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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畅：重建性禁忌观

重建性禁忌观 
 

江  畅 
 

内容提要：本文针对性解放运动所导致的性无忌、性放纵及其所产生的消极后果和负面影响提出

要重建性禁忌观。文章论述了性无忌的特点、表现和危害，阐述了重建性禁忌的必要性、根据和意义，

分析了性禁忌与性禁锢、性开放的关系，并就如何重建性禁忌的问题提出了初步的意见。 
关键词：性禁忌  性无忌  性放纵 性解放  性禁忌观 

 

    发源于近代西方的现代文明，是以把人从一切束缚中解放出来为初衷的。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人类确实是从各种束缚中解放了出来，

但也导致了问题日益明显的消极后果，这就是人们在获得各种自由的同时变得百无禁忌，甚至肆意妄行。今天的人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

说，什么都吃，什么都敢干。人类的这种无所顾忌、无所畏惧的处世态度体现在性生活方面就是性无忌。性无忌已经并将继续导致诸多问

题，值得高度重视。据此，本文拟在分析导致性无忌消极后果的原因的基础上阐述性禁忌的必要性、根据、价值，辨明性禁忌与性禁锢、

性开放的关系，并提出重建性禁忌观的主要措施。 

一、性解放的消极后果及其危害 
大约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达到高峰的性解放运动，打破了传统的性禁锢，实现了性解放，使人类获得了空前的

性自由。这次性解放运动肇始于西方，随着西方现代化对全世界的渗透而波及整个世界。它深刻改变了人类的性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

是人类在性领域发生的一次空前广泛、迅速而深刻的革命。近一百年来的事实证明，20世纪的性解放运动确实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快乐和幸福，给人类增添了许多乐趣和享受，其积极后果和巨大意义是必须给予肯定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持续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性解放

到今天似乎已经冲破了一切性的限制，包括必要的限制。性成为人类生活最开放、最自由、最可以为所欲为的领域。当性解放达到极端、

彻底的时候，它就开始走向反面，其消极后果日益显露出来，并对人类的生存发生负面影响。 
性解放的最重要的消极后果就是性无忌。所谓性无忌，就是人类在性生活领域无任何禁忌。具体说来，性无忌有三大特点：一是以

性满足或性快感为性行为唯一标准，只要能带来性满足或性快感，不论其对象的年龄和性别、与性对象的亲疏关系、性对象是人或是动物

或是其他物件，也不论使用什么器官和部位、运用什么工具或手段、在什么场合进行性行为；二是不顾生理功能和社会规范的限制，通过

一切可能的途径不断刺激性欲，并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谋求花样翻新的性满足和性快感；三是性行为与好奇、猎奇、甚至变态混杂在一

起，在性生活方面敢想敢说敢干，谋求反常或病态的快感。 
从当前可收集到的各种资料来看，性无忌大致有以下七种突出表现： 
1）血亲之性。亦可称为乱伦之性。这是父母子女、兄弟姊妹、血缘亲戚之间进行的性行为。这种自古以来就禁止的性行为今天似乎

也已经被解禁。这种性无忌不仅大量地反映在文艺作品之中，而且在现实生活中时有所闻。 
2）群交之性。 这是一群男女在一起从事的性行为。这种性无忌使性行为不再只是个别人的私人性活动而成为社会性、群体性的活

动。 
3）兽交之性。这是人与兽之间进行的性行为。这种过去认为不洁的行为如今也盛行起来。动物成为了一些人性甚至爱的对象。 
4）幼交之性。这是与未成年的儿童之间的性行为。这种被法律普遍禁止的性行为，也有其地下市场。一些人把性交的目光盯向未成

年人甚至少年儿童，以奸淫少年儿童为荣为乐。 
5）变态之性。这是各种由于性无忌而“疯长”的非正常的、甚至病态的性行为。这类性行为各种各样，不胜枚举，甚至不可想象，

如肛交、拳交、人妖、恋物、恋腿、恋脚、窥视，等等。 
6）暴虐之性。这是通过施虐或受虐而获得刺激和快感的性行为。这种性行为与其他变态之性的最大区别在于，其他的变态之性更多

地是受好奇心或猎奇心驱使，而暴虐之性更多地是为了寻求刺激，通过给人以痛感或接受痛感获得性快感。 
7）同性之性。这是同性别的男或女之间的性行为。同性之间的性行为也许在人类有某种生理基础，但随着人类生物和文明的进化，

同性之性的倾向一直被扼制，但在极端性解放的影响下，一些人再也无所禁忌，任由同性恋倾向生长，最终发展成为同性之性。这是一种

最常见或者说见怪不怪的性无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种性无忌在一些国家甚至受到法律的保护。 



从以上所有这些性无忌的表现不难看出，各种形式的性无忌总体上看是反自然、反社会、反人类的。说它是反自然的，是因为它与

生物的进化方向、与人类性行为的自然性相违背的。说它是反社会的，是因为它是与社会的风俗习惯、道德要求相违的。说它是反人类

的，是因为它与人类文明进化的方向相违背的，使人类在性生活领域“返祖”。 
性无忌已经使性生活中再也无所谓洁不洁、爱不爱、德不德的问题，它实际上成为了性放纵的同义语。各种性放纵的盛行已经并将

继续对人类的性生活乃至整个人类生活产生危害。这种危害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导致人性堕落。如果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

那么性无忌使人的野兽的那一半人性变得不如禽兽。二是导致精神颓废。性无忌由于与社会的习俗相悖，必然使人承受巨大的心理和精神

压力，使人自暴自弃。三是伤风败俗。性无忌导致的性放纵是与传统和习俗相悖的，此风盛行必然大伤风化。四是毒害少年。性无忌会刺

激少年的性好奇，使他们过早地寻求性满足甚至寻找不正常的性满足，以致妨碍和损害他们的健康成长。 

二、性禁忌的根据和价值 
性无忌的消极后果及其负面影响表明，人类要更好地生活，在性生活方面像在其他生活方面一样，不能无所顾及，而应该有所禁

忌。对于那些危害种群生存、有伤社会风化、损害性生活健康、毒害人们心灵的性行为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限制或禁止，使人类在性生活

方面的放荡、淫乱之风有根本性的好转。 
人类在性生活方面应该有所禁忌，这并不是一种“道学”的说教，而是有其科学根据的。笔者以为，我们至少可以为人类应该有性

禁忌找到生物学、社会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的根据。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性是人的一种“积欲”和“解欲”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一定与生殖有关，但却是以性器官和性特征为基础和

载体的，而性器官和性特征的充分发展是建立在生殖细胞的健全之上并且与生殖过程相关的。①就是说，性不等于生殖，但生殖是性的基

础，离开了生殖器官、生殖细胞以及适应生殖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分泌腺，性就会是不正常的或者是违背生物学规律的。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性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的一种男女两人之间的私人性活动。就是说，它不能是群体性的，不能是同性的，不能

是公开的。社会之所以把性限定在这样的范围，是因为人类长期的经验证明，只有这样，能给人带来乐趣的性才不会影响社会的秩序，不

影响人类整体的生存。 
从伦理学的角度看，人类的性不是单纯的生理活动，而且是基于人性、符合社会规范和导向的一种健康的活动。所谓基于人性，是

指性应当是顺应人性的，应当是以尊重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为前提的，应当是人性化、人道化、人情化的。所谓符合社会规范，是指性

应该是遵守社会的习俗、法制和道德的，应该是合法的、合德的、合情理的。所谓符合社会导向，是指性最好遵循社会价值导向指引的方

向，追求其健康和完美。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类性的目的是追求心理能量的释放（或称“解欲”），这种释放可以引起性快感。在追求心理能量释放的过

程中，可能受阻，这就需要通过适当的方式（升华）排解；也可能发生病变，这就需要医治。在受阻和病变的情况下，不能任其发展下

去，更不能通过不正当途径寻求满足，否则就会导致变态，从而损害人的心理健康和生活幸福。 
性禁忌不仅有其科学根据，而且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对于人类的幸福和美好是必要而又重要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性禁忌可以防止人种退化。人类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具有“天使”品质的种群，而且我们以此为自豪。我们不愿意再回到

与野兽为伍的境地。性禁忌就是保证人类的性生活像所有其他生活一样文明、高贵的控制机制。没有这种机制，作为人类生活重要组成部

分的性生活就可能成为人类生活的垃圾沟，与人类整体的“天使”身份不一致。 
第二，性禁忌可以维护社会伦理秩序。人是以不同角色生活在社会之中的，有些角色不是可以颠倒和错位的，否则社会秩序就会陷

入混乱。性禁忌就是防止社会陷入这种混乱的必要保障。不难设想，如果同性情人（性伴）、亲属情人（性伴）比比皆是，人类社会将会

成为什么？ 
第三，性禁忌可以拓展个人性生活空间。性禁忌看起来是对性对象、性方式等的限制，从而缩小了个人的性生活空间，其实不然。

性禁忌实际上是防止人们把性对象指向自己、同性、亲人，而是引导人们把性对象指向自己、亲人、同性之外的更广大异性领域，而且由

于克服了心理障碍，可以使人获得更有深度的性满足。 
第四，性禁忌可以保证性生活健康美好。从个人的角度看，性禁忌是确保个人性生活健康美好的根本手段。有了性禁忌，人们在性

生活中才不会心理负担，特别是不会有负疚感、罪恶感、厌恶感，才会有真正的性自由，也才有可能获得更多和更深的性乐趣。 

三、性禁忌与性禁锢、性开放 
要正确对待性禁忌，弄清性禁忌与性禁锢、性开放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在人类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期，性禁忌与性禁锢混杂在一起，以致于人们在反对性禁锢时连性禁忌也一起反掉了。实际上这两者是

根本不相同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性禁忌远远早于性禁锢出现。早在原始社会，人类就已经有了性禁忌，到氏族公社形成时，不仅要求排除不同年

龄的辈分婚，而且也禁止血缘同辈之间的性交关系。性禁锢出现的时间远远迟于性禁忌。性禁锢是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才出现的。在

中国最早也只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才出现，在西方则是在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才盛行的。 
从目的的角度看，性禁忌是人类为了防止自身的种族退化、维护社会的伦理关系和正常秩序而逐渐形成的禁规；性禁锢则仅仅是统

治者为了防止被统治者犯上作乱、维护自己统治的长治久安采取的一种政策。前者是着眼于人类种族的生存，而后者是着眼于统治者的利

益，其目的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当然，在通常的情况下，性禁锢中也包含性禁忌的要求。 
从性质的角度看，性禁忌是对那些危害种群生存、有伤社会风化、损害性生活健康、毒害人们心灵的性行为进行的必要限制和禁

止；而性禁锢是把性看作邪恶的万恶之源，谈性色变，并因而反对或鄙视一切性，包括正常、健康的性生活。 
从适用的角度看，性禁忌适用于所有人类（由于在历史上人类是分散的，因而所适用的人类是一定社会范围内的所有人）；而性禁



锢只适用于普通百姓，而不适用于实施这种性禁锢政策的统治者。普通的百姓只能一夫一妻，而统治者则可以妻妾成群。 
性开放是性解放的结果，而性解放就是要打破性禁锢，使人类从性禁锢中解放出来，因而性开放是与性禁锢根本对立的。但是，性

禁忌并不与性开放相冲突，相反是性开放的必要保障。 
性开放可以给人类带来许多性快乐，但不可以是无限制的，否则性开放就会走向反面。无限制的性开放会牺牲人类正常健康的性生

活，甚至会危及人类生存。今天重建性禁忌，就是为了对性开放进行必要的限制。它是要在肯定人类应该性开放的前提下，通过一定的禁

规和制约机制预防和禁止可能由此导致的不良后果和危害。性开放与性禁忌的关系，就像现代社会的自由与法制的关系一样。任何人都会

肯定自由对于人类是根本性的，是人类应有的生存状态，但这种自由要普遍化，就是说使每一个社会成员普遍获得自由，那么就必须对每

一个人的自由作必要的限制。对性之所以不完全采取法制的形式而采取禁忌的形式加以限制，是因为性生活主要是个人的私人性领域，这

种领域不宜完全采取法制这种机制来规范和引导。 
实际上，性禁忌不只是一种限制机制，同时也是一种保护机制。一方面它通过必要的禁忌为个人的性生活健康和幸福提供保障，另

一方面也是通过必要的禁忌为社会性生活秩序的正常和美好提供保障。人类的性不是盲目的，也不是纯自然的过程，而是基于理性的，是

社会的过程，它需要选择，这种选择应当有规则，这种规则又需要有保证其遵守的机制。性禁忌就是这种规则和机制。只有在性禁忌这种

制约机制保障的前提下，人类才会有真正有趣而又有益的性生活。 

四、重建性禁忌观之路 
经过近百年性解放运动的冲击，人类的性禁忌连同性禁锢一起几乎被破坏殆尽，普遍重建性禁忌观任重而道远，但这是一件十分重

要而紧迫的任务，需要我们齐心协力地去努力完成。从目前的情况看，重建性禁忌观有以下工作要做： 
第一，改变人类的生存观念。人类的性观是与生存观直接关联的。人类有什么样的生存观就有会什么样的性观。当代人类相当普遍

存在的性无忌观是与今天人类普遍盛行的“尽情享受”、“及时行乐”、“觉得好，就干”等享乐主义、纵欲主义生存观相联系和相一致

的，也可以说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之一。要改变人类的性观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享乐主义、纵欲主义的生存观。当代人类面临的种种严

重社会问题已经告诉我们：人类再也不能毫无顾忌地生活，否则地球受不了，人自己也受不了。人类应有禁忌，而不能放纵自己，应对宇

宙、自然、社会、他人树立一定的敬畏感、神秘感，努力追求高雅、圣洁的生活。 
第二，明确性禁忌的内容。重建性禁忌观，首先必须明确人类的性生活应禁什么、忌什么，如何禁忌，不禁不忌将受什么制约或惩

罚。对禁忌内容的规定必须合理，一方面不能重回性禁锢的老路，把一些性禁锢的糟粕重新搬上新时代的舞台，另一方面也不能该禁的不

禁和有禁无止。禁忌主要是规范而不是导向，所追求的是防止人们作恶，而不是引导人们走向高尚。性禁忌是要禁止生活中的乱七八糟的

东西，不能指望它使人类性生活因此而走向高尚。就是说，它是人们性生活的底线。把握这种“度”十分重要。应明确，性禁忌才是社会

应该管而且应该管好的事情，至于性高尚，那则是社会量力而行的事情。 
第三，加强性禁忌教育。在传统社会，性禁忌主要通过家庭影响和环境董染形成和发生作用的，在现代社会，教育对人们观念的形

成作用越来越大，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是性禁忌观形成的主要途径。因此，要通过学校教育普遍确立人们的性禁忌观，使人们分清什么是

性丑恶、什么是性正常、什么是性高尚，强化人们的性耻感和性罪感，增强人们性生活的自我约束和抵御性丑恶的能力，培育人们的性美

德，引导人们过健康的性生活并追求性生活的美好。 
第四，建立性禁忌的控制机制。被确定为性禁忌的东西是社会禁止的、忌讳的东西，社会必须利用一切制约机制确保性禁忌行之有

效，使人们遵守这些禁忌，并以之作为自己行为的基本准则。法制、道德、宗教和媒体等社会控制机制要形成强大的合力和威慑力，不仅

有效禁止和打击性丑恶行为，而且要形成强有力的舆论氛围，使性丑恶行为无藏身之地。 
第五，有效禁止性无忌宣传。现代发达的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宣传性无忌和性放纵的主流途径。这些媒体（特别是互联网）对性放纵

的宣传对性禁忌的破坏是致命性的，对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的毒害特别深。今天的互联网上有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性变态、性乱、乱伦方

面的视听作品，包括图片、电影、小说、卡通，等等。这些宣传传播范围极广，影响十分深远，因而非常危险和可怕，必须引起全社会的

高度关注。我们切不可小看这些宣传。可以想象，在这种宣传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未来一代他们的性生活将会怎样。他们可能将自己的父

母子女都作为满足自己性欲的对象，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而不顾人间礼义廉耻。因此，为了对下一代负责，为了维护应有的伦理纲常，必

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打击和制止互联网上的性丑恶宣传。特别是要进行必要的立法，通过法制的途径解决目前互联网性放纵宣传的无政

府状态。互联网是国际性的，要通过联合国或有关的国际组织的作用协调各国联合行动，共同对付充斥于互联网上的性丑恶，还互联网一

片静化的天空。 

 

注  释 

①     参见霭理士：《性心理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二章：性生物学。 
 

 
 

作者介绍 
江畅，湖北大学哲学系教授。 
 



 

（本文载于孙春晨、江畅主编《中国应用伦理学2003—2004》，金城出版社 2004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电话与传真：0086-10-85195511 

电子信箱：cassethics@yahoo.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