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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悔改？疯狂英语创始⼈李阳再
出事：前妻晒争吵视频，直指其家
暴殴打⼥⼉，⽹友：家暴只有零次
和⽆数次
2021年8⽉30⽇

我为什么敢⽣三个娃？

2021年6⽉2⽇

我所经历的三孩⽣活：千万家产终
于有⼈继承，⼤娃怨恨我偏⼼
2021年6⽉2⽇

我，住在有钱⼈家“鸡娃”，⽉薪2
万
2021年4⽉27⽇

机构报告称线下消费回归是必然趋
势 中国百货业数字化领先国际同
⾏8⼩时前

去年农⺠⼈均财产净收⼊469元，
推进⼟地流转、集体经营性建设⽤
地⼊市带动农⺠增收1⼩时前

独家专访巴克莱中国CEO刘洋：
战略重组后，巴克莱如何加码中国
市场10⼩时前

15家银⾏⼀季报出炉：13家净利
润增速超10%，基⾦⼤幅提升“含
银量”5⼩时前

透视东莞⼀季报：投资成稳增⻓
“压舱⽯”，新兴产业积蓄发展新动
能6⼩时前

“男性妥协”是因为⼥性的⼯资很重要？
南⽅周末 

2019-09-21 22:11

1989年，⽼姚离开湖南农村⽼家到南⽅打⼯。9岁的独⼦最初5年都留在⽼家，由⺟亲照顾。

2013年，社会学学者蔡⽟萍、彭铟旎在深圳遇到⽼姚时，他已经⼀年没回⽼家过年。45岁的⽼姚对年迈的⽗

⺟怀有愧疚，唯⼀感到慰藉的是，⾃⼰是个体贴的丈夫。2004年，妻⼦也离乡和⽼姚⼀起打⼯。他开始洗⾐

做饭、打扫卫⽣，家中⼤事的决定权由妻⼦独揽。

不过，每次在阳台晾⾐服，⽼姚都担⼼被邻居看到，也不会告诉别⼈⾃⼰给妻⼦洗⾐服。尤其令他难堪的，

是给妻⼦洗内裤被⽼乡发现。受到嘲笑时，他只能勉强否认：“我肯定不会给她洗内裤！”

两位学者合著的《男性妥协：中国的城乡迁移、家庭和性别》（注：下称《男性妥协》）⼀书涉及192位男

性农⺠⼯以及74位⼥性农⺠⼯，⽼姚就是其中⼀位。合著者蔡⽟萍和彭铟旎，分别是⾹港中⽂⼤学教授和⾹

港浸会⼤学副教授。从2012年到2015年，她们的研究团队先后开展15次⽥野调查，⾛访了深圳、⼴州和东

莞的6个“城中村”。

研究之初，两位学者就发现，男性农⺠⼯的声⾳和个体经验在学术讨论中是缺失的。蔡⽟萍向南⽅周末记者

介绍，从1980年代以来，各种研究都很少从男性⻆度考察移⺠家庭和性别关系的影响。对于过往研究偏重从

作为⼀家之主的男性那⾥收集材料，这是⼀种“拨乱反正”。正因如此，许多关于家庭和性别的研究都主要关

注⼥性⻆度。

但⼆三⼗年过去，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男性的声⾳消失了，⽽且在主流移⺠研究⾥，涉及男性时往往侧重

⼯作，很少关⼼他们的情感。⽽早期的家庭研究，也对家庭中的性别不平等不够敏感。

彭铟旎告诉南⽅周末记者，男性农⺠⼯的个体经验被学术研究忽视，可能因为他们是⽗权制的受益者，其他

因素还包括：以往讨论农⺠⼯，更多关注他们的迁移动机、⼯作体验、经济收益以及通过迁移给家庭带来的

经济资源，⽽较少关注他们的情感和亲密关系。

蔡⽟萍提出“男性妥协”来描述和解释，由于城乡迁移，⽼姚这样的男性农⺠⼯在婚恋、夫妻关系、⽗职和尽

孝等不同⽅⾯，如何调整⾃⼰的性别实践和男性⽓质，以及如何进⾏男性⽓质的妥协。

2019年7⽉，《男性妥协》由三联书店出版。

1、还可以“男主外⼥主内”吗？

研究中，蔡⽟萍发现，许多受访夫妇最⼤的冲突就是从夫居问题。她告诉南⽅周末记者，中国尽管出现过激

进的两性平等实践，但从来没有挑战从夫居的合法性。“外出打⼯让⼥性更独⽴，她们和丈夫两个⼈都出来打

⼯，可能想全⼒做决定。⽐如，不会只回到⽼公⽼家那边造房⼦，她可能想把房⼦建在离娘家近的地⽅。”

在两位学者的研究中，也遇到过孩⼦的姓⽒随男⽅还是⼥⽅的问题。在⼀些地⽅，新⽗⺟普遍是独⽣⼦⼥，

孩⼦的姓⽒成为需要双⽅家庭协商的重要问题。虽然访谈对象很少来⾃独⽣⼦⼥家庭，但很多家庭有两个⼥

⼉。家中只有姊妹的⼥性受访者往往认为，⾃⼰有责任把孩⼦的姓⽒给娘家。

蔡⽟萍记得，在⼥朋友的⽗亲提出⼊赘要求时，⼀个男孩⼦觉得⽆所谓，就答应了。但后来他的⽗⺟不答

应，这对恩爱的情侣只能分⼿。⼥孩⼦则和⽗⺟介绍的⼀个男孩在家乡结婚，⽅才解决了孩⼦姓⽒的归属问

题。

在夫妻关系中，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就是家务分⼯。尽管很多男性农⺠⼯希望维持“男主外⼥主内”的传统性

别分⼯，⽐如让妻⼦留在⽼家照顾⽼⼈和孩⼦，但若妻⼦也到城市打⼯，传统就难以为继。在农⺠⼯夫妻的

⽇常⽣活中，家务分⼯成为需要协商的重要问题。

在研究中，蔡⽟萍和彭铟旎观察到四种男性应对家务劳动的模式。夫妻的收⼊之⽐、可⽀配时间、⼦⼥年龄

及丈夫对男⼦⽓概的认知都会产⽣影响。有的男性农⺠⼯会试图象征性地维护“内”与“外”的界线，也有⼈表示

⾃⼰会洗⼤件物品。

蔡⽟萍观察到，传统的宗族观念、性别分⼯需要经济基础。许多开出租⻋的男性农⺠⼯来⾃宗族观念⾮常强

的⼴东农村，由于会说粤语，⽽且从事早年相对赚钱的⾏业，他们⼀⽅⾯⽣两⾄三个孩⼦，⼀⽅⾯普遍坚持

让妻⼦留在⽼家，从⽽维持传统的性别分⼯。

但等到蔡⽟萍开展采访的2015年，出租⻋司机的⼯资已经降低许多。她希望通过后续研究，观察他们失去经

济基础后，是否能够延续传统的“男主外⼥主内”。

在城市⾥，农⺠⼯们普遍感受到两种占⽀配地位的男⼦⽓概：⼀种建⽴在⾦钱上，集中体现于富有的企业家

身上；另⼀种建⽴在素质上，集中体现在受过良好教育，技能精湛、举⽌得体的专业⼈⼠身上。部分受访者

期望，他们可以通过做⽣意、学技术等⽅式获得这两种男性⽓概，但很多⼈还是意识到这条道路充满阻碍。

他们反向形成了两位学者形容的“可敬的男⼦⽓概”，即将男性⽓质建筑在男⼈供养和关爱家庭，使家庭成员

感到快乐的努⼒和责任上。

蔡⽟萍发现，受访的男性农⺠⼯经常讲到⾃⼰如何为家庭付出，如何对妻⼦忠诚，如何努⼒供⼦⼥读书，也

经常谴责被⾦钱腐蚀或陷⼊婚外情的商⼈。家庭⽣活和家庭和谐成为衡量男性是否成功的最终标准。这些男

性农⺠⼯由此克服作为被边缘化的⼈群的耻辱，从⽽获得⼀些⾃尊。

然⽽，蔡⽟萍向南⽅周末记者解释，男性农⺠⼯也受都市流⾏⽂化影响，其中的主流男性⽓质恰恰建⽴在⾦

钱和素质之上。这种都市流⾏⽂化⾥的中产男性想象，与⾃我建构的“可敬的男⼦⽓概”存在很⼤的张⼒。

“如果问他们，希望⼗年以后最理想的家庭分⼯是什么样的，你的家庭会是什么样的，他们就会给出⼀些很中

产的想象。但是要问他，你觉得现在是不是做得不够好，是不是很失败，他们也会觉得，‘对，我不是很成

功，但是我也觉得⾃⼰做了很多事情’，⼀直强调靠⾃⼰双⼿赚钱养家，对妻⼦⾮常忠诚，不像很多城⾥富⼈

会包⼆奶。”蔡⽟萍说。

2、“婚都没有钱结，我哪会想⽣孩⼦的事情”

接受访谈的男性农⺠⼯⾥，相当⼀部分是年轻⼈，⼏乎都曾经是留守⼉童。研究团队经常听到他们说：我以

前是留守⼉童，不希望我的孩⼦也是留守⼉童。这也是今天很多中国城市农⺠⼯是家庭移⺠的原因。他们尽

量把孩⼦带到城市共同⽣活，正因为⾃⼰有过留守⼉童经验。

在受儒家伦理影响的中国主流社会，⽗亲形象⼀般是威严的，与⼦⼥在情感上疏离。然⽽，与这种刻板印象

相反的是，接受访谈的农⺠⼯⽗亲讲到和⼦⼥分离的话题，往往表现出强烈的情感，绝⼤多数表示⾮常想念

孩⼦。他们不会把挂念孩⼦与脆弱、软弱联系起来，⽽视之为⾃然的情感流露。也有许多⽗亲意识到，⾃⼰

在孩⼦⾯前失去权威，就是因为⻓期缺席孩⼦的⽣活。

“⻅孩⼦的时间那么短，还要很严格地要求孩⼦，摆出很权威的⽗亲形象，他们觉得做不到，也不想这么

做。”蔡⽟萍说。

彭铟旎也认为，农⺠⼯⽗亲们改变对待孩⼦的⽅式，与⻓期和孩⼦分离⽽产⽣内疚，想通过不同⽅式弥补，

例如表达思念和物质补偿有关。另⼀⽅⾯，城乡迁移和因此带来的⻓期分离也给了他们渠道，反思与表达⾃

⼰与孩⼦间深厚的情感。⻓期分离中，他们体会到了对⼦⼥的爱和关怀。

所谓“不孝有三，⽆后为⼤”，研究团队没有遇到⽣育观念发⽣根本变化，⽐如想做“丁克”的例⼦，多数男性农

⺠⼯都表达了强烈的⽣育意愿。但蔡⽟萍发现了有趣的变化：很多年轻农⺠⼯说⾃⼰基本没有结婚成家的经

济能⼒。她遇到了许多因结婚和⽗⺟处于拉锯状态的年轻农⺠⼯。⽗⺟们帮孩⼦在⽼家盖了房⼦，但农村⽼

家有房对很多⼥孩⼦没有丝毫吸引⼒，她们希望男⽅在城⾥有房⼦。

“婚都没有钱结，我哪会想⽣孩⼦的事情。”年轻男性农⺠⼯们对蔡⽟萍说。这⼀情况与当下农⺠⼯的年龄结

构有关。1990年代到2000年初，农⺠⼯四五⼗岁就会返乡，可能回去帮孩⼦照顾孙辈。做研究时，她在城市

⾥遇到了很多六⼗多岁的农⺠⼯。

“如果⼉⼦还没有经济能⼒可以结婚，他们会⼀直留在城⾥，能打多久的⼯就打多久的⼯，就是希望可以帮孩

⼦结婚成家。”蔡⽟萍说。

3、“可能就没有办法回到从前了”

尽管研究过去了四年，有⼀对受访夫妻依然让蔡⽟萍印象深刻。妻⼦抱怨，丈夫赌博导致他们时常争吵，丈

夫甚⾄家暴。

访谈时发⽣了⼀个⼩插曲。妻⼦声称他们只有⼀个男孩⼦，和他们⼀起住在城⾥。后来访谈丈夫时，⼤家才

发现这对夫妻原来还有⼀个⼥⼉，11岁，但还没有上学。9岁的⼉⼦则已经上学。

“妈妈可能内疚，觉得这样做是男⼥不平等，但还是这么做了，我们的想法和⾏为很多时候会有落差。”蔡⽟

萍分析，“很多男性希望维持传统的性别分⼯，但因为家庭经济原因，不得已在⾃⼰的⾏为上作出调整，就⾃

⼰理想的男性形象做出调整，就是我们说的‘男性妥协’。”

从受访的⼥性那⾥，蔡⽟萍看到另⼀种妥协。⼀个⼥性可能觉得应该男⼥平等，但经济基础不⾜的时候就妥

协了，把资源给予年纪更⼩的⼉⼦。

“这是两种不同的妥协。”蔡⽟萍由此认为，“男性妥协”概念可以延伸到“⼥性妥协”。她希望接下来可以继续研

究，男性向性别观念妥协的同时，⼥性是否妥协了⾃⼰的两性平等观念。“如果真的要坚持男⼥平等，可能常

常会吵架，也可能付出很多代价，所以后来就妥协了。”

彭铟旎认为不能简单地把男性看成⽗权制的受益者或受害者，并希望《男性妥协》可以打破这种简单的⼆元

对⽴。“男性农⺠⼯在城乡迁移中的边缘地位和受到的种种歧视，恰恰证明他们在霸权性男性⽓质话语下承受

的压⼒与煎熬。”彭铟旎说。

在⼤规模的城乡迁移之下，两性劳动分⼯等⽅⾯呈现的性别平等并没有唤起相应的性别平等观念。在家庭中

的传统⽀配地位受到挑战时，男性农⺠⼯尽管会做出妥协让步，但这更多是策略性的，关于男性⽓质的固有

观念依然稳固。

“具体的男性⽓质的妥协是实⽤主义的产物，⽽不是⽂化价值观念变迁的结果。这预示着，与这些妥协相关联

的性别平等⽅⾯的改善可能是短期的，⼀旦那些迫使男性农⺠⼯妥协的条件消失，更加传统和保守的性别关

系可能会复苏。”在《男性妥协》结尾，两位学者带着⼀丝悲观的论调写道。

的确，书⾥的⼀个例⼦显示，那些分担家务的男性农⺠⼯回到农村后，旧的性别分⼯可能重新恢复。但蔡⽟

萍也抱有乐观的期待：“如果男性习惯了做家务，习惯给⼥性更多做决定的权利，⼥性也习惯了丈夫或伴侣来

分担家务，习惯⾃⼰有更多话语权，那可能就没有办法回到从前了，可能就会带来性别观念的本质变化，因

为性别还是互动的关系。”

蔡⽟萍之后可能做两项后续研究，⼀个是观察回到农村⽼家后“男性妥协”会发⽣怎样的变化，另⼀个是看“⼥

性妥协”会以什么⽅式出现。“男性妥协”是过渡性的，还是能在⽂化观念和规范层⾯带来⻓久改变，变成开放

式的问题。蔡⽟萍⽬前也没有答案。她认为，最重要的是⼥性的经济独⽴。

“男性的妥协本来就是因为⼥性的⼯资对家庭对经济很重要，迫使男性向他们的传统性别理想妥协，对妻⼦作

出让步。如果男性的妥协真的变成⼀个规范上的⻓远的改变，第⼀个就是我们在制度上要保护⼥性，如果⼥

性不可以迁移到城市，不可以进⼊劳动⼒市场，没有受到教育的机会，男性根本就不⽤去妥协。”蔡⽟萍说。

来源：南⽅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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