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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男公關：男性氣質研究》一書上編是我的博士學位論文。

博士學位論文原來的題目是：《男性性工作者男性氣概建構的質

性研究》。下編是我的部分考察筆記，有助於讀者更全面深入地

理解男公關的生存面貌。

「男公關」是我在深圳做社區考察時「業內」常用的說法，

或簡稱為「公關」，或繁稱為「公關先生」，或「先生」，民間

的稱謂中最具貶意的如「鴨」，中性的稱謂在南方如「仔」，在

北方如「少爺」，而我在此書中則稱之為「男性性工作者」。

近年，大眾傳媒中時常會出現關於「男公關」的報導，這些

報導多以獵奇的心態與窺視的視角出現，其中更多想當然的「創

作」以及基於無知基礎上的貶損。真正嚴肅的、深入的調查和研

究卻從未有聞。我自己的研究興趣在於當前中國的性革命，而男

性性工作者在某種意義上講，同樣是性革命的產物。

對男性性工作者的研究，即使在英文文獻中，也非常缺失，

我做此項研究之前只檢索到有限的三、四篇文章。漢語文獻也只

有本研究中提到的二篇。這些短篇論文對男性性工作者的研究都

只停留在表面上，因此可以說本項研究具有填補學術空白的意

義。

男性氣質研究近二十多年來在西方學界開始活躍，而在中國

大陸則幾乎完全是空白。我選定了男性氣質研究作自己未來的學

術研究方向，並利用這次做博士學位論文的機會，通過男性性工

作者這一典型人群來分析男性氣質的實踐，並提出了自己的分析

框架和理論創新。本書在中國大陸男性氣質研究領域同樣具有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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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空白的意義。

本書除將原論文中使用的「男性氣概」（masculinities）改為

「男性氣質」這一譯法之外，還略有少量改動，但基本保存了博

士論文的原貌。

在過去兩年多的時間裏，這篇論文一直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

內容，雖然我自覺它仍有種種不足，但我確實已經盡心竭力了。

對於許多學者來說，博士學位論文是他們一生中最高的學術成

果，因為這往往是他們投入最多的研究。但我仍然有一絲幻想：

將來我還可以有超越這篇論文的成果。

性學研究屬於邊緣學科，做得再好也難以在主流學術界享有

聲譽，更難以獲得研究資助，研究者個人還要準備好承擔種種壓

力與干擾。我自己在大學講課的時候，一直這樣告誡我的學生：

如果你沒有為追求知識、追求真理、追求人類的幸福做出自我犧

牲的準備，沒有大無畏的奉獻精神，沒有持之以恆、百折不撓的

思想準備，就不要涉足性學研究。幸好，我已經做好了這樣的準

備。

對我來講，每一項研究，既是一個在學術上求索的過程，也

是一個滿足個人好奇心、探索欲的過程。好奇不是獵奇，好奇心

對人類的發展（包括學術的發展）起著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幾

年前做碩士論文之前，我便暗自確定要逐一研究當前中國性革命

過程中湧現出來的諸多「熱點」的社會現象，我對這些現象的背

後充滿了好奇。碩士論文，我選擇研究多性夥伴行為者與社會控

制的關係，後來出版了《中國多性夥伴個案考察》一書（中國社

會出版社，2005）。此書與上一本書一樣，都是我對當前中國性

革命的系列研究，而此後的研究題目我也已經選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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