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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食、色，性也”。性，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涉及每一位公民的整个一生，无论男
女老少，无论职位高低，无论人们的文化、职业、地域有何种差异，无一例外。提倡性文明，
促进性健康，既关系到建设和谐婚姻、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又关系到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当前，有许多性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去破解、去引导。因此，
性科学研究应当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

本书收入了河北省性学界论文 69 篇，反映了河北省性学界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另外，收
入了 4篇特邀稿和 6 篇选编稿，共计 79 篇论文。内容涉及性医学、中医性学、性病及艾滋病
防治、古代性文化、性教育、性法学、性科学与计划生育、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等。本书的出
版，为性社会学和性医学工作者，为计划生育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一种新的参考书。

在 4 篇特邀稿中，我国著名性社会学家、上海大学刘达临教授一文，反映了他严谨、忘
我、创新的研究历程，他出版著作 130多部，开办性文化博物馆，把研究、办展和宣传讲学
结合了起来。我国著名性学家、原甘肃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史成礼教授，从事性学研究
50多年，著书 50多部，现已 87岁高龄，仍潜心性学研究和从事性病医疗。该文批判了女性
“性役文化”，提倡建设性文明。山西职工医学院原院长、性学家朱坚教授一文，总结了开展
性健康教育的成功经验，包括原则、内容和方法。中国性学会学术部部长潘晓明博士一文，
以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视觉，分析了 21世纪家庭结构及性行为模式的现状，并做了展望。

本书性医学、中医性学、性病及艾滋病类论文 37 篇。对性功能障碍、前列腺疾病、不孕
不育症等，进行了综述性研究、理论研究和临床研究，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有创新，展现了
这一领域的最新成果。对性病做了临床观察治疗，进行了检测分析；对吸毒人群、同性恋人
群的艾滋病知识和艾滋病毒感染状况做了调查。
性社会科学包括古代性文化、性教育、性法学类论文 24 篇。分析了古代性文化、古代婚

俗等；总结了青春期教育的经验，论述了网络与青少年性教育，青年官兵和大学生性心理健
康教育，对大学生的婚姻观、家庭观、生育观进行了调查研究；剖析了嫖娼行为、未成年人
性犯罪、女性性犯罪、儿童性侵害者的心理特征及对其干预和防治。

在性科学与计划性育和生殖健康方面收入论文 14 篇。深刻分析了性科学与计划生育的内
在联系，阐明了人口科学和性科学同为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理论基础，总结了开展生殖健康服务
的经验。

该书由杜洪波同志和刘春英同志统稿后交由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审定出版。对为本书出
版做出努力的各位作者和同志表示感谢。书中如有疏漏和不当之处，请读者给予指正。

联系电话：0311-87755255、15511389829.

编 者
2011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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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达 临

我研究社会学、 性科学已有 30 年了， 算是做了一些工作， 有了不少体会和教训。 廉颇
老矣， 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工作多久， 把这些体会和大家谈谈也许对人文科学的发展有些
帮助。 当然， 这些体会不一定都对， 有的体会可能有些特殊性， 不一定有普遍意义， 那就
要请大家鉴别了。

一、研究动机要摆得正

关于研究动机， 就是为什么要研究它， 我想有 3 个方面要摆正位置， 一是责任， 二是
兴趣， 三是名利。

过去， 有多次记者问我：“你为什么对性科学、 性文化、 性文物那么感兴趣？” 我说， 最
初推动我研究性科学、 性文化的不是个人兴趣， 而是一种社会责任。 20 世纪 80 年代初， 我
在上海大学文学院研究社会学， 重点研究婚姻家庭问题， 那是组织分配给我的专业， 谈不
到什么个人兴趣。 以后， 在工作过程中， 我发现社会上、 家庭里新冒尖的性问题太多， 可
是， 很少有人敢去研究它。 我就想， 你们不敢研究， 我来， 因为这是社会需要， 颇有一些
佛经上所说的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的气概。 当时谈不上什么兴趣， 也没有什么私心，
的确没有从中获得什么名啊利啊的念头。 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个人想法， 那就是搞研究要
求新， 不要吃别人已经嚼过的馍。 当时我已年过半百， 如果再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 就
太晚了。

从那时起的二十几年以后， 有人说我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挺身而出研究性问题是 “新
的历史时期用胸膛堵枪眼的黄继光式的战士”， 对此称颂， 我是不敢当的。 就算有那么一点
相似， 那显然不是出自兴趣， 而是出自责任。 黄继光用胸膛去堵枪眼， 是因为对这种做法
有兴趣吗？ 当然不是， 那是一个战士的责任。

我想， 许多性学同行对此都会有同感的。 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 是想说明， 带着浓
厚的兴趣去干一件事， 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 但是兴趣并不是第一位的， 第一位的应该是
社会责任。 搞性学研究是有风险的， 如果主要凭兴趣干事， 就可能不够坚定， 经不起风浪；
或者有时说话、 做事会弄得很邪乎， 兴之所至， 太过分， 背离了社会责任， 这方面的人和
事我就不多举了。

当然， 要干好一件事也不可能没有兴趣， 不然， 干性学事业就没有快乐， 只有苦难啦。
我体会到， 对一项事业的兴趣绝不是无缘无故地产生的， 它来自对这项事业不断深入的理
解， 也来自社会评价。 哎呀， 性文化有那么丰富的内涵， 我们的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有这
么先进的观点啦。 去挖掘它， 多有意思！ 还有一个社会评价问题， 如果我们干一件事， 社
会上许多民众都热烈地支持拥护， 那当然越干越来劲了。

至于名利问题， 这也是一种工作动机、 工作动力。 不能自命清高， 说我不求名， 不求
利， 对名利没兴趣， 这是假的， 至少一般人做不到， 名利也是社会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

我是怎样撰写性文化著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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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反馈与回报， 是一种价值肯定， 有人崇拜你 （崇拜你所从事的事业）， 追随你， 总不是

坏事吧？ 钞票多一些， 能改善一些生活条件与工作条件， 能在事业的发展上多一些物质资

本的投入， 不都是好事吗？ 但是， 名啊利啊虽有推动作用， 如果把争名逐利作为工作的主

要动机， 那就歪了。 譬如搞建筑， 当然要赚钱， 可是为了赚钱就搞 “豆腐渣” 工程， 这就

太恶劣了。 干一件事总得有社会责任啊！ 再如现在办性文化展览很时髦， 干这种事不能不

赚钱， 否则， 怎么维持、 怎么发展啊？ 可是， 现在有些人办性文化展， 以赚钱为首要目的，

那就会办得文化含量很低， 搞得很庸俗， 我说它是光有 “性”， 没文化了。

我现在年纪大了， 回首往事， 什么名啊利啊， 都如过眼云烟， 实在空得很。 记得我年

轻的时候读过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句话：“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 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不

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人生在世， 总要干一些事情， 留下一些东西给社会， 给子孙后代， 这

一辈子不能白活， 这就是我的心中那个动力吧！

二、工作要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

做学问有了前面所述的那些动力， 就要以全身心投入， 全力以赴， 如痴如醉， 忘我。

有人说鲁迅是个天才。 鲁迅说：“我哪是什么天才？ 我只是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到工作

上去罢了。” 数学大师陈景润常常一面走路一面思考问题， 有一次他撞上了一棵大树， 他竟

说：“你撞我干什么？” 牛顿当然是个天才， 但是， 他家养了两只猫， 为了使猫能从这个房间

走到另一个房间， 他竟在门上挖了两个洞， 大洞给大猫走， 小洞给小猫走。 其实， 只挖一

个大洞就够了。 陈景润和牛顿有智力障碍吗？ 当然不是， 只是他们把全部智力都用到事业

上去了， 所以在个人生活的某些方面就显得有些 “傻” 了。

还有一个大科学家， 我忘记他的名字了， 可能是富兰克林， 工作起来， 常常一连几天

几夜把自己关在一间房间里， 谁也不见， 家人只是按时在他的门口放些食物和水。 我虽然

完全不能和这些大师相比， 可是对这种因工作而忘我的境界还是能体会到的。 当我搞研究

或写作时， 工作似乎占领了我整个大脑空间， “行也思君， 坐也思君”， 早晨一起床就想马

上坐到书桌边上去， 连脸都不想洗， 胡子都不想刮。 当我写作的时候， 我最怕有人叫我，

打断我的思路， 写啊写啊， 叫我吃饭了， 饭总不能不吃吧， 可是从书桌旁边一站起来， 才

发觉早该上洗手间了。 我写东西的时候不太怕周边环境吵闹， 常常什么也听不见。 我最喜

欢的生活方式就是提笔写作， 窗明几净， 旁边有一盆花， 一点若有若无的音乐， 一杯茶或

是一杯咖啡； 因为我不抽烟， 所以有一点零食更好。 我最怕出现什么行政事务、 经济问题

来打扰我， 可是经营这个中华性文化博物馆烦心的事不断， 除了学术研究， 要搞公关， 搞

经济， 又不能不管， 所以感到很苦， 幸亏有胡宏霞博士代我挑走了不少担子。 李贽说过：

“寸阴足惜， 曷敢从容”。 我出差， 乘长途汽车， 乘火车和飞机， 住医院， 在宾馆里， 从来

不会感到没事做。 要么带一点书看， 要么带了稿纸在写， 即使不去看书和写字， 大脑机器

也在不停地转动， 一有什么思想火花马上记下来， 不要让它溜走。 我这几年心脏和腿都不

太好， 怕走路， 可是如果一面走路一面在吟诗作文， 几里路不知不觉就走下来了。 每个人

的时间一天只有 24 小时， 可是如果时间利用率高， 生命就会是别人的几倍， 如果我一天不

做什么学问， 我就会发慌。 我现在年近八十了， 依然如此， 不过工作节奏没有过去那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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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但是脚步是不停的， 过去一天写一万字， 现在平均一天三四千字吧。 “不怕慢， 就怕

站”。 我曾经从军 20 年， 作为军人，“何惧马革裹尸还”； 现在作为学者，“此身只合讲坛死”，

我很羡慕华罗庚， 他倒在讲坛上， 而不是死在病床上。

当然， 人和人的人生观、 生活方式、 个人乐趣各有不同， 不能一概而论。 可是我总认

为如果没有一点 “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 的精神， 做学问是做不好的。 我很

不喜欢那种沉湎于打麻将的中青年男子， 还有一天要花几个小时去化妆的女人， 当然生活

方式各有自由， 可是至少他们不是做学问的人， 也可能不是胸有大志的人。 古人说：“诗痴

者诗必工， 文痴者文必良”。 其实，“痴” 于一件事也未必一定能把这件事做得好， 因为做好

一件事还有其他许多条件， 可是如果不 “痴” 于此就必然做不好这件事， 却是一个颠扑不

破的真理。

三、研究内容要不断发展、更新

学者的研究各有专攻， 也各有分工， 可是不能老是停留在一个点上， 要不断地发展变

化。 盯住一点、 锲而不舍、 深入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不能东一榔头、 西一棒子。 但如果是

这样， 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感到发展不下去了， 甚至再前进一步都很难了。 举一个不一

定恰当的譬喻， 比如练短跑， 从跑百米 12 秒练到 11 秒不一定很难， 可是从 11 秒到 10 秒 5
就不那么容易了， 到 10 秒 5 以后， 可能每提高 0.1 秒甚至 0.01 秒都很困难了。 搞学问也是

这样， 当学术研究到再研究就深入不下去的时候， 最好有个转变， 转而去研究一个相关学

科， 则又会找到一个发展原来学科的新路子， 会有了新的发展， 这正是 “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也就是文化的 “嫁接”， 学术研究工作的 “嫁接”。

回顾我 20 多年的性学研究， 有这几个大的发展与转变：

（1） 20 世纪 80 年代， 从研究社会学、 婚姻家庭发展到研究性科学， 从前期、 中期零零

星星地研究一些性问题， 发展到 1989、 1990 年组织系统的全国两万例性调查。

（2） 通过调查， 发现现代中国人的性观念、 性习俗、 性行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很大，

如果不了解中国的昨天， 就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的今天和明天， 于是又将研究的重点转向

中国古代性文化。

（3）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与 21 世纪初， 又重点研究了外国性文化。

（4） 中国、 外国性文化都研究了， 就进行对比研究， 从而更好地了解中华性文化的特点。

（5） 中华性文化的特点又是和中华文化的特点分不开的， 所以又研究了道家文化， 现

在在研究儒家文化和性文化的关系。 在对中外文化作了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再回过头来研究

中华性文化， 似乎体会更深入了。

从以上过程看来这方面的研究正是一浪逐一浪地发展前进的。 我并没有事先计划好这

么做， 但是事情的发展从上一步必然要进入到下一步。 “流水不腐， 户枢不蠹”， 这是一个

事物发展的规律， 有生命的学术研究决不能停滞不前。

我办博物馆也是这样， 从办展览发展到办固定的博物馆， 从办主馆发展到办分馆， 从

办中华性文化博物馆发展到办世界性文化博物馆， 还想办一个专门配合青少年性健康教育

的馆， 也可以办几个性文化的专题馆 （如青楼文化馆）。 人不发展就完了， 事业不发展就死了。

性科学和生殖健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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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搞学术研究， 要写书， 书是学术研究的成果。 书出版了， 里面写的都是真理吗？

20 年前对许多复杂的性问题的认识就已经十分正确、 一步到位了吗？ 我们说学术研究要不

断发展， 不仅是研究内容要有发展， 而且是思想观点要有进步， 要不断地修正它、 完善它，

“觉今是而昨非”， 这正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 前几年， 有一位台湾学者写信给我， 他说：

“我买了你的许多书， 研究你的思想观点， 发现你有些思想观点在书上提法不一样， 例如在

你 20 世纪 80 年代出版的书中， 把同性恋列为 ‘性变态’；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前期出版的
书中把它列为 ‘异常性行为’； 在近 10 年出版的书中你把它称为 ‘不同的性取向’ 了， 为

什么会有这些差异呢？” 我回复了他的信， 首先感谢他对我的关注， 然后告诉他， 学者在学

术研究过程中也在自我改造， 观点的修正、 变化是不可避免的， 学术研究哪能 “毕其功于

一役” 呢？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 就是儒家文化与性文化的关系问题。 在我 20 多年的著作中， 从来

就是认为儒家文化、 孔孟之道提倡性禁锢， 是性文化的对立面， 什么 “娶妻必告父母”、

“男女授受不亲”、 “从一而终”、 “存天理， 灭人欲” 等等。 可是这里有个大矛盾没有能解

决， 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流， 在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 两千多年来久盛不衰， 而且

具有世界性的影响， 直到今天， 在外国还建立了多少多少个孔子学院。 这几年在中国研究

《论语》、 《孟子》 这一类的书发行以百万计。 但是， 性是一种人性， 而人性是不可压制、

不可消灭的， 如果儒家文化泯灭人性， 又怎么能久盛不衰呢？ 这个问题就迫使我们必须重

新思考、 研究。 结果发现， 我们过去忽略了儒家文化在性方面的合理的内核， 也没有看到

在封建社会中后期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儒家文化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形了的孔孟之道。 从

本质上看， 儒家文化与性文化有不少相辅相成的地方， 是相互影响、 相互联系的。 如果离

开中华文化的主流来谈中华性文化， 中华性文化就会变成孤立的现象， 是无根之木、 无源

之水了。 我出版过许多研究性文化的书， 如果还有机会再写、 再出， 关于儒家文化的内容

又要修正、 补充了。

四、要善于使用笔杆子

20 多年来， 我出版过社会学、 心理学、 婚姻家庭、 性科学、 性教育、 性文化类的书

130 多本， 深深感到把学术研究成果用书的形式发表出来， 固定下来， 意义重大。 研究成果

再好， 如果发表不出去， 就没有很大的社会价值， 就太亏了。

有的人对我出版了 130 多本书有怀疑： 有那么多书好写吗？ 一个人怎么能写那么多本

书？ 我想把我的做法谈一谈， 朋友们也许会理解一些。

有那么多书好写？ 是的， 书是写不完的， 能写多少， 要看我们学术研究的思路宽不宽。

例如研究性文化这一大类 （还有其他许多大类呢）， 开始时我是写总论性质的， 如 《中国当

代性文化》、《中国古代性文化》、《20 世纪中国性文化》， 这些总论性质的书可以以编年史也可

以以一个个专题的方式写， 还可以以一个个小故事的方式写， 如模仿 《一千零一夜》 的

《性文化七十七夜谈》 就颇受社会欢迎。 有些专题的内容很丰富， 可以拎出来专门写一本

书， 如从旅游角度写的 《神州性文化之旅》， 从语言文字角度写的 《语言文字中的性文化》，

结合孔孟之道写 《儒家文化与性文化》， 还可以写一本书 《道家文化与性文化》，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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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中华性文化的同时， 或一个时期以后， 还可以写外国性文化， 例如我写过 《世界

古代性文化》、 《世界当代性文化》， 还可以出许多中华性文化和外国性文化作对比研究的

书， 如中国与日本、 中国与印度、 中国与希腊、 中国与罗马、 中国与埃及等， 这套丛书现

在也出齐了。 还有不少专题， 全世界从来没有出版过， 如 《世界性博物馆巡礼》、 《世界性

爱邮票集锦》 等， 这方面的天地实在是宽广得很呢！
对于书的题材和路子， 可以打个比方： “一鸭三吃” 或 “一鸭十吃”。 我们去全聚德吃

烤鸭， 它一鸭三吃， 包括鸭皮、 炒鸭丝、 烧鸭汤。 如果发挥创造性， “一鸭十吃”、 “一鸭
百吃” 可以不可以呢？ 如果把性文化譬喻成鸭子， 我看 “一鸭百吃” 也是能做到的。

写书的角度、 路子只是原则性的， 而落到具体执笔， 资料是决定性的， 这么多资料从
哪里来？ 要 “厚积”， 才能 “薄发”，“书到用时方恨少”。 我到过国内外的许多地方， 每去一
地， 有三件事是非做不可的， 一是参观博物馆， 二是有什么性文物好买， 三是有什么关于
性文化的图片资料和文字资料可以搜集。 我喜欢买书， 不喜欢去图书馆看书、 借书， 因为
我看书时总要用笔画杠， 做做记号， 甚至做个资料索引， 等我以后写书时可便于查找。 我
看书报， 对有用的资料总要剪下来， 分门别类， 储存备用。 我最喜欢像中药店卖中药的有
许多抽屉的小格子， 用它来分放资料最合适了。

资料充足， 就好像打起仗来兵精粮足， 游刃有余。 新资料不断地出现， 写书也可以不
断地求新， 而且往往还会从一些相关的资料中涌想出研究的新题目来。 但是， 写书不能光
靠资料， 要利用资料， 高于资料， 否则， 如果囿于现有资料而写书， 那叫 “编”， 不叫
“著”。 那么怎么可以不囿限于现有资料而写书呢？ 我认为要归纳它， 提炼它， 通过联想，
由此及彼， 举一反三。 看书时会有许多联想， 就赶快记下来； 写书时一面写一面也会产生
许多联想， 要赶快记几个字， 把它抓住， 许多联想是稍纵即逝的， 千万不能让它跑了。 资
料是已有的、 人家的， 而联想是自己的。 光是用人家的东西不算新， 有自己的联想才算新。
发现了矛盾， 钻进去求得解决， 才算新， 才算是有发展。

我爱写作， 写作对我是一种锤炼。 我现在很少没有目的地去看书， 如果看多了也忘了，
没用。 把资料编进目录， 储存起来了， 就成为我的 “预备队” 和本钱了； 写书的时候用上
去， 这些资料才变成了真正的 “战斗队”。 一些资料、 一些想法写了一遍、 两遍、 三遍， 我
才能把它们真正地记住， 不是留在抽屉里了， 而是留在大脑里， 讲课、 作报告时随便引用，
信手拈来， 皆成文章。 所以我体会到， 我这二三十年来真正有效的学习， 似乎主要不是在
看书， 而主要是在写作。 看书时常常一掠而过， 一马溜烟， 而写作时可溜不过去， 硬是要
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来的， 非想清楚不可， 如果大脑混混沌沌， 似是而非， 怎么写啊？ 所
以逼得自己要弄清楚。

我还有个体会： 我写书常常不是把提纲、 资料准备得十全十美了再落笔， 当然仓促动
笔也不行， 往往准备了七成就可以动笔了。 有句俗话说： “打铁没有样， 边打边成样”， 写
作也是如此， 写作时常常会自然涌现出许多新的东西来， 会自然地理顺了， 当然准备得充
分些更好。 常常出现这样的怪事： 我写了一篇文章或是一本书， 以后有一段时间不看了，
一旦再看到， 常会涌起一股新奇的感觉：“这是我写的吗？ 我怎么写得出来呢？”

我写作速度快， 平均 1 小时能写一千多字， 这也好也不好， 不好的地方就是因此我不
愿用电脑、 学电脑了， 加上过多地依赖精于电脑的胡宏霞博士， 所以直到现在还是个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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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 不少人问我：“怎么可以写得快？” 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体会： 一开始不要过于咬文嚼
字， 话怎么说就怎么写。 20 世纪 50 年代初部队搞扫盲运动， 我们要教一些老兵写文章， 总
是教他们不要把写文章看得很神秘， 你怎么说话就怎么写， 如果写不下去了， 打咯噔了，
就跳过去， 再写下面的， 这叫 “跳障碍”； 到一篇文章写完了， 再回过头来慢慢地补这些写

不下去的地方， 这叫 “补窟窿”。 以上是一个规律， 如果一上来就咬文嚼字， 字斟句酌， 必

然写不下去， 至少写不流畅， 写不快。 我写诗也是这样， 情之所至， 先写下来， 以后再慢

慢斟酌， 咀嚼， 修改， 好诗必须千遍改。

我想这个道理对其他知识分子也是适用的， 我常看到有的学者一写文章就咬文嚼字，

写一些半文不白的东西， 写写停停， 这不是好习惯。 我提倡写文章口语化、 通俗化， 如行

云流水， 一气呵成， 这样写起来不吃力， 人家读起来也不吃力， 我很反对写学术文章就要

板着一副学术面孔， 那似乎有点故弄玄虚吓唬人。

当然， 有些道理说说容易， 做起来并不容易， 关键是要多写、 多实践， 老是在进行条

理清晰的锻炼、 用词造句的锻炼， 多用则熟， 熟能生巧。 文才提高了， 对口才也有好处，

文章写好了， 思路清晰， 用词准确， 那么说起话来一般也不会是乱七八糟的了。

还要补充一点是写作要有激情， 要有一种 “骨鲠在喉， 一吐为快” 的创作冲动， 这样

拿起笔来许多话才能喷涌而出， 如果写不出的时候就不要勉强写， “挤牙膏” 是挤不出好

东西来的。

五、基础要厚，站得才稳

回首我的一生， 写作能力强帮了大忙， 无论是在部队当参谋， 还是在工厂宣传科， 还

是到大学搞研究， 都大大地得益于此。 过去有人总认为写作是个 “技术” 问题， “他就是

会耍笔杆子”， 甚至还有些贬义， 其实我认为这首先不是 “技术”， 而是 “基础”。

孩子生下来时都差不多， 人的能力的强弱， 主要不是来自天赋 （天赋当然也起作用），

而是来自后天的培养， 长辈对他的培养、 鼓励和期望。 有时父母的一句两句话就可能决定

孩子的一生， 像现在的父母对孩子往往硬逼， 对孩子期望过高， 恨铁不成钢， 有时反而适

得其反。 我不是天生就喜欢写作的， 记得我 9 岁那年， 偶然地翻译了一首不算太复杂的英

文诗， 后来居然能公开发表了， 还收到一点稿费， 这件事纯属偶然， 如果没有人注意也就

过去了， 可是父亲十分看重这件事， 他说：“好孩子， 你今后如果再发表一篇文章， 再得一

次稿费， 我给你 3 倍的奖励！” 这种态度、 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 祖父有许多藏书，

我从四五岁识字开始有时就翻翻， 似懂非懂地看看。 祖父注意到了， 在我看书的时候常常

对我笑眯眯， 十分赞赏， 还在我的一张放大了的照片上题词， 上面有 “达孙天资聪颖， 尤

嗜读不倦” 这样的话， 其实我那时看书还是无意识的， 祖父的一句鼓励话实际上是把我往

爱读书的道路上推。 我在少年时代、 青年时代读了许多书， 所以知识面广， 这些方方面面

的知识对我一生起了重要作用， 而这绝不是逼出来的。 父亲和祖父为人厚道， 从来不逼孩

子。 我看到现在不少父母老是训斥、 逼迫孩子， 不懂得鼓励和诱导， 就想起祖父和父亲来，

当初如果他们逼我看书、 写作， 结果也可能适得其反。

现在还有许多家长逼孩子在学校读书要成绩好， 学习成绩好的标志是分数高， 在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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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列前茅。 回想我过去无论是读中学还是读大学， 从总的来说， 都不是一个分数很高、 名

列前茅的好学生， 虽然在第一流的学校读书， 但是学习成绩总是中等偏上。 我不用功， 贪

玩， 但是作文特别好， 而这个特点对我的一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招鲜， 吃遍天”

哪！ 对一个青年人来说， 学习基础当然要好， 知识面要广， 但是要有特长， 万金油即使再

好也解决不了大问题。 所以人总要有很多自由驰骋、 自由发展的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逐渐

形成自己的特长。 现代的父母逼孩子从早到晚不停地做功课， 填鸭， 拼命往里塞， 即使得

高分， 也会变成书呆子， 变傻啦！

回首过去， 我深感现在这个社会在对下一代的教育上太实用主义， 只顾眼前， 不顾根

本， 很危险， 说不定会害几代人。 “孩子啊， 你要学好英文， 不然不能出国”， “孩子啊，

你要学好电脑， 不然找不到好工作”， 结果呢？ 孩子的英语啊， 电脑啊， 学习成绩啊， 可能

都不坏， 可是不少大学生甚至博士生对中国字却写得歪歪扭扭， 甚至还不如 50 年前的小学
生； 不知道秦始皇、 汉武帝， 而对赵本山、 小沈阳却熟悉得很； 大学生连一封最简单的公

函都不会写； 中学生连三加二等于几都要按计算机； 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 使孩子不懂自

控； 这样发展会让我们这个民族向何处去呢？

我十分提倡人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知识基础， 如果基础不牢， 那么一幢楼怎么盖也盖

不高。 在全面的、 广袤的知识中， 不论是谁， 打好人文学科的基础尤其重要。 我是搞人文

学科的， 这么说是不是对人文学科太偏爱、 捧得太高了？ 不是， 我国有许多最有成就的科

学家如钱学森、 钱三强等等都一再强调， 无论是哪一行哪一业， 人文学科的基础都是十分

重要的， 因为它涉及人的素养、 眼界、 思路、 品味、 理想、 道德、 情操等等， 这些方面的

培养和提高要有个长期的过程， 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了， 而这些方面往往决定了一个人一

生的命运： 成功还是失败， 生存还是死亡。 我常常想， 一个人如果知识面狭窄， 思路不广，

思维混乱， 连一些简单的道理都表达不清楚， 做文学家固然不可能， 去做医生、 工程师又

能做得好吗？ 现在有许多学校不重视对孩子历史啊、 文化啊这些方面的培养， 在不断地制

造技术好、 素养差的下一代， 这实在是一个太大的偏向。

这里还要谈谈性文化和性教育。 我国从 1988 年国家教委和国家计生委正式颁发文件在
全国各个中学推广青春期性健康教育到现在， 已经 20 多年了， 这 20 多年效果如何？ 我看

不理想。 不久以前， 我国一位著名的妇女工作、 教育工作者陈一筠公开地说： “从严格意

义上讲， 我国现在还没有真正的性教育”。 此言一出， 舆论为之大哗， 而我是赞成她的这个

评价的。 目前我国对青少年性教育的最大问题是， 只把它看成是一项知识教育， 而很少把

它看成是一项人格教育， 这当然和思想阻力、 社会的文化发展不高大有关系。 其实， 性问

题人人都有。 按照费孝通的说法， 性是最激动人心的、 是可以使人不顾一切的一种力量。

它和人的理想、 观念、 道德、 情操等等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 关系实在太大了。 现在在我

们这个实用主义盛行的社会中， 不重视对下一代的文化素养教育， 在性教育方面也表现得

十分明显。 我看报纸看到这样的新闻， 例如 15 岁的少年嫖娼杀人， 两个男女中学生跳楼自

杀殉情等等， 常常十分感慨地想， 这些孩子即使学习成绩再怎么样名列前茅， 又有什么用呢？

性科学和生殖健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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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者要有“商人”头脑

没有经济头脑， 是我最大的缺点， 是我教训最多、 付学费最多的地方， 不断地痛定思

痛， 又不断地犯错误， 真是有许多切肤之痛要提醒同行警惕啊！

我们生活在这个商品经济的社会， 学术研究不能不受商品经济的影响。 对学者来说，

总是比较清高， 总是重视文化而不重视经济， 总是受了一些 “君子不言利” 的影响， 有些

耻于谈钱。 可是， 又怎么能躲得开钱的问题呢？ 搞学术研究， 总要经费吧？ 怎么收入、 又

怎么支出呢？ 这里的名堂实在太多了。 我们要和许多商人打交道， 他们奉行的是 “在商言

商”， “商场无父子”， “有奶就是娘”， “无利不早起， 有利盼鸡鸣”。 在这种环境里， 学
者稍不小心， 就要吃大亏。 我们常常以好心忖度人， 可是对有些人来说， 我们即使以十颗
坏心也想象不出他们会干出的坏事来。

我们办博物馆、 办展览， 要面临许多经济问题。 和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 稍一不小心，
就掉进别人设置的陷阱中去了。 我有两次， 几百件展品、 文物被人骗走了， 用尽了 “白道”
和 “黑道” 的手段才把它追了回来。 所谓 “白道”， 就是公安局， 所谓 “黑道”， 就是找朋
友， 耍手段， 以毒攻毒。

这些情况也许都有特殊性， 一般学者不一定会遇得到。 那么对多数学者来说， 总要写
书、 出书吧， 签出版合同、 定稿酬的支付方法、 选出版社都大有讲究。 有的出版合同中也
有陷阱， 我就上过当， 出版合同变成了卖身契， 以后追悔莫及， 打官司也难打。 不过在多
数情况下， 人家并没有欺骗， 是自己无知， 无知也要吃大亏。 例如 1993 年我在宁夏人民出
版社出了一本 《中国古代性文化》， 出版社很看好这本书， 问我要稿费还是要版税， 随我，
我一算， 稿费有 3 万多元， 在当时是很不少的钱了， 而版税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要了
稿费。 后来这本书卖了 10 多万本， 如果要版税可以拿四五十万元， 可是我只得了我应该
得、 可以得的十五分之一， 这怪谁呢？ 以后我就懂得要版税了， 可是要版税也大有讲究，
因为出版社和出版社不一样， 有的出版社发行工作做得好， 有的则做得不好， 这差别太大
了。 现在一本书卖十几万本的很少， 我的书第一次一般印刷发行 1 万本左右， 如果每本售
价 40 元， 版税率 10%， 则一共可得 4 万元。 可是有的出版社可以卖 3 万本， 那么可得版税
不是 4 万而是 12 万了， 一念之差就损失 8 万元， 这是个不小的事了。 如果这本书有可能几
个出版社都要， 那么为什么不选择一下呢？ 我们许多学者往往不选择， 哪个出版社愿意出
自己的书了， 就引为知己， 甚至感激涕零， 什么经济问题都不算了， 其实， 报酬也是一个
人和他的劳动成果价值的体现， 为什么不算一算呢？

还有， 学者有时还会被社会某单位邀请讲课， 或是去电台、 电视台做节目， 这里又有
个报酬的问题了。 这种事我遇到过很多， 别的学者可能也不少。 20 多年来， 国内外有不少
单位请我去讲课， 总是优礼有加， 可是少数单位有点欺负人了， 如 2007 年上海有个保健集
团请我去讲课， 最后连讲课费、 礼品什么也没有， 这实在是对人的劳动太不尊重了。 2002
年湖南省电视台请我和胡宏霞去做节目， 从上海赶到长沙， 风尘仆仆， 工作了几天， 到临
走时， 什么也没有， 只是电视台一个女工作人员送我们去机场时说了一句：“刘教授， 你来
了好几天， 我们的同事都说你像玉树临风。” 我想， 就算 “玉树” 也是需要浇水的吧！ 还可
以补充一点， 为了做这个节目， 湖南电视台从北京请来一个有名的节目主持人， 这个人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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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以为是， 牛逼哄哄， 信口开河， 素养很差， 完全不懂性文化， 最后听说电视台还付了他
几万元。 这种对比、 反差实在太大了。 这种事不仅发生在我的身上， 也发生在许多中国学
者的身上， 因为这些人好面子， 因为这种人不懂经济， 于是有些人就可以欺负他们， 无偿
地占有他们的劳动， 低价地收购他们的学术成果。

怎么办？ 学者自身不便于赤膊上阵去问： “你邀我讲一堂课付多少钱？” 但是这个问题
可以让助手、 学生、 同行、 经纪人去问， 甚至可以订一个协议。 这种做法在文艺圈、 影视
圈已经很普及了， 但是在学术圈还不普及， 不过今后一定也会普及的。 不久前， 听说李银
河订了一个规矩， 新闻单位找她采访， 不超过时间不收费， 如果超过了， 加一个小时要付

500 元。 有人对这种做法颇有微词， 我倒觉得她还是敢做敢当的。
在中国的商品大潮中， 涌现出许多成功的企业家， 不少企业家的文化水平并不高， 但

是他们有眼光， 善用关系， 敢干， 有决心去干， 没有什么温情， 不讲什么面子， 心不软，
自我防护力强， 这都是他们成功的一些主要原因， 也是我们文人要向他们学习的地方。 我
们的社会已是商品经济社会， 文化必须和经济结合起来， 不然， 就文化讲文化是没有出路
的， 我在这方面已经付了许多学费了。 我想， 在不久的将来， 中国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懂文
化的商人， 也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懂商业、 有经济头脑的学者， 这都是将会产生的一个历史
进步。

作者： 刘达临，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 中华性文化博物馆馆长，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
性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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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压抑与性役文化

人类文明的历史首先是女性的历史， 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 女性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和权力。 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妇女的地位被掌握经济命脉的男人取代了。 在男权社会
中， 女性从神圣的主导地位降到了被奴役的社会阶层。 妇女在政治、 经济、 文化等领域都
受到了歧视。 男人剥夺了女性昔日创造世界主体的功绩， 女性心理压抑， 创造力受到制约。
男人还从生理上否定了女性的性权利， 把女性当做繁衍人类的活机器， 当做满足男性泄欲
的工具。 因而女性的创造精神受到压制， 她们失去了往日的自尊、 价值和心理支撑， 于是， 性
压抑便产生了。

一、性压抑的来龙去脉

从创造文字之初， “妇” 字是将 “女” 与 “帚” 组合而成的， “女” 字草写就像女人
跪在地上的状态， 古 “妇 ” 与 “扫” 字形似。 “妇” 字寓意则是一个女子拿着扫帚劳动。
“妇” 音同为 “服” 即 “服从”。 （说文） 解释为 “妇， 服也”。 （白虎通） 更深刻地解释
“妇者， 服也， 以礼服从”。 这充分表明了在封建社会中女性的职能和地位。 在奴隶社会，
奴隶主有权广纳姬妾， 所有的女性都是他的性对象， 处女是奴隶主的泄欲工具， 因而有
“占有权”、 “开苞权” 和 “初夜权”。 视妇女为玩物， 主张 “夜御十女”、 “多交少泄” 可
以养生。 “采阴补阳”、 “还精补脑” 可以延年益寿。 为宫廷服务的 “房中术” 及发明的媚
药、 春药和壮阳药， 制造的各种性具都是为奴隶主提供性享乐服务的。 尤其创造出各种性
技巧， 以女性体位的改变为依据， 供奴隶主取乐， 如古印度的 “六十四内功”， 某些宗教的
“神圣方式”、 《华营锦阵》 的二十四法、 《避火图》 的 “气七十二法”、 《素女经》 中性技
巧， 仿效动物性交方式的 “九法”， 充分表现了歧视妇女的思想和无视妇女性本能。

封建社会， 妇女在神权、 族权和夫权三种枷锁下生活， 强行 “缠足”， 使妇女身体受到
摧残； 沦为 “娼妓”， 人格受到污辱； “童养媳”、 “指腹为婚” 使妇女丧失人身自由； 妇
女一旦嫁了人， 要 “从一而终”； 丈夫去世则要 “独守空房” 即 “守节”。 皇帝可以三宫、
六院、 七十二妃和后宫佳丽三千人， 为皇室服务的男性也要 “去势” （即宫刑） 割去生殖
器官， 是为 “性霸权”。 达官贵人可以三妻四妾， 为所欲为， 有权 “性榨取”。 妇女在性生
活上无主动权， 性欲不能正常发挥， 女性的自然本能受到压抑， 产生性冷感， 性欲减退， 性
感缺乏， 高潮丧失， 心理和生理都受到极大的挫伤。

二、女性性压抑的恶果

长期性压抑必然导致强烈的性冲动， 轻微的冲动会导致心理疾病， 严重压抑会发生难
以控制的犯罪心理， 从而发生强奸和性骚扰， 影响到一个人社会道德品质， 所以， 从社会
学角度看， 性压抑不仅是心理问题， 也是社会问题。

性压抑产生的性饥饿， 会使精力不集中， 工作积极性下降， 心理焦躁， 脾气变坏， 性

史成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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