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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男女
――性別的社會養成

　　在眾多的刻板印象中，最根深蒂固的要算是關於性別的印象

了。以「男女有別」為出發點的各種對性別、性向的迷信，到今

日依然盛行，依然限制著許多人的發展，也依然使許多人因之受

苦。我們不禁想問︰女性與男性天生就有很大的差異嗎？

　　發展心理學家指出，從卵子受精開始以至出生，男女都極為

相似，例如，在觸覺的敏銳度上，嬰孩就尚未呈現性別的差異，

力氣方面的差異也極小。觀察坐起、長牙、行走等發育狀況，女

孩、男孩的發展也是同大於異。男女在生理上除了生殖器與性荷

爾蒙的比例不同外，其他像肌肉、骨骼、腦部結構等都並沒有太

大差別，直到三歲以後，女孩男孩才有了不同的發展，其後就更

是江河日下的差別起來。

　　從出生時的「極為相似」到後來的「不同發展」，顯示大部

分的差別並非生理的、先天的；心理學家認為，除了在生理構造

上的少數重要差異外，許多差異其實是從學習得來的，是被後天

環境塑造出來的。

性別角色的分化

　　在現代的生活中充斥著各種強迫性別角色分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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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裡教師對男女生的態度往往有差別，分派的工作也不同，教

師教授的科目、授課方式也都會受性別的影響，這些區分和示範

都會在學生的性別塑造上產生作用。例如家政老師很少是男的，

體育老師即使是女性，上課也較少帶學生打棒球、騎馬打仗等等。

課本及兒童書籍中的人物也以男性居多，女性不只數量少，而且

通常是協助、服務性的角色，如家庭主婦、護士等等，要不就是

軟弱嬌柔的公主。電視等傳播媒體的戲劇節目中，男性也多是主

要的、強有力的角色，女性則是服從性高、較不重要的配角，男

性是經理、醫生、校長、教導者，女性就成了秘書、護士、小學

老師、發問者。女性若是以校長、主管的角色出現，通常都是古

板、討人厭、單身（嫁不出去的）的負面形象。

　　不只是學校文化有影響力，其實原生家庭中的父母也分分秒

秒在形塑孩子的性別角色。性別就是人與環境互動的開始。從得

知嬰兒性別的那一刻開始，父母就朝著兩個不同的大方向塑造小

生命。首先，名字的選擇就有很大的區別，男孩的名字透露著人

中之龍、為他人謀福利之類的意義，大則「建國」、「震宇」，

小則「家豪」、「富源」，顯示家庭對他殷切甚至過度的期待。

女孩子方面，從早年相信下一個是男孩會更好的「招弟」，到現

在乖巧討喜、服務他人的「淑芬」、「美珍」，可看出雙親對女

孩的人生期望是較為保守的。童裝、玩具、嬰兒車等用品的選擇，

偏向女孩粉紅、男孩淺藍；孩子較大以後，就買娃娃、布偶、辦

家家酒的用具給女孩，小汽車、玩具槍則是屬於男孩的。從這許

多方面都可發現性別的社會區分。

　　在養育的過程中，孩子更因為她／他們的性別而受到不同的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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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父母通常會鼓勵男孩做動作較大、身體接觸較多的遊戲，如拋

球、騎（人）馬等，從而訓練了男孩身上大肌肉的活動，養成了積

極的行動力與攻擊性。另一方面，雙親除了給女孩許多不同的娃娃

以培養所謂的母性外，也會花較多的時間和女孩說話；這些靜態的

活動養成了日後女孩照顧他人的技巧與優異的語言能力，這也是女

性觀察力、感知力、及敏感性似乎強過男性但體能較差的成因。

　　不同的對待方式始於嬰兒期，到了兒童期就更為明顯，而這

些差別待遇都塑造了孩子所謂的性別「天性」。幼兒到了兩歲以

後，逐漸被訓練有了性別的概念，透過觀察和學習，他／她們發

現社會對人們的分類最常以性別為準，孩子們被教導學會了不同

性別的人要穿不同的衣服，要上不同的洗手間，言行舉止也會相

異。從這些學習中，孩子發現了文化的性別角色，也漸漸摸索出

自己應該依照哪一套模式去做才會比較容易得到肯定。

　　許多研究顯示，孩童在模仿他人行為時，本身並不會自然的

特別偏好模仿同性，同性和異性都是可能的模仿對象。事實上，

對於性別角色的概念，往往是經由社會的強化所塑造出來的，是

社會標準長期塑造而且要求出來的結果。

性別差別待遇

　　在性別養成的過程中，父母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她們要求

男孩勇敢不哭、有問題自己解決，要求女孩文靜聽話，父母也提供

較多的陪伴及支援；他／她們鼓勵男孩積極主動、與他人競爭，鼓

勵女孩消極被動、體貼照顧他人；學才藝時讓（逼？）女孩學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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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以培養儀態與氣質，而男孩則學電腦、跆拳，以強身健腦；

男孩子在外與玩伴打架，回家並不會特別受到責難，父母還會暗自

得意於兒子的英勇，女孩子玩得太野太激烈就會被罵，各種近似

「嫁不出去」的威嚇都會出籠，有時根本連女孩外出的權利都剝奪

了。

　　另一方面，父母也會用頗為粗暴的方式阻止孩童進行不符合

刻板性別角色的行為。女孩爬樹、打架，男孩穿媽媽的洋裝和高

跟鞋、玩化妝品，都

常常受到嚴厲的責

備。在這方面，女孩

受到的壓抑相對來說

比較小，而所謂「肩

負重責大任」的男孩

就被限制得很嚴。在

典型的「嚴父慈母」

家庭中，父親通常比

母親更鼓勵孩子依其

性別而各自有男性化

或女性化的表現，母親則較能接受兒子抱娃娃、女兒玩卡車，但

父親就很難忍受同性的兒子有「娘娘腔」的行為。然而由於一般

家庭中，父親的權威高過母親，因此對兒女性別發展中出現的「異

常」，多半還是表現出一種不能容忍的態度，這些待遇都壓抑了

孩子自發的氣質與性向，造成孩子心裡潛在的性別焦慮。

　　性別方面明顯的差別待遇，無疑強化了孩子的自我概念，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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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為表現及人格特質上都因性別而產生分化。另一方面，無法符

合「標準」的孩子常常遭受懲罰和嘲弄，像這樣心中有傷的孩童，

將來的人生道路必定走得格外艱辛。

　　生命早期所建立的態度、習慣及行為模式，是決定個體成年

後發展的主要因素。兒童透過家庭、學校、大眾傳播媒體等種種

途徑獲得了性別角色的主流模式，進而內化吸收，而後按照社會

所要求的方式來行動表現，並抑制其他方面的發展。以此來看，

與其說男女先天有別，倒不如說那是個體為了適應環境、滿足社

會期待，經由後天學習而得的求生之道。

　　為了苟且存活而從小就壓抑自我，這是成長過程中賠上的代

價；性別的養成實際是建立在個人的痛苦上。這麼說來，固守單

一、僵化標準的性別養成教育不能算是教育，只能算是殘忍的慢

性屠殺。

　　不過，這種人為的災難其實是可以避免的︰不要硬性要求孩

子的舉止符合傳統性別二分的行為模式，鼓勵每個人都盡性發展

自我，也學著去欣賞每個生命的獨特性向。因材施教比「因性別

施教」有效且符合人性。

非男人和不女人

　　人類的性別就分為「男」和「女」？男人陽剛，女人溫柔？如果

真的性別可以這麼簡單劃分，為什麼同樣是女性，古代的女性和現代

的女性，西方的女性和東方的女性之間，竟有這麼大的差異？或者

性別終究也是歷史文化的產物，是生活在其中的人彼此互動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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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種無形規範？

　　中國傳統社會有很長一段時間都是鼓勵男人成為頂天立地的

大丈夫，鼓勵女人變成柔順乖巧的小女子而已。但是現在家庭結

構、工作型態、社會狀況都已經大幅改變了，識時務的「大丈夫」

勇敢的迎向潮流，卸下自己五千年背負的君子重擔，為塑造自己

「新好男人」的時代形象重新出發。這些男人接受女人已經不同

往日的事實，他們清楚，如果要把女人拉回原點，自己也只好再

度成為家庭和工作的機器；而現在女人因應時代的呼召而走出家

庭，正好讓有前瞻眼光的男人看清自己的困境也嘗試解放自己。

他們不再凡事主動，凡事掌權，約會地點可以由女方作主、和女

生出去用餐不必一定搶著替她付錢，男人不再總是以不苟言笑的

君子自許。事實上，越來越多男人走入服務業就在說明有親和力、

善於表達情感、體貼、細心等等，都不再只是女人的特質，有圓

滑交際手腕的人更勝過那些太過刻板、僵硬、說一不二的男人，

他們有時還甚至會向女人撒撒嬌表示性感。不硬充大丈夫的「小

男人」有時還挺吃香的。

　　如果你到現在還認為男人就是有擔當、理智、主動而積極的人，

而女人就是溫柔體貼、依賴而感情用事的動物，那麼在現代社會，

馬上就會有數不清有男人身體卻不像「男人」的人出現在你面前，

也會有一大票有著女人的身軀卻不「女人」的人佔據你的眼簾。

　　非男人和不女人並不是現代社會的產物，她／他們一直都在歷

史中遊走，她們一直在我們的周圍，以他／她們曖昧模糊的性別面

貌召喚著眾多悸動的身心。只是，在這個性別越界的時代，非男人

和不女人有了愈來愈明確的存在。（看看電視上有多少騷動性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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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廣告和表演，看看周圍有多少跨越性別規範的行為和生活，你

就會知道自己堅壁清野、截然二分的性別身分，是屬於多麼久遠的

過去。）

　　事實上，性別的優劣區分是歷史的產物，性別的定規和成見也

是這樣。經過工商社會到現今的資訊媒體社會，社會的變遷正在呼

召非男人和不女人。正是因為他／她們不夠像單薄單一的「男人」

和「女人」，反而使得他／她們特別容易適應現代多元社會的要求，

他／她們不會固守僵硬不堪的性別分野，反而有比較高的適應力，

在現代社會中可說如魚得水，他／她們不但有更多的人生選擇，也

擁有最健康開闊的身心。所以，生活在日趨多元化社會的今天，在

人際互動模式和從前大不相同的情況下，性別角色的多元化早已是

必然的趨勢。具有歷史眼光的人應當樂見如今性別角色的多樣化，

也樂於嘗試扮演不同性別角色帶來的樂趣吧。〔金宜蓁、涂懿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