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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性别文化概述

性别文化既是文化的子系统，又是文化的源流。它翔实记
载着两性关系形成发展和人类生息繁衍的历史， 尤其在阶级
社会中被打上深深的阶级烙印， 有着深厚的内涵和宽泛的外
延，在它的影响、带动下，衍生出纷纭复杂的多种文化。性别文
化与其他文化共同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推动和制
约着历史发展进程。 对性别文化的研究应该站在历史唯物主
义的立场，揭示和把握其内涵实质和发展规律，倡导树立先进
理念、构建先进性别文化与和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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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文化与性别文化

文化是人的思维和实践成果及其表现，性别文化是文化的子系统和重

要组成部分。文化作为一般的准则，规范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在人类社

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性别文化形成对于男女两性不同的角色和地位

期待，影响着男女两性特有的行为模式、参与机会和发展空间。

一、文化与性别文化的概念

文化和性别文化都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对社会发展发挥

着重要作用，对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 一) 文化的定义、作用和意义

文化浩瀚无际，包容了文明世界的全部财富。性别文化既是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它的源流。

1. 文化的定义

文化是指人的思维和实践成果及其表现。英国文化史学者雷蒙德·

威廉斯考证，18 世纪以前，西方语言中“culture”一词主要指“自然成长的倾

向”以及引申出的“人的培养过程”; 到了 19 世纪，后面这种把文化作为培

养某种东西的用法发生了变化，文化本身变成了某种东西。它首先指“心

灵的某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完善的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其后用来指“一

个社会整体中知识发展的一般状态”，再后来又表示“各类艺术的总体”。

到了 19 世纪末，文化开始泛指“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总的存在

方式”。学术界把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视为第一个在文化

定义上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并且将他对文化概念的界定视为比较权威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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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定义之一。泰勒在《原始文化》“关于文化的科学”一章中写道: “文化，

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

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

习惯的复合体。”①泰勒对文化的界定成为人们定义文化的起源，引领了文

化研究的深入发展。

我国是一个文化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对文化的研究博大而精深，自

然有其本土化的文化概念。在汉语中，文化意识的起源可推至东周。孔子

曾极力推崇周朝的典章制度，他在《论语·八佾》中说道: “周监于二代，郁

郁乎文哉。”这里的“文”已经有文化的意味了。就词源而言，汉语“文化”

一词最早出现于 2000 年前西汉经学家刘向的《说苑·指武篇》:“圣人之治

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后来，

南齐王融在《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写道:“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道。”

从这两个最古老的用法上看，中国最早“文化”的概念有“文治和教化”的意

思。在古汉语中，文化就是以伦理道德教导世人，使人“发乎情止乎礼”。

我国现代出版的《辞源》中对于“文化”是这样解释的: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

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特指社会意识形态。”在《辞

海》中，对文化概念的解释是:“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

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

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②两个权威性的解释基本是一致的，文

化被视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但侧重于社会意识形态，可有先进

文化和落后、腐朽文化之分。

2. 先进文化的作用与意义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

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

①

②

［英］爱德华·泰勒著，连树声译 . 原始文化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1
辞海( 1979 年版) 缩印本 . 1 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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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

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①先进文化对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具有重要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促进生产力发展。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对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以

及劳动对象所形成的感性认识，经过文化的加工上升为理性思维，进而通

过把握生产力要素的性质和组合规律，创造和发明新的生产资料、生产工

具和劳动产品，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发展。人类正是在螺旋式上升

的生产循环中，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进人类文明进步的革

命力量。先进文化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素质，有力促进

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增强民族凝聚力。先进文化意味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成熟，成

为一种凝聚民族的精神力量。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

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

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

精神。”②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

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

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③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正是

依靠这种凝聚力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建设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

的新中国;在当代社会，中华民族仍然依靠这种凝聚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有了先进文化的不

断推动和促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才能更具有生机和活力，显示出蓬勃的

生命力。

①

②

③

江泽民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
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2002-11-08

江泽民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
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2002-11-08

胡锦涛 .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7: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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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约束人的社会行为。文化包括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的过程及结

果，并依据一定的法律和道德标准，指导和规范人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

人的行为要受到约束或制约，要遵循被社会主流意识认可的规范和准则。

先进文化作为一种约束力，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意义重大，它是被公众接受

并认同的判别是非曲直的标准，是区别真、善、美和假、恶、丑的标尺，是规

范和检验人的品德、行为的坐标。

( 二) 性别文化的定义、作用和意义

从性别的角度看，人类是由男女两性组成的，性别文化无疑是人类文

化的重要子系统，是汇入文化浩瀚大海中的百川之一。但这条文化长河并

不是一条普通的、时而湍急、时而枯竭之流，而是一条源远流长、取之不竭、

用之不尽、奔腾不息的长河。

1. 性别文化的定义

性别文化是指反映两性特征、需求、行为、关系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

知识能力、风俗习惯、制度规范等方面的意识形态及其表现。

人类对性别文化的研究由来已久，国内外学者在这方面建树颇多。纵

观国内外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性关系、两性权利、社会性别平等与公

正、社会性别主流化等方面，而且大多以女性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分析为

基础，以呼唤和实现男女平等为目标。实际上，性别文化同文化一样具有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特点，其核心是将人类分割成男女两性，并赋予男女

两性不同的角色内涵，标识出不同的文化指令，规范出不同的行为逻辑和

发展路径，享受着不同的社会发展成果。所以，性别文化既是区别男女两

性的标识，又是联系男女两性的纽带。

2. 先进性别文化的作用与意义

先进性别文化是男女平等的社会关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它公正评

价妇女在创造人类文明、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妇女与男子应该具

有同等的人格和尊严、同等的权利和地位，提倡男女平等相处，相互尊重，

共同进步，协调发展。只有积极建设先进的性别文化，努力改造落后的性

别文化，坚决抵制腐朽的性别文化，才能为推进男女平等创造更加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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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环境。

先进性别文化在推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过程中的作用是积极的、重要

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促进先进文化的发展。性别文化不是孤立存在的一种文化，而是

融合于社会文化中的一个子系统。性别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与总体文化保

持着方向上的一致性，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先进性

别文化总结人类生息繁衍的实践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性认识，不仅提高了

人类的生命质量，而且把握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规律，对人类和民族的繁

衍发挥着积极的文化传承作用，促进先进文化的发展。

二是促进性别平等与公正。在早期人类社会，随着性别文化的发展，

两性结合方式更多地注入了文化因素，文化含量逐步增大，男女两性结合

有了社会规范。随着私有制的产生，逐渐完成了由群婚制向一夫一妻制的

过渡，性别文化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规范作用。在阶级社会中，男性占有

统治地位，制定出男尊女卑的社会制度与道德规范，表现为种种性别不平

等的习俗，形成了以男性为主体的封建性别文化，这种传统性别文化的影

响在一些地方仍然很强大，阻碍着妇女发展和社会进步。新中国成立以

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先进性别文化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它倡导男女平

等，重视提高妇女地位，保护妇女合法权益，为促进性别平等与公正起到了

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是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先进性别文化具有规范作用，它通过法

律法规、政策制约和习俗影响等，规范男女两性行为，在更深层次上促进

了社会平等与公正，确保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男女两性和谐与家庭和谐

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只有实现性别平等公正才能真正做到性别和谐，才能

促进家庭与社会的真正和谐。可以认为先进性别文化是促进性别和谐、

家庭和谐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石，加强先进性别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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