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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熬夜看完。万幸还是没写我要写的。
2、质量比较上乘的学术著作，观点很新颖独到，写三国的那章很有意思，用文武来解读中国的男性
气质，并不是说欧美对男性气概的定义就放之四海而皆准
3、观点很新颖，但也似乎因新颖而论据不足，所以哲学、小说、电影的串用，使之更像一本散文集
，不过中国男性特质被概况的也算适中，挑战新鲜事物总是值得尊敬的，更何况我除了读故事，也开
始在乎文、武之分了...
4、性学研究要有度，看自己把握了。“桃园结义”那一章作者分析的很妙。
5、出乎意料的好看！看完好想找里面分析的文本来看
6、可能受古希腊柏拉图定义的男性关系影响吧，反正书中的很多观点非常的新奇和大胆，以及看完
之后感觉书名叫《男性性特质论》似乎更合适。
7、当做文献索引挺好的，其他的就⋯⋯
8、现代研究女性的书多，却忽视了作为对照面的男性，本书倒可作为一种补充，作者提出以“文”
“武”来解读中国男性特质
9、当然，裴宜理、司徒安和白安睿也玩了中国男性气质的“文/武”划分
10、从中国传统概念里的“文”和“武”这两个方面出发，分析中国男性的特质，以及这些特质与中
国社会、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方法囊括了社会建构分析、符号学理论和精神分析理论，分析
材料从《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到丁玲、王安忆等作家的现当代文学作品，再到成龙、
周润发的电影，经典文学、民间故事、影视作品无所不包。无论是研究主题、研究方法，还是征引的
材料，都可以看出作者的宏大视野和独到见地。“海外中国研究”系列的又一佳作。
11、我是看了作者的一篇paper才找到这本书买下来的。中国的masculinity的研究的确处于一个起步阶
段，而这本书也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然而在我看来，更重要的不是中国masculinity的历史建构，
而是其当今社会中发生的变化，以及对民众日常生活产生的影响。
12、有启发性。三国一段最不靠谱！
13、这种从文学、电影作品出发的分析，总给人一种要么隔靴搔痒、要么过度阐释的感觉，尤其引进
精神分析之后，什么水代表阴，善水性就代表对女性的征服⋯⋯尼玛。新世纪的头十年，中国人心中
的男性气质，应该又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4、三国那章挺搞的。
15、首先得说这确实是一本真正意义上有趣的书，作者对于经典文本的解构幽默又有逻辑，
但over-interpretation永远是别人挑肥拣瘦最好的说辞。
16、写得满有意思，虽然部分内容有点硬套范式的感觉难以令人信服，但视角很有趣，文武模式确实
是个好的切入点。顺便一说三国那章就差没直接出现“关羽和张飞是受刘备是攻”了⋯⋯= =
17、武—文 所谓的中国男人
18、这本书在学术上影响挺大的⋯⋯关羽是个去性化的人物，所以作者把他还原了，不过把兄弟之情
硬往同性恋上扯，心也是real大。
19、我真的不太适应人文学科的论述风格⋯
20、1）充滿了「一本正經胡說八道」的即視感，但熟悉作者這套理論之後，再接著看，時不時就會有
一種「腦洞大開之後的會心一笑」；2）畢竟如譯者所言，這是「⋯⋯有關中國男性研究的開創性專
著，迄今仍是這一領域為數不多的重要著作之一」（<譯者的話>，頁1）；3）頁107註1及頁206註1均
與前註重複，有缺失，頁198，「“文涉”及的」應為「“文”涉及的」。
21、很有趣！
22、对男性特质的研究，似乎学术界成果不多，好象天经地义，此著的价值就在于填补空白。
23、文武
24、观点很不赞同，说三国演义是同性恋，武松也有病
25、中国男性的“文武”特质，挺有意思的。
26、有关性别的主题被分析一下，确实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幽默感，但这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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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论点富于启发性，思想灵活而有深度，写作上完全不受学术著作惯例拘束，随意出入古今中外，
而分析论证仍然脚踏实地、有理有据。是严肃的学术著作却令人感到兴奋和轻松。读此书是一种奇妙
的阅读感受。本书所讨论的男性特质（我更倾向於翻译成“男性概念”）是一个重要的新学术领域。
它是西方（也是世界，因为中国没有过类似的研究）最早的一部有深度的关于中国男性概念的学术著
作。其贡献主要有二：1）提出以“文”“武”模式分析中国男性概念，并指出“文”在“武”之上
的历史文化状况。这比西方一直沿用的阴阳模式显然要更接近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2）通过“
中国案例”，对以欧美为中心“猛男”式的男性概念的主宰地位提出有力的挑战。作者指出中国的男
性概念有其自身的历史、内涵和发展模式，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欧美的男性概念简单地套用到对中国男
性概念的分析上，也不能推测中国将来的男性概念的发展会是西方概念的延续。简言之，男性概念是
多元的，世界上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男性标准。这些论点的提出展开了一个新的学术视角，
它们无疑会对男性审美产生直接的影响，也会对中国文学、影视、美术的研究产生导向性的影响。而
更重要的是，它撼动了以欧美为主的“猛男”式的男性概念的霸权地位，充分展示了文化研究对单向
性思维模式的冲击和影响。关于这一点，那些对西方文化有一定理解的读者可能会有更深的体会。
2、阅读这本书以前，在我想象中，“文武”的建构大概与“学而优则仕”有关。尤其是科举制，将
“学文”、“学武”与入仕结成因果关系，士人阶层又位于“士农工商”的顶层，因此“文”、“武
”成为男子气概的首要标准；宋朝以后，政治家采取“重文轻武”的策略，这可能是“文”超越“武
”成为男子气概的第一位标准的一个原因。另外，文人诗词、话本、小说等对于男女感情的反复书写
，可能也造成了“文人”对女性欲望的吸引。这本书从关羽、武松、李小龙、成龙、周润发等几个典
型的男性形象入手，谈了几个问题：“文”、“武”的概念和建构的过程、“文”如何优于“武”、
“文”和“武”的适用对象等。本书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文武”的概念解释中国的男性特质，
取代“阴阳”的参照系，从而将其从西方范式中独立出来。在第一章中，作者阐述了“文”、“武”
的概念及其重要性。作者认为“文武”理应在生物与文化两个层面上得到建构。男性的自我概念除了
是被社会建构的之外，也来自对性和力量的经验，并且会根据环境改变、转换自身，并在文化的趋势
下产生变化。用这种“相互参照”、“相互作用”的概念，可以解释“男子气概”在中国漫长历史中
的变迁，比如唐朝崇尚男子刚健勇武的外表和武术，而清朝的理想化男子风雅秀气、多愁善感、身体
瘦削。作者认为，过去西方用“阴阳”来讨论亚洲人的性，然而“阴阳”概念具有二元流动性，不适
合讨论男性气质，因为在儒家话语中，男性被放置于女性之上，这会抵消“阴阳”的互动关系，并将
两性权利的不平等合法化、常态化。在中国（或亚洲），人们理想化的男性应该具有“文”或“武”
或文武兼备的气质。从《论语》、《礼记》开始，“文”、“武”两者的关系就一直被认为截然对立
但又无所不在，这对概念适用范围广泛，上至国家治理，下到个人修养。与“阴阳”对比，“文武”
更适合用于讨论男性气质，因为前者也可以用来讨论女性，而后者则不适用于女性（除非男扮女装，
或者其他特殊情况）。“文武”的概念也适用于讨论各社会阶层的男性，而不是精英阶层独断的。用
“文武”的视角来看中国传统，会发现领导者总是被塑造成“文武双全”的形象。但“文”和“武”
的关系不是平等的，从孔子开始，“文”总是更为精英的男性形式。在两性关系中，“文”人可以被
写进才子佳人的故事，而“武”的气质却往往体现在他们拒绝女性诱惑的自制力上。（这就与西方的
“男子汉”总是俘获女人的范式截然相反。）“文”“、武”的概念及其分化仍然适用于今天。由于
近期西方男性形象的输入，武的地位有所上升，如《红高粱》、李小龙、成龙等形象；但文还是收到
尊崇，比如具有高学位的候选领导人更能吸引华人选民。第二章讨论关羽的形象，从性和政治的角度
来明确“武”的男性特质。针对中国传统对于“英雄”的去性化塑造，作者还原了关羽的爱与欲。关
于被称为“武胜”，他的形象在华人社会中无处不在。关羽的人格特征中有一点始终如一：坚定不移
的自我控制。作者借用了塞奇维克的“同性社交欲望”的概念，从“性”的角度对关羽的形象加以分
析。作者认为关羽的形象在创造之初并不是无性化的，而是阳刚的男性特质和权力相结合。在性的层
面，曹操、刘备都相当活跃，通过对曹操的描写，作者把英雄的阳刚特质和统治权力联系了起来。而
关羽隐藏的性意义需要一番梳理才能发现。比如关羽高大的身材、美髯和红脸都是男性特质突出的象
征；青龙偃月刀是性力量的象征。关羽守护嫂子的情节突出了他对刘备的忠贞不二，而荆州惊梦的描
写却透露出一个男人用一生来压抑自己潜藏欲望的痛苦，这种欲望包括对女色和权力的渴望。刘关张
三人的兄弟关系被解读为“同性社交欲望”的体现，这种兄弟情谊和男女情爱一样存在“忠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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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妒”的因素。而且关羽为了保持对刘备的忠诚而显示出来对其他男性的疏远，是一种对禁欲能力的
炫耀，这种炫耀暗示他具有掌控自己和他人的能力。关羽和张飞对刘备保持的“义”是一种自下而上
的顺从，就跟男女关系中不平等的顺从一样。第三章围绕孔子形象在不同时期的呈现，讨论“文”的
建构和重构。根据《论语》关于“文”的论述，“文”包含着将自然本性升华到文化教养的所有素质
，接受了“文”的良好教育的人被称为“君子”（只适用于男性）。和才子佳人小说中的男子形象不
同，孔子的形象从未和女人在一起过，他也说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在“文圣”身上同样可以
找到与“武圣”一样的同性社会性和厌女症的特征。孔子对女性的态度阙如，这也不是学者关心的问
题。在五四时期，孔子被批判是因为他为统治阶级服务，而女性解放是阶级解放的下一步。新中国成
立早期，并没有一个“文”的模范人物，孔子又被请来担当这个责任。起初被推广的是他的教育者的
身份；80年代的尊孔潮流是为了中国人在政治运动后出现的道德真空；后来“仁”又被利用到经济管
理层面。孔子越来越像一个被宣传者利用的偶像。我感兴趣的另一点是作者在第六章讨论的“女性的
男性”。在女性作家笔下，男性被塑造成欲望对象，他们的特质与“文”、“武”无关，而与女性特
质有关的特点联系在一起。作者通过讨论丁玲、茹志鹃和王安忆的作品来阐述这一点，非常有说服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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