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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上野千鶴子的名字在多個社交平臺被頻繁提起，而我上一次看到

她，還是在大學時被安利，並且試圖去讀她的著作之一《日本社會的女

性嫌惡》的時候。  

而之所以上野千鶴子會突然在國內擁有如此熱度，主要是源於最近一場

B 站與新星出版社之間聯動的營銷活動，作為活動的一部分，B 站的一

名 up 主全嘻嘻與上野千鶴子進行了對話，並製作了一場關於探討女性

主義的深度內容……至少，她們應該原本是這麼打算的。  

全嘻嘻是北大畢業，平日裏就可以用到自己在母校獲得的人脈和平臺資

源邀請一些頗有成就的訪談對象錄製節目，所以這一次 B 站的活動就

不出意外的找到了她。  

北大畢業+女權主義+上野千鶴子+中日對話，放

眼今天的網絡輿論環境，這怎麼看都是一個會霸

佔熱搜的話題，當然事實上她們也做到了。  

只不過各平臺都是一邊倒的罵聲……有在罵中國

up 主的，也有罵上野千鶴子的。  

罵上野的人，大部分是因為反女權在今天的中國某些網絡社群已經成為

了某種政治正確，成為了新的互聯網一極，而並非出於訪談內容本身。 

我這幾天看到了一些惡評裏說上野不婚不育會讓中國生育率變低的言

論，就明顯是啥都沒看，因為視頻中上野表示女性的人生不會因結婚而

帶來很大的改變，但生孩子會帶來非常大的轉變，生兒育女的經歷會增

添很多豐富多彩的內涵，所以她覺得生了比不生好，戀愛也是談比不談

好。  

當然，這種單純的負面感情輸出，我們也沒有什麼反駁的必要，主要的

爭議還是來自於罵 up 主全嘻嘻的人。  

因為在很多人看來，相比上野千鶴子這個幾乎是獨挑大樑在日本建立起

了日本女性主義的人來說，三位北大畢業的女性的發言實在是顯得有些

過於沒有思考，甚至是沒有禮貌了。  

她們問了什麼呢，看完視頻的我稍微給大家列舉幾個—— 

上野老師不結婚是因為被男人傷害過嗎？  

學了女性主義就不會再受到傷害了嗎？  

我說實話，作為一個女性，第一個問題，就是那種我不會向任何女性、

任何男性、或者任何我不知道性別的人提問的。我可能會問對方你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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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結婚是在哪個時間點，發生了什麼事，進行了怎樣的思考，才做出這

個決定的？而不會說以下任何一個看起來大相徑庭實際上一樣冒犯的

話—— 

問一個男人不結婚是因為被女性傷害過嗎？  

問一個 gay 或者 les 出櫃是因為被異性傷害過嗎？  

問一個人養狗不養貓是因為被貓撓過嗎？  

問一個小孩子吃草莓不吃西紅柿是因為被番茄砸過臉嗎？  

這些問題的核心支撐其實都是一個，那就是你的選擇不會是出於自我意

志，而一定是出於他者的主動傷害或被動傷害而獲得的習得性無助。換

而言之，你有心理疾病。  

還有第二個問題，學了女性主義就不會受到傷害了嗎？  

這個問題我給大家轉寫一下—— 

學了土木工程就能在北京蓋大褲衩嗎？  

學了 Python 就能告別屎山代碼嗎？  

學了醫學就不會死了嗎？  

Hell no.(現在你們明白為什麼全網罵 up 主了嗎？ ) 

我還蠻喜歡在這一問題上上野給她們的答案 (當然這絲毫沒有影響她們

繼續問更多的屎山問題 )，那就是女性主義會在你受到傷害，遭遇不公

時給你反抗的語言。  

在你去反抗一個東西的時候，首先你得知道你在經歷的到底是什麼，而

這很大概率早就已經有人比你更早地經歷過了，因為人類社會已經存在

幾千年了，我相信各位的生活工作學習當中都有過那種對你來說是天大

的事可對過來人就是個小 case 的問題。小到一道數學題，大到怎麼選

大學專業。  

而上野在這裏舉了兩個例子，性騷擾和家暴。  

因為我的讀者裏男性朋友要占到半數以上，所以這裏給大家稍微普及一

下，你們身邊的女性甚至男性遭受過猥褻的比例遠比你們想像的要多的

多。  

這裏就拿我自己舉例子，當我第一次遭遇到猥褻這件事的時候，我甚至

不知道什麼是猥褻，我只知道我很不舒服但又不好意思開口，而當我把

這件“熟人犯案”告訴我父母的時候，他們的第一反應卻是讓我別跟別人

說，“不要去破壞人家的家庭”。所以很長時間以來我都認為這是我的問

題，我在親戚面前抬不起頭，總是很自卑，甚至害怕過年，直到後來在

初中我終於接觸到了生理衛生課。  

而當我把這件事跟我的朋友們傾訴的時候，她們中很多都驚訝於我居然

與她們有著類似的經歷，而且居然可以大大方方的說出來。  



所以再看一遍那個問題，學了女性主義就再也不會受到傷害了麼？當然

不是，它只是讓你知道你確確實實受了傷害，而不是一味埋怨自己。  

所以上野非常驕傲於自己讓家暴和性騷擾這兩個英語外來詞在日本傳

播開來，因為這讓很多個體不再受困於盲目的恐懼與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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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這些還有很多很愚蠢的問題，這裏不浪費各位的時間就不給大家過

多贅述了，大家只需要知道，作為此次網絡女權大討論引子的所謂跨國

女性交流，其質量確實不高，或者說這名 UP 主首先就不是典型的中國

女性，很難給觀眾帶來什麼思考。  

作為北大畢業的人中龍鳳，她長久以來的視頻主題正是圍繞著滿足觀眾

對於高級知識分子與成功人士的好奇欲，而當她能在鏡頭前說出因怕另

一半出軌而生育，因害怕另一半招妓而被迫性生活的時候，不知道多少

高中生對於北大的粉紅泡泡幻滅了？  

  

而且在中國這麼一個結婚後不用改姓的國家，她給自己的 ID 取名居然

冠了夫姓，為蔡全嘻嘻，當然，你可以說這是人家的自由，但你肯定不

能說這是典型的中國女性。  

突然覺得那些手機被沒收無法去 b 站看全嘻嘻的高中生也挺幸福…… 

而她那兩個同為北大畢業生的室友，作為此次對話的參與者，也表現出

了某種程度上的獨立思考能力的缺失。當全嘻嘻向上野詢問不結婚是否

出於被男性傷害過時，她們三個人的給出的回答分別是不結婚不好意思

回老家，三十歲不好意思不結婚，以及覺得不結婚弄簽證納稅和遺產會

很麻煩。  



所以也難怪有人說，這個視頻是最好的清華大學招生宣傳，因為北大畢

業也不過如此，你仍然會在表現出狀似獨立人格的同時強依附於他人。 

或者大家的標準再放低一點，你不獨立也行，能不能至少有點禮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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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完全嘻嘻，接下來的內容就和她沒什麼關係了，或者說她其實只是此

次網絡討論的引子，在此之前，國內針對上野千鶴子的盲目崇拜和盲目

攻擊就已經存在許久了。  

那麼，上野千鶴子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知乎有人稱這次的談話仿佛是把

馬克思挖出來改一篇入黨申請書，那她真的是和馬克思一樣的在自己領

域的先驅性人物嗎？  

我先說我自己的看法，我認為上野千鶴子的理論是符合資本主義下的日

本國情的女權主義，她對於日本女性的鼓勵與引導是絕對值得肯定的。 

在上野之前，日本沒有女性學和性別研究領域，社會沒有關於家暴、性

騷擾、和就業歧視的概念，而正如大家所想的那樣，作為一個近代剛剛

從農業時代男女分工明確的家庭形式過渡到工業社會從事職業勞動的

發達國家，日本在女性的家庭生育與勞動的職能和社會生產勞動職能之

間長期傾向於前者。  

這一點作為同樣是東亞農業的中國來說，我們有與政治體系配套的以勞

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女權，教員在 1939 年就說過，全國婦女起來之日，

就是中國革命勝利之時。  

所以新中國的成立，就是踩著舊社會對於勞動人民的壓迫，對婦女兒童

的壓迫而生的。  

在那個世界上還不流行什麼政治正確的年代，中國就有了政治正確，這

一點一直延續到今天，是我們的制度基礎。  

 

在 1949 年之前，中國確實長期處於半封建社會，有大量的封建殘餘，

但在新中國成立後，在這個出於肯定勞動價值而奠定的女性權益框架

裏，經濟基礎、工業化和城市化越發展，封建殘餘越衰退，勞動女性就

越沒有比男性差的邏輯基礎。  



所以中國的男女矛盾長期主要存在於家務活跟養育勞動的分配問題

上，換句話說，女人一樣要出去打工，憑啥家務勞動還都得是我幹？這

孩子明明也是你的，你也得帶吧？  

我是瀋陽人，我家就是家務活基本我父親全包，做飯也是，這樣的家庭

在我身邊不是少數。  

這才是中國性別矛盾的主要方面，很少有父母會在今天跟女兒說你長大

了就待在家裏創造家庭價值，好好服侍別人，反而會告訴你必須有自己

的工作，必須經濟獨立，這樣才能作為完整的人去相愛、結婚、生子，

哪怕將來過的不幸福也有離婚的底氣。  

在 2022 年，中國有多達 373.3 萬對夫妻登記離婚，越是一線發達城市

離婚率越高，而且其中七成以上都是女性提起，女性敢提離婚，底氣不

是勇氣，而是背後的經濟獨立能力的體現。  

當然，中國到目前為止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仍然有不少地區還有很

多源于前現代的封建遺留，但毫無疑問，這些前現代封建遺留，已經並

不是什麼根深蒂固的東西，而是一但被放之於社會公開討論就一定會被

批評唾棄的東西。反而，如今有一些陋習在資本主義下的消費主義和拜

金文化的包裝下沉渣泛起，並受到追捧。  

正因如此，中國進一步完善女性權益的最主要手段，仍然是堅持在社會

主義經濟制度和價值觀下推動兩性社會和經濟地位的平等，既要繼續清

除前現代封建殘留，又不能導向資本主義的路徑，在世界上目前已沒有

哪個國家對我國有真正有意義的參考，還是需要探索自己的道路。  

總體來說，中國的兩性權益 (包括男性權益 )問題還有很多改善的空間，

但我們的底子很好，也有自己的解決框架，未來通過社會與經濟發展，

補平法律漏洞，發展適育環境、個別問題查缺補漏，就能持續向上發展

的。  

但日本它就很不一樣了啊。  

首先，它就沒有男女平權的理論基礎，底層人民尤其是女性的勞動很難

被天然肯定，你生兒育女究竟算是勞動還是天職？你做家務活那也能算

是有價值？你老公最起碼換回來工資了，你換回來啥了？  

這就是上野在對話中提到的日本社會廣泛存在的一種聲音——還不是

我在外打拼，你才能在家逍遙快活！  

我估計很多中國女人聽到這句話就要開始罵人了，或者乾脆出去找個班

上。  

對啊，那日本主婦為什麼不能找個班上呢？  

首先這裏請大家千萬不要把日本的家庭主婦帶入那種有保姆有別墅僅

育一孩的闊太太人設，真正的家庭主婦是很累的。  



首先和中國長期搞計劃生育政策不同，日本當代很多女性的情況是要麼

不生孩子，要麼就生好幾個。  

日本 2022 年的總和生育率是 1.27，比我們略高，但同時卻有三成女性

終生不育，這就意味著很多母親都有兩個甚至以上的孩子，承擔著高強

度的生育與撫養職責。我上一份工作接觸到的日本同事就是要麼沒有，

要麼就是二胎甚至三胎。  

有一句西方喜歡說的話叫 it take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養一個孩子需

要舉全村之力，那倆呢，仨呢，當這成為一種工作並且不以金錢方式體

現你的價值的時候，你得到的其實是一份無法跳槽的，無薪的 007 工作。 

其次日本又有女性做家務的傳統，男人很少參與家庭勞動，再加上這幾

十年日本經濟衰退，很多家庭的經濟情況又要求主婦做兼職補貼家裏，

大家要是看過日本電視劇的話就能發現裏面的主婦基本生活配置就是

好幾個娃再同時兼職打工。  

你就說誰能在全職工作的同時又能再做這麼多事？  

日本有一個詞叫做壽退社（ことぶきたいしゃ），專門用來表示女性結

婚後就從公司離職，成為全職太太…… 

全職做家庭主婦就夠累了，而且還得忍受另一半啥時候職場失意來一句

你在家裏享福都是靠我在外打拼。  

咋樣，有沒有稍微理解點為啥日本女性會給相親對象設一個最低可接受

工資門檻了？因為這 tm 是一錘子買賣啊！以後老公就是自己的上司，

是自己的全部職業規劃，要驗收自己的生育和家務成果，他的工資就是

你的工資，你的後半生就全拴在這一個男人身上了 (同時也給日本男性

造成了很大壓力，男性自殺人數占總體自殺人數的百分之七十 )。  

哦對，日本還是目前所有發達國家中唯一一個規定男女必須同姓的國

家，根據厚生勞動省 2014 年的統計，有 96%的伴侶在登記結婚時冠了

夫姓(另外 4％的人冠了妻姓，反正得一樣 )。  

這就是上野在連線中所闡述的，讓很多國內男性不認可的所謂女性在婚

姻中往往是忍氣吞聲。  

我很能理解為啥他們不同意啊，因為上野的樣本大部分都來源於日本，

結論也是反映日本女性的絕大多數。  

一個在幾十年間見證了大量日本婚姻樣本的東京大學教授告訴你日本

女性在婚姻中忍氣吞聲，結論是顯而易見的——日本女性婚後就是很難

保持獨立人格，而這是來源於日本社會一場系統性、整體性的剝削，這

不是隱性歧視，而是明性歧視。  

Ok，那你說我要是日本人我就不結婚了，好好學習找個工作自己過唄，

那這條路會順利嗎？  



不一定，日本社會對於女性任職於家庭的期望太強，以至於影響到了日

本女性考取大學時的通過率。  

作為日本最有名的綜合大學，日本東京大學的入學新生裏的女性比例長

期低於 20％，2021 年這個比例是 19.7％，而這個數字在同樣是世界知

名綜合大學的北京大學則是 40％多。  

各位讀者很多都上過大學吧，大家還記得自己學校裏有多少教師是女性

嗎？我的記憶中基本是一半左右，可奇怪的是，作為日本最強大學，東

京大學 4885 名教職員工（包括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等）裏女性

教職員工只占 16%，女性教授甚至只有 7.8％。  

就這還是綜合大學呢。  

而且哪怕你進入了職場，整個社會也充斥著對女性的各種吹毛求疵細緻

入微的要求。大家知道日本人喜歡戴口罩吧，在大街上一看要麼是美女

要麼就是戴著口罩帽子的怪人。  

這些怪人，基本上都是因為當天起晚了或者懶得化妝梳頭而拿帽子口罩

遮掩的女性。  

嗯，化妝，在中國是一種選項和樂趣，在日本是一種必須。尤其是職場，

你總不能上班還戴著口罩吧？  

同樣是必須的還有女性的高跟鞋，高跟鞋這個東西有多不舒服大家都知

道，很多女性腳後跟長期磨破流血貼著創口貼，在中國，這個經久不愈

的傷口象徵著對美和自信的追求，在日本，它可能是你不得不忍受的痛

苦，因為高跟鞋在日本職場是半強制的。  

2019 年 1 月的時候，一個叫石川優的日本女星曾在社交媒體上發起“抵

制高跟鞋運動”，據她自己的陳述，她曾經東京的殯儀館工作中被要求

穿著 5 至 7 釐米的黑色高跟鞋，導致足部受傷，流血不止。  

石川與推特上的幾萬人一起發起請願，呼籲厚生勞動省禁止雇主強制要

求女性穿高跟鞋上班，結果得到的政府部門回應卻是 “在工作場合穿高

跟鞋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這一點已經被整個日本社會接受。” 

日本政府 :給我穿，往死裏穿。  

日本社會這種只針對女性的狗屁規定實在是太多了，是中國人難以想像

的。  

我作為一個中國女性，大學畢業三年了，從來沒有哪怕一次穿著高跟鞋

上班，甚至還有幾次穿了拖鞋，化妝的次數更是寥寥無幾，我身邊女性

工作也基本都穿運動鞋，要是哪天化妝了同事還得問 :喲，今天心情不

錯啊！  

上野口中的堅持不化妝不戴胸罩 (也是很難受的一個東西 )的女性主義

在中國人看來可能是多此一舉，沒有必要，而對日本人來說卻可能是下

了很大決心，要付出很多機會成本才能做出的充滿勇氣的決定。  



4 

說了這麼多，篇幅這麼長，我主要想跟大家表達的只有一點——很多你

認為天經地義的事，在日本並不是。  

一個日本女性，實現獨立生活的阻礙遠比中國女性要大。  

我們是兩個國家，處於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有著不同的主權結構、政

治主體、以及婦女地位。  

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全嘻嘻與上野之間的對話就是雞同鴨講。  

一個是處在臣服於美國秩序下保留了封建政治結構的社會的激進人

士，一個是處在在反封反帝起家，社會飛速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保守

人士，真能通過二者之間的溝通來獲得趨近於方法論的指導那就奇了怪

了，哪怕真的有，我們也必須承認讓兩個擁有不同社會結構不同歷史進

程不同程度主權的國家之間借鑒方法論還是有些過於強行了，而不是單

純的因為日本經濟在戰後長期處於世界二三位置，擁有非歐洲國家獨一

份的文化輸出能力，就認為日本社會在哪個方面都先進。  

我們經歷過無產階級革命，帶來了勞動婦女的半邊天，而美國控制下的

日本不可能經歷階級革命，所以只能通過上野這樣的性別研究學者在努

力地進行小修小補，還時不時地就會碰觸到無法跨越的制度壁壘，體現

在成果上就是—— 

反高跟鞋運動這麼久了，今天的日本職場女性還是被逼著穿高跟鞋 ; 

日本時不時就有女性打官司反抗改夫姓，也未解決，中國大陸從打建國

後就沒冠夫姓傳統了。  

你能說是日本女權主義者們不努力嗎？不是的，上野千鶴子作為日本這

一邪教合法財閥合法政治裙帶關係合法的國家的女權傑出代表她已經

做的很不錯了，但可能，有些制度問題它就不是能靠民間活動解決的。 

我們的兩性權益問題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但身體自由的我們，沒有必

要全盤接受束手束腳之國的女權經驗。日本不是中國，中國也不是日

本。他們的很多問題我們已經解決了，我們剩下的問題他們又解決不了。 

無論是想拿上野的日式方法論來提高中國女性地位還是以中國女性畫

像來“嚴格要求”上野，都是不公平的，行不通的。  

我們可以學習日本女權中關於自我認同和個人發展的有益部分，但千萬

不要太過於共情以至於忘記了我們真正所處的發展階段，就因為他們相

對發達的經濟而去強行照搬。  

路線不同，強行接入，只會脫軌。  

底層代碼寫的都不一樣，你抄個什麼勁抄。  

這就好比去年防疫的時候一群大聰明在那兒喊 : 



卡塔爾！你看卡塔爾世界盃那麼多人都不戴口罩！人家日子都過出花

了！龍王賣傘！！  

他們以為人家一個個小餛飩頭巾戴著一天小幾萬花著就跟你一樣是碳

基生物，殊不知人家生病有方艙你沒有，人家有一抽屜金戒指你沒有，

你家就兩粒布洛芬還得緊著省著給對象用。  

他們以為人人平等，然而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謊言，恰恰就是平等。  

中國與日本，不平等。  

就像每個國家的遊戲、動漫、電影工業都得走自己的路一樣，女權仍然

有地域性，我們的兩性權益也只能在現有基礎上優化，上一個強行搞西

方價值觀嫁接而撲街的中國動畫叫藝三，豆瓣已經跌到 3.9 分了（典型

的部分如關於雷迪亞茲的劇情）。  

如果大家想瞭解一些國內女權進程的話，推薦去看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戴錦華老師的著作和視頻，她在女性文學、文化史、電影史上都有很深

的造詣，你會更深刻的感受到自己，而不是那種西方自由主義女權在中

國產生的強烈的水土不服感。  

 

可以見得的是，我們在未來一定會感受到更多西式性別語境與中國特定

國情交織而產生的擰巴感，我們無法改變，而只能被動接受，共產主義

興而以勞動為錨點的共產主義女權興，自由主義興而自由主義女權興，

二者皆以各自的陣營為胞胎給養。  

也正是由於近幾十年國際共運的慘淡退場，在資本主義在全球擴張的今

天，資本主義的父權結構也被再次固化，這個世界上仿佛只剩下了一種

女權，一種哪怕再努力，再歇斯底里，也只能從統治階級手中爭得食物

碎屑的女權。  

如上野，八十年代末期就寫就了《父權制與資本主義》，然而這三十年

來我們看到，新自由主義，資本全球化，經濟不平等這些情況是大大加

劇了而非是縮小了，與此同時，雖然這三十年來各種激進運動思想和活

動也越發活躍，但越來越多的各路激進主義運動者們開始把批判的眼光

更多的放到第三世界，反而站據了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秩序高地，加

劇了不平等現實的西方世界又成為了很多人眼中進步、激進思想的標

杆，很多人一提到平權，言必稱歐美，甚至包括日本，在很多人眼中仍



然充滿各種光環。我們不禁要思考這是為什麼？激進運動在這過程中起

到了什麼樣的影響？  

（關於這部分思考，參考沉思錄之前的兩篇文《羅訴韋德案被推翻後，

重新思考左翼，性別與身份政治》和《“北大宿舍聊天”爆火下的身份政

治與性別治理》）  

我們的國家，是在反對內外種種壓迫的基礎上站起來的。別人忘了，我

們自己不能忘，不僅不能忘，我們還得平靜而堅定地走自己的路。  

或者用戴錦華老師的話說，不要“以反思的名義拒絕反思”，更不要以一

些人云亦云的控訴和譏諷來彰顯自身“潔白無瑕 ”“獨立思考”的自我想

像。  

戴老師還說過，社會主義陣營的失敗，很大程度上是建立一種新文化的

失敗。  

也許只有中國所代表的社會主義文化在未來的成功建立，才能真正打破

今天在輿論和女權文化上的被動，化被動為主動，與中國給世界提供的

其他治理手段一起，給全世界的婦女兒童們照去一束光。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5NjE3MzI5NQ==&mid=2247507558&idx=1&sn=d649d2bb36af374f2a76f07c68af1920&chksm=c0078be6f77002f05b0a7ac0af4d5e06f5a0300f3af054836fef4946038c63ff7b80def89937&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5NjE3MzI5NQ==&mid=2247507558&idx=1&sn=d649d2bb36af374f2a76f07c68af1920&chksm=c0078be6f77002f05b0a7ac0af4d5e06f5a0300f3af054836fef4946038c63ff7b80def89937&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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