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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當「讓男孩更像男孩」、培育「陽剛之氣」一再地成為中國的官方論述，中

國的男性氣質似乎一直都在面臨著一種「危機感」。這不禁讓人產生疑問，到底

什麼才是男孩？又要培養出什麼樣的男孩？ 

本文重視論述的意義，並將其放置在情境脈絡中考察背後的意識形態和社

會結構。因此本文採用批判論述分析的方法，分別分析和探討社群媒體文本經

由論述會如何再現該事件、及其建構或解構的社會結構和性別秩序，以及其中

的意識形態、權力關係與協商。本文通過蒐集於 2021年 1-2月該新聞事件發生

後中國網友在知乎（zhihu.com）上的討論文本，並選取了在事件發生一週內

的、具有明確觀點的共 111篇樣本，區分為三個面向、七個主題進行分析。 

經由論述分析，研究發現如下：（一）、在事件的過程發展中，「政協-教育

部-學校」均被認為同樣都是出於政治考量和各司其職的出發點，一步步推進了

陽剛之氣教育從萌芽到結果。而教育體制中的層層管控的措施，使青少年在性

別氣質培育的主體性再度被剝奪，而這都恰恰與「陽剛之氣」本身的意涵背道

而馳。（二）、在中國網友對性別結構的討論中，呈現出了兩個陣營的性別觀

念。一方將陽剛之氣視為男性天生和命定的特質，希望政府通過宣揚「陽剛之

氣」的同時加強男性在青少年早期教育的比重，呼籲傳統男性氣質。另一方則

認為應該建立「雙性化」的概念，將「陽剛之氣」去性別化。（三）、從網友對

「陽剛之氣」論述的反思中跳脫出了性別議題，將陽剛認定為是愛國主義的表

現，陽剛的意涵被上升到了人民與國家的關係上。另一方面，則產生了對社會

現狀的反思和抗議，認為這是資產階級為了壓榨勞動力而打的一劑「雞血」，是

一個只看得到投入而看不到收益的「陷阱」，甚至會演變成對社會弱勢群體的忽

視和無形的壓迫。 

 

 

關鍵詞：男性氣質，批判論述分析，中國社群媒體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914

 

_`.

第一章 前言 1 

第一節 「讓男孩更像男孩」 1 

第二節  什麼才是「男孩」 3 

第二章 文獻綜述 5 

第一節 何謂男性氣質  5 

第二節 男性氣質在中國 11 

第三節 性別策略  23 

第四節 研究問題  25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27 

第一節 研究方法 27 

第二節 社群媒體與批判論述分析 28 

第三節 中國大陸的社群媒體 34 

第四節 研究設計與流程 37 

第四章 研究分析 42 

第一節 「讓男孩更像男孩」之事件與傳播分析 42 

第二節 性別角色與結構分析 48 

第三節 國族主義與權力協商分析 55 

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討論 66 

第一節 研究發現 66 

第二節 研究反思與貢獻 73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74 

參考文獻 7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914

 1 

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讓男孩更像男孩」 

2021年 1月 28日，針對有全國政協委員提出《關於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

的提案》，中國教育部在其官網發佈了答復函，表示將深入開展健康教育和加強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相關問題的研究等方面著手，注重學生「陽剛之氣」培養（新

華網，2021年 2月 2日），這一提案一經關注便引發了社會熱議。繼而，中國官

方媒體「央視新聞」在其新浪微博的官方帳號中對「陽剛之氣」進行了解讀，表

示「男性在風度、氣概、體魄等方面表現出剛強之氣，是一種美，但陽剛之氣並

不等於簡單的『行為男性化』」（如圖 1-1），截至 2022年 5月 7日，該條推文獲

得了 150萬以上的點贊支持。 

 
圖 1-1:「央視新聞」的微博推文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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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多月後的 2021年 3月 3日，全國人大代表、蘇州大學校長熊思東表

示，其將在兩會提交《關於在「五育並舉」人才培養中注重性別差異化教育的建

議》，強調了應注重性別差異教育，讓「男孩更像男孩」。其中，「五育並舉」是

指 2019 年 6 月中國中共中央、國務院為全面發展素質教育所印發的《關於深

化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義務教育質量的意見》中提出的，「五育」則意指「突

出德育實效、提升智育水平、強化體育鍛鍊、增強美育熏陶、加強勞動教育」。

熊思東稱，「當前不少男生表現出做事畏縮、依賴性強，個性喜靜怕動、膽小無

主張，缺乏冒險、勇敢和探索精神以及自信心不足等與傳統『男子氣概』相悖的

氣質特徵，引發社會、家庭擔憂」，並認為「應當充分考慮學生的性別差異，健

全學生的人格品質，真正『讓男孩更像男孩，女孩更像女孩』」（澎湃新聞，2021

年 3月 3日）。 

針對此議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張樹華在隨

後接受《北京青年報》的採訪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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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上述新聞中反覆被提及的「男子氣概」、「陽剛之氣」、「讓男孩更像

男孩」，已是近幾年長久以來被討論的議題。早在 2010年，中國著名教育科學家、

青少年研究者孫雲曉、李文道和趙霞（2010）就在《拯救男孩》一書中，將男性

的危機歸因於現代教育的危機，並以「男兒當自強」為結語，提出要注重男女的

性別差異、強調父親對男孩教育的影響，從而建立起對男孩的性別差異化教育，

以解決中國男孩性別氣質的危機問題。並且，這些「危機感」也時青少年教育的

實施上具有了一定的進展。2012 年，華東師範大學與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政府就

簽訂了教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決定在高中學段建立「市八男子中學辦學創新可

行性研究專項課題」，上海市第八中學也打算申請成立「男子中學」，以培養男孩

的「陽剛之氣」、改變社會上的「偽娘現象」，該校校長盧起升稱，成立「男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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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首要目的是應對「男孩危機」1。還有在 2012年 2月，鄭州十八中就制定

了針對男生的 28條名為「陽剛男生」和以及 20條針對女生的名為「秀慧女生」

的德育教育標準和德育規範，要求「男要陽剛，女要端莊」2。 

可以看出，在以上的觀點和政策實施中，不僅關係到對男性青少年進行男性

化的性別和人格教育，也對媒體中呈現出的某些男性形象進行批判和否定，更是

將男性氣質與時代、民族、國家的發展和文化相關聯。中國的男性氣質似乎一直

都在面臨著一種「危機感」。但在探討中國教育局政策和政治會議中討論的「男

子氣概」為何之前，本文先來探究社群媒體中的大眾是如何看待這些事件，以及

其背後的性別和社會意涵。 

 

 

第二節 什麼才是「男孩」 

由國家教育部主管的媒體《中國教育報》在 2021年 2月 3日刊登了文章《培

養「陽剛之氣」並無男女之分》3，並在其中對教育部的回覆進行了詳細的解釋和

補充，尤其是對其中關於「陽剛之氣」的討論。文中提到，「教育部所倡導的『陽

剛之氣』並沒有男女之分，『陽剛之氣』也並非指男性氣質、男性行為」。至此，

本研究的問題意識也由此展開：如果正如教育部的文章中所說的那樣，「『陽剛之

氣』並非指男性氣質、男性行為」，那麼它是什麼？又和什麼有關？ 

    在全球化的進程中，不同類型的男性氣質在中國流行開來，比如有都市型白

領（metrosexual white-collar man），也有具傳統女性氣質的男性，這些多樣性的

性別氣質尤其在中國、日本和韓國的流行文化中都有很多曝光和表現。並且，在

中國年輕人群體中也更傾向於強烈地認同那些流行於日本和韓國的「小鮮肉」們，

而非中國傳統兼具「文武」的男性氣質（Louie，2014）。但有一些研究顯示，在

如今，儘管過去傳統的男性氣質失去了一些大眾的關注和支持，但已過時了的英

雄型的、陽剛的男子氣概又在近幾年的一些電影、電視等大眾媒體中再現和復興

了起來，比如《戰狼 2》（2017年）、《湄公河行動》（2016年）、《紅海行動》（2018

                                                   
1 引自《上海市八中擬建「男子中學」解決「偽娘」問題》，取自：
https://news.qq.com/a/20120404/000233.htm 
2 引自《鄭州十八中推出新校規 打造標準男女》，取自：https://news.ifeng.com/c/7fbYgw7Erh8 
3 《培養「陽剛之氣」並無男女之分》，取自：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8/202102/t20210203_5123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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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等等（Hu & Guan，2021）。在這些電影的呈現中，中國男性被視為是國家

形象的象徵，以男性的文武兼具的特質表現初中華民族的復興和強大，並由此向

國內外的閱聽人展示國家的實力（Liu，2018）。這些流行的國家電影常常與不斷

變化的社會氣候、信仰和背景有關，其本身就反映了特定社會盛行的價值觀和行

為（Burch & Sellier，2013）。但是在大眾媒體之外，很少有研究去探究在更具有

去中心化、多元化特質的社群媒體上會如何再現「陽剛之氣」，及其與性別氣質、

社會結構的聯繫，而本文也將由此出發，著重探究「陽剛之氣」背後的性別和社

會意涵。 

接下來，本研究將藉此探討當大眾在社群媒體中討論「陽剛之氣」時，它是

如何被再現的，以及其與男性氣質、女性氣質的關係。以及是否存在性別框架以

外的、與當下中國的社會背景和社會結構之間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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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綜述 
本文的文獻綜述將分為三個部分（如圖 2-1）。第一節中，通過爬梳性別氣質

的概念演變，從性別和性別氣質的概念出發，解析從社會和文化面向中性別氣質

的涵義為何，以及男性氣質的概念是如何被「建構」起來的。第二節中，主要從

中國男性氣質的典範和特質出發，回顧中國不同歷史文化發展階段中被推崇的男

性氣質，以及在中國當代的背景下，流行文化中呈現的男性氣質，與官方話語中

推崇的理想男性形象分別為何。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下，男性的性別氣質被認為遇

到了哪些「危機」，為何需要被「拯救」，並由此探討現如今的中國需要「重構」

怎樣的男性氣質、以及怎樣「重構」男性氣質。第三節中，將從「性別策略」的

角度，探究如何與性別身份和角色協商，並用何種論述和策略實踐自我的性別氣

質。最後由此提出本文需要研究的問題。 

 
圖 2-1:文獻綜述框架（本研究整理） 

 

 

第一節 何謂男性氣質（masculinity） 

一、性別、性別氣質與男性氣質 

性別可細分為生理性別（sex）、社會性別（gender）和性取向（sexuality）三

個概念。其中，性（sex）是以性器官、染色體這些生理構造特徵將人區分為雄性

文獻綜述

何謂男性氣質

性別、性別氣質與男性
氣質

「建構」性別氣質

男性氣質在中國

當代男性氣質的養成：「文
武」傳統典範及轉型

亟待被「拯救」
的男性氣質

男性氣質的女
性化「危機」

婚姻與家庭觀
性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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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雌性。這種先天論的觀點認為，基於男女性有不同的生理構造和性別特徵，甚

至是大腦結構，導致一個人在出生時便已經奠定下了該性別的發展方向和性別氣

質。社會性別（gender）則是指性別是以生理性別為基礎進行的社會文化建構，

才形成的在角色、行為、思想和感情特徵方面的差異和性別認同，因此是以社會

文化的實作為基礎作為區分。該概念認為男性或女性的特質並非是因生理因素決

定的，而是受到了社會文化的創造、賦予和制約，會隨著時間和文化的不同而改

變。 

性別概念的區分與性別氣質概念的研究發展歷程也密切相關。最初有關性別

氣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學和人類學等相關領域，性角色理論（sex role theory）

一直替代著性別氣質的研究，不同學科都將性別氣質的研究建立在兩性生理結構

和機能的劃分基礎之上（方剛，2008）。而後的研究才過渡到了社會建構論，如

同社會性別的觀點所強調的「後天」對「先天」的影響，即社會性別是被社會塑

造而形成的，受到了社會制度、法律、價值觀等對性別身份的影響，因此應從社

會、文化背景去理解性別（董渺，2013）。一部分觀點表現為社會角色理論，即

性別認同的區別來源於社會文化中形成的屬於男性或女性的群體性特徵和行為

方式。例如在傳統性別觀念中，對兩性氣質的建構通常是以提倡男性氣質、貶損

女性氣質為主。例如認為男性獨立的、支配的角色，應該是「男兒有淚不輕彈」；

而對女性的要求則是「女子無才便是德」，女性應該扮演依賴的、被動的角色。

換言之，由於身體素質和社會習俗對性別角色的規定，導致社會角色和社會勞動

分工的不同，從而男性和女性透過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的過程中掌握了性

別氣質的表現方式，在性別二元的社會化的過程中形成了性別認同。另一部分的

觀點則為性別的文化建構輪，即性別建構的差異存在於文化與文化之間、或在某

一文化內，而性別的概念和行為方式則在這些範圍內被建構起來。Connell（2005）

從社會學的角度提出，個體的性別表達不是始終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實踐的進

展而變化；性別觀念也是整個社會系統結構中的一部分，是由社會實踐所建構的，

並與階級、群體、民族等社會結構相互交叉建構後產生的一種行為互動的表達。

其中，性別的文化建構內也存在著不平等關係和權力關係。如今，在男性身份日

常的建構和表演中，男性氣質的作用便是能夠幫助主體在其所處的文化界域內確

定具有流動性的自我，並通過話語在社會網路中為這種流動、易變和偶然的主體

提供指導，將男性的優勢和權力合法化（舒奇志，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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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需要說明的是，男性氣質（masculinities）在中文語境中常常出現幾種不

同翻譯，其中就包括「陽剛之氣」。而 Brod（1987）就曾提出男性氣質以複數的

形式表示時，即說明了沒有絕對單一的標準和行為可以概括所有的男性。但「陽

剛之氣」中的「陽剛」二字，常常會使人將其與霸權性的、被傳統主流價值所接

受的男性特質聯繫在一起，而排除陰柔的男性氣質和所有女性。因此本文將使用

「男性氣質」的譯法指稱男性在不同社會背景下呈現的性別意識和性別實踐。 

Pierre Bourdieu（劉暉譯，2011）曾指出，「如果女性因為服從有貶低、否定

她們的傾向的一種社會化作用，學會了克制、服從和沈默的消極道德，那麼男性

也是統治表現的囚徒和暗中的受害者」。男性氣質作為男性生活中重要的想象依

據，時刻提醒著男性該如何「做男人」、如何成為一名被認同的男人。這種男性

氣質包含著一種本分和人格，是以一系列看似自然的形式在身體之中的各種行為、

舉止、姿態、儀表、步態中表現出來，與思考和行為方式、時代精神、信仰等密

切相關（劉暉譯，Bourdieu 著，2011）。此時的男性氣質，首先是一種責任，因

為「真正具有男性氣質」的男人會盡自己最大努力擴大自己的榮譽，在公共領域

內贏得光榮和尊敬。具有男性氣質的男人也擁有自信和指揮的能力，這種能力可

以使他獨立於他人、不會總向他人尋求幫助和指導，時刻保持著自我控制，因為

他明白自己的責任，並且自信絕不後退（Mansfield，2007）。其次，具有男性氣

質的男人有一定的獨立性，使他避免與別人過於親密，並能在獨立中保持冷漠和

距離感，不會對他人的困難太過關心，只有在別人退縮或真正需要他的時候才會

願意幫助並承擔責任。因此，他也具有保護性，不論在公共生活中參與政治還是

在私人生活和家庭中，這種能力使他去保護他人（特別是女人），因為他人更弱

小，而男人需要以男性氣質承擔責任的方式去維護自己的權威，並將這種權威視

為理所當然；而不負責任和無能的、經常把自己捲入困境中的人則會被具男性氣

質的男人所摒棄。最後，與理性控制不同，男性氣質不會滿足於合法和約定俗成，

反而喜愛戰爭、冒險，崇尚英雄，更多時候與榮譽和廉恥有關，而非關心錢財等

理性計算、減少風險的訴求。因此，為何男性氣質會存在那麼多的褒獎和肯定、

被作為一個優良品質而被頌揚，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這種氣質所形成的權威，能夠

堅持自信和正義、參與公共事務並承擔責任，在其他人還在畏縮不前時就將困難

解決，並宣告了自身的價值。他為了行動而存在，並且為了保衛並維持自己的權

威不斷努力，使行動本身似乎就變成了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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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氣質可以表現為是一種生殖的、性慾的和社會的能力，也可以是一種鬥

爭或施暴的能力，因為它的對立面——女性氣質——是一種軟弱和脆弱的表現，

女性的道德是貞節和忠實。女人當然也會展現出上述這些特質，但這些女人通常

會被看作非傳統的另類女性，因此女性被允許可以不具有男性氣質。而對男性氣

質和價值的頌揚和肯定，也是由所對立的女性氣質的弱者特性所引起的焦慮和恐

懼，同時也剝奪了男性不具有男性氣質的藉口。這一男性的對立面對男性特權始

終存在的壓力和警覺，使男性擁有了需要在一切場合展示男性氣質的義務。比如

表現為在傳統社會或刻板印象（stereotype）中，通常認為男性氣質必須與其生理

性別相對應，男性應該具備堅強、剛毅的特質，如果他們表現出社會性別規範領

域之外的特性，就會主流社會排斥；並且這種品質只適用於男人，是與女性氣質

相對立的。如此看來，男性氣質的「自信」似乎是建立在害怕失去男性氣質的焦

慮之上（Mansfield，2007）。另一方面，男性氣質的展現並非只在「他者」面前

表露出來，也是由其他男性所確認、受到「真正的男人」的認可所證明的，才是

「好」的男性氣質。Connell 提出將男性氣質分為四種類型，分別為霸權型

（hegemonic）、從屬型（subordinate）、邊緣型（marginalize）和共謀型（complicit）。

其中的霸權型男性氣質就是可以要求所有其他男人相對於它來進行自我定位，並

且在意識形態上使女性對男性的服從合理化。此時，霸權男性氣概可以被理解為

是一種行為模式，而非僅僅是一系列的對該性別角色的期望或個人對身份認同，

這種模式使男性可以繼續主導女性（Connell & Messerschmidt，2005）。男性氣質

不僅要求他們不斷證明自己，還排擠那些看起來沒有男性氣質的人。意即，若沒

有這些「他者」，男性氣質便無法確立自身的屬性和優勢地位。由此可見，男性

氣質也是一個存在和體現在「關係」中的概念，既是對女性的排除，也是對不具

有男性氣質的男人的責難。在針對其他男性、反對女性的過程中，男性氣質便建

立起來了。 

 

二、「建構」性別氣質 

儘管性別概念建立在生理性別的基礎之上，但在社會文化框架中，社會參與

構建了對男性氣質或女性氣質的性別規範。這一套對性別應有的行為準則形成的

嚴格的性別規則產生了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二元性，不遵守這些規範性的人將

被歸結為錯誤並被排除在外，這種與霸權的規範存在排他性，也有助於建構污名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914

 9 

化的話語（Afiah et al., 2020）。為回應這些性別二元論的觀點，性別非二元主義

者對性別界限進行解構，認為非二元性別認同的人面臨不適合傳統異性戀話語中

女性氣質或男性氣質的固定性別矩陣，並超越了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或（二元）

跨性別者的二分的觀念，並增加了性別概念的複雜性（Richards et al., 2016；Afiah 

et al., 2020）。非二元的性別認同是一種可能會體驗到既非男性也非女性的性別認

同，或是男性和女性的結合，又或者介於或超越性別（Webb et al., 2016）。尤其

是在對跨性別者的研究中發現，跨性別者對性別認同採取更動態的態度，性別認

同既是連續的，也是流動的、可改變的。不僅在 LGBTQ+社群內，任何性取向與

性別角色和性別認同之間都有著複雜的關係，而這也超越了來自傳統異性戀社會

對關於性別認同的本質主義觀點（Nagoshi et al.,2012）。Judith Butler（宋素鳳譯，

2006）認為，所謂的性別沒有社會與生理之分，都只是一種社會法則，具有建立

在權力基礎上的合法性，並被反覆利用從而書寫並建立起的具性別特徵的主體。

她由此提出的「性別展演」概念就指出，如果說社會性別本就是一種在身體表面

的建構，那麼就只是某種原初的、穩定的身份話語所產生的事實結果，是各種不

同形式的身體姿態、動作和風格所構建的一個性別化自我的假象，是一種建構的

社會暫時狀態（social temporality）的模式，而這種性別身份其實也很容易在扮裝、

易裝的過程中被戲仿。换言之，性別認同可以被看作是一種社會建構，是一個人

對自己期望的性別角色的重復表演的結果，這種表演就是建構性別的途徑。可以

看出，性別認同本身就並非是二元化的，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氣質，都是異性戀

霸權的產物，在性別實踐中形成，並隨著歷史演變而變化。在男性服膺於男性氣

質的性別化過程中，就意味著臣服於一整套社會規則，並讓那些規則不僅成為生

理性別、社會性別和性取向、性慾的形成原則，同時也成為了詮釋自我的解釋學

原則（宋素鳳譯，Butler著，2006）。 

非二元的性別認同挑戰了性別的固定的、二元的和生物學的概念化。Butler

（宋素鳳譯，2006）也指出，性別不是一個名詞，也不是一組自由流動的屬性，

而是通過操演（performatively）生產而強制形成的。換言之，性別本身就是在通

過「風格化、程式化的重複行動」，以及由性別表達所呈現出的結果所建構出的

「身份」，而表面上是「結果」的性別行動，實際上是建構性別化主體的「原因」。

因而，不論是性別角色還是性別認同，既是處於流動和可變的，也是可以重複演

繹和表演的，性別氣質也同樣如此。至今，多元化的性別氣質觀點開始佔據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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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質概念的主要位置。以提倡性別氣質的差異性和倡導多元性別氣質認同為主，

打破了過去籠統地將性別氣質劃分為男性/女性的兩種表現，而關注到個體內部

的氣質的差異，並在此基礎上發現性別氣質也不是固定不變和二元對立的，而是

處於動態發展中。一個「男人」可以有時具有陽剛的屬性，有時具有陰柔的屬性，

有時也可以超越或否認這兩種屬性，而這一切仍能保持這個「男人」的完整性，

但卻永遠無法完全等於某一個固定的性別屬性。性別氣質的多元論在一定程度上

突破了性別氣質本質論和社會建構論中對氣質的固化和二元對立模式的探討，也

注意到性別氣質的建構對男女兩性同時存在的壓迫。 

隨著女性主義理論和運動的發展，女性開始打破性別角色的固有的被貶低的

價值模式，展現出跨出傳統性別氣質建構的行為，而男性常常卻因居為性別氣質

中高價值的一方而被忽略。事實上，男性也時刻受到性別氣質的規訓和約束。「男

性氣質」這一外在框架所強加於人的性別區分和刻板印象，在撇除非男性的過程

中，本身就在用「排除法」給自己設定了一個框架去實施，這不僅是對女性和其

他男性這些「他者」的一種排除和切割，也給哪怕是「最具男性氣質」的男性套

上了一層枷鎖。 

Foucault（1980）在 Herculine Barbin, Being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Memoirs 

of a Nineteenth Century Hermaphrodite一書中指出，把生理性別建構為分立、二

元的範疇這樣的生產手段，通過假定生理性別是性經驗、行為和慾望的原因

（cause），而隱藏了這個生產機制本身的策略目的。因此，有關身份的假定通常

是某種受到文化限制的秩序和等級原則，是一種以管控為目的的虛構。若是在一

個致力於形成對兩性同等開放和平等的社會裡，一定沒有任何品質僅僅與兩性中

的一方相關，從而使任何一種性別在社會中獲得優勢，性別也並不決定權力、義

務和地位（Mansfield，2007）。因此，在某一國家、文化或社會對性別和性別氣

質的建構過程中，話語和權力結構的存在不可忽視。Foucault在《性史·卷一》中

提到，性別的意義建構首先是為了服務社會對性慾的管理和控制而生產的；其次，

它掩蓋了各種不同的、不相聯繫的性功能，並將它們人為的統一起來；再次，性

別在話語裡被簡化為是一種內在的、性別獨具的本質，同時也作為這個性別的外

在展現或符號所詮釋。因此在關切性別氣質是如何被「建構」時尤為要注重話語

的存在，以及這些話語是如何作為「性別氣質」這個外在的表現形式和符號以詮

釋，並且「理所當然」地將其正當化為一種權力體系的管控策略。但從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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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還常常會存在著質疑這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論述，發掘人們如何透過

論述來建構知識情境、社會認同和團體互動（Wodak，1999）。這些論述通過揭示

語言、權力與意識形態間的關係，以及權力與宰制如何在社會中實踐，提醒人們

看到語言與社會結構之間的交互影響。因此，本研究重視論述的建構效果以及權

力關係，並將援引 Fairclough的批判論述分析理論架構和分析方式進行研究，將

在後續研究方法的章節中作詳細說明。 

 

 

第二節 男性氣質在中國 

自 1980年代初以來，有關男性氣質的研究也在不斷地增加。這些研究在很

大程度上從西方文化的角度研究了男性氣質，並關注了諸如同性戀或黑人等邊緣

男性氣質（Kimmel,2005; Connell,2001&2009; Bordo,1999）。Gilmore（1990）對各

種男性氣質的跨文化研究和 Connell（2001）呼籲國際和本地共同研究男性氣質

的方法引起了人們對跨文化和不同地理區域的各種男性氣質的研究的極大興趣

（Louie,2002）。因而，隨著經濟和政治重心的中心進一步向東亞轉移，人們不可

避免地會注意到歐美以外的性別研究。儘管霸權男性氣質在所有社會中都存在，

但中國男性氣質主導形式本身與其他文化背景下的表現形式截然不同（Louie，

2014）。另一方面，男性氣質具有歷史性，絕大多數男性在不同的條件、背景下

會表現出不同的性別氣質，因此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文化教育背景下，性別氣質

的表達都不是固定不變或非此即彼的（曹媛，2018）。然而，在中國的學術研究

中，很少有人進行以揭示當代女性氣質或男性氣質危機及其與中國國家之間的內

在聯繫的問題的研究（Zheng，2015）。 

 

一、 當代男性氣質的養成：「文武」傳統典範及轉型 

「陽剛之氣」的含義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有所發展。Louie Kam（2002）發

現，在提到中國的男性氣質時，除了涉及同性戀等問題，在以異性戀男性為分析

對象時，對這一主題的處理很少超越西方模式或陰陽框架的應用，因此 Louie在

Theorising Chinese Masculinity: Society and Gender in China一書中提出分析中國

的男性氣質應「採用本土的理論架構」，即應由「文」和「武」為典範。文和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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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代表兩種男性氣概，其中「文」的核心含義圍繞著學術、文明、精神、文雅

等品質，在文人和紳士的世界中表現得最為普遍；「武」主要代表武術的能力、

軍事領導能力、身體技能和力量，也絕不能受到女性美貌和物質財富的誘惑，在

戰士身上較為常見（Hong，2007）。「文」和「武」的主導地位會隨著歷史時期而

發生變化。通常在戰爭時期，可能更會強調以「武」為主的陽剛之氣，而在和平

時期則可能會以「文」為主（Hu，2018）。但是中國的傳統觀念中，在文化素養

始終優先於身體素質，「文」作為權力和特權的象徵，就像文人一詞通常與政府

官員同義，歷史上獲得官職、進入統治階級的唯一途徑也是通過僅適用於男性文

化上的科舉考試（Louie，2014）。此外，與通常認為指女性和女性氣質的「陰」，

和指男性和男性氣質的「陽」不同，文和武的涵義都是僅僅用來形容男性的理想

氣質（Louie，2002）。也就是說，文和武並不是一種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選擇，

理想中的狀態是兩者兼有之。換言之，「文」和「武」是男性可以擁有的兩種特

質（Hong，2007）。 

1949 年中國建國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念被用來解決社會的根本矛盾，

即工人、貧農和農民等中下階級與剝削階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

1960 年代後，當工業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幾乎消滅了私有財產時，馬克思主義

階級觀念繼續被用來解決社會主義分裂，即新革命者和新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

（Kraus，1977）。簡言之，這些階級觀念不僅意味著財產所有權的改變，或是人

與生產資料的關係的社會結構的改變，也是執政黨用於更新中國革命文化的政治

概念，「階級」便成為社會主義建構的政治態度的重要話語。此時，任何市場經

濟活動都會被視為「資本主義的尾巴」而被切斷，那些主張或參與市場行為的人

則會被打成「走資派」（Yang，2010）。人們注重「階級」、「階級鬥爭」、「資產階

級」等概念，工人、農民等社會無產階級熱衷於階級鬥爭，並自我認同為社會主

義的代言人、國家的主人，也更傾向於將自己視為某個階級的成員而不是個體。

此時的階級意識也高於性別意識，男性和女性之間的性別差異也被淡化（Rofel，

1999；Young，1989）。革命性男子的男性氣質與女性形象並列在一起，女性也被

期望能「舉起半邊天」，與男性工人、農民和軍人一樣都在政治上對黨和國家表

達英勇地奉獻。到了 1980年代，由於 1978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敞開了面對

世界的大門，迎來了西方的新自由主義（Chen，2012）。「階級」這個詞似乎從原

本的根本性的意識形態的地位，改為在如今話語中通常以職業、性別或家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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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他社會單位來表達（Yang，2010）。國家在市場上放鬆管制，市場化、私有

化和消費主義使全球新自由主義價值觀佔據了上風，中央政府和國有企業、私有

化產業和合資企業共同形成了一種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並取代了毛澤東統治時

期的社會主義規範，而這樣的現代化和全球化進程和快速的社會文化變革也一定

程度上導致了中國男性氣質的轉變（Wei，2017）。 

根據中國教育部的資料顯示，自改革開放開始的 1978年到 2008年，有 139

萬中國人出國留學，其中 39萬人回國（人民日報，2009年）。近幾十年來，在美

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的越來越多的中國移民和中國遊客，不再是來自鄉村

的貧窮的廉價勞動力，而是城市中的有產階級以及他們的孩子，他們的視野因此

變得更加國際化和現代化，不僅具有較高的學歷，而且還熱衷於以物質手段獲得

昂貴品牌的商品（Louie，2012）。其中，在這些留學生中，還有許多是在國外獲

得MBA學位的企業家，這些成功的企業家則會經常定期往返於中國並炫耀自己

在國外取得了MBA學位，通過展示學歷去尋求社會的尊重（Louie，2014）。Song& 

Track（2010）在通過對時尚雜誌的分析來研究這一階層的形成時，發現該階層的

消費習慣通常涉及對西方生活方式的表面「複製」，或者是他們想象中美國人的

生活方式，也就是仍然具有看似美國模仿的志向和品位。 

男性氣質的建構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是社會歷史和文化環境的產物。綜合上

文，由於受到了自由市場經濟和全球消費文化的影響，那些穿著考究、掌握知識

和經濟實力的都市白領男人的預示著「跨國企業型的男性氣質」（transnational 

business masculinity）開始佔據主導地位（Connell＆Messerschmidt，2005），取代

了毛澤東時代以工人階級為模範的男性氣質。即從毛澤東時代中國工人階級從一

個有地位的群體（Walder，1984），鑑於市場與社會榮譽、地位與階級之間的衝

突，如今卻被認定為是阻礙市場發展的，使工人階級被邊緣化，並導致在改革開

放市場經濟中面臨的男性氣質危機。換言之，在毛澤東時代佔主導地位的以「武」

為主的男性氣質，在受到當代中國混合性和全球化的以「文」為主的男性氣質的

挑戰（Louie，2002；Song＆Hird，2014）。特別是自 20世紀以來，中國的女性開

始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並通過教育開始加入精英階層，導致女性也可以在經濟

和文化市場上佔據一席之地，也越來越有能力消費和定義流行的男性形象，這也

給男性帶來了極大的恐懼和焦慮，生怕會在與女性的競爭中被淘汰（Baranovitch，

2003；Louie，2012）。但儘管這是一種比「武」的男性氣質更為「柔和」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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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包含一個很「硬」和具競爭性的核心（Louie，2012）。都市型男性（metrosexual）

的流行和傳統「文」的男性氣質的復興，本質上定義了只有有錢階級才能實現的

男性氣質理想。這種轉變也並不一定意味著失去權力或統治地位，因為這種男性

氣質與經濟和國家權力存在著聯繫，男性仍在經濟市場中佔主導地位，符合中國

傳統的對男性「文」的理想形象的想像和在經濟、事業上的實力展現（Louie，

2012； Song＆Lee，2012）。 

在上述的文獻回顧中可以看到，在當代，儒家中的「文武」標準被資本和市

場邏輯所取代，男性氣質在社會經濟文化的背景下被重新定位。男性既被期望培

養職業和專業、整合文化資源的能力，以實現其交換價值的最大化，也要遵循父

權、異性戀和婚姻的模式（Wei，2017）。這些標準在如今的時代被逐漸地普遍化，

男性也依賴於這一規範來定義他們的成功和成就，他們的志向和資本證明了佔主

導地位的男性氣質和其他邊緣男性氣質之間的界限，並由此建立起當代的男性氣

質。 

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生活方式、消費習慣和學歷等方面的改變外，由

於經濟、社會和文化條件的落差，男性也會在地域流動、個人成長的過程中為了

維持性別價值或尋找某種個體突破的可能，形成各種形式的男性氣質認同、協商

與抉擇，並促使男性氣質在性別認同時產生新的形式與轉變（Broughton，2008）。

在劉紹華（2015）針對中國涼山州利姆鄉諾蘇族男性青年的研究中發現，從鄉村

流動到城市則會被視為是該族群成年男性必經的「成人禮」，不僅源於對城市的

嚮往，更是男性對向外探索和到城市闖蕩的崇尚和認同。 

在過去的研究中，也有許多有學者探討了如今的年輕男性會如何通過個人實

現的途徑，修正和延續傳統男性氣質典範。Wong(2016)在對四川南充縣城男性的

研究中發現，對他們來說，男性氣質的理想型主要由男性的能力和責任兩個準則

來定義，並用這樣的標準對男性進行判斷，因為一個「真正的男人」是在經濟上

表現為能賺錢，且在責任上表現為能為家庭、社會、國家負責。男性氣質也是一

種榮譽的表現，這種榮譽不僅屬於他本人，也有關他的家庭和社會。Liu(2019)在

針對 25名中國北京男高中生的研究訪談中發現，不論是重點高中還是普通高中

的學生，在訪談中都聲稱他們必須取得「成功」以超越「平庸」。研究中的大多

數人也都有著強烈的信心成功，並為這個目標作出努力。其中「成功」的定義是

作為一種模範，指的是在社會秩序中處於有價值、完整和優越的地位。例如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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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成為諸如億萬富翁的企業家、學者、國家級官員、專家或世界級的科學家或

工程師等人物。究其原因，則是因為他們的男性氣質建設常常是圍繞著「成功」

而來的。唯有達到成功，才是真正作為男人和一個有價值的人，也是一個好丈夫、

好兒子的證明，同樣也是未來能擁有一個美好生活的先決條件。 

由此可見，當一個社會在建構主流的、霸權型男性氣質時，常常會有關於文

化認同、制度化的方式，取代了邊緣化的男性氣質，並建立起理想型男性氣質的

形成（Connell & Messerschmidt, 2005）。男性性別認同的一部分離不開社會和家

庭對他們的期待和設定的標準，而在目前的語境中，「成功」就是最能成就性別

氣質的特質。對成功的高度重視在大多數社會的男性理想中被發現，但是成就的

定義和重視的程度會因不同世代、不同社會環境和不同社會群體而不同

(Vandell& Bosson, 2013)。而此時在中國社會的話語體系中的成功，指的既是男性

以經濟和社會地位為標準的成功，也是對家庭的責任感和提供一種安全、穩定生

活的能力。 

綜合上述研究，男性對成功型男性氣質的嚮往，一方面反映了當下社會對重

視財富和消費權力的轉型，另一方面也體現出它被作為男性成長過程中對自我性

別氣質理想和想像，並以此為目標實現自我。男性氣質的等級制陡然形成。正如

Liu（2019）的研究中指出的那樣，性別的理想和認同是根據階層分化而構建的，

既是社會控制也是社會區分的手段，一旦年輕男性建立起他們對成功的共同理想，

表明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更高的階級地位和聲望的規範和價值觀的內化，而對成

功的普遍化追求則反射出社會以個人成就為基礎，而失敗則歸咎於個人，並要求

人們通過利用市場機會為自己承擔責任。在男性眼裡，只有作為家庭的支柱和在

社會中達到事業和經濟上達到高度成就才算是一種自我實現，才能做到對家庭的

盡孝、對社會和國家的回饋，也才算體現了男性氣質。當傑出、成就等標準已經

主宰了年輕一代，並且這套規則成為所有男人都應該去效仿的規範時，淪為「平

庸」是很難接受的，失敗和妥協可能會威脅到男性氣質。 

 

 

二、亟待被「拯救」的男性氣質 

（一）男性氣質的女性化「危機」 

隨著倡導性別平等、呼籲女性獨立的女性主義的推進，越來越多具有書寫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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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自我主體意識的女性也加入了男性形象再現的性別建構之中。新中國建國以

來，國家在意識形態領域一直倡導男女平等，積極鼓勵婦女走出家庭、參與公共

活動和市場勞動（孟祥斐、徐延輝，2012）。特別是自 20世紀以來，中國的女性

開始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並開始加入精英階層，導致女性也可以在經濟和文化

市場上佔據一席之地，也越來越有能力消費和定義屏幕上男性的形象。加上近年

來互聯網在中國的興起和普及，過去十年中女性主義觀點的表達越來越多，從文

學和藝術表現形式擴展到如今的線上的社交媒體等形式（Wu，2020）。隨著女性

消費者和閱聽人的主體性越來越重要、購買力的增強，以及作為自由表達的個體，

性別話語在市場語境的推動下開始發生轉向，不再僅由男性的審美取向決定女性

的樣貌，年輕女性也可以在決定何為她們所理想的男性氣質有很大的發言權。女

性通過不斷深化自我的情感需求和表達，發現獨斷、強勢、健壯的男性已經無法

完全滿足女性的內心期待，反而是陪伴屬性、依賴屬性和崇拜屬性更能滿足當代

女性情感上的空缺（李佳席，2019）。公共話語權和情感消費的主體地位一部分

讓位給了女性，男性形象的塑造和轉型則進入到大眾消費的視野當中。男性不再

僅僅是自我再現的結果，也成為在媒介中被再現、被凝視的對象。 

中國男性形象和氣質的變化部分來源於其他文化的影響，而網路的速度和普

及更是使得跨文化和跨國傳播變得更容易且更快。二十世紀後期日本文學和漫畫

中的年輕女性作者開始將年輕的男性角色描繪成如少女般美麗，並具有同性戀的

性傾向，並把這一類型叫做 BL（Boy’s love）或耽美。BL 大多是由女性創作和

閱讀，這些愛好者被統稱為「腐女」。在中國，儘管審查機制已在嚴厲抵制和消

除此類題材，但依然在文字小說、漫畫，動漫和遊戲中流行，並通過線上社交媒

體中廣泛傳播。女性創作者通過創造一個幻想世界，浪漫化男人之間的同性情感，

在這個世界中發生的故事通常是關於兩個男人之間的浪漫愛或性吸引，此時的男

性之間是以愛而非競爭的方式產生聯繫。在耽美文本對情愛關係的書寫中，有的

會將刻板的兩性模式進行轉化，有的文本則依然是順應和利用異性戀的兩性屬性

模式（即「攻方」和「受方」的二元模式）。而其中所建構出的非傳統的男性氣

質，也是通過角色、情/性關係來體現的，例如「受方」通常具有刻板的女性氣質

和陰柔或中性的外型，具有「少女般的美」和「雌雄莫辨」的特徵，處於被觀看

的「性客體」的地位。而耽美文學中的「美少年」類型也不僅是一種被觀看、審

美、欲望的對象，在作為閱聽人的女性讀者看來，代表了理想化的女性氣質與「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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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同體」屬性的結合，各種陰柔形象都可以承載女性所憧憬的理想化女性氣質，

而性別定位為男性或中性，又可以避免女性氣質的女性屬性所隱含的負面意涵，

以及主流異性戀關係規則和模式對女性的壓制和剝削；抑或是女性可以選擇將自

己代入並「成為」一個男性，參與並體驗與男性之間的社會互動、與其他男性的

爭強鬥勝，在此過程中體驗到自身的男性氣質，以及作為男性和其他男性產生的

聯繫（寧可，2014）。但在這些文本中，情/性關係可以是在兩個男性之間、可以

是在異性之間、也可以在兩個無性別的人之間，通過建構種種關係的價值和內涵，

也賦予了性別關係各種新的可能性。 

另外，1990年代後期起，在韓國流行音樂（k-pop）和偶像團體中，也浮現

了一類外表漂亮、皮膚光滑白皙、頭髮柔滑、舉止女性化的男性偶像，並在瞬間

充斥了韓國娛樂業，象徵著「柔和型男性氣質」（soft masculinity）的興起。這種

男性氣質將性別身份解構並混合，一定程度上挑戰了父權社會的男性統治地位和

男性中心主義所支持的傳統男性價值觀和理想氣質。受到日韓和偶像文化的影響

後，在中國受歡迎的男明星和男團成員常常是年輕的、陽光的、時尚的，以精緻

的衣著打扮和細心溫柔的性格示人，被大眾稱為「花樣男子」和「小鮮肉」。這

些男性在銀幕中呈現的形象和品味選擇越來越趨向於女性，呈現出中性和陰柔的

氣質。在演藝領域，「小鮮肉」則被視為是符合女性觀眾觀賞品味和審美的一類

男性藝人形象的統稱。其中的「小」來自於青春年少、懵懂無知，與成熟、勇猛

的男性氣質表現截然不同，而也正是因為年齡上的年輕、不成熟，凸顯出外形和

身體上的陽光和活力，以及在生活上需要被女性照顧和憐愛的特質；「鮮」則是

一種女性對男性的身體想像，被激發的類似於「食慾」的佔有慾望，以及對新鮮、

新生事物的美好嚮往；「肉」則是男性氣質的物質載體，僅管與傳統男性身體的

強壯、堅毅的體格不同，但仍是一種外貌和形體美的再現，以及對人物相應性格

的刻畫。 

這些「小鮮肉」們的外形符合閱聽人審美需求的同時，也將男性氣質建立在

了消費文化的基礎上。不僅提高了使用互聯網的女性和年輕人群體的購買力，也

使男明星可以由此獲得了知名度和關注度，獲得了經濟和事業上的成功。男性氣

質的表現形式部分地從壓迫性轉為更具包容性，從霸權主義轉變為消費主義，從

體力優勢轉變為經濟優勢。男性形象符號逐漸從塑造男性氣質、建構男性身份的

作用，部分轉為具有商業價值、具備消費特徵的符號（郭立儀，2018）。此時，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914

 18 

男性能夠通過消費的方式建構和成就男性氣質，這更是進一步加劇了男性的焦慮

和憤慨：當男性進入到女性的話語體系中，突破了原有的性別框架，重視外貌、

消費和情感需求等過去似乎是專屬於女性的事務，原本是男性的消費品和建構男

性氣質的工具，現在卻也成為男人的重要課題，需要他自身去爭取和競爭的，使

得男性對性別氣質的流失的焦慮，也激發了和其他男性的競爭中的憤慨。 

Anderson（2009）在對「包容型男性气质」（Inclusive Masculinity Theory, IMT）

的研究中強調許多年輕、中產階級、受教育的男性白人不再像過去男性一般害怕

被指認為同性戀，反而不再明顯地表達恐同和厭女的態度和情緒，軟化了霸權型

的男性氣質的所追崇的性別信條。然而在中國的語境中，有許多觀點都對女性化

特質的男性仍然抱持著批判態度，認為這樣的男性形象背離了傳統對男性氣質的

想像。大眾常常用「娘娘腔」、「娘炮」等带有贬义色彩的詞語形容這些男性，認

為他們缺少「陽剛之氣」。而這些表述的象徵意義又常常與女性聯繫在一起，因

為女性化的精緻妝容、瘦弱的身軀、說話輕聲細語，以及女性氣質中的溫柔、感

性、對他人關心等性格特點對應到男性氣質上則會被認為性格陰柔、意志力不堅

定，這些過度女性化的言行舉止均是缺乏男性氣質的表現。此時的這些男性形象

使當代中國的男性氣質不僅面臨了「危機」，也是亟需被「拯救」的。例如，「偽

娘」——比女性看起來更具女性化和誘人的男人——激起了大眾憤慨的言論，將

其視為中國喪失男子氣概和對民族國家的威脅的縮影（Zheng，2015）。這其中一

部分隱含了對女性氣質的貶低和不認同，使男性氣質的流行趨勢定義為是不應該、

不自然的並且可能是危險的，暗示著一種「高級」性別退化為「劣等」性別，從

「女性化」的角度指出男性氣質目前出現的問題，揭示了男性中心論話語中更大

的焦慮（Yumiko，2005）。 

這一趨勢在 2018年掀起了一陣討論風潮。對此，許多人將當代男性氣質與

國家和民族未來發展聯繫起來，在網路上大眾將梁啟超的「少年強，則國強」改

編為「少年娘，則國娘」，表達對年輕一代男性氣質女性化的抨擊和批判。在中

國知網（CNKI）上有關「男性氣質女性化」的研究中，不少中國學者同樣表達

出了對「陽剛之氣」缺失的擔憂。李進超（2012）認為「偽娘」作為一種藝術表

演形式無可厚非，但是如果青少年盲目追逐，久而久之就會造成其認知方面的混

亂，最終結果就是陽剛之氣的缺失。也有研究者認為由於娛樂媒體都從基於利益

的角度出發，為了迎合人們獵奇以及消費男色的心理，不斷推出一些「偽娘」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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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台前，而人們由於被海量的信息所覆蓋，加上在現實生活中所面臨的種種壓力，

開始變得浮躁且追逐新鮮的、可供享樂的、充滿感官刺激的內容，從而失去自身

的鑒別力，而對於審美價值觀尚且模糊的男性青少年，這種過分營銷很容易對男

性青少年價值觀及審美取向產生負面效應，使其流向低俗化（陳凌峰，2020）。 

那麼中國官方對此的態度和觀點為何呢？作為中國官方的大眾媒體，新華社

時事評論《「娘炮」之風當休矣4》和人民日報《多元社會需要包容》5、《薦讀：什

麼是今天該有的「男性氣質」》6都於 2018年對此議題發表了評論，指出儘管我們

處在一個「開放、多元」的社會，但男性女性化的現象是一種這些男性「令人錯

愕」的形象和作派突破了底線的審美「病態」文化、「辣眼睛」的反常現象。並

將其歸因於是綜藝和影視劇在消費各種「奇葩」、「怪咖」，為博眼球不惜「挑戰

社會公序良俗」，是文娛作品「娛樂至上」、「顏值消費」和「眼球經濟」的結果。

最後均表達了對中國青少年過於沈迷在「陰柔之美」中會產生的負面影響，並提

出媒體應「展示更加健康、陽光的審美」，並「應有針對性地增加對青少年的性

別教育」。缺乏男子氣概被與民族國家的存亡聯繫在一起，為了拯救國家，人們

通常會強調並重申男性與性別相適應的行為準則（Zheng，2015）。2010年，中國

軍事科學學會副秘書長羅援少將在《環球時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要成為

一流強國必須有尚武精神》的文章7。其中他提到，「現在社會上有個不好的現象，

叫做陰柔之氣上升，陽剛之氣下降。如果我們的輿論導向和影視指南不是弘揚尚

武精神、英雄情懷、愛國情操，而是渲染娘娘腔、脂粉氣，那麼一旦國難臨頭，

這個民族是沒有凝聚力、戰鬥力和生命力的」。因此，他主張要在主流社會教育

中提倡「尚武精神」，加強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教育。由此看來，中國官方

對陰柔性的男性氣質表達的更多是負面和批判的態度，並把其歸因於是娛樂和消

費文化，是媒體作品「導向」的審美和流行結果。同時，鼓勵兼具愛國情懷和英

雄主義的精神，將陽剛之氣擺在應該最受推崇的男性氣質表現，而這反應的不僅

是男性的陽剛氣質，更是國家和民族的氣質。更具體的來說，不僅表現為個人的

氣概、體魄等方面都表現出剛強之氣，更要從精神上建立並具備反映國家面貌的

志氣和價值觀。 

                                                   
4 文章連結：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9/06/c_1123391309.htm 
5 文章連結：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8/0813/c1003-30223944.html 
6 文章連結：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0930940172351567&wfr=spider&for=pc 
7 文章連結：https://news.qq.com/a/20101214/0008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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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婚姻和家庭觀：迫在眉睫的人口轉型計畫 

自 1982年 9月起，為了提倡晚婚、晚育，少生、優生，從而有計劃地控制

人口，「計劃生育」政策被定為中國的基本國策，同年 12月寫入憲法。在過去的

半個世紀內成功完成了人口轉變，尤其是出生率下降速度之快，形成了勞動年齡

人口在總人口中所佔份大的人口機會窗口，又恰逢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

興起，為規模巨大的勞動年齡人口提供了充分的就業機會。通過將勞動年齡人口

佔比的優勢轉化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由此收穫了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為經濟發展

帶來的高速增長，即所謂的「人口紅利」（鄭真真，2021）。但是，同時帶來了一

些突出的社會問題。首先是性別失衡。由於父權制傳統中的偏愛兒子勝於女兒，

導致了那些家庭在面臨只能養育一個孩子的情況時，會選擇生兒子而非女兒，從

而導致全國男女比例整體的偏高（Hvistendahl，2012; Larson，2012）。第二則是

加重了養老與育兒負擔。在獨生子女成年後，不僅將面臨競爭激烈的婚姻市場，

而且將會需要承擔照顧兩代退休者的責任：四名祖父母和兩名父母（又稱 4-2-1

家庭），伴隨著中國老齡化人口的擴張，這種家庭負擔可能會愈加嚴重（Bailey，

Ruddy＆Shchukina，2012）。 

近年來，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加速推進，圍繞著人口議題的討論也日益增

多。從第七次中國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60 歲及以上人口為 26402 萬人，佔

總人口的 18.7%。與 2010年的數據相比，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5.44個百

分點8。數據表明，人口老齡化程度進一步加深，未來一段時期將持續面臨人口長

期均衡發展的壓力，人口老齡化將是 21世紀中國人口變化等主要趨勢之一。中

國將會如何應對老齡化趨勢？中國民政部部長李紀恆在《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

化國家戰略》9一文中提出「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提高人口素

質是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持續保持社會活力的治本之策」。但是目前，「適齡人

口生育意願偏低，總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線」，低生育率和人口增長率也面臨著

一個前所未有的情況。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 年中國新出生人口

為 1200萬，比 2019年下降了 18%，比剛剛放開二胎的 2016年下降了 33%，可

                                                   
8 數據內容來自 2021 年 5 月 11 日公布的中國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 
9 文章連結：http://www.gov.cn/xinwen/2020-12/17/content_55704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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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說是新中國有記錄以來新出生人口和出生率最低的一年10。隨著新出生人口越

來越少，且出生率下降幅度也在加快，人口紅利和人力資源的利用不一定依然奏

效，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也會相應地受到影響。 

面對當前人口發展戰略亟待轉型，積極鼓勵生育和期待人口增長的轉型目標

迫在眉睫。其中，中國首先在政策上對計劃生育政策做出了一些調整。2015 年

10 月，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

（簡稱：全面二胎）；而在今年 5 月，在公佈完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結果後不久，

中國政治局會議提出為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

（簡稱：三孩政策）。這兩次開放生育限制的目的都是為了解決人口老齡化的問

題，都希望通過提高出生率、增加勞動力勞動方式，維持經濟增長並減輕養老負

擔。Fincher（2014）指出，自 2000年後中國政府既肩負著管理社會穩定的當務

之急，又肩負著通過促進異性婚姻來加強人口計劃的長期目標。對當代獨生子女

的結婚和生育的重視則成為了經濟穩定和新自由主義發展的驅動力的文化背景

下對異性戀的規範的重要一環（Luo，2017）。中國人民銀行（簡稱：央行）於 2021

年 3月發布的發布的《關於中國人口轉型的認識和對應之策》中，對人口轉型的

應對之策首條便是全面放開和大力鼓勵生育，「老齡化意味著淨消耗，少子化意

味著沒產出，那很自然的應對方法就是儲蓄」，因而「放開和鼓勵生育就是勞動

力的儲蓄」。其中提到： 

=ÉUÊËÌÍÎÏÐÑÒÓÁUÎÊgÔÕÖ×ØÙÚÛÜ<stgÝÞ

ßàáâ%ãäÕÖåÔÐÑæç<stgèéßàêëÄìí�[îïðñï

òóUÎÆôõö�lÈ��ð÷øùBúûü#ýë°gðþÿ!�"H#Z

$U%�3Ubòóg&'%(²�$)÷òg*+),��-[îï%./0

UÎ�ð1234<UÎ56g789ÌÐÑ�:;»Ue»<=»<&9>'

<?ág3ÐÑ@U»�U»$UãAKUÎ�B�CDÁ(E<�gFG�!

(Ávr<HIAÆ9!ÙZJKLM/0g2021N18È� 

簡言之，人口轉型的計畫之解方重點改變女性對生育的認識和意願問題，而

實施上一方面在政策上開放生育，另一方面則是社會盡可能給生育提供良好環境，

給女性倡導生育的意義和責任。另外，人口問題不僅事關國家發展和民生福祉，

                                                   
10 數據內容來自 2021 年 5 月 11 日公布的中國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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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與婚嫁、生育、養育、教育等方面生活息息相關。在文章中，也提到了對青少

年的教育和對女性的期望： 

=ðNODPÁ�Q<LÎãNORSLÎgèTLÎUVï»LÎnW>ã

NOXLYLÎgZ[\!(]<9&^<_`abD[�0YUcdA�efgN

hijgkll[agÀll[mg��LÎ4DPÓLÎnoÙ�pqr��

8lgLÎDP��[stigu�vwdxy<¸LM�ß�Ó1güz{!

(|}~aÎÏÐÑHz;Ô»;9»;ä»ÎQ�ç<¸�½Æ#����(

��g����g��è�ÈgF��3%(���l���<»3���<»

]���<UÎJ[�u����dg%�ë�ÿ��Æ9!ÙZJKLM/0g

2021N20È 

由此可見，對於將鼓勵生育、推動生育教育、創造生育環境為發展目標的當

下，改變並培養適齡女性的「母職」意識和技能非常重要。女性仍是生育、養育

的主體，男性在家庭中的這些位置則被默認取消了。由於女性生育會面臨著招聘

歧視、工資收入降低、就業穩定性下降、就業質量降低等問題，生育政策的相關

配套政策也亟需完善。其中，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教授茅倬彥在《光

明日報》的採訪中提到，「三孩生育政策對女性發展的挑戰不容忽視。但僅靠女

性自身是無法解決的，需要生育配套政策的強力支持，將生育融入社會機制、政

策和環境的設計中，營造尊重生育的良好氛圍，推動男性積極分擔養育責任，最

大程度分擔家庭生育成本」11。 

男性雖然不被認為是家庭中承擔撫養、照料職責的主要成員，但還是被認定

為是家庭的重要經濟來源和支柱，對婚姻和家庭的責任和義務依然必不可少，男

性氣質也與婚姻、家庭的關係緊密相連。在中國，異性婚姻長期以來一直是家庭

組成和延續的先決條件，婚姻幾乎是普遍存在的，是一個人成年的中心標誌，而

家庭則是性別社會化和身份認同的重要場所（Gaetano, 2010）。男性為家庭提供

社會、經濟和情感安全感的能力則是男性氣質的關鍵品質。男人被認為是提供安

全感的人，女人被認為是接受安全感的人（Driessen& Sier，2021）。在家庭和婚

姻中，不僅是情感空間的象徵，還包含著社會秩序、性別關係、親屬連帶等價值

                                                   
11 文章連結：

http://news.cctv.com/2021/06/20/ARTIU1dK5lJKc9reioIkuwTJ210620.shtml?spm=C96370.PPDB2vhvSivD.EZ
4sRtXz56aB.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914

 23 

觀體系，個體的性別認同更是離不開其所扮演的家庭角色（蔡玲，2018）。在以

提高出生率和結婚率為目標的當下，是在試圖從婚姻過程和家庭環境中培養和強

化男性自身的責任意識，也是對男性扮演成功的丈夫與父親角色的期許，並將其

視為理想的男性氣質的認同和實踐。 

在 2021年央視財經發布的中國規模最大的媒體民生調查《中國美好生活大

調查(2020—2021)》12中顯示，已婚男性的家庭責任感體現在「重」汽車、住房和

保險、給孩子教育培訓的消費，「輕」旅遊、文化娛樂等娛樂性消費上的支出，

並要通過教育努力成為一個好丈夫、好父親、好兒子的「三好生」，並在「『家庭』

和『自我』之間，將『端水』藝術（意即：達到平衡）修煉地如火純青」。換言

之，此時男性在父權體制下所追求的，是一種被異性戀和父權文化主導下所認可

的「好男人」，在婚姻和家庭的場域，則體現為「好兒子、好丈夫與好父親」的

角色。首先，在中國傳統文化脈絡中，「兒子」的角色不僅需要承載著更多的來

自家庭的期待，從家庭的教育中以達到符合男性氣質的想像的標準；也需要背負

著更多的對家庭的孝道和「負責任」的期待和要求。其次，當成年男性作為家庭

和婚姻關係中的「丈夫」角色，則常常會被視為家庭中的「養家者」，一方面通

過掌握家庭中的經濟權力從而獲得家庭的主要管理權。另一方面，丈夫的權力和

妻子的順從強化自身的男性氣質，並通過傳宗接代進一步維繫家族、展現男性氣

質（鄭丹丹、楊善華，2003）。最後，當男性作為家庭和婚姻關係中的「父親」

角色，不僅是作為「養家者」的身份，更多了一種來自父親身份的自我認同和職

責，和對扮演「理想父親」的男性氣質的期待。 

 

 

第三節 性別策略 

面對中國社會發展當下對男性的期望，又會對人們的性別意識形態和行為產

生什麼影響？心理和言行上的行為又會如何與社會產生互動？接下來，本研究還

將性別氣質與中國當下的社會制度和結構建立連結，探討如何在社會中實踐和性

別氣質，又如何會看待社會層面上對「陽剛」的期望和態度，都是本研究試圖探

                                                   
12 報導連結：

http://news.cctv.com/2021/04/30/ARTIgG5RPevZMZd79tGQ5ZVt210430.shtml?spm=C94212.P4YnMod9m2
uD.ENPMkWvfnaiV.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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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問題。 

性別策略（gender strategy）的概念在 Hochschild& Machung（1989）的 The 

Second Shift：Working Parent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一書中被提出，指男性

和女性對家務和育兒分工的看法和行為是他們性別意識型態、對家庭的迷思

（myth）和對婚姻的理解的深刻反映。書中描繪了 Hochschild在研究中觀察到的

關於婚姻角色的三種結構，分別是傳統型、平等型和過渡型，這三種對婚姻的看

法不僅是三種婚姻型態和家庭分工的模式，也定義了一個人想要獲得認同的領域

（家庭或工作），以及一個人想要在婚姻中擁有多大的權力。例如，如果一個女

人的性別意識型態是傳統的，那麼她會期望丈夫可以更多地專注於工作，而她可

以獲得較少的權力，並希望能在家中的勞動（作為妻子、母親、鄰居的母親）被

得到讚賞和認可。正是如此將夫妻雙方的想法、感受和行動混合在一起，才共同

構成了他們的「性別策略」，夫妻間性別策略的相互作用，也共同決定了他們實

際上如何分配第二輪班（Hochschild& Machung，1989）。而其中的性別意識，是

建立在性別覺察的基礎上，並從性別覺察的階段對於男女對應特質的表面描述，

認識到男性/女性的權利與責任關係（畢恆達，2003）。再從而形成某種性別意識

（gender consciousness），而這種意識則是建立在當時的文化背景和性別觀念，以

及他們個人的經歷所形成的意識型態。用Wilcox（1997）的話說，性別意識並不

必然指涉某種特定意識形態，而是一種對於性別的認定、對權力的不滿、對體制

的譴責與集體行動的認識。而性別策略，就是其中人們試圖將自己個人的性別觀

念應用到目前日常生活之中，並以此表達自己的性別期望的過程。而其中的「策

略」既是一種無意識的行為，也可以是一些沒有明確表達的行動，或只是為了適

應性別理想而刻意做的心理和情感上的準備。 

綜上，性別策略是人們通過性別文化觀念去解決事物的行動計畫；是發生在

當一個男性/女性在建立起理想型的性別形象，並與自己的性別氣質、以及自己

的所作所為聯繫起來的時候，不論這個理想形象是童年早期所被教育的、抑或是

受到社會期待和文化背景而形成的，都會透過自我評估，意識到哪種性別意識最

適合自己當前的處境，從而認同於某種版本的男性/女性身份，影響對性別的意

識形態和日常生活中的行為。並且，這些行為同時也在表現出和發展這個人的性

別意識，並影響著一個人想要認同的領域、以及想要在婚姻或社會其他場域中擁

有多大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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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時，性別策略的概念不僅應用在婚姻和家庭場景，更與社會環境和結構、

組織存在關聯。正如個人有性別策略一樣，政府、企業、學校和工廠也有其性別

策略，一個國家如何組織它的勞動力、學校如何培訓學生，都反映了它為每個性

別設想的工作和家庭角色（Hochschild& Machung，1989）。在 The Second Shift中

提到，儘管在大部分情況下選擇承擔更多家務而放棄職業生涯的是女性，但男性

也被夾在社會和職場對於勞動力剩餘價值的剝削和家庭的日常生活的投入之間，

男性同樣也是工業化社會和家庭關係中的「迷失者」，這是一個社會的系統性困

境。但如果既無法改變人們的性別觀念，也無法從國家制度和社會層面得到更多

幫助和支持，不論是生存在社會和家庭中的男性還是女性都會相應地發展出一套

策略來應對個人家庭生活和社會環境，並在過程中建立權力與身份認同，但都無

法從根本上解決結構性的問題。 

由此，回歸到本研究的主題，在婚姻和家庭及其之外的更大的社會場域中，

本研究更關心是人們會採用什麼樣的策略應對性別權力關係，以及如何應對國家

和社會的性別設想和期待。其中就包括了如何平衡男性和女性、集體和個人之間

的權力關係。具體來說，在中國經濟和文化發展的當下，面對社會對男性「陽剛」

的期望和要求，以及長久以來對男性性別氣質的多種多樣的描繪，那在中國大眾

自我的性別意識及其實踐會是如何？他們將會發展出一種怎樣的性別策略來看

待和應對社會的期待和日常的家庭、工作等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們的性別策略又

與政府、官方表述中的男性形象有什麼關聯？本研究由此發問，這也是本研究的

核心問題。 

 

 

第四節、研究問題 

在上述的文獻回顧的內容中，本文首先爬梳了性別研究中男性氣質理論發展

的脈絡，發現男性氣質是一種從文化中被建構起來的，並通過的擴大自身的榮譽

和建立自身的獨立權威，基於與其他男人和女人的「他者」相對照所進行的實踐。

其次，通過回顧隨著中國社會發展而不斷變化的男性形象，以及在娛樂和流行文

化中所呈現出的多樣化的男性形象，與中國官方媒體對此的觀點和評述形成了鮮

明對比。第三，在網路環境和社群媒體中，社群的動員力量推動著公共議題的發

展，也逐漸成為人們維護個人權利、參與政治議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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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到男性氣質在被建構的過程中，在中國社會的情境下出現了傳

統以「文武」為典範的男性氣質、官方的話語論述中建構的男性氣質，媒介與流

行文化所再現的男性氣質、以及當下資本市場中流行的成功型、企業家型的男性

氣質，這些性別氣質之間既存在著落差和鴻溝，也存在著權力關係和協商。因此，

本研究提出如下的研究問題： 

（一） 在社群媒體中，中國網友如何回應官方論述中的「男性氣質」？ 

（二） 在社群媒體中，中國網友對「男性氣質」的觀點所反映出的性別論述和

社會意涵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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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如果說研究的最終目的是解答問題，那麼研究設計的任務則是確定解答問題

的途徑、策略、手段和方案。在上一章文獻回顧的部分，本文探討了性別和性別

氣質從概念上的建構，以及男性氣質在中國的社會情境下面臨的種種「危機」和

男性的對性別氣質認同和協商。同時，這種性別實踐和性別現象的出現背後的社

會結構和社會力量，而這些日常生活中的實踐又會與性別體制或社會體制存在哪

些矛盾或契合，這也是是本研究的切入點。因此，本文接下來將透過研究者的參

與、觀察、溝通，了解人們日常生活中的行為和思想中的意義，在本文的語境中，

則體現在男性的性別角色實踐及其能動性。不過本研究試圖探索的問題，並非找

出現象或事件與社會之間的因果聯繫，也並非想要試圖找出人們行為的規律和共

性，而更多地是想要探究性別氣質本身的複雜性和多元性，以及人們在日常生活

中具體的性別策略。而研究方法的選擇和設計正是幫助研究者理解一種文化是如

何被創造出來，通過日常生活來理解文化，聆聽人們究竟說了什麼（Gary，2003/

徐夢芸譯，2008）。 

 

 

第一節 研究方法 

在傳播學研究中，研究方法大致被分為兩類，分別是量化/定量研究和質性/

定性研究。其中，量化研究是指對事物進行量化的測量和分析，以檢驗研究假設

的研究方法。換言之，則是以數字和統計的方式來理解傳播現象，將「人」（研

究者和研究對象）從研究環境裡剝離，追求可觀的、可重複的、標準化的研究過

程（陳陽，2015）。而質性研究則是對觀察對象進行歸納、分類、比較，進而對

某個或某類現象的性質和特徵做出概括。量化研究的標準化和精確化程度較高，

促進對現象之間普遍的因果關係的精確分析，找出相關關係和因果關係，因而研

究結果追求準確測量和精確預測，不同的研究者使用相同的研究設計和研究方法

應該得出相同的結論（陳陽，2015）。但是，由於許多社會現象都是獨特的，無

法得出具有普遍性的經驗概括，因而也無法依賴數量分析和數據呈現得到一個普

遍化的結論。而質性研究則是一種詮釋的典範，有助於回答「如何」和「為何」

的問題，且重點在於瞭解互動與過程（蘇蘅，2018）。需要通過對日常生活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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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觀察，根據社會成員的動機和主觀意義來理解日常生活中的現象，並保持這種

現場的完整性。尤其是自 1960年代後，隨著質性研究受到現象學和闡釋學的進

一步影響，研究者越來越意識到自己與被研究者之間是一種「主體間性」的關係。

換言之，研究不再是對「客觀事實」的了解，而是一個研究雙方彼此互動、相互

構成，共同理解的關係（Gary，2003/徐夢芸譯，2008）。另外，質性研究也是一

種以研究者本人作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採用多種資料收集方法，對社會現

象進行的整體性研究（陳向明，2000）。因此，與量化研究依賴於研究者對數據

的敏感和歸納的技能不同，在質性研究方法中，更看重的是研究者自身的素質和

知識，以及在實地考察時細緻深入的觀察、面對研究對象的隨機應變能力和溝通

能力等等。 

然而，質性研究同樣也存在著局限。相對於量化研究來說，由於質性研究是

依據典型的或少量的個案資料得出的結論，這種結論可能不具備普遍性和可重複

性，即同樣的研究問題可能因為不同研究者的主觀洞察和分析所得出的結論也會

有所不同，無法對一項研究的結論進行反覆地檢驗和驗證。因此相較於量化研究

的普遍性、客觀性、可反覆驗證的特性來說，質性方法存在一些缺陷，而更重視

對現象的解釋和理解，強調「人」在研究環境裡的活動和他們之間的關係。 

但由於本研究的重點在於了解人們較為深層次的動機和具體的社會過程，而

社會現象是複雜、多因素的，更是無法通過將變量化為數據、通過計算得出結論。

但是，本研究並非要尋求大量個案而找到一種行為和現象的普遍性，也想要找到

事物之間的因果關係。從本研究的問題出發，是想要探究男性的性別氣質的經驗

與實踐，而其中的性別策略更是一種經由文化背景和性別觀念形成的意識形態，

也是應用於日常生活中表達自我性別期望的過程和方式。畢恆達（2003，p79）

指出，「男人要談論性別，自身經驗就必須時時受到檢驗。如果沒有切身的經驗

來支持，很難對性別論述有持續的論述。個人有關性別的成長經驗及其性別意識，

也都需要藉由論述對於成長經驗提出新的理解」。因此，本研究更適合從論述和

意義的建構去解讀性別經驗和實踐，而質性方法對本研究來說更為妥當。 

 

 

第二節 社群媒體與批判論述分析 

在社群媒體剛剛興起之時，對網路民主保持希望的人相信網路能夠取代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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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的傳統媒體，構築一個公民自由平等參與的論壇（Tsagarousianou et 

al.,1998）。隨後，資訊傳播科技（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

的出現，的確為審議民主參與公共政策的理想降低了成本，使人們可以通過網路

表達民意，對公共政策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鄭婷宇、林子倫，2018）。隨著自

媒體的湧現，討論環節則變得越來越活躍和開放，人人都可以在網路上發表言論，

主流媒體的力量被消解。網路使用者的言論成為了網路媒體的豐富性資源之一

（張軒豪等，2001）。 

 

一、社群媒體：作為公眾表達的平台 

如今，隨著網際網路和數位傳播的快速發展，社群媒體平臺作為 ICTs 發展

下的產物之一，社群媒體的出現和普及並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之後，不僅促成了

媒介資訊流通結構的轉變，也使公民參與的角色發生改變（鄭宇君，2014）。有

別於傳統大眾媒體的單向傳播，社群媒體的使用者擁有了更多自主和控制權，不

僅能在無需負擔技術與經費的同時自由創作和傳佈訊息，也能夠打破有形的地理

區域限制，進行公共討論（蔡尚哲，2009）。因此，新媒體的融合文化激發了閱

聽人參與新聞生產的熱情，使新聞生產變成一種共享和開放的過程（毛湛文、李

泓江，2017）。同時，網路的去中心化與開放性，使得人們可以藉由網路與資訊

科技的應用，並藉由網路低成本、去中心化、即時性、跨越時空疆域等特質達到

集結動員、社會互動溝通之可能（何明修，2005）。網路媒介賦予參與者相同的

權力，使得在網路中的參與者能夠以去中心化的溝通方式呈現自主對話的內容

（黃啟龍，2002）。謝宗學（2003）也在研究中發現了通過網路環境中，時空壓

縮之後網路資訊消除了隔閡和限制而具可及性，並且通過資訊的充分性和公開度，

使得大眾有更多機會投入公共參與，擴大了公共領域。 

並且，社群媒體改變了以往長期由主流媒體掌控資訊的局面，讓更多過去無

法在媒體上發言的人們得以在社群平臺上抒發己見。在此背景下，人們在社群媒

體中形成了一種分散式的公民參與（distributed citizen participation）。網路使用者

的身份也開始發生了轉變，即不只是被動的科技接受者或消費者，而是一個能夠

賦予科技物生命、意義的文本創作者（施伯燁，2014）。鄭宇君（2014）研究發

現，社交媒體去中心化的流通結構，促成了網路社群的集結，一旦事件發生，平

日散居在網路各處、流動的群體，將透過社交媒體的連結共同發揮群體力量。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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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傳播使不同生命經驗的人可因相同的網路資訊而被動員，蕭遠（2011）依此提

出了「虛擬生態圈」的概念，即在高互動和高參與的空間中，人們形成了歸屬感

和認同感，從而在面對公共議題時產生共同感並發起動員（鄭婷宇、林子倫，2018）。 

但同時，社群媒體可能營造的「同溫層」（echo chamber）互動情境或產生「極

化」（polarization）意見分眾，甚至近年透過社群媒體散布「假新聞」現象，不免

令人質疑社群媒體對促進公眾參與和公共對話的可能（黃毓超，2020）。在網路

上，隨處可見背離「理性」的言論，有的激情、淺薄而不夠深入，或是缺乏憑據

的揣測、謠言，這背後既有政商利益的摻雜，也存在著個人的言語暴力。這似乎

與 Habermas提出的「論述理性」、「多元觀點」的公共領域的概念相去甚遠。從

另一方面來看，網路上的論辯，甚至相互衝突的價值和需求，也正是構成了如今

的社群媒體。換言之，儘管是存在差異、混雜、權力不均論述的網路環境，仍可

以看到一些觀點和參與者何以變得邊緣、觀點如何形成對抗。例如在「佔領華爾

街」事件中，多數網友並未採用理性的批判論述，反而以生氣、悲傷或幽默方式

談論自身的失業、貧窮問題（Wright。2012）。由此可見，若想擴大公共領域並讓

其變得更具包容性，在議題和傳播風格上必須容許更多可能性（林宇玲，2014）。

簡言之，此時公共領域的形成的重點不在於結果，而在於過程（Koçan，2008）。

當我們探究觀點表達的內容、形式，甚至衝突產生的方式時，往往也能從這個動

態的過程中看出一個議題是被放置在如何的情境下探討的，又是被如何的理由所

反對的。 

綜上，社群媒體已成為如今人們社交、娛樂、尋求資訊的重要工具。傳播學

者也通過社群媒體研究新聞、廣告、健康傳播等各種網路社交活動，也使得傳播

研究從大眾傳播研究走向「網絡化傳播」（networked communication）的新時代（蘇

蘅，2018）。但由於社群媒體和傳統媒體很不一樣，首先是在資料規模上，社群

媒體的資料量龐大，沒有一定的限制；其次，資料增加的速度越來越快，創造與

傳輸速度比傳統企業應用程式來的快很多，幾乎等於同步產生；最後，資料本身

和資料結構也很多樣（Laney，2001）。如此巨量的資料對於傳播學者來說，如何

蒐集、整理並對多元且複雜的社群媒體資料進行分析實屬較為困難，不僅需要從

多平台中巨量且多元的內容中選取相關內容，還需要具有整合處理的能力。

Latzko-Toth, Bonneau, &Millette（2017）提出在使用質性方法進行社群媒體研究

的時候，即使產生巨量資料，但仍可以拆解成較小的資料集，細描這些小資料集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914

 31 

（small data）出現的情景。並且，透過這些小資料的蒐集和分析，仍可做出人們

如何社群媒體使用、使用物件和數位使用足跡的有意義之分析。因此，對社群媒

體內容進行研究的研究者需要了解社群媒體的開放性和虛擬性，從而再從社群媒

體平台上進行追蹤（tracking）或觀測（monitoring），擷取、清洗並整理特定平台

和閱聽人留下的數位足跡，使之成為一個可以用於分析的對象（陳百齡，2016）。

只有面對使用者「直接」的資料，才更有助於研究者捕捉和分析使用者在社群媒

體真正的活動。 

 

二、「文本」與批判論述分析 

過去，美國的大眾傳播研究專注於研究大眾傳播媒介在人們生活中的角色，

通常圍繞著說服、宣傳技巧等傳播的效果為主題（劉昶，1990）。而相對地忽視

對小規模的、個案式的媒介內容的解讀，把缺少數字式和統計值表達方式的文本

分析結論視為「不客觀」、「不科學」的（陳陽，2015）。相對於美國主流的實證

主義和效果研究，二戰後英國文化研究者對工人階級進行研究時，則是以研讀文

學讀本的方式來解讀勞工階級的生活、慣用語，以及社會關係等「生活式」的文

化（living culture）（Hoggart，1973）。與批判對菁英文化相對的大眾文化不同，

以伯明翰學派為主的大眾文化和媒介理論看到了大眾文化和中被支配階級和統

治階級之間的拉扯、協商和對抗的雙向運動。像這樣針對英國工人階級的文化研

究，則是從普遍的社會文化現象出發，將社會現象客體化，進而用科學概念加以

探討的研究取向，而文本分析就是在其中能夠有助於研究者在研究對象的探討和

掌握的一種方法。最初，學者們用閱讀文學作品的分析策略來解讀社會現象，從

社會事務中解讀出意義，並將這些社會現象視為文本。此時，「文本」的意義是

在文學（literary）的脈絡之下，不過隨著研究的推進，「文本」的意義由作品逐漸

發展和演變。到後來，文本的概念也漸漸地具有普遍的社會意義，其文學的意涵

越來越少，或者說，它不僅和文學有關，從結構主義的視角來看，不論是個人的

還是社會的現象，只要是任何能夠表達出探詢社會文化深層企圖的客體（object），

都可被視為文本。對於研究者來說，在研究過程中文本分析可以協助研究者將事

物客體化為研究對象，並透過詳盡的分析而將事物的意義充分地考察，文本將研

究的領域和概念得以界定，論述的開展也才有可能的基礎（夏春祥，1997）。從

這個意義上，文本的概念被拓寬了，也進一步擴張了文化研究中「文化」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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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不僅包含在藝術和知識中，也在社會制度和日常行為中體現出價值。 

由此可以看到，文本是存在於情境脈絡中的，不能被孤立看待。文本的意義

必須放置在特定的情境考察，了解它接觸了哪些其他論述，評量這些接觸又會如

何重新結構文本的意義和論述的意義（Morley著，馮建三譯，1995）。其中，由

Fairclough在 1995年提出的批判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強調對

文本生產當下的「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的分析，揭示文本背後的霸權與意

識形態，或是揭露揭示當權者如何作正向性自我呈現，而同時又對較無社會權力

的他者打壓或加以負面呈現（游美惠，2000）。Van Dijk（1999）指出，批判論述

分析是欲探討在支配關係的（再）生產與抗爭過程中論述所扮演的角色，其中，

此處所指的支配關係是菁英、制度或團體運用社會權力而後造成的社會不平等，

也包括政治、文化、階級、族群、種族和性別的不平等。意識形態在其中的功能

則是再現現實時將特定用語自然化(naturalize)，比如「肯定自我，否定他者(the 

others)」的再現就常常是在為既有的社會秩序辯護的自然化策略，而此時，若進

行論述分析便可以對此有深入的解析（游美惠，2000）。 

Fairclough 在 1992 年的著作《論述與社會變遷》（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中，提出三個向度作為分析的架構，分別是文本（text）、論述實踐（discourse 

practice）和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其中，文本向度的分析主要是對文本中

的語言學單位進行分析，比如對字彙所屬類目的選擇、動詞語句類型所履行的某

種意識型態功能等進行分析，其它還有針對文本意涵（implication）中預設的分

析，意義部分一貫性的分析等（Fairclough, 1995）。其次，社會實踐向度分析主要

是處理總體社會學層面上的階級、集團、社群與團體等權力關係的建立、維持、

變遷與論述實踐間所存在的辯證關係。最後的論述實踐向度則是連結文本與社會

實踐向度的中介，關注文本如何被生產、配置與消費的過程（Fairclough, 1995）。

在實際研究中，這三個向度彼此交融，但主要由兩個方向展開，分別是語言學取

向的論述分析，以及社會文化取向的論述分析，而這兩種分析彼此之間呈辯證的

關係（倪炎元，2012）。Fairclough也由此跳脫出了原本專注於文字的語言學分析，

關注文本與社會元素之間的互動與關聯性。 

繼而，Fairclough進一步修正了自己的理論，在 2006年出版的《語言與全球

化》（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中討論語言脈絡中的全球化。該書在整合了文

化政治經濟學後，把文本的分析納入了文化政治經濟的概念後，擴展了文本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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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之間的互動關係，從社會事件（social event）、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社

會實踐（social practice）三個層次進行分析。與之前的分析架構不同，這樣的視

角是以「議題」為中心去加以展開的，或者說，是透過「一組文本」去處理一個

實存現象的變遷（倪炎元，2012）。以研究大眾對全球化的態度和反映為例，當

Fairclough（2006）在研究英國失業者抗衡全球主義帶來的失業壓力、匈牙利和泰

國村民抗衡全球化帶來的污染問題時，發現全球化的語言和問題成了他們的論述

策略，用來維護自我權利和抵制全球化，從而看到不同層次（國家、團體或個人）

間的流動、融合與對抗的過程。比如，失業工人會用自由經濟中經常使用的「靈

活」這個詞來給自己打黑工的行為正名，也就是把全球主義話語轉化為自己的話

語，使自己的行為合理化。諸如此類的論述策略形成一種實踐模式，在全球化過

程中發揮著一種「自下而上」的作用。 

而其中，Fairclough（2006）所提出的「社會事件」則是包含了所有在社會生

活中正在發生的具體事件，是所有促成社會進程的行為或事例，由社會實踐所建

構，而文本則是社會事件符號化的表現。其次，「社會結構」則是指最普遍、持

久不變的社會特徵，是長期的社會條件，比如經濟結構、社會階級和性別關係。

它提供人們互動的準則，以論述秩序影響了文本的產生，由此產生的文本能形塑

社會結構，鞏固內含權力關係與意識形態的社會結構，或重新解構與重組社會結

構。最後，「社會實踐」在前兩者之間扮演中介的角色，也是分析的核心，指的

是那些習慣性的、公式性的、機構化的社會活動，是行事的制度化模式

（institutionalised way of doing thing），與特定機構或特定組織相關聯。此時的社

會結構和實踐是不可化約的，對 Fairclough而言，批判論述分析途徑是透過所選

擇出來的特定文本做為切片，努力還原其背後的社會結構。論述被界定為是透過

特定觀點再現既定社會實踐的一種語言運用，它與社會結構之間呈現一種辯證

（dialectical）的關係，一方面論述的塑造受到社會結構制約，另一方面論述對社

會結構的相關面向也有建構（socially constitutive）的作用（倪炎元，2012）。這

三個層面並非獨立存在，而是互為辯證關係。社會事件表示確實發生的事，社會

結構限制事件發生的可能性，社會實踐則指事件通常在特定社會生活區域、特定

組織如何進行或發生（Fairclough，2006）在我們當下的日常生活中，報章雜誌的

報導、社群媒體上的表達等也都是一種社會實踐，媒體中的內容、論述的方式也

會受到社會中的結構意識的影響（賴昱汝，2018）。另一方面，社會事件通過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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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報導，不僅讓社會大眾能夠關注該議題，還能參與討論，強化了隱含在議題

背後的社會結構和在社會中的影響力。 

從在研究範圍來看，如果有意選擇以單一文本為個案進行批判論述分析，則

選擇 Fairclough 在 1990 年代所發展的「文本/論述/社會」三向度模型為途徑展

開分析，如果是想透過若干文本的範例，去探討任何一個宏觀的議題或是總體社

會政治的變遷，「社會事件/社會實踐/社會結構」三層次的分析模型為途徑展開分

析較為妥當（倪炎元，2012）。因而，本研究也将以 Fairclough所提出的「社會事

件/社會實踐/社會結構」三層次的批判論述分析架構作為研究方法，從社會事件、

社會結構和社會實踐這三個角度，分別分析和探討社群媒體文本經由論述會如何

再現該事件、如何解構陽剛之氣的意涵，及其所建構的社會結構和性別秩序，以

及其中所實踐的意識形態、權力關係與協商。 

 

 

第三節 中國大陸的社群媒體 

互聯網在中國大陸的網民生活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開始改變民眾

在社交通信、消費娛樂等方面的生活方式。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 2021年

9月 15日發布的第 48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中顯示，截至 2021 

年 6 月，中國網民規模達 10.11 億，互聯網普及率達 71.6%，其中使用手機上

網的比例達 99.6%。尤其是 2019 年底開始的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

的蔓延，更使得網民人均每週的上網時間攀升至 30.8小時，其中「即時通訊」、

「搜索引擎」、「網絡新聞」是上網目的前三名，與前一年相比，10歲及以上各年

齡段手機網民人均 App數量也均有所增加（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20 年 4 

月 28 日）。 

 

一、 中國大陸的網路環境：實名制與審查制度 

眾所周知的是，在目前的中國大陸的網絡環境中，仍無法完全擺脫政府官方

的網路管制。在政府一邊相繼表態支持網際網路的發展的態度的同時，但另一邊

對於網際網路的管制，卻仍堅持其必要性。早在 2012年 Google（谷歌網）因審

查爭議退出中國後，公開了中國網路的割裂現象，諸如「中國局域網」（Ch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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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說法得到廣泛的流傳，這同時也清楚地傳了一種感觀：由於專制政權的封

鎖，中國互聯網是隔絕於世界網路的獨立個體（哈什．塔納加、吳曉，2016）。

直至 2014 年 5 月 22 日，中國大陸國家網際網路資訊辦公室發布公告（下稱網

信辦公告）：「為維護國家網路安全、保障中國用戶合法利益，中國將推出網路安

全審查制度」，「關係國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系統使用的、重要資訊技術產品和服

務，應通過網路安全審查」，由此，中國官方正式宣布網路安全審查制度將形成

並在今後推進。2018 年 3 月，中共中央網路安全和資訊化領導小組改為中共中

央網路安全和資訊化委員會，將網路安全審查的行政級別提升到國家機關級別，

將國家安全作為網路安全審查的目標。如今，中國的互聯網審查可以大概區分為

兩類措施：分為針對國家管轄範圍以外網站的屏蔽（access blockage），以及對於

國內網站的內容審查。第一層面的監管，則是指監管機構使用「中國長城防火牆」

（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又稱 GFW）進行技術層面的干預，以阻止中國互

聯網用戶瀏覽一些國外的網站（例如 Facebook、Twitter等）（Feng & Guo, 2013）。 

從第二個層面來看，對於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人們來說，政府進行網路安全審

查已不是新聞，而是早已細緻地落實到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為了更加確實地

掌握網路世界所出現的言論，除了刪除那些被認為可能有害政權的言論以外，中

國政府更在近年加強實行「網路實名制」，也就是規範網民在申請網路帳號時，

必須使用真實的身分證明，通過身分驗證之後，方能進行網路行為（範巧，2008）。

不過，網路實名制之所以可以達到控制言論的效果，是因為「自我審查」發揮了

作用（周嘉辰、黃佳雯，2021）。如今，在中國大陸使用網路的，不論是平台方

也好、個人也好，「自我審查」是必不可少的一關。不論是國家領導人形象的特

定關鍵詞、不便被提及的「敏感」人物和詞彙，還是與國家「主旋律」觀點不一

致的內容，都會在發佈時自我審查一番，能不說則不說，以防輕則被平台刪文（通

常顯示為「No Found：404」），重則被判違法的後果。 

另外，除了「自我審查」，「人人都是可以網路警察」的舉報機制也在鼓勵網

民們成為網路言論的監管者。在針對網路世界的監管中，中國政府正使用類似作

法以動員民眾意識，敦促其主動加入監管的行列，達到「大眾化」監管的目的。

這些具體作法包括「五毛黨」、「網警志願者」，以及人人都可參與的舉報制度。

然而，除了舉報虛假訊息或政治意見之外，中國網民也會開始利用舉報制度來達

到自己的目的，其中就包括了因商業利益、不同群體之間的爭論而產生的惡意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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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事件（周嘉辰、黃佳雯，2021）。 

在如此的網路環境中，自由表達似乎變得更舉步維艱了。事實上，儘管媒介

管制如此，但考量到作為社會壓力的宣洩閥功能，政府其實並未將公眾在社群媒

體上的發言路徑完全封閉，也因此中國網民還享有部分發言的空間，然而此一空

間的邊界，需要透過不斷地與官方、網管抗爭，來拓展自己的發言權（王毓莉，

2020）。一方面看，如今在社群媒體上能夠出現並被大家所看到的內容，必然已

經被官方、平台方甚至發佈者本人審查過後的，具有一定的主流性和觀念正確性，

是被允許在公眾平台表達的範疇內的。另外，從微觀來看，中國大陸的民眾也開

始試圖採取一系列「夾縫中求生存」的策略，例如中國的新聞記者儘管面臨新聞

言論的控制，仍從中國的政治權力控制下發展出了一套新聞專業抗爭策略（王毓

莉，2013）。而對於日常使用社群媒體的人們來說，則會利用在網路延遲發布、

發表事實（非虛構寫作）、春秋筆法、隱晦圖文等、影音傳播等策略，使得發文

能夠被停留更多時間，並以防出現刪文、封號的風險（王毓莉，2020）。如此一

來，發文的內容則更需要透過語境、分析作者遣詞造句的方式進行分析，才能得

出更為真實和準確的訊息。 

 

二、「知乎」概況 

媒介技術發展至今，賦予了人主體性及其由此產生的媒介意義。與之相應，

媒介成為社會結構相融相生的一部分，裹挾於其中的人儘管受限於媒介技術與社

會結構，但又能在其中生產著媒介意義（王錫苓、劉一然，2019）。因此，本文

將選取中國大陸的社群媒體「知乎」作為研究場域，分析人們在該平台中表達的

文本內容及意義。 

「知乎」（zhihu.com）是中國互聯網中一個以問答為形式的社區平台，也是

一個龐大的深度內容聚集地，用戶基礎大且活躍，以生產和傳播知識為目標，其

生產的內容相對系統、有一定的深度（甘麗華，2021）。據知乎官方數據顯示，

截至 2021 年 1 月，知乎用戶數達 2.2 億，其問題數超過 3,000 萬，回答數超過

1.3億。與微博、微信不同，知乎鼓勵用戶圍繞話題本身，表達具長度和深度的、

有知識性的內容，且推崇更具理性、更有科學根據的發言，而非以吸睛、短評快

的文字為主流。在知乎作為問答社區，其中的問答形式常常使用「如何看待

⋯⋯？」、「如何評價⋯⋯？」、「⋯⋯，你怎麼看？」、「⋯⋯中，哪些信息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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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句式來作為問題描述，或是以個人生活經驗、時下的熱點新聞作為問題引導用

戶進行討論，讓人們在資訊傳遞和內容生產的同時，也重視思考和共享，鼓勵用

戶獨立地回答，表達獨到的見解，或是分享個人經驗並相互交流。另外，知乎還

會用「眾裁」的機制，讓知乎用戶參與站內爭議解決，符合條件的爭議內容會啓

動眾裁機制，由多位眾裁官投票決定是否違規，判定為違規的內容會基於規範被

自動處置13。由此鼓勵用戶正確合理地評價事件、發表觀點，引導用戶的立場相

對客觀，表達內容相對科學和合理。知乎的出現，給中國社會尤其是互聯網帶來

了許多重大改變，並且在一定程度上通過平台的影響力影響著社會熱點事件的進

程，也積極地參與到社會熱點事件的討論與解決中去（張焜，2020）。 

從形式上來看，在知乎上「提出問題，得到答案」的問答機制，使用戶能夠

廣泛參與，無論是提出一些專業性較高的問題，或者是一些急於解答的問題，或

者是自己對於一些問題的回答、對於一些事件的看法，或者是不同用戶之間對於

一個社會熱點問題的熱烈討論，都在不斷豐富著知乎社區的內容，進而通過這些

豐富多元化的內容又一步吸引用戶加入社區，如此形成的一個良性化運營的循環

鏈，不斷推動著知乎社區發展壯大（張焜，2020）。在「知乎」上，用戶可以用

投票選項表達「贊同」、「反對」、「感謝」、「沒有幫助」，表達對一個回答是否支

持認可，或是否對自己有幫助、有價值。系統則會根據評價對答案進行排序及過

濾，進而使得答案有序、有效的展示，答案「沒有幫助」的投票一定程度則自動

折疊，這種以用戶主導的價值體系為用戶篩選出優質內容（張萌，2014）。提問

者與回答者、回答者與回答者之間也在問答的過程中建立起了雙向的傳播關係，

在社區中注入社交元素、使與有著共同興趣或專長的人樂於交流的同時，也在鼓

勵用戶表達、共享和創造，形成自下而上的傳播力量。 

 

 

第四節 研究操作與流程 

一、研究對象與抽樣 

在 2021年 1月 29日中國教育部對『注重男性氣質培養』的提案進行回覆；

2021年 1月 30日中國官方媒體稱『陽剛之氣』不等於『行為男性化』；2021年

                                                   
13 什麼是「知乎眾裁」：https://www.zhihu.com/court/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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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3 日深圳某中學響應『陽剛之氣』，進行性別差異化教育這三件連續事件發

生時，知乎上也引發了高達百萬的關注度和上千人參與的討論。研究者以「教育

部」、「陽剛之氣」為關鍵詞進行搜索，找到了知乎上圍繞這三個事件提出的五個

問題，這些問題所獲得的關注量、瀏覽量和回答數量的數據紀錄如下（表 3-1）。 

 

問

題

序

號 

提問

時間 
問題描述及連結 

問題

關注

量 

問題瀏

覽量 

回答

數 

Q

1 
2021/

1/29 

如何看待教育部答覆「防止男性青少年女

性化」提案，注重「陽剛之氣」培養？什

麼才是「陽剛之氣」，如何落實？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41805437 

10126 7027297 3342 

Q

2 
2021/

1/29 

如何看待教育部對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

的提案的答覆？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41799840 

836 391103 385 

Q

3 
2021/

1/29 

如何看待教育部答覆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

化提案，稱要注重「陽剛之氣」培養？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41811506 

2346 2281562 1019 

Q

4 
2021/

1/30 

如何看待媒體評陽剛之氣並不等於簡單的

「行為男性化」？陽剛之氣是什麼呢？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42003200 

369 197869 180 

Q

5 
2021/

2/3 

如何看待深圳一中學響應「陽剛之氣」，

進行差異化性別教育，男生運動，女生插

花？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42690393 

2106 1314249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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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知乎」平台中的相關問題及相應數據 

資料來源：知乎網（本研究整理，截至 2022年 3月 19日） 

 

在知乎平台中，對回答內容的排序方式只有「默認排序」和「按時間排序」

兩種。其中，「默認排序」的內容呈現順序既是所有使用者在瀏覽該問題下回答

時的次序，也是一則回答獲得「贊同」和「反對」票數綜合得出的排序。根據知

乎官方透露14，獲得贊同會使回答的排序上升，獲得反對則會下降。在某個領域

下（根據問題添加的話題區分）的好回答會提高用戶在該領域下的投票權重，而

該領域下，高權重用戶的投票對排序有更大影響，他們的回答排序也更高。簡言

之，知乎中回答並非單純按照投票數量由多到少排序，而是越優質的、越受到用

戶（尤其是該領域權威的用戶）支持的、較少用戶（尤其是該領域權威的用戶）

反對的內容排名會越靠前；反之，若一篇內容的反對數越高、贊同數越低則會使

這篇內容的排名越靠後。故而，本研究選擇將所有文章以「默認排序」排序的方

式，也是因為本研究的樣本選取的標準不在於內容發佈時間的先後，而更看重論

述內容的支持度和普遍性。另外，在上述這些問題下的回答文章中，均有著成百

上千則回覆，如此巨量的資料使研究者無法窮盡所有回答內容進行文本分析。因

此，本研究將以「默認排序」的順序，選取每個問題下的前 100篇、獲得 100個

以上贊同數的回答文章作為研究樣本。以「列居前 100條+獲 100個讚同數以上」

作為選擇標準，一方面排除了低質量內容和被多數人不認可的內容和觀點，另一

方面也選取了高討論度和關注度的內容，更好地捕捉那些沒有發言而只用「贊同」

表示支持的用戶，從而了解更多數人認可的觀點和關切的問題，並通過贊同數篩

選並排除了那些儘管排序在前、卻獲得的贊同數不高的內容，和儘管贊同數高、

但排序在後的那些反對數高的內容。 

其次，關於樣本的內容需要與該政策提案、政府官方發佈的內容有關，並與

本研究關切的問題相關，並明確表達個人觀點。因此，將同一作者的同一篇內容

在不同問題下的重複回答、全文以髒話辱罵、只拼貼圖片或轉載影片而不說明觀

點的內容、以講述個人經驗故事或編造故事為主，以及一些與主題不相關的內容

（例如列出舉報投訴電話和政府領導人的個人資訊）排除在外之後，共計整理出

                                                   
14 知乎如何對回答進行排序？：https://www.zhihu.com/question/19576738/answer/1157620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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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篇樣本。 

再次，關於研究樣本的時間區間，由於知乎上的這四個問題的提出具有跟隨

三則新聞事件出現的時效性，本研究將以這條新聞發生的一週內為限定區間進行

選取。一是由於在新聞剛剛發酵時，公眾關注度高，此時發佈的內容若贊同數高

則更能說明是被大眾所肯定的觀點；二是由於教育部官方在 2021年 2月 3日針

對網路上的言論進行補充說明時，其中的一些言論已被官方所看見，也就是政府

從網路平台中所了解到民意的基礎上進行的答覆，這些內容的意義更為重大；三

是由於這些文章與該新聞事件當下的情境相對應，較少牽涉到後續的社會變化和

受其他社會問題的影響，具有時效性的同時，更具有對該政策提案和政府回應內

容的指向性和針對性。 

總結而言，由於本研究所選取的網路論述資料豐富且篇幅長短不一，內容也

種類繁多，而研究者長年瀏覽知乎平台，屬於研究者本人熟稔的樣本，因此本研

究採取「立意抽樣」的方式，並限定了 4個抽樣條件：一、文章發佈內容與該新

聞議題相關；二、該文章在問題下排列於前 100 則、獲得的贊同數在 100 個以

上；三、論述內容有意義且具備明確觀點；四、採該問題在知乎平台被提出的當

天至一週內發佈的文章。綜合以上抽樣標準，本研究最終共抽樣出 111篇適合用

於分析的研究樣本（見表 3-2），並依此進行編碼和整理，如：第一個問題的第一

則回答，則標示為 Q1-1。 其中，下文所提及的贊同數、影片播放量等數字均為

研究者於 2022年 2月紀錄下的真實數據，作者的名字也皆為這些用戶在知乎平

台上的真實暱稱，帳號已被註銷的用戶也均有標示。 

問題序號 時間區間 回答抽樣數 

Q1 

2021/1/29-2021/2/5 

36 

Q2 16 

Q3 27 

Q4 2021/1/30-2021/2/6 3 

Q5 2021/2/3-2021/2/10 29 

表 3-2：研究樣本分佈及時間區間（本研究整理） 

 

二、研究框架 

為了針對在知乎上蒐集到的關於「教育部提出『陽剛之氣』培養」和「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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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中學落實性別差異化教育」這兩則事件的相關討論文本，本研究將根據

Fairclough 的批判論述分析中「社會事件/社會結構/社會實踐」三層次的研究架

構，並結合本研究的三個研究問題，對這些文本進行分析和研究，依序探究在社

群媒體中如何再現全國政協委員的提案、教育部的回應、深圳某中學的落實這三

個事件，以及論述背後的社會結構和性別秩序，及其所呈現的權力關係與意識型

態。 

首先，在批判論述分析的研究架構中的第一層面是「社會事件」的分析，是

社會上實際發生的行為或事例，是社會實踐和社會結構的體現。這個層次中，本

研究將重點關注事件本身，探究社群媒體中的文本如何再現事件，其中包括對事

件的傳播過程、政協提案的內容與教育部的政府角色、對教育政策實施的解讀等。

其次，「社會結構」的分析重點在於探討何謂影響文本的社會結構，以及從論述

中體現出的對事件中的政治和權力關係的理解，其中本文主要關注的是性別氣質

和性別權力的秩序，以及分析在中國網友的論述中何謂、如何建構新的性別秩序。

最後，「社會實踐」的分析重點在於文本背後的論述秩序，即探討事件如何連接

社會事件和社會結構，以及會對社會結構產生怎樣的影響。其中包括建構圍繞國

族主義的政治和文化意義的「陽剛之氣」，以及對社會公權力與階層規訓的反思

與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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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分析 
本章以 Fairclough的批判論述分析作為分析基礎，通過修正原本社會事件、

社會結構和社會實踐的三個分析層次，將抽樣出的 111篇樣本分別歸類為「傳播

事件」、「性別結構」和「權力協商」三個主題，並通過選擇出每個主題中最具有

代表性的，且最具備強烈、鮮明且明確觀點的論述的部分內容引用在下文並進行

重點分析。 

具體而言，本節將三個主題分為以下三個小節（如圖 4-1）。首先，在「傳播

與事件分析」層面上，本研究著重分析社群媒體如何再現培養「陽剛之氣」的提

案從「提案-答覆-落實」的過程並將其凝結於社群媒體中的論述進行分析。其次，

在「性別角色與結構分析」的層面上，著重探究性別關係、社會結構與性別權力

結構的碰撞。最後，在「國族主義與權力協商之分析」中，從社會事件與社會結

構的聯繫中，本研究分析論述中是如何將「陽剛之氣」視為一種實踐，及其背後

的權力關係和意識形態。 

 

 
圖 4-1：研究分析框架（本研究整理） 

 

 

第一節 「讓男孩更像男孩」之傳播與事件分析 

    本節將針對抽樣的文本中探究這些論述是如何再現教育從提案到落實的發

展歷程。在本研究選擇文本中，針對三個重要事件，分別是 2020 年 12 月 8 日

研
究
分
析

傳播與事件分析

從提案到落實

官方媒體與社群媒體的角色

性別角色與結構分析

性別「尊卑」結構

重構性別秩序

國族主義與權力協商之分析

作為愛國主義的實踐

作為對教育體制的反思

作為對權力的反抗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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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答覆政協委員關於『防止男性女性化』的提案，表示應注重『陽剛之氣』

培養」並在 2021年 1月 29日成為新聞話題、2021年 1月 30日「官方媒體回應

『陽剛之氣』不等於『行為男性化』」、2021 年 2 月 2 日「深圳某中學響應『陽

剛之氣』，落實差異化性別教育」。本節將以這三個事件分別在知乎上的討論內容，

從而從不同時間點梳理事件的背景和發展歷程，由此探究社群媒體上的論述中如

何呈現對這三起事件的發生過程，以及如何再現事件中政府和媒體的形象與角色。 

 

一、 從提案到落實 

在 2021年 5月舉辦的政協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中，全國政協常委

斯澤夫在《關注和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趨勢》的提案中指出，「一個時期

以來，我通過觀察發現現在中國的青少年男孩子有柔弱、自卑、膽怯等現象，追

求『小鮮肉』式的『奶油小生』，我稱之為男孩子『女性氣質化』」，認為中國青

少年的「女性化」趨勢，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理，必將危害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

並且，提出希望從教育和社會問題方面去研究解決這些問題，引導孩子形成健全

的性格，以免長期影響的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質量。在這條提案中，政協常委斯

澤夫認為青少年男生的「女性化」趨勢是由於男性教師不足、男性在男孩的成長

過程中的參與度少，再加上「小鮮肉」、「奶油小生」的影響和獨生子女政策下的

「嬌生慣養」等原因，才使男孩子們缺少「陽剛之氣」。 

「政協」的全稱為政治協商。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15，政協是

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的組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

機構，是政治生活中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

渠道和專門協商機構，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

安排。常務委員的職責，則是圍繞人民群眾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通過調研、

視察、提案等形式，及時瞭解和反映社情民意，為黨委、政府察民情、聽民聲、

解民難提供決策參考。簡言之，政協工作的職責則是作為政府和人民群眾之間的

橋樑，一方面將政府和黨中央的思想和主張通過民主程序轉化為政協領導的決定，

以及各族各界人士的思想政治共識；另一方面，是關心並解決人民群眾的問題，

把「協商民主」的理念貫穿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全過程，以協商式

                                                   
15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http://www.cppcc.gov.cn/2011/09/14/ARTI131598017086987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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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促進黨和政府解決問題、改進工作。然而在此次提案中，許多人都在知乎上

表示了對提案中對男女性別不平等的觀點的不合理，和對提案中「女性化」、「女

性氣質化」的貶義用法的反對，並表達對該政協委員的不滿，以及對政協本身職

責的質疑。 

Q1-34N=����Nua É¡¢£À¤è¥¦<#§¨©gª�

«�<vr¬�1°ð®�g¯�å�®�u°±²³´�üÙ

<¬�µ¶·ð�¸8¡¹º4>Ñ>d¦»A 

——=O¸¼Ag½¾¿ 1965gzÀÍ 2021/1/30 11:33� 

在作者看來，「男性女性化」本不該是個社會問題，也不應該作為政協提案

的內容，政協委員更不應該以此為提案去試圖「糾正」大眾的個性與性別氣

質。作者在論述中把該政協委員比作「vr¬」，也是認為政協委員把原本應

該反映民眾社會生活問題的職責，變為以糾正和定義社會大眾為目的，從而指

向其作為政治治理代表的失職與無能。並且，指出問題的根本並不在於是否要

「¹º4>Ñ>d」，而是要去反思這條提案本身是否合理，以及那些想要試圖

去「®�」和「³´」社會大眾應有的性別氣質的「#§¨©」，才是真正的核

心問題。 

該提案提出之時，並未獲得媒體和大眾的熱切關注。反而在之後，2021 年

12月 30日教育部針對此提案發布了《關於政協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第

4404號（教育類 410號）提案答覆的函》，並在答覆中就涉及教育部業務的部分

表示「將從加強體育教師配備、加強學校體育制度頂層設計、深入開展健康教育

及加強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相關問題研究等方面更好的解決這一問題」。教育部

還要求各省、校加大《體育美育兼職教師管理辦法》落實力度，在「國培計劃」、

「省培計劃」中，加大力度提高體育教師素質能力，同時，適度改進體育教師教

學方法、形式，更多注重學生「陽剛之氣」培養，繼續通過多種渠道新增體育教

師16。在知乎上，這一「提案-回覆」的常規的政治協商的過程受到了大眾的關注，

在微博、微信、知乎、豆瓣等社群媒體中引發了各種討論。大家紛紛猜測教育部

話語中的「陽剛之氣」的意涵為何，又與男性氣質有何關聯，而這樣的舉措會如

何落實、若實施又會帶來什麼後果等等⋯⋯但是，此時大眾關注的不僅是提案和

                                                   
16 2021.01.29 教育部答覆「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提案：注重「陽剛之氣」培養
https://news.sina.com.cn/s/2021-01-29/doc-ikftpnny261559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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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的內容與「陽剛之氣」教育的主題，「政協」和「教育部」的角色和工作模

式也被關注和討論。 

Q3-8N=#§¨©ðÁÂª�IÂgðÁÂ|ð�è¥gÙÃ·dgÄ

@ÅÆ��gá�ümÇÈ¨©rèmÇÈè¥�ÇÈè¥Él�g

Êö<üË"�gÌ/�����Í²ÎÏðMÉÐU�uÑ�ÒL

Î"MÉ<ÐUgwÓ�g|��ÔÕÖg×à×�²�ØÙ<¡Ú

ÛLÎ¦ÜÝg|�[aÞ�ß¥gFG���àáâè)è¡ãä¦

uaå��ÄæLÎ"²æµu�[çÇÈè¥g��ÉÍÂH�è

�MÉÐUé)�A 

——=ê`ëì©Ag½¾¿ 512gzÀÍ 2021/1/29 19:26 

    在上述論述的作者看來，之所以會有這次的政協委員的提案，其目的主要是

為了需要履職並任職，而因為政協委員內部本身人員「Ä@ÅÆ��」，才會導

致「ÇÈ¨©」提出「ÇÈè¥」；而另一邊，教育部的「ÚÛLÎ」的指示也

只是出於必須回覆職責的「無奈」而「�è�」、「�à」，並用「ÔÕÖ」、「Þ

�ß¥」的方式回應了這一則提案，該部門本身也並未表示出支持或反對的觀點。

簡言之，在作者看來「政協」與「教育部」這兩個政府組織之間的關係既相互聯

繫、又各自獨立，但都是為了各自的職責和履行各自的義務而在例行公事。而教

育部所提出的培養青少年的「陽剛之氣」，也只是在其職責內所給出的回應，並

未就其中的性別議題給出答覆。 

    但僅在教育部答覆後的幾天內，就有學校快速響應教育部的號召，並準備開

展「陽剛之氣」性別教育。深圳市南山區第二外語學校（集團）學府中學 2月 2

日在其「走進學府走進幸福」的官方公眾號中發布了題為《深圳市南山區第二外

國語學校（集團）學府中學「八育八力」之「性別教育」》的文章，目前該文章

已被刪除。其中，文章中提到的「八育八力」中的性別教育是指讓男孩更勇敢、

更紳士，讓女孩更柔美、更淑女。學校在計劃中依據多元智能理論開展「Talent

課程」教育體系的基礎上，開創一系列基於性別教育的學生素養類課程，如：涵

蓋形體、禮儀、插花、烘焙、服裝、設計、茶藝、搭配等門類的女子素養課，以

及像具有足球、攀岩等元素的男子素養課。而該學校在此時的這一舉措的動機，

又再度遭到大眾的質疑。 

Q5-4N=ua&í<#$îïâ«�3Ùð¥ñòó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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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ô¸õAg½¾¿ 533gzÀÍ 2021/2/4 23:32� 

Q5-12N=ü+ü$ögua9&µ¶·u��»n8Ì÷øaa

b�ù[N�}lïÙ<Ù�gÓ1úû�LÎü�1°Éý)g

ìuaíþ<Ôÿg�ü%<4�<�ù!g�àÆ��ua&í

<l"#$"�gL}ua&í<Æ��¯%Í�L&J&�A 

——=³Ã¸''Ag½¾¿ 121gzÀÍ 2021/2/4 22:49 

    在兩個作者的論述中，都將學校的行為看作是出於政治的考量和任務。不論

是 Q5-4中的「#$îïâ」還是 Q5-12中的「�}lï<Ù�」、「�àÆ�」，

都將學校的舉動解讀為是為了上級部門而出於政治考慮做出的決定。縱觀來看，

整個事件從「提案-答覆-落實」的過程表面上看來是一個事關教育的政策從民主

提案到政府的協商，最後落實到民間的行動，而從知乎上的論述中可以看到，這

個過程的背後實則是一系列為了例行公事、為了履行的政治職責不得已而為之的

決定。 

 

二、 官方媒體與社群媒體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協委員在政協會議上提案（2020 年 5 月）和教育部發

布答覆當天（2020年 12月 8日），這些事件都並沒有成為新聞話題而受到關注，

反而是在答覆文件發布後一個多月後的 2021 年 1 月 29 日，新聞媒體與社群媒

體突然出現了以「教育部答覆『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提案：注重『陽剛之氣』

培養」為題的新聞，並受到了大眾的廣泛關注和討論。由此可見，在該事件的發

生和傳播中，社群媒體傳播和議題設定在其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一方面，網路的

即時性、開放性、互動性以及新媒體的蓬勃發展,不僅降低了閱聽人進入媒介的

門檻，打破了長期以來公眾只能被動接受議程的局面（蔡雯、戴佳，2006）。另

一方面，社交媒體還能夠獨立創造出一個新聞議題，議題上的集中程度比傳統媒

體更大（何欣芳，2017）。在新聞的傳播過程中，還會受到新聞工作者對「新聞

價值」、「社會意義」、「個人利益」等中介因素的考慮，以及透過標題的設定、引

述的邏輯的順序作法，將「事實」呈現在讀者面前（蔡臺鴻，1999）。早在 1963

年 Bernard Cohen 就曾提出：「大眾媒體或許不能告訴公眾『想什麼』（what to 

think），但卻可以很有效的告訴公眾『該想什麼』（what to think about）」。而後發

展出的傳統的議程設定理論證明，雖然媒體無法直接改變閱聽人對議題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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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媒體報導的數量決定了閱聽人認為什麼議題對國家和社會最為重要

（McCombs & Shaw, 1972）。在這起事件中，新聞媒體則以「性別」為主要論點，

把「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和「陽剛之氣」作為新聞的主題，並由「教育部」

和「提案」將話題涉及政治和公共領域，由此將論述引向了對「陽剛之氣」及其

背後的性別秩序和性別教育的辯論。 

Q1-4N=1°(öa0rz!g¡ãäD?¦)ñ��NCgG�É!

)[`�Ãµ¶·�*r+,u[C-»bµu.a/�ñ00[�

1$'>2<å�A 

——=3µ4Ag½¾¿ 34667gzÀÍ 2021/1/29 18:07� 

作者「林為珮」在知乎發布的文章中，指出在教育部答覆的內容中「陽剛之

氣」這個詞只出現了一次，而最終在新聞標題中，卻和「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

一併提出，把主題引向「性別」和「教育」，由此可見這是新聞發布過程中人為

操作的結果，以「性別」為切入點也是為了能夠設定具有公共討論度與爭議性的

話題。由此，經由大眾在社群媒體上對此事件的討論度以及興趣，當有較多的討

論和關注時，也增加了新聞被報導的價值，使之成為新聞議題（Zhou & Moy，

2007）。而在「政協提案-教育部回覆」的過程中，社群媒體既能搜尋訊息，也可

以作為針對訊息發表意見、辯論的場域，人們也可以透過網路媒體進一步達到公

共事務的參與（Harrison＆Wessels，2005）。此時，公眾的討論不僅是一種公共互

動，還是一種通過表達個人意見、傳遞訊息而進行的公共事務的參與，具有審議

的作用。 

另外，社群媒體一方面作為蒐集訊息和大眾表達公共議題的場域，另一方面

議題也可以會由此影響官方和媒體做出反應。在教育部答覆的內容在社群媒體廣

泛討論性別和教育話題後的第二天（2021 年 1月 30 日），新華網、央視新聞、

央廣網、中國教育報等各大由黨政機關管理下的官方媒體紛紛做出了回應，引導

大眾應如何看待「陽剛之氣」。例如，央視新聞在微博上發布文章，說明了應該

如何解讀和理解教育部文章中「陽剛之氣」，指導大眾不要誤解其中的性別意涵： 

=12X9¡ãäD?¦»4>�xâ»?5»y6&îï7!ÉäÛD

?g�[8Qg¯ãäD?9�&Í��<¡Kµ4>d¦�LÎ���:;

¡4Ù¦¡ÑÙ¦g6�<N:;Ù<=åÁHIï�0Ón}~g>?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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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媒體時代背景下，即使社交媒體擁有強大的傳播力量和途徑，傳統媒體

依然可以憑藉接觸新聞信息源、且具有公眾可信度的優勢對議題設定產生影響

（黃懿慧，2017）。在央視新聞的這則文章中，提到了男性剛強之氣的「美」，而

「陽剛之氣」更多地是一種與一個人的品行與體魄相關，這兩者不能等同，因此

「陽剛之氣」也與性別無關，從而指導大眾回歸到「正確的議題」中。該微博文

章獲得大眾的響應和支持，獲得了 150.6萬次的點贊數和 5.4萬條評論，並藉由

此又進行了新一波的討論。接下來，本文將透過知乎上的文本的論述分析，探討

這些論述背後涉及的社會結構與社會實踐。 

 

 

第二節 性別角色與結構分析 

社會結構限定了什麼可以做或什麼會發生（Fairclough，2006）。從「陽剛之

氣」的教育觀念被提出到落實，男女二元化的性別結構始終與制度規範相伴相生，

性別權力關係作為社會中普遍且持久的社會結構的一部分，我們也可以由這一系

列事件中看出何為被視為社會常規的性別秩序，理解男性如何建構自身的性別氣

質。 

 

一、 性別的「尊卑」結構 

「性別的理想型態」（gender ideal）經常被建立於社會的共享意義或社會體

系中多數人能夠接受並且認為適當的男、女性形象（Alexander, 2003），這種性別

的理想型態是經由特定的歷史與文化脈絡所建構出來，但也可能會隨著時間與環

境移轉而改變。其中，男性氣質作為社會文化建構的主題之一，也常常伴隨著一

系列被創造出的社會期待。而在不同的社會、文化或歷史的階段，有關男性應該

是如何的期待都會有所不同（袁支翔、蕭蘋，2011）。如 Louie（2002）指出，在

華人文化中的理想男性氣質有兩種類型：「文」和「武」，這兩種類型與儒家思想

息息相關，而「文武兼備」則常常被看作是主流的男性氣質表現。不過，一般而

言，中國價值觀在理想的男性形象中會比西方價值觀更重視思想，也就是傳統中

「文」的特質。在儒家的傳統裡，文勝於武，文人的地位較武人更高。這好比在

當今中國的文化中，更重視和尊重高學歷、讀書人而輕視低學歷、勞力工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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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古典文化中文人對文雅氣質和文學審美的追求，在當代則更體現為一個人

的個人魅力、浪漫情懷、戰略戰術、團隊合作和領導意識（Hu&Guan，2021）。

本文接下來將引用數段摘錄於知乎平台的文章，並分析這些論述中如何建構與再

現在性別結構和家庭教育結構中的男性氣質。 

Q1-20N=G7l<ãä��págH³<I¤Á=åª�JK�A 

——=dLd Ag½¾¿ 1359gzÀÍ 2021/1/29 15:31� 

這條回答發布於「如何看待教育部答覆『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提案，注

重『陽剛之氣』培養？什麼才是『陽剛之氣』，如何落實？」的問題下，回應了

「什麼才是『陽剛之氣』」的問題。從論述中可見，男性氣質中「文」的表現形

式，與個人內在的自信心、堅強、毅力、領導力等息息相關，而與外在的形象和

表現無關。哪怕一個人的外貌陽剛或陰柔與否都不足以判斷此人是何種性別氣質，

因為=G7l<ãä²�páA，不論外貌如何都是不可作為是否具有陽剛之氣

的評判標準。而論述中所提及的「內心寬闊」和「責任感」，則象徵著一個人的

「氣度」、「勇氣」、「擔當」、「責任心」等特點，跳脫出了原本以儒家文化思想中

以禮儀、教育和知識來界定「文」的標準（Louie，2002），而是更體現在現代社

會中對個人素養和承擔的社會責任的要求。在男性氣質的定義中，比起思想和智

慧上的充裕，在行動中能夠獨立地保護弱小、負責任，能夠有效地承擔並解決問

題，是建構男性氣質的要素之一。 

另外，在中國傳統男性氣質對「文」和「武」的崇尚之餘，男性氣質還需要

通過與「他者」的關係中建立。對男性價值的頌揚，其對立面則是女性特徵引起

的恐懼和焦慮（劉暉譯，Bourdieu 著，2011）。在二元性別的建構中，女性被男

性中心文化視作一個對立面，用以加固「男性氣質」在文化方面的統治。因此，

若要使陽剛之氣得以成立，就需要女性的性別氣質作為對比和佐證，甚至貶損，

以顯示男性氣質的強大。男性在相對於女性時，通常有兩種常見的男性化策略，

分別是「通過女性證實自身」或「抵禦女性化」（Martin，2006）。由此形成的主

流的、佔主導地位的男性氣質不僅要求所有其他男人相對於它來進行自我定位，

還在意識形態上使女性對男人的服從合理化（Connell & Messerschmidt，2005）。

在知乎上的文章中也出現了通過將「陽剛」和「陰柔」二分，重申男性的主導權

和控制權，並同時貶抑女性氣質的觀點。 

Q1-32N=ãäD?�¶·g�æµ|�£M°N<6.ÁO?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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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作者將女性和男性以性別區隔開來，把男性的能力與=6.A»=O?A»

=±?A»=_&ÓRgSK.ÛA»=WX°@A這些特質和能力聯繫在一起，儘

管沒有提到女性=\]A的具體表現，但僅用了=�¾A二字即說明了女性是被

排除在這些男性特質之外的，是作為男性氣質的反面和「他者」，是男性對立的

客體。女性所具備的只能被歸類於陽剛的對立面——陰柔的特質中。而與陰柔特

質相對應的，則是軟弱無能、不具備男性氣質，因此若要成為真正的男人就必須

拒絕這些與女性氣質有關的東西。將「陰柔」是為「陽剛」的對立面，把女性的

陰柔特質視為感性的、不具行動力的、被男性統治的，而將男性的陽剛特質視為

具有行動力，並且擁有征服和統治的權力。 

上野千鶴子（2015）在《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一書中所指出，被划定在

女性一邊的氣質和詞語都遭到貶低，這一貶低不僅直接發生在女性身上，更體現

在那些「膽敢越界」的男性身上。由此可見，陰柔特質遭遇主流男性氣質的壓制，

男性也不可表現出女性氣質，不可與女性無異，需要與女性有明確的區隔。上文

的作者將女性他者化，不僅是對女性群體的拒絕和否定，更是將女性視為男性的

反面，是一種對女性特質的否定，也由此將女性化約為需要服從於男性的控制和

征服的群體。Bourdieu（劉暉譯，2011）指出，男性氣質是一種責任，而這種旨

在承擔和實施統治的特性如同旨在服從的特性一樣，並非存在於一種天性之中，

而是經過一種社會化長期作用而構成的，換言之，是一種相對於異性的主動區分

的長期作用所導致的。這種榮譽指引著男性的思想和行動，借助邏輯的必要性引

導他的行動。而在肯認男性的=RbA中就具備=^_g`.ÁÛabcd<b

ÄA中的=RbA二字更是突出了男性將此社會身份被看作是來源於生物學的自

然規律中，是不言而喻、不可辯駁的。一方面從性別生理學和本質化的決定論角

度重申了男性氣質的合理性，和身為主體（發話者）位置所應有的權力，另一方

面不言而喻地將女性擺在客體和對立面的位置，把女性和陰柔進一步緊密地聯繫

在一起，作為男性氣質的對照物。 

而這種將男性與女性相對立的觀點，不僅在建構性別氣質時體現，也在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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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育結構中佔據一席之地。 

Q1-15N=ghhi+ü4>gF%d¿Ñ>ghhiünjCg¯Î

Wünk_gk_�¶·»w%["HÑ>�)94>lmg+ü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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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Ag½¾¿ 291gzÀÍ 2021/1/30 18:05�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一言難盡」的回答被知乎平台標示了「可能包含

爭議觀點：『為了避免對您造成誤導，請謹慎甄別」，但仍沒有被平台和政府審查

人員刪文或封號，作者本人也僅在回答內容中說明了其中關於體育運動的內容

=�Æ��È¸�U<ð�g�)A，其餘內容均能被所有人瀏覽。也就是說，

其中關於中國教育體制中體育教育的觀點，被官方審查機制或是被群眾舉報為不

可傳播的言論，而其餘觀點是可以被傳播且不被官方認作是有礙國家主流思想的。

在這篇論述中，作者指出女老師=+ÍnL45½oBÜpAg=qrs>tuÜ

$ÁvwtuZçAg=:;5½<4zÁ{OA，這些女老師教育的缺陷和男老

師具備的=oB}c�.Á8~tuZçA截然不同，而正是由於啟蒙階段缺乏

男教師，才使得學生無法培養「陽剛之氣」和良性的競爭意識。根據中國教育部

公佈的統計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小學、初中和高中男教師的比例分別為 29.98%、

42.20%及 45.27%（如圖 4-2）。男教師在義務教育階段的比例逐年下降，尤其是

在低年齡段的比例失調，讓男性在未成年人啟蒙階段的缺席受到了大眾和政界的

關注。在 2021年的全國兩會中，政協常委、民進中央副主席朱永新也因此提交

了《關於妥善解決中小學教師隊伍性別結構失衡問題的提案》，提出基礎教育階

段是學生身體發育和心理成長的關鍵時期，對學生性別角色定位和品格發展有十

分重要的作用。女性教師佔絕對主導地位的教育環境，不利於學生性格、心理和

行為方式的健全發展17。 

                                                   
17 2021/03/02 中小学教师男女比例失衡，委员建议妥善解决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511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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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015年-2019年中國中小學專任教師中男教師比例 

（來源：中國教育部網站） 

結合文章中的觀點，作者一方面是在提倡學校增加男老師的比例，鼓勵「因

材施教」，讓更了解男性特徵的男老師去教導男學生；從另一方面來看，作者實

則是在強調男性才具有上述那些正面且積極的特質，能夠進行有效且健康的教育，

從而得出具備這些特質的男性才是適合培養和教育後代的結論。而作者指出孩子

的=4zÁ{OA，一方面表達對當下社會競爭中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的否定和批

判，但也在同時將社會中出現「惡性競爭思想」歸因到女性和女老師的教育不當

上，將批判的矛頭的終點指向女性。 

綜上，「文武」作為中國傳統男性氣質典範，也是理想的男性氣質和陽剛之

氣的表現形式。但在「文」與「武」之間，仍然存在著主要和次要到關係。從論

述中可以看出，男性氣質的主要面向是更偏向於是作為個人或社會的責任，具體

表現為能夠獨立處理問題、克服恐懼，承擔責任的能力，並且，這一系列以「文」

為核心的話語與想象的混雜而建構起的主流男性氣質，被認為是自然且本質的，

比起相對不被看重武力和體力上的絕對優勢，或身材、外型上的強壯與否，更具

有建構性別氣質的重要性和說服力。其次，女性作為男性的對立面和「他者」的

角色，除了女性「本身」的陰柔氣質被男性所否定和排除，女性對社會和教育的

價值也被視為是消極的、有害的。與此同時，男性在家庭和教育中的權力和地位

被強調，成為「陽剛之氣」教育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其中不難發現的是，討論的

重點也開始將「培養青少年陽剛之氣」的問題逐漸引向了對「父親/男性在家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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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中的缺失」、「女性在早期教育中佔主導」等問題的批判。而贊同男性去教導青

少年進行「陽剛之氣」培養的背後，也是在贊美男性為主導的父權文化，並把發

展的希望重新寄託於這樣一個由男性為主導的保守框架的代際傳遞中。 

 

二、 性別秩序的重構 

Connell（2005）曾提出，個體的性別表達不是始終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實

踐的進展而變化。性別觀念也是整個社會系統結構中的一部分，是由社會實踐所

建構的，並與階級、群體、民族等社會結構相互交叉建構後產生的一種行為互動

的表達。因此，在知乎上還有一些人不認可傳統的性別氣質劃分和性別框架，並

挑戰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反對對陰柔氣質和女性氣質的矮化和性別氣質對個體

的框架。在這些內容中，作者們表達不論男性還是女性可以打破性別刻板印象的

自由度，成為任何想成為的人，可以既堅強陽剛，也可以細膩感性⋯⋯可以是任

何模樣，都由其自身來決定，而非依照性別結構中對男性和女性的規訓那樣活在

他人的要求和社會規則之下，性別的概念從社會建構的角度轉為更個人化的個體

角度。本文接下來將引用數段摘錄於知乎的文章，分析這些論述如何解構性別結

構，重構「個人化」和「雙性化」的新性別秩序。 

Q2-15N=¹º¡Ñ>d¦<��8���ÿ¡4�Ñ�¦<Ü$��

Z¼ÙHµ4>bÑ>gÛ}9�%4ÑÆ�g�XÍø>����

�NaÙ<�"Zçg�vrZçÁU�àÙ�9�³Ù<KµÁz

�îg�ä��½r�à��)�1°�ÉUó��F���q�

�gÓ14U�E ¡¢£F��¤£»¥¦Þp§äF��¨Ó©

©»ªþXYF��0Y»«ðäÛ°@F��¬]ygÃ·�u

856®�þFF¡¯2¦<��g$ð�µ<»°¼�µ<»û±

�µ<gT²³["H<���«�%Í��<-»A 

——=Xì´Ag½¾¿ 533gzÀÍ 2021-01-29 13:21� 

在文章中，作者首先就指出了新聞中政協委員提案裡「防止女性化」的話語

中的隱含意義和不恰當之處。一是提案中的「防止」一詞隱含和代表著預先設法

制止壞事發生，將原本不帶評判色彩的「女性」設定為了貶義詞，默認了「女性

化」完全是一個錯誤的傾向，暗示了男女兩性的不平等；二是默認「陽剛之氣」

作為男性特徵需要得到提倡，但相反卻並沒有提到提倡「陰柔之氣」的意思，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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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在著對男女兩性性別氣質的不公正之處，所隱含即為推崇男性氣質而貶抑女

性氣質的「4�Ñ�」的意義。作者指出，如此性別二元的觀點不僅使男性和女

性更加兩極分化，也「�XÍø>��」，反而加深了性別矛盾和不平等。 

其中，作者把性別的二元化視為是「�vrZçÁU�àÙ�9�³Ù<K

µÁz�î」。通過點明性別氣質是社會建構而造成的結果，並且將個人的主

觀意識放在社會意識之下，將個人的優先級放在社會和集體之後，才使得每個人

都成了由社會建構和刻板印象所塑造出的結果，失去了個體的個性和發展的可能，

才導致人們懷疑、找不到真正的自我為何、自我的真實性為何（=$ð�µ<»

°¼�µ<»û±�µ<gT²³["H<���«�%Í��<-»A）。其中，

作者舉了「左撇子」的例子，說明當今有許多家長因為不接受「左撇子」而刻意

糾正孩子的行為，會導致社會上的左撇子越來越少。並由「左撇子」的隱喻及其

最終導向的結果，暗示若是社會不接受男性/女性有個人的喜好、性格、專長，也

會因此導致性別和個性的多元化降低，人們都只會以刻板印象來要求自己，而失

去了自主性和每個人原本獨有的個性。其中，作者指出對性別框架對人的束縛，

以及對個人意識回歸的呼籲。 

另外，在希望打破和解構原本二元化的性別結構後，許多人在知乎上提出應

建構「雙性化」的性別秩序，認為個體可以同時具備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並指

出這種雙性化特質的人在社會的許多情境下能夠更自信、表現地更好。 

Q5-16N=¡µ>d¦5¶<èÉg·d)4ÑUXl<Æ2g¸·)

4ÑD¹<ì"gÛ}4>bÑ>D¹ºÄ&»gËþ¼{g½M

¾¿�ua5¶�÷ØüÀÁ<�Ð'Â_g�LÎ9g��%2

Ã�«ð�¡µ>d¦<ÄâàÅÆ4UÁÑUD¹ÙÇl@l<

ÄºÈ½»&»-»�Éml@l<ÊÛÊ·u�rbµUXl<

Æ2Fü��¾g¯Ë��Evvr»0d»LÎÌâÙµâ�%

ÆÍ»Î2ì"�A 

——=�ÏAg½¾¿ 4319gzÀÍ 2021/2/4 18:13� 

文章中，作者提出「雙性化」的概念既打破和解構了原本以生理性別劃分的

二元對立的性別氣質，雙性化的趨勢也可以促進男女兩性互相學習、互相促進

（「ºÄ&»gËþ¼{g½M¾¿」），從而完善原本因為長期以來將性別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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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後被塑造的二元對立的性別關係。另外，作者也指出可以用「雙性化」的態度

在教育中實踐，弱化生理性別帶來的差異，而從社會文化的層面減小這些差異，

從性別平等達成人與人之間的平等。 

綜上，從意識到並開始挑戰性別刻板印象，是一種性別意識的轉換，也是對

性別結構的重構。尤其用心理學概念中的「雙性化」更是打破了「男女有別」的

界線，鼓勵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能夠打破界線、被平等看待，也讓不論男性還是

女性都能從原本的性別框架和侷限中解放出來。 

 

 

第三節 國族主義與權力協商分析 

社會實踐是一種習慣性、儀式化或習俗化的行動方式（Fairclough，2006）。

作為性別結構和教育體制話語中的「陽剛之氣」，並非是生而有之的，而由不斷

地社會實踐而達成的。具體來說，是需要從性別、社會、國家層面分別的共同努

力下所得出的結果。而除了事件內容中的關於性別的論述與背後的性別框架，事

件本身有關教育的中國政治結構也不容忽視。在「提案-答覆-落實」的過程中，

暗含的長期以來有關青少年教育的監管力度和模式，而其中的主體和客體關係也

顯露了出來。因此，本研究接下來還將分析在社群媒體的論述中關於政府治理和

教育體制的結構，從而從性別和教育的雙重結構中探討「陽剛之氣」教育為何可

以做、為何會發生。而在知乎上有關「陽剛之氣」的社會實踐的論述中，有的是

為了培養「陽剛之氣」的實踐，還有的是為反思與反抗性別與教育體制結構的實

踐。在前後兩者共同的實踐中，人們透過在社群媒體上參與發聲的方式，再度建

構和完善、亦或是解構了社會結構原本的關於政治體制的話語體系。 

 

一、作為愛國主義的實踐 

在「陽剛之氣」的定義被討論之時，養成「陽剛之氣」的方法和目的還與具

民族主義的價值觀綑綁在了一起，將陽剛的意涵增添了一份獨屬於中國的國族的

色彩。作為當代「陽剛之氣」的榜樣，則是那些具有心懷國家，維護民族尊嚴的

歷史英雄和國家捍衛者。 

Q4-4N=ÐWÑiÒåbÓÔÕÁg¯nÖä%×Pü�µü��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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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g2&ØÙÙÚóA⋯⋯=ÙÛaÜ��%ÓÝÞßàáâãg

ïìGäåæg!(çè»½Zéê|�ëÔgìb�í�ÑQ@�

îïD»ð×Ñ½�14ñóA 

——=òkAg½¾¿ 875gzÀÍ 2021/2/1 11:54� 

文章中作者選擇了的國家英雄作為例子，所提到的具有「陽剛之氣」的葉問

和孫皇后，他們性別不同、所處的時代不同，但都承擔了關乎國家安危、護國衛

國的責任Æ=Gäåæ»!(çè»½ZéêAÈ。在此，作者通過列舉這些垂名

青史的國家英雄的所作所為，並將其定義為「陽剛之氣」，也是希望將這個陽剛

之氣的定義與愛國主義相掛鉤，並運用到當代的每一個平凡的大眾身上。簡言之，

此時的「陽剛之氣」，已跳脫出了對性別框架的討論，而上升到了愛國主義、關

乎保衛國家的高度。而此時比性別規範更重要的，是對國家的奉獻精神和為民族

而戰的勇氣。而「陽剛之氣」也是在那些英雄化的、建立在愛國主義之上的、具

有強烈的民族自尊的人身上才得以成立。 

另外，一篇文章的作者「包吃公」用一段影片描述了何為「陽剛之氣」的表

現。他發布的影片中顯示，一群背著書包的學生們走出教室，其中一位男孩和身

旁其他學生截然不同。這位男孩先是翻了一個「前空翻」，把一袋垃圾扔到垃圾

桶中；接著，再在廣場中打了一套武術般的拳腳，惹得身邊的同學們都紛紛駐足

觀看；最後，他四個前手翻，加一個一字馬跳躍，穩穩地坐上了家長的摩托車上，

揚長而去，這一套的動作也驚豔到了身旁其他學生的家長。結合回答的文字內容

可以看出，這不僅是對=´AyQóñïz�A的「陽剛之氣」的再現，也是對

在當代實踐「陽剛之氣的」青少年的期待，和「少年強則國強」的宣揚： 

Q1-3N=´g�´ÎÙg��ù[,gO@[CCg�«[CCg14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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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B��CD[U:»v��ßgv¸��ßg×<4Eg%üd�

Ù��µZñóógFGG<Hhg�ua¸@yl1IÌÛgn8

wFgo�u[w@lÖJ<KLáBrÔ:»A 

——=hMnAg½¾¿ 3822gzÀÍ 2021-01-29 23:56� 

在建構男性氣質時，暴力往往是一個強化男性氣質的外在表現形式。其中就

包括了男性對女性、男性對男性，以及對其自身的暴力。而男性暴力行為的展現，

常常是以「未準備好決鬥的人是可恥的、傷害男性氣概的」為由，將攻擊作為捍

衛男性特質的存續（張玉佩、邱馨玉，2010）。而這段影片和文字內容中也可以

看出，其中所讚揚男孩的=´AyQóA的特質，已被上升到了民族和國家的高

度，將男孩的強大的身體素質和與眾不同的表現，與當代中國的歷史進程、在國

際上的地位和未來的發展相聯繫在一起。 

細讀其中的內容可以發現，首先，作者對「´」的描述中，將男孩走在一眾

學生前列的表現與中國走在世界前沿聯繫起來，來暗示中國如今在世界上的地位。

同樣，男孩還是所有中國人的榜樣，並將國家未來發展的責任轉移至所有中國人

身上（=14ôÙ²Ã·O@[CCg9!¼�º�!�|�����ÔõgF�

����DöA）。接著，「A」的論述中，作者從客觀描述轉移到了對個體的訴

說上，用「%」、「�í」、「��」等敘述方式，將當代年輕人作為一個群體，並

鼓勵年輕人要學會克服困難、勇往直前、改變世界，把「�í」與「ûüÕ」分

離開來，聯繫前文，此處不僅是指每個個體，也是意指將自己國家與他國拉開差

距。再次，在「y」的論述中，男孩與眾不同、敢於走在前的表現，和體現他的

武術水平的身體素質被隱喻為在「�"�9!」時期人們的堅強不屈，並通過引

用中國國歌中的內容（「ßà�2�34<Ù�gx��<5º�����<þ

6」），並用反問的語氣告誡人們不要忘記過去歷史中的屈辱和先人的奮鬥（「7

Ù.�í8·<0y�"�9!g\Ô[w²9):」），借古喻今，指導當代年

輕人要以過去先烈為榮，繼承先人「.�í8·<0y」成立的國家。而在「ó」

的論述中，作者將男孩身上沈甸甸的背包則隱喻成如今年輕一代需要「ÖJ<K

L」，並再次用反問句的語氣強調當代年輕人任重而道遠（「n8wFgo�u[

w@lÖJ<KLáBrÔ:»」）。但這篇文章也暗示著那些具有強大的身體素

質和愛國、為國之強大而效力、奮鬥的人，才符合主流思想的形象，也只有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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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才會被視為國家未來的希望。總結來說，在這篇論述中，可以說這個男孩

已成為了中國的國家具體化身，「陽剛之氣」則成了每個中國人應該有的愛國情

懷和民族氣質。 

「陽剛之氣」作為過去男性傳統性別氣質的象徵，如今的「陽剛」已將意義

轉變為中國的民族氣節和為後世所傳承的文化素養。不論是前述文章中所指出的

在國家安危時挺身而出的壯舉，還是當代人需要培養自身的德行，此時的「陽剛

之氣」已脫離了性別窠臼，與男性氣質的刻板印象無關，更不存在貶抑女性和其

他陰柔男性氣質。如此看來，培育青少年的「陽剛之氣」則成了愛國主義教育的

一環，也是為廣大群眾點明社會主流價值觀的一課——陽剛之氣是需踐行在愛國

的基礎上的國族主義實踐。 

 

二、作為對教育體制與結構的反思 

在教育部發布了培養「陽剛之氣」的答覆之後，其產生的影響不僅與性別

氣質和性別結構存在聯繫，還有國家教育體制自上而下的影響力。因此，若要

實現青少年培養「陽剛之氣」，中國對青少年的教育環境在其中的角色不可被忽

略。對此，在知乎上許多作者表達個人對長久以來教育體制管理方式的觀點和

看法。 

Q1-21N=NOÎÏ^PóQRSÎÏTºóÔUV»Ã�W½¬

fóè>þºg5²}�ÞXY�ÙZc`.g [[Êö`.�

\g®�óyÎ]»^_yÎhiü�g%(l`Õ/¿&/d&/ÛX

a�4)g!�45½b²�¦)g�åÑ¶%cg+ü`.dÄ

)a»%×+üãäD?gð:;ãäD?��«eè!�¸5f

á<�A 

——=ÙghixAg½¾¿ 6324gzÀÍ 2021/1/29 15:34 

其中，在作者的論述中提及的「ÙZc`.g [[Êö`.�\g®�ó」，

是源於 2019年發生的動漫《喜羊羊與灰太狼》的下架禁播風波。這部動畫片從

2006年開播一直廣受青少年的喜愛，是許多「00後」的童年回憶。而下架的原

因是經家長舉報該動漫中涉及暴力行為，會對未成年人產生不良影響。儘管後來

在 2021年 12月時被該片的出品方否認「下架」是謠言，但在其後續播出的新版

動漫劇情中則作出了「狼不再抓羊」和刪去打鬥場面的改動。另外，2021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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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省消保委發佈了《動畫領域侵害未成年人成長安全消費調查報告》中列舉了

《小豬佩奇》、《名偵探柯南》等 21部動畫片中出現的 1465個問題，指出這些動

漫中分別存在暴力犯罪情節、危險動作和危險模仿行為等現象。2021 年 9 月，

同在此列的《迪迦奧特曼》在中國大陸境內全網下架。這一系列事件的發生，動

畫片的內容也變成了審查的對象，而刪去了暴力和危險動作內容的動畫片確實變

得更和平了，也更扁平了。人們也由此看到了國家對動畫片的審查力度，和對青

少年的管理上的進一步收緊。 

在論述中，作者還提到了關於遊戲的規定和限制（「ÔUV»Ã�W½¬

fóA）。遊戲被視為「電子毒品」的語境是基於 2021年中國政府為防止未成年

人沈迷網路遊戲，保護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修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保護

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國家新聞出版署頒布了《關於進一步

嚴格管理切實防止未成年人沈迷網路遊戲的通知》、教育部辦公廳等六部門頒佈

了《關於進一步加強預防中小學生沈迷網路遊戲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政策法規，

都明確了遊戲企業、家長、社區、學校、教育、出版、網信等部門在預防未成年

人沈迷網路遊戲工作中的主體責任，在全社會共同努力和參與下，致力於管理青

少年使用網路的問題，並嚴格限制向未成年人提供網路遊戲服務的時間，所有網

路遊戲企業僅可在週五、週六、周日和法定節假日每日 20時至 21時向未成年人

提供 1小時網路遊戲服務，其他時間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網路遊戲

服務。諸如此類的規定在當下和未來似乎還依然處在步步收緊的趨勢，並試圖使

用更精密的科技、嚴密的管控手段對未成年人的網路環境做出更深入和嚴格的監

護和管理。例如，在 2022年 3月舉辦的全國兩會中，全國人大代表張青彬呼籲

封禁毒害青少年的網路遊戲公司及平台；人大代表李君建議應全面禁止未成年人

玩網路遊戲，對向未成年人提供網路遊戲服務的開發商追究相關責任，所有網路

遊戲開發者必須強制設置人臉識別登陸，通過人臉識別禁止未成年人登陸，玩遊

戲的過程中也可不定時進行人臉識別抽查。 

在知乎上發布的論述中，常見於對教育體制和政策實施的討論。在他們看來，

這次教育局關於「陽剛之氣」培養的發話既是對學生們又加上了一層限制，也是

對長久以來相似政策實施的早已習以為常。作者在上述論述中列舉出的許多在過

去針對青少年在遊戲、動漫、體育活動等等各個層面的限制，但又無法從根本上

撼動這些木已成舟的規定，只能在社群平台的論述中表達對教育政策趨勢的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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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對教育體制的不滿。 

Q3-5N=o�j|x!�<��\å�k©©:;g7lmg7n

°go·<1[÷p��qyrsI2üêt<Zig�qyrs

I2uv<�ÛgwxÕ�ÁKµ¯ðF$c�A 

——=yz{J]Ag½¾¿ 32814gzÀÍ 2021/2/1 17:40� 

在這篇文章中，作者把現在的青少年比喻成「瓷娃娃」、「雞蛋」、「水果」、

「一張紙」。作者藉由這些隱喻一方面用誇張的方式強調如今的青少年被視為如

此脆弱的、需要被保護的對象，另一方面也暗示著如今社會對青少年教育的過度

保護和矯枉過正。而在作者看來，保證青少年遠離「危險」、「骯髒」的事物的代

價，就是他們的語言和行為都成為了被管控的對象，他們一言一行的主動權都將

在被受保護的同時被剝奪。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論述中被頻繁提到的主角

——學生/青少年/未成年人⋯⋯都始終被作為客體被安排、被定義，卻始終沒有

顯示出真正的主體性。 

Q5-3N=&íhi×3�Ý&¶·g�|Ý&¶·g+ü|ò<t¹�

u�}à~Ög��¡ãä¦:»�W�����<gÃ���ó�

d���]g&U��í7��í$�¶·g°�2Ù@�g¯CD

�í<Zêgµ�í��gu�6ãä-»A 

——=���Ag½¾¿ 3309gzÀÍ 2021/2/4 15:19� 

這篇論述中，作者連用兩個問句分別用什麼是「不陽剛」、什麼是「陽剛」，

用「陽剛之氣」中存在的悖論來反問學校，更是反問制定教育規則的政府。第一

個問句中，作者指出當下學校教育的現狀是學生沒有選擇和拒絕的權利（=+ü

|ò<t¹A），最終導致學生對學業和生活都只能=}à~ÖA，這反而與教育

部倡導的「陽剛之氣」的概念不符。第二個問句中，作者提倡學校在資源充足的

前提下，以開選修課的方式讓學生自主選擇自己想要學習的方向，作者認為在面

對他人質疑時，堅持自我、為自己辯護，才符合「陽剛之氣」的表現，而這也是

當下教育環境並沒有提供給學生的。這兩個問句一方面表達對教育體制中學生主

體性和自由度的訴求，另一方面也在對教育部所倡導的「陽剛之氣」的質疑，是

一種自上而下的規則、被限定在框架下的「陽剛」，一種帶著鐐銬的舞蹈，而非

是真正對個性和自主性的追求和培育。 

其中，也隱含了當下中國教育體制中往往強調的更多的是關於政府和學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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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家長的需求，而從來都沒有去詢問學生需要的是什麼、想要成為什麼樣的

人。論述中呈現的教育體制中，教育局為代表的政府機構和學校的管理是決定教

育方法的方向和落實的一方，至於學生則是被動地等待或接受安排的一方，而此

時前後二者的權力不對等，使「陽剛之氣」教育與「陽剛之氣」本身的概念產生

矛盾。 

 

三、作為對權力的反思和反抗：是規訓，亦是壓迫 

在傳統社會評判標準下的性別觀中，男性通常佔據著主導的中心地位，在國

家、社會、家庭等情境下的男性更需要承擔起主要責任。性別作為一種社會建構

的產物，既是一種社會文化的建構，也是一種制定個人在社會中的意義的再現體

系（Mccracken，2007）。男性氣質作為特定歷史和文化語境下的產物，其中存在

的主導/屈從的關係也是由權力和話語體制所建構的，尤其是主導性或支配性的

男性氣質本身就是一種權力政治。權力通過話語生產出新知識、新形象，製造出

各種男性規範、男性理想，從而打造出男性「主體位置」來召喚或馴服男性（劉

傳霞，2014）。然而事實上，男性有時並未對這份「命定」的職責欣然接受，甚

至拒絕這份被動建構在男性身上的責任。 

Q2-2N=��à��guçßU���Û}¡CÛ¦»¡�.¦g�u

8��®g4>�à��7{�ï»7{·Cµ�g����gu

���:;[aBC<l<ÙgF��:;[a&�<ÔL

Ù�A——=��Ag½¾¿ 1317gz7Í 2021/1/29 12:06� 

此文的作者將教育部答覆文章中的培養青少年「堅強」、「耐力」的關鍵詞單

獨指出，但又反思了這些看似褒義的詞語真正會引導出的結果——一方面，會使

男性越來越壓抑自己的情感、失去表達感性、表現脆弱的權利和能力；另一方面，

把堅強和耐力作為培養一個人的標準，與最終的結果只會與=BC<l<ÙA

無關，而只是培養出了一個=&�<ÔLÙA。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標準是教

育意義上的「標準」，也是社會評價體系中的「標準」，而與個人無關。而「打工

人」的結果更是階層固化和內眷化的反映，並表明了在這份教育部文件中的「陽

剛之氣」的在此時的意義實則與培養對男性有利的氣質無關，而更是一種對人（尤

其是男性）的壓迫和規訓，規訓出只能埋頭苦幹，而突破現有階層和命運（=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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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ÙA）與反抗和表達的能力。作者在此透露出的不僅是對教育方式的擔憂，更

是對社會不公、階層固化的反映。 

這篇文章中的觀點與作者「嘻嘻哈哈 0」在知乎用戶於 2021年 8月 6日提

出的問題「國家提倡男性陽剛之氣，但是這是否會與存在「玫瑰少年」這類現象

產生衝突？」下發表的文章有相似的觀點，他指出： 

=%Jð×ãäw7JHIÁü=ågÃu�<¡JHÁ=å¦J<%�ì

¶·JHÁì¶·ü=å»»ì 996 JH»or /�4>��<ÀÁB»»ìÌ

X<ÑÙJH»�;%h�<(EÁ5½»»��Ì*g��Ð�»�=³&r

�µvr%oì� ½u[¡?@4><[8±¢�A 

在此，作者更詳細地提醒人們尤其要注意到國家和政府如今推崇陽剛之氣時

實際上在建構的性別和政治上的社會意義。作者認為，陽剛存在著話語權力去壓

迫男性，若是鼓勵男性培養陽剛的氣質也並非會對男性有利，反而是一種束縛。

作者用一系列問句質疑陽剛之氣的內核，指出當下社會中男性面臨的壓力和責任，

與男性自身已脫離了關係�在作者看來，這更像是一種以陽剛之氣和男性責任為

幌子，實則是在逐漸讓男性犧牲自我、喪失自我，而得不到任何的回報。作者在

文章中提到了當下年輕一代面臨的種種困境：=996A（指 996工作制。具體是早

上 9點上班、晚上 9點下班，中午和傍晚休息 1小時，總計工作 10小時以上，

一周工作 6天的工作制度）、=�;h�<(EÁ5½A等等。「996」是如今中國

許多人承受的強制性的加班文化，對於職場主力的男性更是一種身體和精神上的

壓榨；而作者並未將男性奮鬥的結果描述為「供養自己的家庭和孩子」，而指出

實際狀況是在=�;h�<(EÁ5½Ag更體現出以中國社會以資本主義為主

流的公司和經濟體制對人的壓迫和無意義的內眷，實則是在剝削勞動力，服務於

有產階級的真相，突出了社會階層結構性的不公。其中，作者將其他作者發佈內

容中對陽剛之氣解讀為=HIÁ=åA的觀點，通過與其他作者對話和互文，體

現出了「陽剛之氣」作為男性氣質的一體兩面，並將問題以第二人稱的=%A拋

回給那些作者，質問他們的同時也在提醒其他作者和讀者們要關注到「陽剛之氣」

背後的話語權力，不要被表面的意義蒙蔽了雙眼，反而被陽剛一詞束縛。一方面，

他讓男性掌控了更多的權力和責任，在社會上擁有了更多支配權。但另一方面，

它也傳遞國家和社會對男性的期待和要求，擔負推動社會進步的責任。只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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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來，由於社會結構性的資源分配問題和上層階級對較低層男性的壓迫，使男

性發覺自己更像是在為一個空虛的社會發展或國家經濟奮鬥，負擔著許多職責卻

而看不到自己付出的意義為何、看不到自身的價值所在。男性所建構的「陽剛」

的性別氣質，反倒成了限制男性無法實現個體個性的枷鎖。 

其中，作者「嘻嘻哈哈 0」在文章最後指出=�=³&r�µvr%oì�

 ½u[¡?@4><[8±¢A。然而，性別歧視所造成的霸凌問題很少在中

國大陸被當作社會議題為公眾所討論。在題幹中提到的「玫瑰少年」指的是發生

在台灣國中生葉永鋕「玫瑰少年」的事件。屏東高樹國中三年二班葉永鋕同學於

第四節音樂課下課前約五分鐘，向老師舉手表示想去上廁所，老師許可後後，葉

生卻直到第四節下課未返教室，後被發現倒臥在廁所血泊中，腦部受到重創，被

同學發現時，身體抖動抽搐，表情痛苦，被送往醫院急救後於隔日凌晨去世。而

當日事發後不久，校方在未報案情況下，逕自將廁所血跡清洗淨盡18。在後續調

查中，發現葉永鋕曾經因为较特别的性别气质而遭同学欺负，葉永鋕的校園處境

（以及因而被迫養成的上廁所習慣），反映出來台灣校園性別敵意環境存在、卻

不受重視的真實狀況19。此事件引起台灣社會對於性別教育的討論，由台灣性別

平等教育協會推動並展開調查，使後來台灣的教育政策從傳統二元的兩性教育延

伸轉化成為更具普遍性的性別平等教育。這起事件可以說在台灣引起了轟動社會

大眾甚至政治界對因性別歧視而造成的霸凌現象的重視，但這個事件在中國大陸

卻少為人提及，只被少部分關心社會性別議題的人所關注。而這次由中國教育部

所指出的青少年「陽剛之氣」培養，讓一些作者對校園中可能會出現的性別霸凌

現象產生擔憂。 

Q2-4N=û±�'wdÙ�¡£¡¤¥¦<§Ç¦)g�ö¨©<�g

¤¥¦��rbª�«[H�g¬d�a2Üi<��ìÍ®%4

&Uà×Ë�[a÷Ø�4<æ¯guZ°ÿwdí±±¢ü)ý�

�~<²Ú�9! 7-18³Q´��\�OÊ 53.6%g4UµêÊ 9.4%g

óÙ.rÉ¶ç·¸Q´ÒÓ 22%g�P(EQ´ÒÓ 3%……um

²�í±±¢<�zÙ°�A⋯⋯=ümÙë¹º»lþg�èê

                                                   
18 葉永鋕案大事記. 社團法人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2016-10-29]。 
19 〈一個溫柔早逝的生命，改變了什麼？－葉永鋕事件五年回顧記者會〉. 台北市: 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
会. 2005-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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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趙穎」在文章中，用蔡徐坤=�A指代所有不被男性氣質接受的男明

星、「小鮮肉」們。其中，蔡徐坤因參加養成系偶像綜藝節目《偶像練習生》並

以總票數第一 C 位出道，因精緻的濃妝和柔美的外型打扮與舞台表演風格被大

眾列入「小鮮肉」的行列。尤其是 2019年 1月，NBA官方微博宣布中國明星蔡

徐坤成為首位新春賀歲形象大使，引發了一些中國 NBA球迷的不滿，並用他曾

在《偶像練習生》中的運球動作作為嘲諷，質疑他的籃球技術，更是質疑他的男

性氣質。而當教育部在文件表明應支持和注重「陽剛之氣」培養時，輿論中有一

部分聲音都在慶祝以蔡徐坤為例的「小鮮肉」們終於可以被取締，傳統的陽剛男

性氣質終於能夠回歸（=û±�'wdÙ�¡£¡¤¥¦<§Ç¦)A）。但在作

者看來，政府的一紙文件對於那些男明星來說，只是需要換一種化妝和扮相方式，

通過調整人設、外型等人為因素就可以改變他們所呈現出的性別氣質（=¬d�

a2Üi<�A），「小鮮肉」作為媒體用以再現的年輕男性的符號和象徵，要

跟隨主流改變這些外在的形象非常容易，也不會有任何經濟上的損失（=¤¥¦

��rbª�«[H�A），而我們關注的重點或許根本就不應該在於此，反而那

些是切身會發生在我們身邊的改變。 

作者指出，真正應該被我們關注和注意到的，是會因此政策影響到的那些在

校園裡還未長大成人的、可能會遭受性別歧視和霸凌的男學生們。當「陽剛之氣」

被奉為主流性別氣質，那麼一旦被歸類於不符合眾人所公認的價值的「異類」，

就會有了順理成章的理由被排擠和欺負（uZ°ÿwdí±±¢ü)ý��~<

²Ú），這種現象又尤其會出現在對於那些心智還未成熟的青少年中。作者通過

列出一系列數據（「9! 7-18³Q´��\�OÊ 53.6%g4UµêÊ 9.4%gó

Ù.rÉ¶ç·¸Q´ÒÓ 22%g�P(EQ´ÒÓ 3%」），指出在學校中近視、

肥胖、留守兒童、單親家庭兒童這些學生是被霸凌的常見對象，而且這些男學生

的數量也不在少數，若他們中的任何人因沒有「陽剛之氣」而被同學排擠，都是

不堪設想的後果。對「陽剛之氣」教育的推崇和鼓勵，已不僅會導向男女兩性之

間的性別歧視與不平等，更是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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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用「老闆」和「工友」的身份地位和受壓迫的程度，

與我們的切身性的遠近、可能會遭遇到的處境（「�èêh�¼e��êL;½

¾」），其本質則是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關係，「工人階級」/「工

友」包含一切那些靠出賣勞動力（包括體力和腦力）、而不擁有生產資料的勞動

者，都是被「資產階級」/「老闆」剝削的對象。而作者用這此分別隱喻的是當下

「男明星」和「玫瑰少年」的狀況相似卻地位懸殊的處境，形容那些一味地批判

和糾結「小鮮肉」的性別氣質之無意義（「d¿À<4ÓÁn8Á%��[a�

�A），而呼籲應該更多地去看到和關心我們眼下的身邊人可能會經歷的苦難（「F

Â]Ã½ÔÄ�Å�<ÆÇ�\Ë|�í±�A）。而上述兩位作者所提出的對校

園霸凌的擔憂，也正是看到了被社會建構的男性氣質對男性的束縛，和對社會弱

勢群體的或有意或無意的中傷。而「眼睛不要向上長」的提醒，不僅是對那些對

「陽剛之氣」歡呼叫好的人，也是希望讓政府人員和政策制定者在發布文件和政

策時，能思考和看到眼下真實存在的人民，尤其是弱勢群體和社會邊緣的群體可

能會遭受到的欺凌，而非只看到那些=h�¼eA和=4ÓÁA。 

綜上，「陽剛之氣」被視為一種權力話語，是一種資產階級的壓迫手段，也

是一種對弱勢群體的排異方式。一方面，「陽剛之氣」被視為掩蓋在權力階級和

資產階級權力面前的一種話術，其本質是一種資本主義的剝削和壓迫，而這種資

本主義專政只對資本家有益，對大部分民眾無益。而上述的觀點不僅是對「陽剛

之氣」的反對，更是一種對中國社會中資源分配不均和階層固化，以及缺乏對勞

動者對公平正義的反抗。另一方面，這也可能會助長校園和社會上對於邊緣性別

氣質的男性，或是對有身體缺陷的弱勢群體的霸凌，而「陽剛之氣」一旦作為社

會共同認可的主流話語，則更能將這些霸凌合理化、權威化，從而使追求陽剛、

排除異己變成整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而那些被欺凌、被一再地壓迫的群體會越

來越多，也將越來越不被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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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討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在研究分析的部分，本文從社會事件、社會結構和社會實踐三個層次，透過

對知乎中的網民發布的文章進行批判論述分析，分別探討了事件的脈絡和發展，

及其反應出的背後的性別框架和社會體制，以及大眾如何通過論述建構、解構和

重構性別和社會秩序。經由論述分析，本研究發現培養「陽剛之氣」的事件引出

了社會上許多不同的聲音，而這些支持者與反對者形成的陣營不僅表達了對政策

制定的觀點和意見，也反映出背後的性別與社會結構，以及對意識形態和權力的

挑戰。接下來，本節將從本文提出的三個研究問題所對應的三個面向，詳細說明

本研究的發現。 

 

一、 社會事件與政治程序的再現 

在知乎上有關事件的文本中，首先呈現出了對國家機構的政策決策過程的討

論。「陽剛之氣」的議題最初是源於政協委員的一則提案，而在知乎的論述中，

這則提案的內容和提案者身為政協委員的身份都受到了質疑。政治協商委員身為

社會協商和民主的專門協商機構，職責是向政府反映民意和民情、向大眾透過民

主化的程序傳達政府的思想和決定。但在知乎上，有關提案和政協委員的論述中，

均呈現出了負面的評價。從被引用的論述中的「vr¬」、「ÇÈ¨©」、「ÇÈ

è¥」等用詞可以看出，不論從政協委員的職責，還是從提案的內容來看，都是

大眾所不能接受和不可思議之處。此時，大眾對提案的意見和不滿，同樣也是對

提案內容與大眾訴求的不符、與政協委員向政府反映民意的職責不符的不滿。從

知乎中的論述分析可以看出，網民將其歸因於是該政協委員是為了履行職責和擔

任政協委員的官職才提出的提案，提案中提到的「防止男性女性化」既不是大眾

的訴求，反而更是一種對男性和女性在性別秩序上的束縛和規訓。 

繼而，在教育部針對提案的答覆中，體育教育和培養「陽剛之氣」的觀點被

提出。在知乎上，除了對「陽剛之氣」本身的意涵和如何落實在體育教育中等問

題的探討外，對於教育部進行回覆的動機和目的也有相關的討論。一方面，教育

部回覆中並沒有給提案做道德觀和合理性上的審判，而是轉而把解決辦法引到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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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育上。另一方面，教育部作出的回覆也是出於必須回覆的義務而作出的屬於

其職責內的回應。結合這兩點來看，教育部的答覆的動機也被再現為出於政治程

序而必須對政協委員提案作回覆。同時，教育部也慎重地將原本提案中對性別氣

質的偏見撇去，而將重點放在體育教育上，由此，教育部答覆的目的也被再現為

一種對青少年在體育教育方面的進一步管控，與整個教育體制結構相關聯。 

最後，深圳某中學在一週內便響應了教育部關於培養「陽剛之氣」的號召，

一個政治協商的流程「提案-答覆-落實」也到了最貼近社會大眾的最後一環。但

透過知乎中的論述，這一步的「落實」在大眾看來更像是一種對地方教育局的討

好和應付或是急於表現政治覺悟的體現。從知乎中對該學校所做舉措的抵制和反

對論述中可以看出，這再度反映了社會大眾對於提案本身和將「陽剛之氣」與性

別差異化教育聯繫在一起的反對意見。而這種出於政治目的的決策過程，在大眾

看來也已經都是學校等社會機構在體制中面對政府的要求時習以為常、見怪不怪

的落實方式了。 

由此，從對知乎上對於社會事件的論述分析來看，「政協-教育部-學校」三個

權力等級不一的組織、政府和機構，都是出於政治考量和各司其職的出發點，一

步步地推進了陽剛之氣教育從萌芽到結果。而這個提案中從一開始就被大眾所反

對的觀點，到最終落實時卻依然延續了對性別氣質的偏見和不平等。而論述中一

系列對政治機構和政府的質疑與質詢，既與該事件相關，也聯繫著長久以來與教

育體制相關的社會結構。在上述論述分析中，社會事件在政治領域和媒體環境下

的發展歷程都分別在社群平台中被再現，其中所隱含的關於政府和教育機構的社

會體制社會結構也逐漸顯露出來。 

在社會結構中關於「教育體制」的論述中，一邊回顧了過往與此事件相似的

對青少年和未成年人的規定，一邊將青少年成長在過程中所受到的一系列管控昭

然若揭。其中包括近幾年來下架含暴力內容的動畫片、嚴格限制未成年人的遊戲

使用時間、體育活動時間⋯⋯這些規範包含了青少年生活中的線上線下、學習娛

樂等方方面面。此時，青少年的娛樂方式、性別氣質等都被視為需要被特別管理

的、需要被規訓的面向，而管理的主體是政策的制定者、學校和家長。此時，彷

彿青少年一旦脫離了來自強制性的管理和管制，就一定會收到來自外界社會的不

良影響，而何謂「不良」的定義和解釋的權利，依然掌握在在管理者的手中。 

但若將如此的現狀聯繫到眼下的培養青少年「陽剛之氣」的教育方式，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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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論述中體現出了此時的矛盾和弔詭之處。如果將「陽剛之氣」解釋為一種意志

和體質上的拼搏、擔當、勇敢、進取、自強的精神，或是官方媒體指出的責任感

與擔當，那麼青少年就應該擁有選擇和決策的權利，通過直面社會環境去培養解

決問題、承擔責任的能力。而當青少年交出了主動選擇的權利，卻被當成脆弱的、

需要被保護的對象時，他們就已不再「陽剛」了。在知乎的論述中也由此發出了

質疑，此時教育部所提出的陽剛之氣培養，究竟是一種對青少年個人素質的培養，

還是管控方式和權力的進一步收緊。而在論述中透過回顧近年來針對青少年教育

政策趨勢來看，答案更趨近於後者。 

總結而言，一方面，民主提案到落實的程序在大眾眼裡看來只是在官僚系統

中的例行公事和政治操作，並未真正地為民著想、提出民眾真正的訴求；另一方

面，這些層層管控的措施使青少年在性別氣質和品行素質上的主體性和主動性再

度被剝奪，更使得他們可選擇的面向越來越窄、可接觸到的社會真實環境越來越

少，而這些都恰恰與「陽剛之氣」的意涵背道而馳。如此看來，何謂「陽剛之氣」？

不僅是官方定義下的陽剛，也是被規訓後的陽剛，是國家和社會體制下的被動選

擇的陽剛。 

 

二、 重新書寫性別腳本 

從知乎的論述中可看到，除了針對事件本身，值得注意的另一個面向是在事

件的發展過程中，社群媒體通過製造社會話題，將「培養陽剛之氣」和「防止男

性女性化」等關鍵詞單獨拎出，以具有性別爭議和話題性的話語吸引大眾的注意

力。透過社群的連結，有可能讓平常較不關心公共議題的人，無意間接觸到其親

友在社群中關於公共議題的相關貼文或分享訊息（施琮仁，2016）。並且，通過

社群媒體的不經意接觸，也有助於對重要新聞的了解，甚至持續關注某議題

（Tewksbury,Weaver & Maddex, 2001）。從對知乎平台的分析中還可以看出，社群

媒體作為公共場域不僅在於讓公眾能夠擁有討論的空間和回應公眾所關心的公

共議題，其本身的議題設定能力和平台的各種「話題」、「熱榜」等設置也同樣會

通過設定當下社會較敏感的關鍵詞和主題，吸引公眾隨著平台的問題和思路去討

論，從而為平台帶來流量和點擊率，增加事件曝光量的同時，也為該社群媒體注

入活力。 

此時，男女二元的性別秩序文本隨著話題的討論被再現。在知乎的論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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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當社會在呼籲「陽剛之氣」的同時也引發了對以「文武」為典範的

男性氣質的復興和對女性的排除。首先，以是「文」為主的、更偏向於個人內在

以責任感、擔當、堅強毅力為特徵的品質和修養更被看作是評判一個人是否陽剛

的標準，而弱化了對於身體素質、體格等「武」的特質的要求。但是，在建立這

些「文武」典範條件之前，是首先將生理性別為女性的群體首先排除在外，認定

女性天生就不具備男性的特質，而男性的內在品質也是其與生俱來的。這些將性

別特質本質化的決定論表述一方面以性別為分野，將男性與陽剛之氣綑綁在一起，

並通過排除的方式將女性視為對立的客體，以「什麼不是男人應有的樣子」做為

定義男性氣質的渠道，女性氣質則被形容為貶抑的且不具備能力的。此種二元對

立的思維，使得女性扮演着對立客體，協助定義男性與凸顯男性角色行為（張玉

珮、邱馨玉，2010）。另一方面，將陽剛之氣視為男性天生和命定的特質，這種

傾向形成的「社會超驗性」，使社會身份變成了習性，也就是被歸併的社會法則，

被社會世界構造的所有人認識和認可（劉暉譯，Bourdieu 著，2011）。此時建立

男性氣質的必要性就是一種引導性思維，不用一種規則或理性的條件來提出要求，

而成為一種順理成章、毋庸置疑、無須考慮和審查的行為讓男性不得不接受。而

此時，強調男性價值、否定女性社會能力的觀點也被運用和聯繫到當下的社會境

況和教育體制內的性別結構的問題上。在知乎的論述中，父親在家庭教育中的缺

失、男教師在早期教育中佔比逐年減少的現象也被提及，但此時卻只停留在對男

性和女性教育能力和社會價值的討論，但由資本結構和生產方式的變化而引起的

社會性別、家庭結構的變遷，以及其中家庭中育兒和分工等問題，卻被無意或故

意地忽視了。而被一再地提及和強調的只有性別結構和家庭結構中的權力關係，

即男性的主導角色被再度強化，女性則一再地被客體化。 

另外，也有觀點認為性別二元化的性別結構應該被新的秩序所替代。本研究

發現，在知乎上的許多論述都引用了心理學中的雙性化人格的概念，並表達了希

望通過重構多元化的性別氣質和更個人化的性別觀念，解除對男性和女性的以性

別綁架和束縛，男性和女性應該相互融合和學習，而非相互排斥。其中，雙性化

人格（Androgyny，或稱：雙性性格）的概念源於 1974年 Bem曾通過性別角色

量表(BSRI)進行實驗調查，把性別角色分為男性化、女性化、雙性化和未分化四

種類型。後續的研究也都隨之證實了雙性化的人是更典型、更理想的男人和女人，

雙性化的人既能勝任男性的工作也能勝任女性的工作，他們有更好的可塑性和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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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能力，是一種健康的心理模式（王道陽、姚本先，2010）。而在知乎的該語境

下挪用並希望延用該概念的原因，也是在表達對當下強調男女性別的區別和分化、

甚至試圖實行性別差異化教育等強化性別對立的現狀的反對，並希望「雙性化」

的性別秩序能夠成為代替強化性別「二元化」的解方，成為性別教育的主流觀點

和方法。 

總結而言，社群媒體透過議題設定的方式，用敏感話題吸引大眾的關注，使

社群媒體成為討論公共議題的線上空間，同時平台本身也可以由此吸引使用者的

流量和點擊量。另外，從事件引發的關於性別結構的討論又呈現出了兩個陣營的

性別觀念。其中，一方認為社會應該重視並強化男性氣質，同時貶抑女性氣質和

女性在教育上的的社會價值。並希望通過政府宣揚「陽剛之氣」的同時加強男性

在青少年早期教育的比重，認為男性「天生」就更有陽剛、施展和培育下一代男

性氣質的能力。另一方則認為把「陽剛之氣」等同於向全社會宣揚男性氣質的結

果，只會讓性別歧視和不平等加劇，最終使社會失衡。同時，提出應建立新的性

別秩序和結構，即認為雙性化人格才是最應該被推崇和推廣的，不貶低任何一個

性別的性別特質和氣質，並在培養下一代雙性化性格的過程中學會讓兩性互相尊

重和互補，將「陽剛之氣」去性別化，成為兩性都擁有的良好品質。 

 

三、 是「責任」還是「陷阱」？ 

在提案/答覆/落實的政治決策過程中，公眾的話語和情緒均在社群媒體上被

再現，又經由黨和政府領導下的官方媒體所引導的意識形態重塑。市場化的網路

媒體和社群平台給中國媒介帶來了混合的意識形態，充滿了矛盾的身份、認同、

形象和主體性。此時的媒介已成為意識形態競爭和意義重建的場域，既有共產主

義的革命話語，也有市場化的實用話語（李金銓，2002）。本研究的分析發現在

知乎的論述中，再現了社群媒體和官方媒體在事件發展過程中的角色，並從社群

媒體和官方媒體的討論中分別呈現出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陽剛之氣」的社

會實踐方式。 

隨著社群媒體對性別議題討論聲量的一再的擴大，推動了官方媒體對此話題

作出回應。此時，官方媒體的報導實際上是在回應大眾所關心的公共議題，換言

之，公共議題也正在影響媒體議題，而社交媒體的場域和特性加深了反向議題設

定（reverse agenda-setting）的影響（Karpf, 2008）。不過在中國，新聞媒體作為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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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府的喉舌，一直以來都將宣傳好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視為重中之重。新

華社社长、黨組書記曾於 2016年 3月 25日發布文章，表明媒體應「時刻向黨中

央看齊、向習近平總書記看齊，始終聽從黨中央指揮，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讓

黨中央絕對放心」。Zhou（2000）曾指出，中國的媒介已從洗腦的國家工具轉型

為「黨的公關公司」，其任務則是宣揚黨國的正面形象。在培養「陽剛之氣」成

為社群媒體中的熱點話題後，在大眾對政治協商委員的職能和政府回應的態度產

生質疑和討論時，官方和新聞媒體在第二天就指出了「『陽剛之氣』與性別無關，

而是一種擔當和責任感」，一邊將話題主旨遠離可能會造成性別對立的爭論，一

邊引導大眾將解讀的方向引向正向且積極的態度，並以普世的價值觀和理念解釋

政府制定政策的正當性和合理性。而由於官方媒體意識形態的引導，使其中對政

府和政策規劃的矛盾被轉移、可能會造成性別和社會不平等的面向被削弱，並與

以愛國主義為主旨的「陽剛之氣」社會實踐聯繫在一起。 

其中，在這些有關愛國主義的論述中，有的作者透過列舉抵禦外敵、保衛國

土的國家英雄，有的作者提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男孩，而當這些人被看

做具備「陽剛之氣」的例子時，陽剛的意涵又再度被上升到了人民與國家的關係

上，由國家來定義何謂「陽剛之氣」，並在價值上與官方媒體指出的擔當和責任

感相呼應。此時，陽剛之氣不僅是一種個人的素質和品德，更關聯到國家興亡，

而作為愛國主義價值觀的一種表現形式。「如何實踐陽剛之氣」這個問題等同於

「如何實踐愛國主義」，「少年強則國強」被改編為「少年陽剛則國陽剛」。由此，

培養青少年的陽剛之氣的目的，也變成了愛國主義教育的一環，年輕一代是否具

有「陽剛之氣」，關乎的不僅是個人的身體和心理素質，更關切國家前途和發展。

而在知乎的論述中，青少年的身體被用作國家權力投射的對象，並將個人價值與

國家榮辱、中國的國際地位等崇高價值相關聯，一方面鼓舞和深化大眾對國家建

設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則以愛國主義為主的宏大敘事作為主旋律，期望

年輕一代能夠服務於社會，承擔國家興亡的責任，個人的發展的目的是為了國家

的複興和強大。 

但同時，社群媒體成為政治和公共議題的討論場域，讓大眾在輿論監管的框

架下有限地表達對社會制度和生活狀況的不滿。在知乎的論述中，既揭示了「陽

剛之氣」背後所傳遞出的社會生產關係，也開始反思服務於國家和社會利益論述

背後的「陷阱」。一方面，這個「陷阱」是強調成功與個人奮鬥密切相關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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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迷思，也是將個人貢獻等同於社會與國家發展的宏大敘事。如今在中國，社群

媒體上的人們常常用「內卷」來指稱社會的過度競爭、生存環境惡劣。而「躺平」

則是年輕人對「內卷」的一種反抗，是以放棄他們認為無意義的努力來退出競爭。

雖然這個概念並沒有提出不同的行動方案，但也說明大家已經開始開始反思過去

的發展模式20。但是，中國官方媒體對於「躺平」的出現表現出了擔憂和譴責。例

如《南方日報》則直接抨擊「躺平可恥」，提出「奮鬥本身就是一種幸福，只有

奮鬥的人生才稱得上是幸福的人生……在壓力面前選擇『躺平』不僅不正義，還

是可恥的，這樣的『毒雞湯』沒有任何價值」21。簡言之，對於大部分中國年輕一

代來說，內卷是無法逃脫的命運，躺平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奢望，但他們卻被要

求不能退出、不能失敗、不能躺平22。 

但從本文所研究的論述中，通過「996」加班制度、階層固化、內卷化等現

象，都揭示出了奮鬥論薄弱的說服力。此時的責任和擔當更像是一種包袱和累贅，

是一種外在社會強加的價值觀讓人們努力工作和為社會創造貢獻，但事實是，當

代年輕人面臨的只有高強度的工作和生活壓力、犧牲身體健康和個人空間，卻無

論怎麼努力也無法躍升的階級和無法脫離的被壓迫的現狀。 

另一方面，這個「陷阱」也是對弱勢和少數群體的無形壓迫和欺凌。在知乎

的論述中，提到了「陽剛之氣」教育可能在青少年中對因性別氣質、身體條件和

經濟條件等原因而被邊緣化的「玫瑰少年」們帶來校園霸凌的後果。此時的「陽

剛之氣」作為一種官方話語中的霸權，賦予了人們定義權和排他性，既有權力定

義那些具有陽剛特質的人才是社會中主流的、被接受的，又排除並再度邊緣化了

那些身體和心理等任何一個層面中不陽剛的群體。最後，話題又回到了最初的政

治和教育體制等社會結構與權力的一步步收緊，才導致在推崇「陽剛之氣」教育

的同時卻輕視甚至無視普通弱勢群體的遭遇，加重社會的不平等。 

總結而言，由官方媒體所引導的愛國主義論述與揭示「陽剛之氣」的霸權論

述相對應，分別建構了青少年作為國家的「陽剛之氣」代表的身份，和解構了以

責任感和奮鬥的論述為主的成功學迷思。而「陽剛之氣」的意涵及其與社會和國

                                                   
20 2021 年 6 月 2 日，BBC NEWs：〈「內卷」與「躺平」之間掙扎的中國年輕人〉，取自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7304453 
21 2021 年 5 月 20 日，南方日報：《「躺平」可恥，哪來的正義感？》，取自
http://epaper.southcn.com/nfdaily/html/2021-05/20/content_7944231.htm 
22 2021 年 8 月 17 日，關鍵評論網《中共不承認「內卷」，更不容忍青年「躺平」退出這場倖存者遊戲》，
取自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54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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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關係也由此顯示出來：於國家，「陽剛之氣」被視為是對國家負責、用以建

設國家的自我訓練，即為愛國主義的一種表現；於社會，「陽剛之氣」則被視為

是社會資產階級為了壓榨勞動力而打的一劑「雞血」，但對於當下的「打工人」

們來說，則更像是一個只看得到投入而看不到收益的「陷阱」，甚至會演變成對

社會弱勢群體的忽視和無形的壓迫。 

 

 

第二節 研究反思與貢獻 

綜合以上分析，本研究進行如下總結與反思。第一，從「提案-答覆-落實」

的過程中，一個政治制度的萌芽到實施的流程伴隨著事件的發展而開展，而在大

眾看來，該政治流程並未真正地從民眾的角度考慮，而更像是一種為了完成政治

任務的例行公事。而對於政策實施的主角——青少年群體來說，則是主體性、選

擇權和話語權的再一次被剝奪。 

第二，從社群媒體「知乎」關於此話題的論述中，「陽剛之氣」所引發的關

於性別結構的討論被再現為兩種截然不同的取向，一種是希望建構以「文」的男

性氣質為主導的、注重男性社會價值、否定女性社會價值的性別秩序，呼籲男性

權力的復甦；另一種則是希望模糊性別分野，建構以「雙性化」為主流的性別秩

序，呼籲男女平等、不要製造對立。由此可見，性別議題的討論常常以男女對立

的問題開始，又以兩極分化的觀點結尾，而不論是對傳統的復興還是對新性別秩

序的重構，都需要從社會結構中找到並探討更根本的系統性的問題，才能從兩性

的二元對立中跳脫出來，獲得每個個體的平等與自由。 

第三，在社群媒體的論述中，「陽剛之氣」的意涵脫離了性別論述，顯示出

更多元的意義，其中就包括個人與社會和國家的關係，甚至是聯繫到社會處境的

反抗與反思。一方面，培養「陽剛之氣」對於個人與國家的意義是一種愛國主義

的表達方式，並將個人是否陽剛聯繫到國家的發展是否繁榮。在當前中國社會以

實現經濟發展「穩中求進」和為目標、愛國主義為主旋律的背景下，「陽剛之氣」

和具備男性氣質與否也由此成為了一種對國家發展的個人責任，以個人價值實現

國家價值的抱負與愛國主義的表現方式。但從另一方面來看，「陽剛之氣」又被

看作是一種有產、有權階級用來壓迫勞工階級和社會邊緣群體的話語，而國家政

府以及擁有財力和權力的群體卻始終在主導地位影響和無視個人的生活與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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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出大眾由此事件表達出當下的生存壓力和普通大眾的生活困境，並以此表達

對社會和經濟價值分配不公的不滿情緒。由此可見，當國家和政府話語試圖以「陽

剛」為口號鼓舞勞動力，驅使人們去工作、參與社會生產，並以此作為促進國家

經濟資本增長的途徑的時候，無止境卻空洞的「奮鬥論」、週而復始的「996」工

時、「內卷化」的社會現狀卻讓人們看到了通過努力賺錢和工作獲得成功的希望

越來越渺茫。此時的反思，是人們對「陽剛」論述的反思，更是對當前的社會階

級固化、無法實現個人價值的反思。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限制之一是，研究結果可能缺乏深度和普遍性。由於本研究只選取了

「知乎」這一個平台中的論述，並且是通過立意抽樣的方式獲得樣本，則可能會

受限於使用並會在「知乎」上發布內容的用戶中，無法涵蓋和反映整個中國的社

會大眾的想法和觀點。其次，由於中國政府對網路的審查十分嚴格，反對執政黨

和政府的觀點不便也不能在社群媒體上被公開表達出來，而本文的主體中恰好與

政府部門和中國的教育制度相關，因此可能有許多內容已在本研究開展之前被刪

除，餘下的可以被研究者分析的文本也都只是平台和網路審查部門認為可以被接

受的批評、可以被討論的話題。因此綜上所述，結合研究方法的不足和中國的輿

論審查制度的原因，本研究對文本的分析可能在數量和深度上有一些缺失。 

本研究限制之二是，由於本文研究的事件發生和選取的樣本的時間都基本集

中在 2021年 1月-2月，具有一定的時效性。換言之，由於本文研究的是 2021年

初的事件和社會反響，那麼反映的也只能是 2021年初時期的社會。而自新型冠

狀肺炎病毒疫情（Covid-19）發生以來至今、2021年 7月「雙減」制度（減輕義

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正式入法和實施及其所導致的課外

輔導班的一一叫停、2022 年 3 月兩會中的人大代表提出的更多關於未成年人健

康生活、提倡生育等方方面面的提案⋯⋯這些事件和話題發生使中國社會大眾對

於教育體制、政府決策能力、政策實施過程的質疑和討論仍然在實時地變化著。

而當政治體制和管控已深入到每個人的生活中，未來關於中國社會中的教育和還

有許多討論的空間和餘地，政府、體制與社會大眾之間的關係值得被更多地關注

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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