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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赛范围

2020 年春季学期至 2021 年秋季学期，全国高校学生修读通识课程撰写的课程论

文，或在讨论稿、读书报告等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论文。。

二、写作要求

（一）明确的问题意识，清晰的论证思路，充分的征引（文献、数据等）材料；

（二）文笔流畅，逻辑严密，结论明确；

（三）体现通识课程的能力诉求：反思能力、学术视野、贯通能力、学术想象力、

学术表述能力等；能够体现对重要议题的分析和论证，对关键文本义理的解释和阐发。

推荐进行跨学科的写作。

（四）正文字数一般在 5000 字以内（至多不超过 8000 字），须使用中文写作。

课程论文应包括论文题目、正文、参考文献三个部分。如有引文，须注明出处。文章

按 word 格式 A4 纸（“页面设置”按 word 默认值）编排，提交电子版。字体：宋体；

字号：小四号；字符间距：标准；行距：20 磅。具体格式参加附件。



隱「性」埋名

——關於「來生做男性還是女性的」思考

「一男半女」，意思是一個兒子或女兒。

但似乎有哪不對，為什麼是「一」男「半」女？

是因為傳統嗎？族譜上的女孩要麽消失，要麽作為一種美麗的附庸。這種傳統延

續到了現在，2020年中國的男女出生性別比是 111.3，而在沒有人為干預的情況下，

性別比應該在 103~107之間（以女嬰為 100）1。

先進的現代科技給了人們早早鑒別胎兒性別的能力，雖然在 2001 年的〈人口與

計劃生育法中〉2，國家已經明令禁止了非醫學的性別檢測，但隨後的初生性別比依

然居高不下，在 2005年達到了 118.63。

如果有來生的話，那我還是做男生好了，畢竟誰也不知道投生在哪一個時代，哪

一種家庭，但男性這一性別無論放在古今中外，在大部分的時間、空間下似乎都是優

勢群體，而女性，說不定連出生的機會都沒有。

但很快，讓我後悔的事情就來了，結婚時為什麼男方得有房有車，最好還在一線

城市4，為什麼女性可以當家庭主婦而不被罵「軟飯女」5，為什麼明明是不小心碰到

了她，卻馬上被指控為性騷擾，解釋了也沒有人相信6。

那我現在再變成女性呢？生活依然不易，要承受十月懷胎的艱辛，隨後再被老闆

以懷孕影響工作的理由辭退7。

我嘗試在不同性別之間逃竄，但又無處可躲。無論選擇哪種性別，都改變不了「不

公」，而我選擇他們，也只是為了享受不同性別帶來的「特權」。但無論是「特權」

還是「不公」，他們都是由同一個東西帶來的，那就是性別歧視8。所以，只要性別

歧視存在，那這樣的選擇，似乎也沒有太大意義。如果性別歧視也算是祖宗傳統的話，

不如早早拋棄，人們可以爽快地扔掉又臭又長的裹腳布，為什麼不能把這些糟粕也一

併扔掉呢。如果男女享受著一樣的待遇，是不是男性的生活壓力能大大減小，女性也

能活得自在暢快。

1 數據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人口抽樣調查

2《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三十五條：嚴禁利用超聲技術和其他技術手段進行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嚴禁

非醫學需要的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

3 數據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人口抽樣調查

4 見引用 7

5 軟飯女：指利用男人獲取好處和謀求生存的女人，與軟飯男相對

6 見引用 8

7 見引用 9

8 性別歧視（sexism）一般是指基於他人的性別差異而非他人優缺點所造成的厭惡或是歧視，但也可用來指稱任何因為性別所

造成的差別待遇。



這時候便不禁懷念起柏拉圖9在《會飲篇》中提到的「陰陽人」10了，如果宙斯11不

把他們劈開，是不是人類就能站在雙方的角度換位思考，互相理解，從而讓這些性別

歧視消失呢。然而，現在的男女之間全是裂縫，男性與女性針鋒相對，非黑即白，黑

白之間仿佛容不下任何灰色地帶。

但實際上，無論是從心理還是生理上講，男性與女性之間並不是隔著一層厚障壁。

生理上，除了天生染色體變異導致的男女性特徵皆有的雙性人12，也有後天手術的變

性人13。而在心理上，正如伍爾夫14在《一個自己的房間》中提到的，像莎士比亞15、

濟慈16、普魯斯特17都是雙性的，他們在作品中體現的細膩溫柔，堅韌剛強都完美地融

合在了一起。而柯勒律治18也說：「偉大的心靈是雌雄同體的」19。

當然，男女有別，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但這不意味著我只能選擇擁有一種性別

特徵，不然又怎麼會有金庸筆下的「鐵漢柔情」「俠女英雄」。另外，男女有別中的

「別」，說的不應當是地位的高低，性別的優劣，而應該只是對客觀事實的描述，畢

竟男性的肌肉組織更加發達，女性的大腦結構決定了她們更擅長處理語言任務，但雙

方都可以達到同樣的智力水準20。所以，這些客觀的生理差別不應當作為性別優劣論

的依據。

我們拼命地想將男女之間的界限變得涇渭分明，但那只是些刻板印象，我們在評

判一個人時，往往一看到是「他」，便立馬把對男性的條條框框套在了他頭上，不應

該哭，不應該化妝，因為那樣很「娘」。但在分辨出男女之前，他不過是一個普普通

通的人，不一定堅強，不一定「硬漢」，如果全天下所有的男性都以這樣的「硬漢」

標準發展，那未免也太千篇一律，了然無趣。

在思考性別歧視問題時，也常常會困惑，大家所歧視的到底是性別本身，還是這

個性別所從事的社會分工。就像讀書人總是瞧不起種地的文盲，但一旦反問讀書人，

9 柏拉圖：西元前 429年－前 347年

10 出自《會飲篇》阿裏斯托芬講述的神話傳說：‘陰陽人’，他們在形體上和名稱上都是陰陽兩性的。

11 宙斯：古希臘神話中統領宇宙的至高無上的天神。

12 雙性人：根據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的報告，性別特徵包括染色體、性腺、性激素或生殖器的變異導致「不符合

男性或女性身體的典型二元概念」

13 變性人:指的是那些已經通過手術改變了自己原本生理性別的人。

14 Virginia Woolf；1882年 1月 25日－1941年 3月 28日

15 莎士比亞：1564年 4月 26日（受洗日）－儒略曆 1616年 4月 23日

16 John Keats，1795年 10月 31日－1821年 2月 23日

17 Marcel Proust，1871年 7月 10日－1922年 11月 18日

18 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年 10月 21日－1834年 7月 25日

19 Virginia Woolf，《自己的房間》（臺灣， 天培文化有限公司, 2000）. 第六章 P166

20 出自百度百科：性別差異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5%B8%8C%E8%87%98%E7%A5%9E%E8%A9%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7%E5%AE%99


你知道這莊稼是什麼，「文盲」又變成讀書人了，類似的歧視也發生在男女之間，正

如伍爾夫所提到的，論述戰爭的小說非常重要，描繪客廳中婦女感情的並不重要21。

但這一切都是由所處環境決定的，金戈鐵馬與庖廚之間，誰又比誰更高貴呢。如果有

一天，女性上戰場，男性操持家務，性別歧視鏈是不是又會翻轉過來呢？如果這樣的

話，不如先把職業歧視拋棄，那麽，忙碌在庖廚間的無論男女，都能享受到和上戰場

者一樣的待遇，順理成章的，性別歧視也將不復存在。

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大家在關於性別問題上，大家似乎總是默認只有兩種，「你

想成為男人還是女人」，性少數者是缺失的。其實除了生理性別，還可以根據不通過

的社會身份認同劃分出 LGBT22等性少數群體。總體來看，「異類」和「弱者」的聲音

往往更難被聽見。

而各種性別之間的理想的狀態應該是，實現精神上的絕對平等，沒有哪種性別更

高貴，在生理上，由於先天決定的一些體能差，還有女性由於生育導致的職場歧視等，

可以通過後天的社會道德規範或者法律法規來進行彌補，實現平等，比如安妮·海瑟

薇在聯合國提倡的讓父母平等享有帶薪產假23，以此減少歧視。

然而，性別平等這個概念經常被人誤用。在爭取男女平權時，往往會陷入「不平

等」陷阱。王安憶24曾說，「暖窩裏孵出來的女權主義，要有男人的相讓與寵愛的保

證。」25就像德國諷刺小品「女權主義者的戰略會議」26中表現的那樣，貴婦們口口聲

聲地說想要和男人同等的工作權力，但隨後，提出了一大堆限制條件，太辛苦的工作

不要，太無聊的不要，太危險的不要。最後，一切又回到了原點，還是在家帶孩子當

花瓶好。原來不少人潛意識裏就已經默認並享受著這種不平等所帶來的「特權」，卻

還要表裏不一的說著爭取平權。這樣的平權運動，實在是倒行逆施。

也有不少男性「女權者」，他們提倡「賦權」，賦予女性工作的權力，並鼓勵女

性包辦一切家務活，一邊誇獎感謝著女性的付出，一邊自己卻無所事事，這也未嘗不

是一種變相「男權」27。

此外，在追求性別平等的時候，我們也往往容易「矯枉過正」。以「解放乳頭運

動」28為例。雖然這次運動在一定程度上也喚醒了很多女性的平權意識，促進了性別

21 Virginia Woolf，《自己的房間》（臺灣， 天培文化有限公司, 2000）.第四章，P115

22 LGBT是女同性戀者（Lesbian）、男同性戀者（Gay）、雙性戀者（Bisexual）與跨性別者（Transgender）
的英文首字母縮略字。

23 出自 2017年 3約 8日安妮·海瑟薇在聯合國的演講內容，

24 王安憶（1954年 3月 6日－）

25 王安憶《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第 1版.. ed., 新星出版社, 2012.)

26 來源：Youtube ZDF Comedy

27 來源：Youtube Browser Ballett, 「男人——女權的救星」

28 解放乳頭運動：一個以追求性別平等為訴求的社會運動。運動的支持者認為社會上對於男性和女性的胸部及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0%A7%E5%88%A5%E5%B9%B3%E7%AD%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B3%E6%88%BF


平等，是一個進步。但兩性平等一定要通過這種方式體現嗎？其實無論是男性還是女

性，如果在公共場合袒胸露乳，從社會公序良俗的角度來看，都不是很合適，比如曾

一度非常流行的「北京比基尼」29，每逢夏天，在人流密集處，總能看見部分男性撩

衣服或者打赤膊，雖然並不犯法，但至少並不「雅」，所以也受到了政府相關部門的

管治，那要實現平等的話，不如也禁止男性裸露上身。而且，實際上，通過解放乳頭

運動來實現男女平等的作用並不會很突出。因為一旦女權宣導者通過裸露上身的方式

進行遊行宣傳等，其實給普羅大眾帶來的觀感並不是很好，會降低她們的社會風評，

從而影響到整個運動的效果。

所以在追求性別平等時，從個人角度講，大家不如嘗試角色互換，例如，醫院可

以給準爸爸們提供分娩體驗服務，而家庭主婦們也不妨試著走入職場，體會賺錢養家

的不易。再者，從法律角度講，頒佈相關的保護措施，比如不允許企業以懷孕為由解

雇女員工，對各性少數群體在社會公共設施上進行完善，例如增設中性衛生間。

如果所有人都能換位思考，推己及人，那麽選擇成爲男性還是女性其實都無所謂，

因爲兩者這時除了生理不同幾乎無差，但如果可以的話，我其實並不想在這兩者間選

擇，更希望成爲一種「無性人」，不被任何一種性別束縛，我僅代表我，不會因爲「我」

是女性，被人先入爲主地給予憐憫，也不會因爲是男性，而被人認爲應該隨時保持剛

強。一旦人們看不見性別，那極端的性別對立也將消失，人們看到的是這個人本身，

而不是被套進性別殼子裏的木偶。當然，現實生活中要實現“無性人”這個概念似乎

很難，因爲大家還是會依賴外表去判斷性別，一旦出現了一個中性打扮者，人們往往

陷入糾結，思考他到底是男是女，竭力從對方的聲音衣著上看出端倪，而往往這時候，

人們也因爲過於在意對方性別，忽略了對方的發言本身。既然實現“無性人”在外觀

上很難成功，那不如大家從心理上主動忽略掉這一點，在和對方交流時，更多關注於

談話內容本身，理解他的思想。如果還在爲性別問題困惑，那未免有些捨大取小。

人們常說不以出身論英雄，那我們也不如隱「性」埋名，不以性別斷優劣，不以

性別論是非，摘下自己的有色眼鏡，專注於對方本身的美好品質，也不必再為「來生

成為男性還是女性」的問題困擾，因為，無論選擇何種性別，你都能享受到平等與自

由。

字數統計：3187

乳頭存在著雙重標準，允許男性在公開場合裸露胸部及乳頭，但較不贊成女性裸露胸部及乳頭，致使女性遭受社

會的差別待遇。

29 北京比基尼：網路流行語，指將上衣卷起、露出腹部的穿著方式。2019年，濟南、天津、瀋陽多地出臺措施，

集中整治夏季不文明行動，包括在公共場合赤膊光膀、脫鞋晾腳、隨意暴露等。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B3%E9%A0%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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