“伪娘”的认知也并非众

口一词,事实上,近些年来,“伪娘”现象并非如某

些学者专家所诟病的那样已造成男孩的全线性危

机,亟待拯救。 当然,不是否定当下中小学男孩阳

刚之气不足的现实,而是认为我们的关注点不应

该仅仅放在男孩的“落后”现象上,一味地叙述差

异如何显著、男孩如何陷入“危机”,进而引起不

必要的恐慌,而应探寻“伪娘”现象背后的深层文

化机理。 霸权性男性气质是否就应该成为社会的

一种普遍必然? 当下社会“伪娘”现象的不断涌

现是否是对过去传统男性威权的一种自动纠偏?

　 　 二、“伪娘”现象的呈现样态

　 　 近些年来,在教育领域尤其在基础教育领域,
男孩女性化、男孩阴柔化等“伪娘”现象大有愈演

愈烈之势。 人们突然发现,进入 21 世纪后,社会

在娱乐至上的消费驱动下,教育在日趋头脚倒挂

的机制下,家长在物质脱贫灰色记忆的全线代工

下,男孩的性别特征越来越式微。 “拯救男孩”被
正式提上日程,尤其随着孙云晓博士的《拯救男

孩》一书的出版,“伪娘”现象在教育界更是引起

了极大的关注。 总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身体素质的全线下滑。 近三十年来,我
国在推进素质教育的进程中,学校体育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绩,但学生体质尤其是男生体质的下

降更是触目惊心:肺活量水平持续走低,速度、爆
发力、力量耐力等素质进一步下降,超重或肥胖男

生数量明显增多。 在一次访谈中,61. 7% 的教师

认为男生体质不如女生好,尤其在生病不上课这

个指标上,女生明显优于男生。 有研究结果显示:
中国男大学生身体形态的平均发育水平低于日本

国同年龄学生。 其中在体质方面,中国女大学生

明显超过日本同类学生,而男大学生则明显低于

日本国学生[4]。 另外,在一份关于我国 7—19 岁

儿童青少年各项指标的调查中,小学阶段 7—12
岁男生在身高指标上不占优势,平均身高竟然比

同年龄段的女生要矮 1 厘米左右。
　 　 二是性别角色认同混乱。 所谓性别角色认同

是指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对男性群体特征和行为

方式约定俗成的理解。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
男孩的性别特征应该是勇敢、坚强、责任、担当、沉
着、冷静等品质的代名词。 然而,时过境迁,传统

一维对立的性别区隔在后工业技术信息时代,其
界限越来越模糊。 有人戏称,过去,我们以为天是

蓝的,草是绿的,墙是白的,煤是黑的,男人是很爷

们儿的,女人是够娘们儿的。 可现在好像一切都

颠倒了[5]。 阴柔有余、阳刚不足的“伪娘”们正越

来越成为校园的一大特色。 不仅如此,哈佛大学

心理学家威廉·波拉克在《真正的男孩》一书中

也指出,现代的男孩“胆小和孤独”,在成就和自

信方面都“大大落后”于女孩[6]。
　 　 三是传统男性气质的丧失。 众所周知,不同

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对男性特定的行为倾向和心理

特质有不同的设定和期望。 近代以来的西方,在
文化变革、帝国扩张、城市发展以及欧洲内战等因

素的作用下形成的男性气质,包含了理性、男权、
攻击性、冒险、征服等“硬汉”的精神内核[7]260-267。
反观近代以来的中国,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
家破人亡、国覆种灭的内忧外患的情势下,男性气

质则更多地积淀了责任、担当、抱负、忧患、舍生取

义等挽救国家和民族于危难之中的精神属性。 然

而,时光荏苒,出生于新中国的零零后的男孩们,
由于国际形势短暂趋稳,全球化消费浪潮涌来,不
知不觉中传统男性气质中的超越、阳刚、克服困

难、力争成功等质素悄然流失。 反映在男孩的学

业成绩上就是,中国高考女状元人数已经超过了

男状元,女状元约占 51. 45% ,男状元约占 48.
55% ,女状元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已经从 1999 年

的 33. 82% 上升到 2007 年的 62. 79% ,尤其是在

文科状元中,女性已占到 64. 43% [8]。 此外,艾瑞

深中国校友会网最新发布的《中国高考状元调查

报告》显示:在 2014 年全国各地区省级高考状元

中男状元比例为 40. 43% ,再创历史新低。 在

2000 年到 2014 年这十五年间,女状元所占比例

逐步赶超男状元,且比例差距逐渐拉大[9]。 中小

学男孩学业成绩的下滑和男性气质中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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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局意识等品质的缺失确实存在着某些正相关。

　 　 三、“伪娘”现象的深层文化机理厘析

　 　 “伪娘”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仅是搅动当下

中国教育敏感神经的一个潮词,而且非主流的他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5]。 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

给予肯定或否定,因为“伪娘”作为一种青年亚文

化形态,呈现出的不仅仅是青少年对主流文化的

反叛和背离,更是当下一些青少年心理状态和生

存境遇的生动写照。 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以下试

图对中小学“伪娘”现象的背后深层文化机理予

以归结。
　 　 (一)家庭教育中父亲角色的缺失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尤其对于未成年

的男孩来说,父亲在家庭教育的作用可能更大。
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就指出,男孩在发展过程

中会有意识无意识地模仿父亲的角色和行为,从
而形成具有鲜明性别特征的行为[10]。 令人遗憾

的是,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传统家庭

角色定位的惯性以及人们对所谓幸福生活的高物

质期望等因素的介入,家庭教育中父亲角色缺失

较之以前更有蔓延之势。 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

的农耕时代,“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确实具有

一定的合理成分,尤其在面对自然的狂暴与无情

时,男性的强力、独立和果敢等品质就更有生存优

势。 但是,时过境迁,随着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尤其

是信息化社会的今天,这样的男性气质优势也就

渐渐弱化。 当然,在市场经济大潮以及优胜劣汰

的思想观念驱使下,今天大多数父亲忙于工作以

图为孩子创造一个更高的平台或起点,而在外疲

于奔命也是不争的事实。 另外,现在我国尤其是

城市家庭离婚率的居高不下,导致跟随母亲生活

的孩子更是缺失父亲的陪伴。 除此之外,少子化

时代母亲的过度保护性教育也是一些家庭中父亲

被迫放手孩子教育的一个致因。 然而,心理学家

弗洛伊德认为,男孩在成长过程中父亲的作用非

常巨大,因为儿子会在潜意识中效仿父亲的一举

一动。 社会学习理论也强调榜样的作用,认为父

亲为孩子提供了一种男性的榜样和行为模式,男
孩往往把父亲看作未来发展的模式而去模仿[11]。
也就是说,在男孩的性别化发展过程中,“父亲的

行为就是其性别化发展的象征模式和参照” [12]。
由此可以这样认为,当下家庭教育中父亲角色的

缺失,是中小学“伪娘”现象频现的一个重要诱

因。
　 　 (二)学校教育中的传统痼疾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的

学校教育为祖国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取得了

有目共睹的成绩。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基
础教育在披荆斩刺大步向前时,一些体制或系统

内的痼疾也渐渐浮出水面。 一是“应试教育”模

式可能更适合突显女生的长处。 毋须讳言,一切

以分数为准绳的“应试教育”天生偏爱或倾向那

些安静、乖巧、听话和细心等生理和心理方面成熟

较早的女生。 科学实验证实:由于男女在大脑结

构上存在着生理差异,使得二者具有不同的大脑

优势区域,女孩比男孩有较强的记忆能力[13]。 同

时,唯标准答案马首是瞻的考试评判标准加上轻

实践教学、重理论教授的教学方式,把活泼好动、
思维跳跃性比较强的男生基本上限制在了一个相

对有限的空间里,使其成为一个个听话、腼腆、不
敢质疑和反叛的“温顺的羔羊”。 二是中小学教

师性别比例失调,女教师占比过高。 权威统计数

据显示:在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群体几乎由清一

色的娘子军组成,许多学校男女教师比例严重失

衡,越是低年级,女教师的比例越高,幼儿园中男

教师早已成为“稀世珍宝”,大有女性垄断教师队

伍的态势[14]。 由此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调
皮、好动、不拘于细节的男生在细心、喜静、勤奋、
守纪律的女生的比照下,一定程度地被压制和负

强化就在所难免了。 体现在学习成绩评价上就

是,那些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墨守成规、擅长强化

记忆的学生,更容易使本性使然(女教师的评价

方式无意识地倾向于女性特质,对安静、听话和成

绩好的孩子评价较高)的女教师青睐有加。 英国

学者安妮特·麦克唐纳的研究发现:如果学校的

大多数教师是女性,学校会倾向于采用女性喜欢

的教学方式和评价方法[15]。 在这样一种阴柔氛

围泛化的背景下,男生为了迎合以女教师为主体

的教师群体对学生的评价取向,逐渐成为安静、听
话的“好”学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当然,男性

处于女教师占大多数的学校环境里,在与女教师

的互动过程中无法避免女性教师作为示范者带来

的潜移默化影响,也是男生一定程度上熏染上女

性化特质的一个重要致因。
　 　 (三)社会中性化风潮的影响

　 　 人不可能是孤立的存在,也不应仅仅隶属于

家庭缄默的一员,而应是繁复驳杂社会中的关系

·88·



性存在。 实际上,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尤其在

实现了信息化、网络化的后工业国家,以天然的生

理性别作为分界的性别认同渐渐失去了话语主导

权,取而代之的是性别的社会建构论。 著名哲学

家、社会学家吉登斯就指出,在某种程度上,性别

认同是社会影响的结果[16]102-103。 中小学 “伪娘”
泛滥现象可从社会结构和消费主义两个层面加以

分析。
　 　 一是当今社会多元文化的推波助澜。 有人

说,70 年代以前,人们对于男人和女人的性别气

质还有一种天然的朴素理解和期待,但随着社会

工业化的加速和人们生活形态的剧变,尤其是进

入 21 世纪的千禧年之后,“性别中立”或中性化

风潮已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 从 2009 年中

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小品《不差钱》女性化的

穿着和声音的小沈阳,到 2010 年湖南卫视《快乐

男生》声音柔美、外部阴柔的刘著“伪娘”们,再到

零零后外形精致、时尚阴柔的“都市玉男”(metro-
sexual),无不折射出当今社会文化的多元和包

容[17]。 有人说后现代主义下的大众审美观是大

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反驳,具有个人化、反传统、
反权威的特点,部分大众心理是逆反、反叛的,追
求标新立异。 “伪娘”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此类

特点,他们往往不易因为旁人言论而改变自己的

选择,有自己独立的个人认识和社会生活,带有极

强的个人化色彩。 “伪娘”所代表的亚文化形式

属于非主流文化,能否被主流文化完全认可不得

而知,但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主流文化,因此“伪
娘”的存在恰好符合后现代主义下的大众审美

观。 当然,对于依然具有传统审美观的部分大众

而言,由于对代表主流文化三维传统形象已有的

审美疲劳,出于围观、猎奇心理,他们以自误方式

消费“伪娘”也就具有一定的合情性了。 换言之,
“伪娘”能被后现代主义大众审美观所接受,说明

他们满足了大众的某种审美心理需要,此种审美

心理与人性中暗藏的某种情感有强烈的对应关

系。 弗洛伊德的压抑理论就认为,人性中无意识

地隐藏着人们觉察不到的某种情感,也隐藏着某

种性取向,从而形成某种审美心理,“伪娘”的出

现正好满足了此种心理。
　 　 二是消费主义的泛滥成灾。 公平公正地讲,
一定的消费欲求应该也必须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

一个组成部分。 但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应该有一个

合理的“度”,假如“人们普遍追求炫耀性、奢侈性

和新奇性的消费,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
并以此作为个人的自我满足和自由,作为生活的

目的和人生价值,那就可能本末倒置了” [18]6。 不

幸的是,当下的社会,随着消费主义的泛滥肆虐,
消费的目的已经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

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

足” [19]7。 从这一点出发,在娱乐至上的今天,那
些所谓流行、时尚和前卫的东西,不过是一味追求

商业利益的“文化工业”所塑造出来的精神幻相。
众多媒体为吸引眼球大肆报道受追捧的“伪娘”,
其实背后名利的考量早就溢出了个体性别倾向或

嗜好的限度。

　 　 四、积极应对中小学“伪娘”现象的策略

　 　 对于中小学层出不穷的“伪娘”现象,我们既

不能充耳不闻、听之任之,也不能令行禁止、蛮横

干涉。 正确合理的做法应该是,正视现实,将家庭

身传、学校教育以及社会熏染等因素进行系统整

合,进而提出针对性强的、有效的解决策略。
　 　 一是在家庭身传方面,家长应该让孩子懂得

性别差异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处于青春期的男

孩,他们往往对性别差异不是很敏感。 因此在这

方面,作为家长,尤其是父亲的角色就更加重要,
在家庭的日常生活当中,父亲通过言传身教的本

色演出,无声胜有声地陶冶着男孩的性别角色认

知———独立、坚强、果敢、担当等阳刚的男性气质。
而这需要当下的父亲必须做出艰难的时间调整,
在家多陪伴、多交流、多和儿子沟通,是爱儿子的

最长情告白,也是对儿子进行的最有效的性别角

色教育。
　 　 二是在学校教育方面,要强化性别角色教育,
培养男生正确的性别差异认知。 性别角色,顾名

思义是指属于特定性别的个体在一定的社会和群

体中占有的适当位置,及其被该社会和群体规定

了的行为模式[20]。 强化性别角色认知,不是要和

性别平等教育唱对台戏,而只是强调,不同性别有

不同性别的特点,不同性别有不同性别的优势和

长处。 在中小学加强男生的性别角色认知,不过

是要男生明白、理解和践行男生角色所应具备的

不同责任和风格要求。 在这方面,不仅需要学校

管理层的大力配合,即下大决心改变目前教师队

伍女性教师占比过高的现状,而且作为教师本人

也应该科学理解性别角色的差异,在尊重性别差

异的前提下培育学生健全的人格和创造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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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21]。
　 　 三是在社会熏染方面,不能一切以经济利益

为准绳,无限“祛魅化”男性或放大男性中性化的

优势,而应该正确引导阳刚之美的男性性别认知

文化。 近些年来,随着全球化流行元素的频频冲

击和传统生活、工作模式的日益退场,人们的日常

世界大都旧貌换新颜,这本来是一件特别值得人

们高兴的事情。 然而,事与愿违,由于社会对经济

利益的无限追逐,导致传统的一些主流价值受到

严重腐蚀。 最近网络媒体上“伪娘团”的大量报

道和上镜,无疑大大加剧了正处于青春生长期、还
无多少性别角色认知的中小学男生的跟潮之气。
班杜拉的社会学理论就认为,个体可以通过观察

他人的行为而习得新的反应[22]364。 在这方面,大
众传媒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 然而令人遗憾的

是,当下我国的很多社会公众平台没有起到正能

量的榜样引领和示范作用。 对此,我们必须要正

本清源,使中小学的“伪娘”模仿者失去效仿的目

标和策动力。
　 　
　 　 近些年来“伪娘”现象在中小学校园愈演愈

烈已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这也可以说是个体的自

由选择或人性进一步解放的表征,但“伪娘”现象

背后的动因我们却不能置若罔闻。 事实上,男生

中性化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性别趋向问题,它
的背后牵动着众多文化、制度以及体制等层面的

神经。 由此,为了使男孩危机得到缓解,在家庭中

要重视父亲的地位、优化家庭教育方式,在学校里

应改善教师性别比以及课程设置和学生评价方

式,在社会层面注重相应的社会环境的营造,采取

这些措施或策略已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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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Review of Frequent “Cross-dresser” Phenomenon
in China’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SUN Wei1, LIU Danian1, JIANG Yuehua2

(1. College of Basic Medicine, Jining Medical University,Rizhao 276826, China; 2. Qixia Zhuangyuan Middle School, Qixia 265300, China)

　 　 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cross-dresser”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s a sensitive issue that
has stirred up the basic education circle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It is reflected in the overall decline in the
physical fitnes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boys, the chaotic identification of gender roles, and the loss of
traditional masculinity, etc. The reasons lie in the lack of father role in family education, the traditional prob-
lems of emphasis on exam-oriented education in school education and high proportion of female teachers, and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neutrality trend. And then,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joint forces of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effective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frequent phenomenon of “cross-dresser” in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Key word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cross-dresser”; neutralization; gender education; cultural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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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Fu’s Qinlong Trace and Silk Road Poetry Creation:
On the Value of Literary Geography in the Study of Ancient Silk Road Poetry

WU Changlin, LI Q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Du Fu had a very close relation with the Silk Road all his life. He had lived in Chang’an area
and Qinzhou area along the Silk Road for a long time, and had been deeply affected by the loc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n Chang’an, he described the territory image of Silk Road with Hu horses as the main body,
and constructed the virtual Silk Road space with the farewell poetry. In Qinzhou, he gave a comprehensive and
concrete description of the literary landscape of Silk Road, and formed a unique poetic style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frontier fortress poems of Silk Road under the joint action of his own culture and the guest environment.
By using the research method of literary geography, we can not only study the literary landscape and poet track
of Silk Road, but also restore the space of ancient Silk Road on its basis, which is of definite value.
　 　 Key words: Silk Road poetry; Du Fu; literary geography; Chang’an; Qin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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