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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性的语言系统与行为训练 

 

潘绥铭 

 

                                                                                                             

一    骂人话维系着最基本的性道德 

 

乱伦禁忌靠骂娘来承袭 

贬低出身最能制止非婚性关系 

贬低性魅力就是骂人 

涉性词汇总能伤害人格 

骂得越细越暗示对方做过 

生气是因为能听懂 

脏话既是抑制又是刺激 

关键在于是如何知道的 

不是侮辱女性而是侮辱“性” 



 

二    无法表达才是最有效的“性禁言” 

 

中国既存的性语汇体系 

“厕所文学”是对脏话价值的承认 

粗话是一种身份 

不会做爱是因为没有性的情感语汇 

无性爱情源于纯洁的情话 

性的文字描写坏就坏在读者不得不联想和翻译 

从文字到语言是极艰难的转变 

 

三    我们怎样做，就更可能怎样想 

 

从舞蹈的贫乏到不露声色就是性制约的发展史 

穿裤子还是穿裙子成了关于性羞耻的愚蠢争论 

中国传统的“无性”服装：灵与肉的樊笼 

卫生了宣扬性肮脏 

防患于未然”的行为训练使性道德变成缺乏层次的外在制约 

 

四    新的语汇与激情行为 

 

性爱与情爱之争是个人与伤害的冲突 

中坚阶层已改用性学语汇 

公开与私下两条传播渠道的斗争 

气功与迪斯科是两种行为训练 

公开亲昵把人权道德提上日程 

“三点式”不在于能不能穿而在于敢不敢看 

不是道德要求自律而是自己需要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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