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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友好型社会视域下厌男的话语、传播、动因及应对

程　 萍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ꎬ江苏南京　 ２１１１７０)

　 　 [摘　 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背景下ꎬ全社会能否形成有利于生育的性别文化和舆论氛

围ꎬ具有基础性、前提性的重要意义ꎮ 然而近年来ꎬ以厌女、厌男为代表的网络性别对立日趋严

重ꎬ对年轻人尤其是人生社会阅历较浅的在校大学生造成诸多负面影响ꎮ 本文以厌男为研究对

象ꎬ采取虚拟民族志研究方法ꎬ发现:厌男存在标签化表达、讽刺与戏谑、对抗性叙事的话语表

现ꎬ圈层化传播、争议性内容流量化增强了厌男的传播效应ꎻ厌男兴起背后有着结构性矛盾的存

在、媒介力量的参与、性别文化的混沌等诸多社会文化动因ꎮ 对此ꎬ本文主张ꎬ应正视现代女性

崛起与传统男权文化的天然对抗ꎬ通过加强权益保护、规范舆论环境、普及两性教育等应对之

策ꎬ重塑现代性别文化、推动两性和谐相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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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缘起

为有效缓解“两低一高”(结婚率低、生育率低、
离婚率高)的现状ꎬ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加

速到来ꎬ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ꎬ要“完善生育支

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ꎬ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

会”ꎮ 权威调查显示ꎬ７７.５％的受访者认为应将婚

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ꎬ构建生育友好型社

会不能只关注“生育”ꎬ而应覆盖生命周期的全过

程ꎬ全社会能否形成有利于生育的性别文化和舆论

氛围ꎬ具有基础性、前提性的重要意义ꎮ
然而ꎬ近年来ꎬ由于男女性别的身心差异而导

致的社会文化差异被推到聚光灯下ꎬ围绕性别关

系、权利与义务、婚姻、生育、话语权等话题的对立

和割裂变得格外敏感ꎮ 在平台资本、智能算法、公
知大 Ｖ、国外势力等的推波助澜下ꎬ性别对立加剧群

体极化ꎬ俨然成为“流量密码”ꎮ 网络上一旦出现热

点事件ꎬ几乎就会有关于性别的讨论内容ꎬ相当一

部分骂战因此而起ꎬ许多网友分为男女对立阵营互

相攻击ꎬ为对方起各种侮辱性的蔑称ꎮ 本文用厌

女—厌男作为一对理想类型或性别关系光谱的两

端ꎬ指代这种“性别对立”状态ꎮ
继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的厌女研究在中

国知识青年中引发集体反思后ꎬ厌男这一概念从

２０２３ 年逐渐受到关注ꎬ韩国作家闵智炯( Ｊｉ￣ｈｙｕｎｇ
Ｍｉｎ)的«她厌男ꎬ她是我女友»、法国作家波利娜
阿尔芒热(Ｐａｕｌｉｎｅ Ｈａｒｍａｎｇｅ)的«我ꎬ厌男»得到追

捧ꎬ关于厌男的网络话题不断涌现ꎬ以小红书女性

用户为代表的年轻网友甚至使用“避男标签” (如＃
宝宝辅食＃、＃男性结扎＃、＃男性备孕＃等)进行算法

抵抗ꎬ避开男性凝视与网络骚扰ꎮ
无论厌女还是厌男ꎬ对年轻人尤其是人生社会

阅历较浅的在校大学生来说ꎬ存在诸多负面影响:
容易妖魔化对方ꎬ影响两性和谐关系(比如ꎬ“男人

都是下半身动物”“女人就是情绪化”等言论)ꎻ缺乏

理性平和心态ꎬ掉入二元对立思维陷阱(比如ꎬ“婚姻

是爱情的坟墓”“不婚不育保平安”等言论)ꎻ被不良

思潮裹挟ꎬ价值观念畸变(比如ꎬ“没钱就没爱”“有钱

就有无数爱”等言论)ꎬ等等ꎮ 这些负面影响也得到

了思政教师、辅导员等一线教育工作者的研究和证

实ꎮ 任其泛滥ꎬ必将加剧两性关系撕裂ꎬ降低双方结

婚生育意愿ꎬ进而梗阻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构建ꎮ
鉴于以上ꎬ本文采取虚拟民族志的研究方法ꎬ以

中国领先的年轻人文化社区和视频平台 Ｂ 站作为主

要、其他社交媒体作为辅助田野调查点ꎬ呈现网络厌

男的话语表现和传播机制ꎬ探索其社会文化动因ꎬ并
尝试从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角度提出应对之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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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概念界定

厌男又称男性贬抑(ｍｉｓａｎｄｒｙ)ꎬ源自古希腊文

“厌恶”(ｍｉｓｏｓ)和“男人” ( ａｎｅｒ)的结合ꎬ跟恐男症

(ｍａｌｅ ｐｈｏｂｉａ)不同ꎬ厌男并非严格医学术语ꎬ主要是

指代对男性的强烈反感或厌恶情绪ꎬ这种情绪可能

源于个人经历、社会文化影响或心理因素ꎬ通常是

指女性针对男性的贬抑厌恶ꎮ 少数男性也可能有

贬抑男性的观念ꎬ如贾宝玉把男子统称为“须眉浊

物”ꎬ自称“见了女儿ꎬ我便清爽ꎻ见了男子ꎬ便觉浊

臭逼人”ꎮ
厌男最早出现于 １８７１ 年的 «旁观者» (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杂志ꎬ１９５２ 年的韦氏词典收录了此词ꎮ 作

为一个外来词ꎬ它与西方女性主义运动息息相关ꎮ
法国女性主义作家克洛伊德洛姆(Ｃｈｌｏｅ)一针见

血地指出厌男的本质ꎮ 在她看来ꎬ“厌女者厌恶的ꎬ
是女性本身ꎬ其对女性的看法是完全生物性的
而厌男则是一种回应ꎬ并非针对绝对的男性性别ꎬ
厌男者真正鄙视的ꎬ是男人们野蛮地躺在特权环境

中坐享其成ꎮ 从根本上来说ꎬ厌男是在反对男权ꎬ
并不是厌恶男人ꎬ而是厌恶塑造男人的社会和文化

系统”ꎮ
三、话语表现

本文通过对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中厌男话题

的分析ꎬ发现其话语表现主要有这样一些特点ꎮ 其

一ꎬ标签化表达ꎮ 用来描述男性的标签在不同场景

生成ꎬ并在网络传播中迅速完成“去情境化”ꎬ成为

厌男热梗ꎬ类似“直男癌”“妈宝男”“油腻男”“普信

男”“爹味”“吊子” “蝈蝻” “蝻人”等ꎮ “蝈蝻” “蝻
人”一词则起源于豆瓣小组ꎬ是国男、男人的谐音ꎬ
用虫字旁是想指征中国男人是跟蟑螂一样让人恶

心的生物ꎬ很多缺点让女孩子不能接受ꎮ 缺乏边界

感的好为人师的“爹味”说教ꎬ让年轻人尤其是女孩

子反感ꎬ比如ꎬ某教授的提问曾经引爆网络:“现在

(中国)女同志不愿意结婚ꎬ不要小孩ꎬ家长也好ꎬ领
导也好ꎬ你动员她ꎬ劝她ꎬ她不听”ꎬ“她们怎么能够

这么相信你们(哈萨克斯坦政府)的话ꎬ老老实实

的ꎬ服服帖帖地就这么生孩子ꎬ早生、多生”ꎮ
其二ꎬ讽刺与戏谑ꎮ 以鬼畜视频、表情包解构

“普信男”“油腻男” “妈宝男”形象ꎬ仅“普信男”在
Ｂ 站中就有近千个解读和模仿视频ꎮ 为什么 ＰＵＡ
“女孩要懂事、要乖”却鼓吹“男人至死是少年”ꎬ这
种性别双标引起厌男者反感ꎬ评论区列举了男人幼

稚晚熟、没有责任心、始乱终弃、永远喜欢 １８ 岁少女

等数桩“罪行”ꎬ嘲讽“男人至死是巨婴”ꎮ 有网友如

此调侃:“中国男孩保护中国女孩的例子包括但不

限于‘家暴可是家事’‘你在烧烤摊挨打也是你穿得

少’‘谁让你晚上出去吃烧烤’ ‘吃得起车厘子谁知

道是干什么工作的’ ‘染粉头发就是鸡’ ‘女人怎么

考得上硕士’ ‘最好不要彩礼但带一套房一辆车当

嫁妆’‘月经为什么不断住’ ‘我们不同意高铁上卖

卫生巾’ꎮ”
其三ꎬ对抗性叙事ꎮ 很多女性会在网上分享个

人经历ꎬ控诉在社会、家庭、职场所遭受的性别歧视

(如晋升天花板、生育惩罚、荡妇羞辱、家暴、性侵)
等ꎬ微博＃姐姐来了＃话题阅读量超 ２８ 亿次ꎮ Ｂ 站视

频“为何男性没感受到性别红利? 女性却感受到不

公! 一次坦诚的男女对谈!”播放量 ２２２.４ 万ꎬ评论

１８８４６ 条(截至 ２０２５ 年 ２ 月 ８ 日)ꎬ隔着屏幕都能感

受到对“伏弟魔”满满的抵触ꎬ比如:“怎么拒绝? 父

母在后面要ꎬ你不给立马翻脸ꎬ说的好像女性就必

须无私奉献自己一样ꎬ你是不知道有些家长的话有

多难听ꎮ 她怎么拒绝? 背上不仁不义断亲的后果

才能拒绝ꎬ不然家人永远像附骨之疽一样缠着你ꎬ
想摆脱都摆脱不了ꎬ最后还不是妥协ꎮ 更甚者ꎬ家
长从小教育要把好的留给弟弟ꎬ潜移默化地让她认

为对弟弟好可以不顾一切ꎬ可以放弃自我的需求ꎮ”
四、传播特征

厌男主题的网络传播因平台有一定的差异性ꎮ
微博话题是标签式扩散ꎬ易形成群体极化ꎻ豆瓣小

组主要采取封闭讨论ꎬ一定程度上会催生加密话语

体系ꎬ不断加强情绪的渲染ꎻ短视频平台主要是通

过情景剧解构男性权威形象ꎮ 厌男在 Ｂ 站的传播

兼具以上ꎬ同时也有自身规律:
其一ꎬ圈层化传播ꎬ女性向 ＵＰ 主与粉丝群体的

互动ꎬ高度强化话语认同ꎮ 两性观察评论类 ＵＰ 主

纹翼大叔奉行“婚姻自由ꎬ恋爱自由”ꎬ拥有粉丝 ３３.
９ 万ꎬ虽然是男性ꎬ但主张性别和解ꎬ认为男女都应

摆脱传统思维、突破刻板印象ꎬ向雌雄同体的现代

性别观转型ꎮ 其视频“有些男的为啥这么厌男?”评
论区里ꎬ以女性为主的用户列举了对男性“讲脏话”
“抽烟”“不做家务”“不带娃”等恶习的嫌弃ꎬ“我的

天ꎬ我爹就是出口成脏ꎬ老是骂家里人ꎬ还不许别人

还口ꎬ当他意识到是自己错了的时候ꎬ也不会道歉

或者反省什么的ꎬ就当没事发生ꎬ而且下次还干ꎮ
我妈说因为他是男人ꎬ我天呢!” “我服了我们学校

有人在楼梯口女厕所门口抽烟ꎬ每天有人上下楼梯

进出厕所都要被呛到ꎬ有人说了他们ꎬ他们就说抽

烟就跟吃饭一样ꎬ有本事你们别吃饭ꎮ”
二是争议性内容流量化ꎬ男女对立话题的播放

量显著高于中性内容ꎮ 从内容分析来看ꎬ围绕厌男

的用户态度实际上包括支持者、反对者、中立者三

种类型ꎬ支持者强调厌男是对性别压迫的反抗ꎬ反
对者批评厌男是“性别歧视”或“极端女权”ꎬ中立者

呼吁两性理性对话但中立的声音很容易被淹没ꎮ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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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在参与心理的引导下加入“性别对立”讨论ꎬ
已经成为相关网络舆情的主要参与者和重要传播

者ꎮ 有研究者在针对大学生是否刷到过“性别对

立”网络事件等问题进行问卷调查时ꎬ只有不到

１４％的大学生完全没关注过这类事件ꎬ其他超过

８６％的大学生均有一定了解或者有所耳闻ꎬ而且近

１ / ３ 的大学生在看到性别对立热点话题时的处理方

法是在网络中进行点赞、评论或直接转发ꎮ
五、动因分析

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提出的ꎬ性别并不是

一种生物上的固定属性ꎬ而是一种社会建构ꎬ是在

特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中形成的ꎮ 本文强调

并主张探索厌男兴起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ꎮ
(一)结构性矛盾的存在

线上厌男是性别矛盾在网络空间的投射ꎬ厌男

某种程度上是女性面临的经济压力(如就业、养家)
与婚恋焦虑(如高彩礼、房价问题)等的情绪转移ꎮ
一方面ꎬ传统“男主外ꎬ女主内”分工模式被科技革

命带来的冲击打破ꎮ 据调查ꎬ中国适龄女性工作率

超过 ７０％ꎬ长期位居世界女性工作率第一名ꎬ但据

统计ꎬ女性收入仅为男性 ７３％ꎬ在做家务、陪伴子女

等方面的平均时间均远超男性ꎮ ２０２３ 年经济学诺

贝尔奖获得者、哈佛大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

(Ｃｌａｕｄｉａ Ｇｏｌｄｉｎ)基于对美国五代女性争取平等的

百年历史的实证研究提出ꎬ家庭和事业是无法兼顾

的ꎮ 在她看来ꎬ当前ꎬ在“贪婪的工作”结构下ꎬ男人

成家且晋升ꎬ是因为女人放弃了事业ꎬ为家付出了

更多的时间ꎮ 另一方面ꎬ在性别比例失衡(２０２４ 年

中国总性别比 １０４.３４ꎬ以女性为 １００)的情况下ꎬ对
女性的法律、政策、文化、经济等保护并不足够ꎮ 韩

国社会学家张庆燮基于压缩现代性理论认为ꎬ从某

种意义上说ꎬ家庭作为压缩现代性的一种功能性容

器发挥作用ꎬ因此它既带来了极大的回馈和满足

感ꎬ也承担着巨大的压力、负担和风险ꎮ 从这个角

度看ꎬ中国人的家庭主义既是(压缩)现代性的ꎬ也
是传统的ꎮ 特别是随着家庭主义的负担和风险被

放大ꎬ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通过选择不婚不育、单
身生育、弃夫留子ꎬ务实地避险ꎬ或减轻来自家庭的

责任和义务ꎮ
(二)媒介力量的参与

其一ꎬ智能算法推荐容易导致“信息茧房”ꎬ搅
动性别对立论战ꎮ 以数据—流量为基础的数字生

态是平台资本主义牟取高额利润的奥秘所在ꎬ也是

获得垄断权力的根源所在ꎮ 基于对高额利润的内

在追求ꎬ智能算法推荐的价值中立在理论和实践上

都是一个伪命题ꎮ 它容易加剧用户接触信息的同

质化ꎬ让人们只看到想看到的东西、只听到自己认

同的观点ꎬ最终变成一个只能听到自己声音的“密
室”“茧房”ꎬ公共信息的传播、社会意见的整合、社
会共识的形成会变得日益困难ꎮ 青年学生作为互

联网参与度高且敏感活跃的群体ꎬ在性别圈层相对

封闭的环境中生活ꎬ再加上心智发展尚未完全成

熟ꎬ也更容易卷入性别对立的论战中ꎮ 其二ꎬ“她经

济”浪潮下商业营销对女性主义、女性力量等性别

话题的推崇ꎮ 中国拥有近 ４ 亿年龄在 ２０ 岁至 ６０ 岁

的女性ꎬ每年支配着近 １０ 万亿人民币的消费支出ꎬ
庞大的体量足以构成世界第三大消费市场ꎮ 针对

“女性力量”的营销成为新趋势ꎬ“她题材”影视作品

方兴未艾ꎬ«消失的她» «出走的决心» «好东西»等

电影作品纷纷均破圈ꎬ在社交媒体平台中掀起对

“她力量”的讨论热潮ꎮ
(三)性别文化的混沌

在社会转型期ꎬ性别文化处于传统主义与现代

主义、家庭主义与个体主义、男权思想与女性主义

相互角力的混沌期ꎮ “女性主义是一场终结性别歧

视、性别剥削和压迫的运动ꎮ 没有男性盟友加

入这场斗争ꎬ女性主义运动就不会有进步ꎮ”客观地

说ꎬ男女都是传统男权文化及其规制的男性气质的

受害者ꎬ对女性的伤害是显性的ꎬ对男性的伤害更

隐蔽ꎮ 英国艺术家格雷森佩里在他的书«男人的

起源»中提出一个问题———人们为了重塑男子气

概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他认为ꎬ由于几万年前形

成的男性社会模式ꎬ导致了现代男性的挣扎和无

措ꎮ 美国社会学家康奈尔提出的男性气质理论ꎬ重
新定义男性气质为人们在性别关系结构中所谓“男
性化”的位置上所进行的社会实践构型ꎬ突破了男

女二元对立关系研究ꎬ提倡开放、宽容、动态地看待

两性性别身份和性别关系ꎮ
六、应对之策

厌男的兴起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ꎬ其通过网络
提高性别议题可见性ꎬ推动反思男权文化对两性关
系、对社会和谐的戕害ꎮ 本文提出ꎬ要从结构性意
义上理解两性困境ꎬ从社会责任取向的催婚催育转
向人本主义取向的软环境引导ꎮ

一是夯实女性权益保护ꎮ “上得了厅堂ꎬ下得
了厨房ꎻ打得过小三ꎬ斗得过流氓”ꎬ这样的话语看
似褒扬ꎬ实则是对摇摆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妇
女的道德绑架和捧杀ꎬ更似是对女性权益保护不到
位的辩解ꎮ 近年来ꎬ国家从法律和政策层面不断加
强对女性权益的保障ꎬ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工作也得
到重视ꎮ 但对较为隐性的来自用人单位的生育惩
罚、性别歧视、性骚扰等ꎬ还需要人社部门、妇女团
体、劳动仲裁机构、法律援助机构、社会工作机构等
加强监管、问责和辅导力度ꎬ否则很可能出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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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 ｔｏｏ 运动(这也是许多女性无奈选择的“弱者的
武器”)此起彼伏ꎬ冲击社会稳定、两性和谐ꎮ

二要严格规范舆论环境ꎮ 在关于性别相关事
件的报道中ꎬ秉持客观公正原则ꎬ避免片面渲染ꎻ在
“清朗网络戾气整治”等专项行动中ꎬ加大对故意
制造性别对立媒体的打击力度ꎻ督促网络平台加强
内容审核ꎬ过滤极端性别歧视言论ꎬ对违规账号严
肃处理ꎻ对公益广告、文化活动、影视作品等载体中
物化、矮化、污名化两性的行为坚持零容忍ꎬ鼓励宣
传支持女性发展、具有现代性别平等观的男性(比
如中国首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共和国勋章获得
者、药学家屠呦呦的丈夫李廷钊)ꎻ支持出台高质量
婚恋综艺ꎬ引导公众加强两性认知ꎮ

三要深入普及两性教育ꎮ 近年来ꎬ出现了各类
心灵成长类的线上线下研修班ꎬ但其主题基本以希
望解决职场关系、家庭教育、夫妻感情的女性为主ꎬ
男性身影较为罕见ꎮ 所以ꎬ普及两性教育的责任亟
待行政力量自上而下的推动ꎮ 初中级教育阶段应
将性别平等教育融入相关课程体系ꎬ从基础教育阶
段培养学生正确性别观念ꎬ消除性别刻板印象ꎬ呼
唤两性觉醒ꎮ 高校思政教育可以更加灵活多样ꎬ改
善恋爱选修课“一座难求”的现状ꎬ鼓励学院派教师
(如复旦大学梁永安教授、沈奕斐教授ꎬ南京大学朱
虹教授等)积极占领舆论阵地ꎬ通过网络主播、社区
服务、心理辅导、社会兼职等多种形式ꎬ用专业学识
引导年轻人建立科学健康的爱情观、婚恋观ꎮ 北京
林业大学方刚教授甚至创办了“白丝带男性反对性

别暴力热线”ꎬ是目前已知的唯一在中国持续地从
事推动男性参与性别平等的团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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