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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讲黄段子是不是性骚扰”  

── 有感于参加某电视台的对话节目  

  

黄盈盈  

  

在某电视台的谈话节目中，“讲黄段子是不是性骚扰”这个主题以正反两立的形式被展开，令我郁闷得不行。这个问题
的表达本身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是非二元对立观的反映：你要么说是，不说是就等于你说否，你不能既说是又说否，你
也不能辩证地看问题。而且作为研究性社会学的，我“理所当然”地被放在了否的位置上。而策划知道了我居然还想分
层次多角度地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有点傻了。最后好心的策划说，你把你观点中认为讲黄段子“不是”性骚扰的一面
表达出来，“是”的一面就保持沉默，即不是“是”也不是“不是”的就押后，有时间找机会谈，不然不符合老百姓的
口味。我也傻了，但似乎我还没有牛到能置疑“老百姓”的口味。但被“开导”后我也明白了，没人要你去表达你的观
点，只不过是配合着演场脸红脖子粗的戏。不过好歹也还是能表达一面的观点。其他的想法只能在这里“再谈”了。 

  

黄段子基本上是指那种带些性色彩的逗人乐的话。黄段子是一种性文化，黄段子里头可以看到很多的民间
智慧，也可以反映很深刻的社会问题。在我们的网站（www.sexstudy.org）里，那叫“性情妙语”。  

讲黄段子这种实践也没有问题，你可以一个人讲上一天一夜；也可以和同样喜欢听的人彻夜畅谈，不管多
少人，不管是男是女，不管是熟人、同事还是陌生人。但前提是问问在座的有没有人不乐意听的。  

所谓性骚扰，是指你在别人不情愿的情况下作一些性方面的动作或说一些性方面的话，让别人觉得不舒
服。其本质是违反了别人的同等权利，损伤了别人的人格尊严。如果无视他人的感受大讲特讲黄段子，就有造成
性骚扰的可能性。其根本问题是人权道德，而不是黄段子。但不幸的是，现在确实就是有那么多没有人权道德的
人在讲黄段子。尤其是黄段子这种原本流行于民间生活的东西现在被“上层人”所消费，与官场文化与商业文化
结合在一起后，讲黄段子也成了争议的话题。  

但反过来说，为什么讲黄段子能被策划为一个热门话题？而且从听众的角度讲，为什么黄段子比其他东西
更容易引起人们（尤其是女士）的不舒服？其重点恐怕是“黄”字。恐怕有很多人不是从人权道德来反对讲黄段
子，而是反对“黄段子”里头的“黄”字。不少人还是理所当然地认为“黄”是一种祸，“黄”是不健康的，听
“黄”多了人是会变坏的。所以，我们不会去讨论“唠叨是不是骚扰”。不少人给黄段子下的定义恐怕早就带有
了否定“性”的成分在里头，已经把它定义为“下流”、“低级”、“有悖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与性科学、



性知识是对立的”等等。  

可是，性、黄、色情为什么就是“下流的”、“低级的”、“坚决予以制止”的？  

如果说“有悖于精神文明建设”，倒也说得过去，因为精神文明建设本身就带有很浓的意识形态色彩。  

如果说“与性科学、性知识是对立”，也是可以讨论的，因为黄段子确实可以说与现在的所谓的性科学，
性知识不是一个路数。只不过，谁知道那些“科学”、“知识”是什么样的科学？什么样的知识？由谁说了算
的？我们是时候去置疑、解构这种横扫一切、被本质性地加以滥用的字眼了。  

再谈谈说“性”。大家不说性，这个社会是有问题的；大家都说“说性”，这个社会也是有问题的。前者
是从沉默的态度去否定性，后者是从积极的态度去否定性。有人说中国太开放了，这么多人讲性，这么多新闻谈
性，这么多艾滋病项目在研究“性”，这么多商业在卖“性”。从谈性这个层次上讲，尤其是持有话语权的人谈
性这个角度讲，至少“性压抑”的假说在中国绝对不成立。但仔细想想不难发现，人们或者是在炒作“性”的情
况下潜伏着对于“性”的神秘化，或者是在否定“性”、把“性”病态化的前提下去说“性”，或者借着“科学
化”的口号把“性”商业化。  

“性”在中国是一种“无伤大雅”的禁忌。只有人们，尤其是持有话语权的人还不是那么坦然地看待性，至少认为性是
一个禁区，有关性的东西才可能成为新闻被大肆炒作。不仅如此，很多本质上不是性的问题也因为沾上了“性”字而具
有了新闻与商业价值。但同时，这种禁忌无伤政治之大雅，要不然，缺乏独立性的媒介在中国绝无可能如此嚣张地去谈
“谈性”。 

但，我们是时候也从正面的、快乐的角度去谈性了。  

  

最后，还要谈谈性别。“讲黄段子是不是性骚扰”通常是“男人讲黄段子是不是对女性的性骚扰”的缩
写。这里至少潜含四种假设：女人讲黄段子，更不可理喻；女人对男人造成性骚扰，不可能；男人对男人造成性
骚扰，没听说过；女人对女人造成性骚扰，肯定是同性恋。（延伸一下，再加两个：老公对老婆性骚扰，笑话；
嫖客对小姐性骚扰，活该。）  

根据潘绥铭老师的研究，在中国，男性对女性的性骚扰远远大于女性对男性的性骚扰。但是男性受到的性
骚扰并不比女性受到的性骚扰少很多，但性质却很不一样，即男性受到的言语性骚扰主要（72.6%）主要来自男
性（主要发生在工人阶层），而女性受到的言语性骚扰主要（73.9%）来自男性。（潘，2004，p315）  

这里的性骚扰的定义跟我们前文提到的是一样的，即在你不情愿的情况下，别人对你做出性方面的动作，
或者说一些性方面的话，使得你很不舒服。男性与女性对于感受性骚扰的看法当然不一样，这里我们暂且不论。
请大家注意的是，有72.6％的男性受到的性骚扰是来自男性，也有26.1%的人女性受到的性骚扰不是来自男性。  

所以，在认识到现在中国的性骚扰形式主要是男性骚扰女性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把性骚扰这个话题里面
蕴含的其他性别问题一概就忽略了或者抹杀了。性别问题是有很强的立场性的，但，也得从关系的、分析的角度
去讲。  

  

最最后，对于制止性骚扰，潘绥铭老师的这几句话是值得好好读的：  

“一要等我们所有的国民，都把个人的尊严看得至高无上。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宁可破釜沉舟、义无反
顾；而且，敢于真的把这种意愿充分表达出来。  

二要等我们的法律再发展一步，把捍卫个人尊严的任务，放在维护社会秩序之前、之上。这是因为，一群
没有尊严需求的人，再人口众多，也无法建设和维持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同样，一种不能切实捍卫个人尊严的
社会秩序，再天网恢恢，也会失去存在的意义。  

三要等我们这块土地上涌现出一大批新女性，一大批终身志愿者，不惜身家性命，跟一切性骚扰斗争到
底；不管亲疏远近，帮助一切受害者挺起腰杆。看看发达国家的历史就知道，关于性骚扰的立法进程的每一步，
都是那里的女性自发抗争、独立奋斗，甚至不惜采用激烈手段，拼搏了几十年才获得的。  

四要等我们的文化最终扫除掉一切传统的陈规陋习；对“性”不再那么敏感；不再仅仅盯住性骚扰里面的
那个“性”字不放；不再把性方面的受侵犯看得比其它一切侵犯更严重、更令人无地自容；不再信奉“饿死事
小，失节事大”；不再把性方面的“完好无损”用来判断女性的人格与价值。”（潘，2004，p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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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绥铭等，《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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