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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性欲与财欲、权欲可以并列为人的三大欲望，但性欲的强弱和

是否满足并不与财欲、权欲的满足必然相关，而实体的财富和权力

之间却往往荣辱与共。作为社会的存在，三大欲望的“实体”除可

以相互利用和交换之外，财富和权力还可以干预他人的性行为。

当然，干预他人性行为的远不止财富和权力。这些干预就是性的

约束。

性重要吗？性是重要的，因为“一般男性平均一小时会有６分

钟想到与性有关的事，亦即１０％的时间”；［１］性是不重要的，因为

一般男性平均一小时只有６分钟想到与性有关的事，亦即只有

１０％的时间。孔子尝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２］饮食之事

与男女之事同为人的两件大事，都不能随心所欲。孔子也说过“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能强加给别人；别人不

［１］

［２］

［美］斯蒂芬·Ｃ．乔治、温斯顿·Ｋ．肯尼：《一生的性计划》，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页。
见《礼记·礼运》。类似表述有：“好色，人之所欲”（《孟子·万章上》）；
“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
在色”（《孟子·万章上》）；“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
梁惠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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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的东西，能不能强加给别人，孔子没说。但孔子的意思是宽厚

待人，即不能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他人，这样的话，别人不想要的

东西，也不要强加给别人，“他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用孔子的

话来引申理解性的约束，基本可以归纳为：性不是小事；涉及他人

的性，不能随心所欲。对性加以约束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一个所有人在想、多数人在做、少数人在说的事，但对这

件事的约束也许不是一个受所有人欢迎的议题。比如，在一些人

看来，自愿的性行为是两个或多个当事人之间的事，不具有危害

性。这并非没有道理，但忽略了其中可能蕴含的几个问题及后果：

自愿的性行为必须将婚姻、血缘、未成年人等因素考虑在内，否则

将面临法律或道德上的风险。诚然，性的约束一直是充满争议的，

无论是法律还是道德方面；高科技时代深刻地影响到了性行为的

表现方式，其后果还在展示之中。不管这一切如何地发展，性的约

束仍然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议题，因为我们始终面对自己和他人

的性。

本书主要从社会学和治安学的角度，对有关性行为的认知、限

制、禁止、处罚等问题进行探讨，由于缺乏第一手的实证数据，试图

通过资料的引证和分析来寻求理论上的解释。至于本书的写作意

图，可以转引美国格雷·Ｆ．凯利在《性心理学》一书“前言”中对性

所发表的基本看法之一：“性本质上是健康而美好的，但作出与性

相关的决策却需要足够的谨慎，因为性也可能带来潜在的负面

后果。”

作　者

２０１６年３月３０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天将明矣，君宜速去，此间不可以久留也。

———徐枕亚《玉梨魂》，民权出版社１９２４年版。

人类性经验……的另一个世界是私人世界……在此之中个人

愉悦是第一位的，而不存在社会约束，虽然私人的性行为不可避免

伴随内疚，并且害怕曝光。

———［美］格雷·Ｆ．凯利《性心理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性行为通常与某些疾病的传播联系在一起，这也就是为什么

人们建立了很多约束性行为的社会和宗教规范的原因之一。

———［美］格雷·Ｆ．凯利《性心理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一个人对于性活动感到担心、内疚、害

怕或者羞耻，那么任何形式的性活动都会成为问题。

———［美］格雷·Ｆ．凯利《性心理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越轨不取决于一个人行动本身的性质，而是他人执行规范和

判断的结果。

———［美］霍德华·Ｓ．贝克尔《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社会学系列），

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目
录序言 ００１………………………………………………

第一章　与生俱来和互动变化的性 ００１……………

　一、性与性行为 ００２………………………………

　二、多元的性行为 ００４……………………………

　三、约束 ００８………………………………………

　四、谁在约束 ０１７…………………………………

　五、性别的约束 ０２１………………………………

　六、性行为的约束 ０２５……………………………

　七、约束的理由与标准 ０２９………………………

　八、趋势 ０３６………………………………………

第二章　性的权利与性的约束：自我与他者 ０３８…

　一、性革命与性权利宣言 ０３８……………………

　二、性权利三原则的挑战 ０４６……………………

　三、约束的阵地 ０４７………………………………

　四、持续的挑战：中国的性约束弱化 ０４９………

第三章　早期的性约束：性禁忌 ０５９………………

　一、性崇拜和性禁忌 ０６０…………………………

　二、乱伦禁忌 ０６４…………………………………

　三、其他有关性的禁忌 ０７０………………………



００２　　　　 性 的 约 束

第四章　性约束的适用 ０７４…………………………………………

　一、变化中的性约束 ０７４…………………………………………

　二、法律的约束 ０７６………………………………………………

　三、道德的约束 １２０………………………………………………

　四、家庭的约束 １２４………………………………………………

第五章　性交易的约束 １２５…………………………………………

　一、财物与性服务交换的行业 １２６………………………………

　二、交易中的约束，约束中的交易 １３２…………………………

　三、约束的困境 １５４………………………………………………

第六章　争议中的性约束 １６３………………………………………

　一、历久而弥新的同性恋 １６３……………………………………

　二、并非非白即黑———双性恋 １７４………………………………

　三、无处不在的婚外性行为 １７５…………………………………

　四、“手淫不算卖淫嫖娼” １８４……………………………………

　五、“嫖宿幼女罪不废，我就没完” １８５…………………………

　六、夫妇观看黄碟 １８８……………………………………………

　七、风险中的代孕 １９０……………………………………………

　八、“奶妈”职业 １９２………………………………………………

第七章　网络时代的性约束 １９４……………………………………

　一、网络色情 １９５…………………………………………………

　二、网络时代的性行为 ２０３………………………………………

参考文献 ２２１…………………………………………………………



第一章

与生俱来和互动变化的性

　　性是一种让我们充满“好奇和渴望”，又感到“尴尬和罪恶”的存

在。［１］按照被称为“性学爱因斯坦”的德国性学家马格努斯·赫希

菲尔德（ＭａｇｎｕｓＨｉｒｓｃｈｆｅｌｄ，１８６８—１９３５）的介绍，“ｓｅｘ”这个词起

源于拉丁词“ｓｅｃａｒｅ”，即切割、分开的意思，最初只不过用来将人类划

分为两个群体：女性和男性。每个个体属于这两个群体中的一个，要

么是女性，要么是男性。人类分为女性和男性的基本事实，与其他生

物分为雌性和雄性一样，都是为了延续种族的需要。确定一个人是否

男性还是女性，取决于下列七个因素：（１）性染色体（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ａｌ

ｓｅｘ）；（２）性腺（Ｇｏｎａｄａｌｓｅｘ）；（３）性激素（Ｈｏｒｍｏｎａｌｓｅｘ）；（４）附

属腺（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ｙ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５）外部性器

官（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ｓｅｘｏｒｇａｎｓ）；（６）赋予或养育的性（Ｓｅｘｏｆ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ｏｒｒｅａｒｉｎｇ）；（７）性别认同（ＳｅｘｕａｌＳｅｌｆ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２］但这七

［１］

［２］
［美］格雷·Ｆ．凯利：《性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４页。
［德］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性学资料库》第一讲，《人体性解剖学与性生
理学基础》，第１—２页，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ｅｘａｒｃｈｉｖｅ．ｉｎｆｏ／ＣＨ／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ｆｉｌｅｓ／ＣＨＲ０５．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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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因素并不全然关联，比如同性恋者或变性者中，其中一方的性别

认同为异性。这种性别认同，既可能是一种自我认同，也可能是一

种他者认同。

也是这位性学家，提出了关于如何看待性问题的七个主张：

（１）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和民族在性制度上完全相同；（２）这种差

异决非建立在不同的性倾向上，总的来说，所有的人和民族的性倾

向都绝对相似，只表现出个别差异；（３）性习俗的差异只取决于性

表达方式和性调整企图的多样性；（４）性学家在谈及文化水平较低

的民族时，应避免使用“野蛮人”一词，因为受过良好教养的人在性

生活的许多方面比未开化的人更加放荡不羁；（５）性习俗的起源无

论何处都是完全真实的天性，尽管常常支配于迷信中对鬼魂和幽

灵的惧怕———对它们的象征性和理想化解释应以事实为依据；

（６）每个民族以及每一种宗教都相信，其伦理道德在客观意义上构

成了道德规范，因此存在一种普遍的倾向：认为其他伦理性道德多

多少少都有点不道德；（７）迄今为止，人类尚未成功地找到性与爱

情道德规范的统一解决方案，以便与生物学和社会学在性研究上

的发现相一致。只有对人类和性的客观、科学研究才能为完全实

现人类的性权利平等铺平道路。［１］

一、性与性行为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性以两种面貌出现，一是延续种族的自然

之性；另一是具有社会属性的性的交往，包括性行为、性取向、性交

易、性风俗等。当２０世纪现代避孕技术发明后，人类的性出现了

［１］ ［德］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男男女女：一位性学家的环球旅行记》，内
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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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与性行为的决定性分离，社会属性的性交往变得更为广泛而

复杂，性的管制与排斥也变得异常的困难，或者说引发了更多的争

议。在一些案例里，连区分一个特殊的个体是女性还是男性，都成

为困难的事。但这只是很少的案例，绝大部分的身体还是可以明

确是女性还是男性。人们关注和研究性，最早是从性的生物学开

始的，包括性的生理和心理。［１］

性如果孤立地存在着，对绝大多数的动物特别是人类来说，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性需要交往，需要跟与己不同的性即异

性交往，这样就获得了物种繁衍的途径和条件。就人类而言，到

目前为止尚未出现单性繁殖。但撇开繁殖，性的交往可以不论

同性与异性，不论肉体与物品。性的交往，取决于两性关系的定

位也就是如何看待性别在性关系中的地位。李银河在《性的问

题》一书中，将性的意义概括为七种：繁衍后代、表达感情、肉体

快乐、延年益寿、维持生计、建立或保持某种人际关系、表达权力

关系。［２］

有关两性彼此关系的描述可谓汗牛充栋，但在女权主义者的

著述《神圣的欢爱》里，被凝练为“统治式性关系”和“伙伴式性关

系”两种。更多的以痛苦来维系的统治式性关系，是男性对女性依

靠恐惧或强力所支撑的等级压服，其表现形式，一是对性和女性的

［１］

［２］

性有多重要？再看一下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一组有趣数据：以全球人
口为准，６千９百多万人现在正在做爱，４８００多万人现在正在接吻，
２７００多万人现在做完爱在休息。另据多项的男性调查，４０岁的男性平
均每４分钟就想到性，１８岁的男性则是每１１秒想到性；５４％的男人每
天都想着性事，４３％的男性每个月或每个星期想到几次，只有４％的男
性能撑到一个月或更长的时间。（［澳］芭芭拉·皮斯、艾伦·皮斯：《为
什么男人想要性，女人想要爱》，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页、第
１４０页。）
李银河：《性的问题》，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０页。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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侮辱；二是将同性以及异性之间的性兴奋等同于统治或被统治。

男性在统治式性关系的教导下，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天然地统治

女性。但一个社会的生存离不开伙伴式性关系，尽管伙伴关系模

式并不全然是和平、合作和相爱的，但这一模式下的性既是精神

的，也是自然的，“性成为给予和获得快乐的方式。”［１］

交往中的性才有意义，性的行为从性的交往中来理解。看看

新近对人类性行为的释义。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０日好搜百科关于“性

行为”的定义：“同性或异性间旨在满足性欲和获得性快感而出现

的动作和活动。”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４日维基百科对“性行为”概念的解

释：“处于青春期之中或之后的人通过身体的亲密接触，以进行生

育后代的本能或获取愉悦的体验的情事。”从这两种解释里，可以

得到如下几方面的推断：一是性行为的基本功能在于生育后代或

获取愉悦；二是愉悦的获取，既可以来自异性或同性，也可以自我

实现；三是伴随性行为的必须有对象、动作和过程，性幻想不在其

列；四是大多数的性行为与他人有关。［２］性行为受到性价值观和

性态度的深刻影响。既如此，交往中的性行为需要有所约束。

二、多元的性行为

人类在不同文化的社会里生活，所以，人类的性行为也在不同

文化的社会里实施和演绎着，但也遵循着人类某些一致的规制，这

与人类的基本生存有关，比如人类物种的进化、社会秩序的维护和

［１］

［２］

［美］理安·艾斯勒：《神圣的欢爱———性、神话与女性肉体的政治学》（现
代社会学文库·性社会学译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１版，
第３—７页。
美国性学家金赛在《男性性行为》一书中，将人的性行为分为“自我刺
激、夜梦射精、亲昵爱抚、异性性交合、同性性行为、与动物的性行为”六
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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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很多情况下，对某一件事物或问题，不同文化的态度和处置

方式也并非一致。这一切，可以导致文化或社会对性行为所谓的

放任或约束。当然，所谓的放任或约束也基本上是外围对圈内的

看法。

多元是什么？多元就是多种的生活方式。如果承认多种生活

方式是平等的存在，那就不存在性行为的文化中心主义，但这种承

认似乎也意味着，不存在统一的性行为方式及其评价标准，模仿他

种性行为方式并非值得鼓励。如果真是这样，许多对性行为的约

束或放任，他人就无以置喙。但是，当我们考虑到绝大多数国家和

地区的进展情况时，性行为方式及其评价标准仍然具有一定的规

范，而这些规范对于维持人的进化和社会的有序是有益的，相当部

分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从全球范围考虑的规范问题。就一国或一

地区而言，这些规范更是广泛地存在着。规范的形态，表现为规则

和道德等方面的约束和鼓励。

也许，性行为的种族延续是弓箭的靶心外，其他与性行为相关

的形态呈现多元的姿态，其解释可能更多地要求助于文化。美国

社会学家约翰·Ｊ．麦休尼斯（ＪｏｈｎＪ．Ｍａｃｉｏｎｉｓ）肯定，性如同人类行

为的所有元素一样，无疑也是一个文化问题。比如接吻，多数美国

人喜欢在公共场所接吻，中国人只是在私人场所接吻，法国人公开

但经常是两下（一边脸颊一下）地接吻，比利时人三下，新西兰的毛

利人摩擦鼻子，多数尼日利亚人从不接吻。说到不同文化对端庄

的表达也多有差异，“如果一位正在浴盆洗澡的女士被惊扰了，你

认为她会遮盖身体的哪个部位？海伦·科尔顿（ＨｅｌｅｎＣｏｌｔｏｎ，

１９８３）的报告是：老挝的妇女会遮盖胸部，萨摩亚的妇女盖上肚脐，

苏门答腊岛的妇女盖住膝盖，欧洲的妇女用一只手遮住胸部，另一

只手遮住阴部。”非洲乍得一些地区的妇女，面部不能裸露，但裸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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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并不以为耻。［１］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末至５０年代初，性社会学创立其基本理论，

至６０年代性社会学从性学中独立出来。性社会学的基本理论认

为，性的发育过程不仅仅是生理成长的过程，同时也是个人认同和

归化于所处社会的性文化的过程；性行为是人际的和社会的，性行

为也是一种社会行为。性的下一步挑战是电脑创造出的“虚拟之

性”。［２］与生俱来和互动变化的性，以生物和社会的面目交替出

现。与生俱来的性，是一种生物的性；互动变化的性，是社会化的

性。现代人们所争议和研究的性，主要是社会化中的性。

性行为是多元的，在一种文化里，有一些性行为是被排斥或被

歧视的，这些性行为通常被认为是反常性行为；但在另一种文化

里，所谓的“反常性行为”并不贴上反常的标签。反常性行为的简

易理解，就是不在常见性行为范围之内的性行为，或者说不是大多

数人所实践的性行为模式。一些反常性行为为法律所禁止，一些

反常性行为为舆论所谴责，但奇异的是，一些舆论所谴责的反常性

行为被法律所认可。简言之，反常性行为跟文化相关，但不管怎么

说，一些反常性行为在大多数的文化里都受到约束。［３］性是存在

文化冲突的。性的文化冲突基本表现为东西方在性文化和性观念

方面的冲突，以及男权文化与女权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表现在彼

［１］

［２］

［３］

［美］约翰·Ｊ．麦休尼斯：《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１
版，第２２７页；刘达临编著：《世界性文化图考》（一），中国友谊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４３页。
潘绥铭、黄盈盈：《性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
３—１３页。
［美］珍妮特·Ｓ．海德、约翰·Ｄ．德拉马特在《人类的性存在》（第８版）（上
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中，引自１９９４年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
统计手册》的八种性反常行为为：恋物癖、异装癖、性受虐癖、性施虐癖、
窥阴癖、露阴癖、恋童癖和其他症状。



第一章　与生俱来和互动变化的性 ００７　　　　

此间的差异、误解和不信任，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相互间

的交流，许多冲突是可以彼此接受的。文化与性行为的关系是持续

而长久的，但在发生制度突变的年代，对性行为的看法及态度也存

在巨大差异，不过这完全可以从突变年代中的文化角度来理解。

女权主义者盖欧·如宾（ＧａｙｌｅＲｕｂｉｎ）在其１９８４年发表的女

权主义理论名篇《对性的思考：性政治的激进理论笔记》中认为，演

化到今天，性行为本身形成了等级制度：第一级———婚姻性行为，

生育，异性恋（最高，最好）；第二级———未婚的一男一女的性行为，

或是男女间的性行为；第三级———独自的性行为（自慰）；第四

级———长期的同性伴侣的性行为；第五级———短期的同性或男同

性的多人性行为；第六级———换性的人，爱穿异性服装假扮异性的

人，恋物癖，受虐或施虐的人，性工作者（男女妓）；第七级———恋童

癖。如宾还将性行为作了好与坏的分类：好的性行为———正常的，

自然的，健康的，神圣的，异性恋的，婚姻的，一夫一妻的，生育的，

在家的；中间地带（有争议）———未婚的异性间的，多伴侣异性间

的，手淫，长期的同性伴侣间；坏的性行为———非正常的，不自然

的，病态的，有罪的，出轨的，爱穿异性服装的，换性的人之间的，恋

物癖，随便的同性性关系，受虐和施虐，男同性恋为钱卖淫，不同代

的人的性行为。［１］如宾的性行为等级制度为性行为的解析提供

了一种独特的视角，排在前几级的等级制度以及“好的性行为”是

文明社会的主流性行为模式，但“主流性行为模式”并不意味着唯

我独尊。

就个体而言，我们看到，由于不同的人对性行为所持的兴趣内

［１］ ［美］贝尔·胡克斯：《激情的政治———人人都能读懂的女权主义》，金城
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２２—２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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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和兴趣程度不同，因而寻求性行为时所花费的精力以及参与性

行为的频率都有所不同，一些个体对自己的性偏好和性兴趣感到

自责和焦虑，于是尽可能少地参与性行为活动；一些个体对性行为

的兴趣相对较低，但迫于某些压力，也会参与到大量的性行为活动

中；一些个体受社会人际网络的影响，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参与性行

为活动。“因此，性行为活动的水平并不必然与性欲的水平相关

联。”［１］但无论怎样多元的性行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其所在文

化的影响和规制。

三、约束

美国生物学家罗宾·贝克（ＲｏｂｉｎＢａｋｅｒ）在《精子战争》一书

中，认为对性行为加以制约来自生物指令和社会规则。就生物指

令这块而言，一些行为或做法并非人类所独有：节育基本上是哺乳

类动物的特性，现在人类身体所拥有的各种自然节育机制继承了

前人类和早期人类的祖先；人类女性以“性”换取金钱的行为，在其

他动物当中也能观察到类似的现象；所有生活在大型群体里的鸟类

或哺乳动物，都有其雌性与雄性应该遵守的群体规范，以及群体独

有的道德标准。相同的生物指令会驱使某些个体比如鸟类、猴子和

人类，将其长期伴侣视为终身伴侣并对其保持忠贞。所以，“即便没

有来自文化的压力或是禁忌，外遇行为也不至于泛滥到不可收拾的

程度。”［２］至于社会规则，我们看一下美国芝加哥大学学者的观点：

［１］

［２］
［美］格雷·Ｆ．凯利：《性心理学》，第４１７页。
［美］罗宾·贝克：《精子战争》，广东旅游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３—１７页。
生物指令与社会规则相互之间如何发生作用，罗宾·贝克并未展开过多
的讨论，但他所做的研究以及研究所得的结论，提供了对于一些长期而
又普遍存在的性问题的观察与认识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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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谁发生性关系、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发生什么样的性

行为、怎样去认识周围世界里的性活动，这些都无疑取决于我们是

什么样的社会分子，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１］

两性在繁殖后代上的不同功能以及为此而进化出的生理特征

所导致的性差异，使得两性在外表、欲望、择偶、性爱等方面进化出

有差异的表现方式。如果雌雄两性的抚养职责发生了革命性的变

化，会是什么情形？美国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保罗·布卢姆（Ｐａｕｌ

Ｂｌｏｏｍ）告诉我们：如果雄性负责抚养后代，雌性只是提供卵子而

不需要承担责任，那么雄性就会在择偶时更挑剔，雄性会变得更高

大凶猛，外表更艳丽。［２］而有差异的这些表现方式意味着对自己

和对方的保护及选择，这种保护和选择就是性的约束。从渊源上

说，性的约束既是生物进化的要求，也是生物进化的结果，但如果

仅仅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人的性约束，显然是不全面

的并且也毫无意义。社会生物学直截了当地认为，社会倾向于容

忍男性性关系的混乱而对女性则持严厉的态度，源于精子易得而

卵子难求。［３］

本书讨论的性约束，是指对性行为的社会约束，或者也可以认

为是对互动男女身体的社会约束。人是社会的动物，所以人的性

带有了深刻的社会性，人与人的性的内核在于社会性。福柯认为，

从性压抑的角度来看，“性的动机———性自由的动机，还有人们获

得性知识和有权谈论性的动机———其正当性是与政治动机的正当

［１］

［２］

［３］

［美］罗伯特·迈科尔、约翰·盖格农等：《美国人的性生活》，陕西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６６—６７页。
［美］保罗·布卢姆：《快感，为什么它让我们欲罢不休》，北方联合出版传
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卷出版公司２０１１年版，第５８页。
参见彭晓辉：《性科学概论》，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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