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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

内容概要

我們每一個人都住在違建的父權房子中，身上被千千萬萬纏雜不清的性別絲縷牽引著、束縛著。換言
之，我們活在打結的性別關係中，看不清自己的處境，也不知從何解套。我們或許意識到自己深受社
會制度與無所不在的文化承傳的限制，卻只能嘆息人微言輕、無力改變。若你對這種處境感到似曾相
識、心有戚戚焉，那麼，你就非得好好翻翻這本書不可。
作者亞倫．強森(Allan Johnson) 雖然身為白種中產階級異性戀男性，但因生逢六０年代的狂飆洗禮，
受到女性主義的啟蒙並積極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他對自己享有的性別、階級與族群特權做了深刻反省
，並融合豐厚廣博的社會研究知識，在本書中細密鋪陳父權體制與個人行動者相互形塑的關係。與其
他以提升女性性別意識為目的的書不同，這本書是寫給共同住在父權房子中的男人和女人看的。
# 目錄
譯序：父權的房子，用女性主義的工具拆解
序言
誌謝
首部曲　問世間，父權為何物？
第一章　我們在哪兒？
第二章　為什麼是父權體制？
第三章　意識形態、思迷與魔術：陰柔特質、陽剛特質與「性別角色」
第四章　父權這個體制：是它，不是他、他們或我們
第五章　女性主義者與女性主義
二部曲　迷於幻，是為障
第六章　關於父權的思考：戰爭、性、及工作
第七章　什麼父權體制
第八章　那一定是女人
三部曲　拆除父權違建
第九章　內疚、罪惡、責任
第十章　拆解性別千千結
附錄（一）拆解性別糾結的有用資源
附錄（二）國內性別相關網站
註釋
索引
補充資源：性別社會學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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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

作者简介

亞倫．強森 (Allan Johnson)
1972年獲密西根大學社會學博士。身兼社會學家、教育家、作家、演講者及組織顧問等多重身分，主
要關注議題為特權、壓迫及社會不公平。代表著作包括暢銷台灣社會學界多年的《見樹又見林》(The
Forest and the Trees: Sociology as Life, Practice, and Promise)、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2nd ed.,
2000)及Privilege, Power, and Difference (2nd ed., 200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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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

精彩短评

1、�另一本用男性的角度與眼光來描述父權社會，與《棲》相比，她並非在講故事，卻自語行間令人
感同身受，女權主義沒有你們想的那麼霸道“一個女人在政治上取得的成就越高，她就越不性感”，
是麼？
2、三观奇正的一本书。“阻力最小的路”造成了这个世上大多数的问题。
3、坑爹的社会学科普读物。。。几次看睡着了。。。
4、一个男性社会学家能够写出这么棒的女性主义著作，真是太棒啦！
5、4.5。对女性主义、父权体制和个人的关系阐述清楚，对照反观网络舆论心有戚戚焉。我想还是能
慢慢进步吧，虽然双方都有不动脑子站立场就完事的，不过这也是人性，是阻力最小的路。我真心希
望讨论环境能好些，能进行切实有意义的讨论而不是只有撕逼。“行动纲领”、“破解迷思”也是极
好的。总体来说没有很深。提到的以控制与权力为中心则是一个更深的问题，将它作为各类压迫的根
源应该是合理的，前面说的价值交流中的问题也与之有关，对于人交流中为保持控制感有意无意的逻
辑混淆、视其欲视等等我见的太多了。作为其表现方面的性别、种族问题可以逐渐松动，作为个人的
改善也可以进行，但作为一个无处不渗透的体系⋯很难想象怎样走出另一条路、是不是有可能，我觉
得需要对它有更深的研究⋯权力真的是很麻烦的问题⋯但这不是这本书的任务啦～
6、五星好評，這本太好看了，邏輯非常清晰，而且中文翻譯也很通順！適合入門看！看完以後啟發
很多！
7、本来有四颗星但为作者的唠叨减掉一颗
8、本书揭露出了被隐藏的父权体制，这是一个以「恐惧-控制-支配」与「厌女」为核心的男性认同、
男性支配、男性中心的体制，是暴力与争夺的源头，而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则是维系父权統治的手段
，父权是一个体制，所有人都是参与者但“他”或“她”都不能能代表它。随之作者揭示了自由主义
女性主义不过是“撞破宰治者的房子然后又住进去”的这一短板。其后又对种种质疑与种种文化魔力
以及改变体制的可能性一一做出回应。然后锋芒又转直指脆弱的人心，所有人都更容易选择阻力最小
的路，只是为了心里好受的多数自称feminist的男人们也不过是沉默的帮凶，诚然，了解一个观点是一
回事，而保持这观点又是另一回事，对于阅读此书的人阻力最小的路便是迅速遗忘书中内容。而此刻
我所能做的，是将此书安利给呼吸着父权的空气而生活的所有人。
9、六颗星。
10、男性支配、男性认同及男性中心
11、看过性别麻烦后，这本简直就是中小学读物，入门入门读物。书里有一句话我很喜欢：承认和意
识到父权的存在，就好像打开了一扇单向门，跨过去后就再也没办法回到以前的无知（快乐）。（大
意如此
12、只是打个结但是后果很严重
13、我要引用编者的话：“Allan 你真懂我要说什么”很喜欢这本书，因为我并没有了解过女权，但他
说出了真相，说出了道路，说出了我从未思考过的疑惑和无法突破的障碍，是的，未来有光。
14、振聾發聵
15、感谢作者！
16、寒假和欢爷一起读的书，虽然都没读完，但是想在今天标记它。
17、＂我们成为有悠久传统胆敢改变世界的人其中的一份子，他们看清事情事物的面貌，想像更美好
的未来，然后在他们自己、别人身上、和这个世界种下改变的种子。＂ 不要走阻力最小的路
18、有趣但其实没说什么 适合段子人士
19、其实有点大白话。如果一定要我说，他的理论性和理论运用，反而没有一些女性作家写的女权主
义书籍那么强。但总的来说写的不错，也是一本很合适社会性别研究入门者读的书。
20、又是該人手一本的必讀書，每句話我都想抄下來，遇到個這麼瞭解父權體制的男人就娶了他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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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

章节试读

1、《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的笔记-第56页

        即使是小小孩，能够让事情发生，就会觉得很高兴。然而，在父权体制下，控制不只是人类本质
的表现或者是完成事情的方式；控制被看重、被欲求到了某种程度，借着人类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
社会生活于是产出了一种压迫的形式。

一个真正的男人是有控制力的，或至少给人有控制力的印象。

假使我们在控制其他人，我们就必须正当化我们的控制，并避免意识到我们的控制如何影响到别人。

父权体制不单单是以控制为中心，而是以男性为中心建立起来。
这种控制女人的男人或是他所控制的女人，都不见有受辱的封号。因为男人控制女人原本就是父权式
男子气概的精髓所在，所以才没有这些辱骂的字词存在的必要。

男人害怕其他男人才是重点，因为父权体制之所以会被驱动，是靠男人如何引发父权以及对它作出回
应。

他们越是以掌握控制为生活的中心，他们越无法逃脱不能不能掌握制权的恐惧。

2、《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的笔记-第70页

        【女人的角色设定】
◆利用女人作为他们男性气概得分的方式。

大体而言，由于恐同让行为作风像个真正男子汉的男性，不会受到性侵害，恐同成了男性优势的一大
助力。

◆女人在男性竞争中所扮演的第二个角色，是支持男人与女人有基本差异的观念。

◆一个女人的身份就是要去支持关键性的父权假象，那就是男人是独立自主的。
标准生涯模式仍然假定妻子再加葱是支持的工作，任何一个男人么有这样的生涯就会处于劣势。

◆女人身份的第四个面向是，有助于遏抑男人被其他男人控制时心中的愤怒，使得这种愤怒不会压制
对父权而言不可或缺的男性团结。
然而讽刺的是，他们对于女性的支配，等于也支持了让其他男人能够控制他们的原则。
这是女人被鼓励应该接受的职责，这也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家暴受害者仍旧留在虐待他们的男人身边
的原因之一。

3、《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的笔记-第110页

        女性在异性恋性交中本质上主动的角色，之所以会有混淆产生，部分是源自于另一个错误：混淆
了接纳（receptivity）与被动性（passivity）。接纳不只是一种存在的状态：“接纳”别人需要有能量与
意愿，而非被动（例如，我们可以想像一下，为了让某个人感受到在你家被“完全接纳”，我们需要
做些什么；或者从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借用哈瑞特·玛丽诺维茨的譬喻，接纳就像“吸尘器，
在规律发出渐强嘶吼声音的同时，也贪婪地吸纳了地板上所有的灰尘入其小洞中。”）假如接纳性就
是被动性——一种什么都不做的状态——那么最具接纳性的人就是已死了或失去意识的人了，但这很
明白地根本不是接纳的意涵。当女人把男人带进她的阴道，除非是被胁迫的，否则她一定是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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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

，才会有此事发生，而不只是因为她被做了什么。但是父权的阴柔/阳刚气质的想像，却将“女人以一
种主动积极的方式存在”这个事实给遮蔽住了，并进而创造出“只有男人是积极主动的”这样的幻像
。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我们怎样看待养育、照顾和直觉等特质上。我们往往将这类特质看作女人就是
如此，但事实上这些活动都是需要大量的练习、努力、自动自发，以及承诺感才有可能做到。例如，
直觉并非女性天生具有的特质，直觉乃是来自“仔细留意所有个人关系间的细节，来自智能方面的训
练而能敏锐地察觉人们因内心的寂寥、骄傲、失望或心意改变等所传达出来的外在讯号。”

4、《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的笔记-第118页

        为了延续父权体制，阴柔和阳刚这组特质是社会控制的工具。其最主要的运作方式就是让人们一
直在社会可接受的性别认同上投资。父权社会中性别认同有其重要性，若抨击某些人不够阳刚或阴柔
，其实是借此达到对他/她们的控制，这抨击会挑战人们的自我感受，让他/她们觉得自己像是圈外人
。通常同志所受到的指控或压迫和他/她们的性行为及性倾向本身无关，他/她们受抨击是因为其性欲
特质威胁了父权模式中的男性支配。

5、《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的笔记-第68页

        这也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男性暴力会指向男同志的部分原因：因为男同志不会以这种方式利用女
人，他们的性倾向并不只是对异性恋本身的挑战，更重要的是他们挑战了父权异性恋中以控制和支配
为要角的男性团结。

6、《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的笔记-第45页

        连那些不曾宣称自己是女性主义者的人，也经常意识到支配与控制的结构出了严重的问题，而它
们正视我们现代生活的核心（我们以为没有它便无法维生）。社会大众对于女性主义相当凶暴的抵制
，正是因为女性主义一箭穿心、正中要害地揭示真相。

但生活在父权社会中，意味着每一个女性都被定位在性别低下的位置，无论她有什么成就，都要与性
别劣势搏斗。

虽然她们的阶层优势可以让她们超脱一些女人的卑微，但是在与丈夫的关系上却仍然不能完全超脱。

毫无疑问，男人不是因为身为男人而被压迫，而是因为参与父权体制才受苦。

为了理解压迫，我们必须把压迫和受苦区分开来。

控制战争机器的体制本身就是父权体制，这使得它很难把男人当做压迫的对象。
如果男人在战争中真的是【用完即丢】，我们就不会在美国几乎是每一个城市都可以看到几年丧生军
人的纪念碑和墓园。（阶级和种族【用完即丢】）

7、《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的笔记-第123页

        当女人偏离了阴柔特质的期待时，社会上的反应，不管是品质或强度上都（和男人偏离阳刚特质
时）不太相同。一个主要的理由是，当女性着男装，会被认为是一种「盛装」的打扮，是社会上可接
受的一种跟优势团体认同的举措。但是，男人穿着女装，意义可就大不相同。他可能会被认为是在取
笑女人（这是可以接受的）或是认同女性（这是不被接受的）。在这两种情形中，「男性支配」其实
是个很重要的议题。

8、《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的笔记-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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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

        虽然重要的女性主义著作都着力于对女性不利的色情与暴力的父权根源，但是公开讨论却几乎围
绕在言论自由、宪法保障的权利以及个人心理病理学上的议题上。这部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要如何超
越这类问题图探讨父权社会之树的树干与树根，但这也是一种方式以避免深入探讨我们的生活以及形
塑我们生活的世界。

9、《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的笔记-第41页

        “作为一个性的主体，我们强烈的个人经验被我们所存在的社会所形塑，我们思考的方式也是文
化的一部分。”
                                                                                                        ——米歇尔·福柯

在一百多年前的欧洲与美国homosexual只是描述行为而非指称人的用词：人们可以有同性性行为，但
是并不构成同性恋。
相较之下，在今天，同性恋却被视为人类社会认同核心的反常，是排挤和迫害他\她们的压迫体系。

认为性是什么，端视我们在什么样的社会中，并延伸到我们对于自己是谁的基本概念中。

一般而言，每个人都必须有一个清楚和固定的男性或女性认同的想法，这在人来社会中还是相当新的
概念，这跟提供其他选择的社会截然不同。举例来说美国原住民族，让那些一出生就雌雄莫辩的孩子
属于第三性别范畴，给予合法的社会地位。

10、《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的笔记-第36页

        父权的力量也反映在它能够吸收表面改变的压力，以抵御更深层的挑战。每一个社会体系都有一
定数量的「退让」(give)在里面，允许一些改变发生，在这个过程中，深层结构不会被触碰到，甚至是
看不见的。事实上，「退让」在维持现况时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它使人们对基本改变怀有想象，并扮
演体系的缓冲器。它让我们着眼在表征上，然而根本的原因却未受到注意；它使我们做危险深层之旅
的力道偏向，若力道不偏向，这危险的深层之旅就可以带领我们直捣父权的核心，以及直探我们的参
与其中。

11、《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的笔记-第62页

        男人越是全神贯注在控制力上，他的情人就不再是有感情、思想、意念和灵魂的完整个体，只成
了巩固男性气概和舒缓其焦虑的工具。

靠自己成功的男人就矛盾修辞法成了文化的典范。

男人往往会利用女人来证明他们有能力——尤其是在性方面——但是所有使用的是男人标准，而不是
女人的标准。（企图让女人认为他们是“真正的男子汉”）
然而，这并不能证明他们就是“真正的男子汉”。为了获得肯定，他们必须进入到一个更大的男性认
同的世界——从当地的酒吧运动到工作——但这也是他们最容易受到其他男人非难的场所。（他们透
过父权的男性凝视来评断他们自己）
“男人就是要做男人应该做的事”他非得要做的事是由男人和父权决定的。
女人，她的角色就是让男人放心，告诉他符合了父权文化的标准，而这个标准是不受女人控制的。

★【撕J大法】抨击的字眼及其背后的力量是根据男人的父权式男性气概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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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

当她用文化所定义的女性的辞藻抨击，不但力度不足，而且效果不大。若当女人不玩这一套了——当
她们批评或是质疑父权式男性气概，或只是失去了肯定父权式男性气概的热忱时——他们就会冒着男
人抓狂的风险。男人可能不喜欢被批评为无法达到“女人”认为男人所应该有的样子，但是他们面对
敢用“男人的武器“来对付他们的女人，只会更加气急败坏。

★【校园欺凌】假若有人抗议，他不会因为他的勇气而被视为更有男子气概；反而会因为无法忍受，
而比较可能被叫做”娘娘腔“”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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