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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言性别差异与社会文化的互构

兰 玉

《四川大，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社会丈化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建构语言性别差异，同时语玄性别差异诱导和暗示

社会文化的变化和发展，语言性别差异和杜会丈化处于互构的关系中。在语言性别差异和社

会丈化的互构关系中，后者的作用具有决定和主导的作用，不能夸大前者叶后者的建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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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性别的存在使得人类生存的社会更加多姿多

彩，因此有关性别的研究引起了社会学、人类学、

心理学、语言学等诸多领域的广泛关注.在语言

学领域，早在1922年，o.Jesperson在其It。Na-

ture，Developmentandorigin的文章中就探讨T
女性语言和思想的缺陷.真正运用语言学理论对

语言性别差异现象进行研究，即把性别语体作为语

言的一种变异形式进行研究的是R.Lakoff，她的

观点集中反映在其1973年发表的Women，。Place

inLanguage中，她认为女性语言本身是男权社会
中以男性语言为标准的偏离，与Jesperson的观点
基本一致，认为女性语言是有缺陷的。之后，D.

Zimmerman，C.west和P.凡shman认为女性在
社会中受男性的控制和支配，她们的语言遭受“贬

值”，她们在谈话常处于被忽略和被动的地位。而

D.Tennen则认为并不存在男性语言比女性语言
优秀，或者男性语言支配女性语言，它们仅仅是风

格不同而已，这种不同是由于男女来自不同的亚文

化背景(subculturalbackdrop)和经历不同的社会

化过程造成的。近期关于语言性别差异的新学说
是源于学习者如何学习的建构主义理论.此学说

理论基础的最早提出者可迫溯至J.Piaget，他认

为，儿童是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

建构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的，从而使自身认知结

构得到发展。鉴于此，语言学家认为男性和女性并

不是如之前学说所认定的那样是预先存在的，语言

特征是由性别特征决定的，相反，男人和女人没有

明确的界限，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男性语言和女性

语言是在具体的社会文化实践中像儿童一样“习

得”的，并且会根据社会文化结构(大的方面)和话

语语境(小的方面)的变化而进行自我调整。这一

学说对男人和女人的定义是动态的，与以往观点相

比赋予定义变化和发展的内涵，更加符合事物发展

变化的自然规律。

    毫无疑问，语言性别差异的成因有很多，涉及

社会、文化、民族、阶级、地域、心理和生理等

许多方面，与其相关的还有受教育的程度、职业特

征、年龄层次、交际角色关系、话题内容等因素。

本文运用建构论的观点探讨社会文化如何建构语

言性别差异特征，成为生产性别身份的场所.语言

作为反映社会文化现象的一面镜子，语言所表达的

内容由社会文化决定，不论此现实是客观存在的，
还是人们脖想的(比如，鬼神)。Eckert和M口Con-

nell一Ginet(1992)认为语言是客观世界的意识过

滤器，它在建构人们关乎现实的观念，而不仅是以

任何显著和直截了当的方式命名现实世界，使用中
的语言所建构的客观世界实际上是存在于其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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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而未被使用的语言所建构的种种世界图景中的。
因此，语言性别差异特征在反映社会文化特征的同

时，也在反构社会文化。本文对这一现象也试图作

初步探讨 。

    二、社会文化结构对语言性别差异的建构

    1、从文化的含义看社会文化结构建构语言性

别差异

    “‘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信仰、

习惯、目标、制度和技术的总模式。”“‘文化包括

一切人类社会共享的产物。’它不仅包括城市、组

织、学校等物质的东西，而且包括思想、习惯、家

庭模式、语言等非物质的东西.简单地说，文化指

的是一个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一个民族的全部生

活方式。气邓炎昌，刘润清1989)语言在这里被认

为和其他人与环境互动而产生的物质和精神成果

一起，属于文化的一部分。语言并不是独立存在

的，语言在文化这个大家庭里和其他成员紧密联系

在一起，并且互相影响。一个耳熟能详的例子是;

生活在寒冷的北冰洋和加拿大地区的爱斯基摩人

自出生之日起就和雪打交道，比如用雪凝成的冰造

房子等，雪对其生活有很重要的影响，他们有8到

12种关于雪的名称。而在较温暖地区生活的欧洲

人尽管生活也受下雪天气的影响，但与雪的联系不

如爱斯基摩人紧密，雪的名称就要少得多。在由炎

热地区的人们使用的非洲语言中，则没有关于雪的

名称，人们只可以用语言描述这样一种自然现象，

因此语言反映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态度，社会文化

特征决定人们语言的内容和表达方式，语言不可能

脱离人类的社会文化圈而独立存在、发展和变化，

社会文化的现状和发展、变化都会在语言的现状

和发展变化中得到响应，社会文化建构语言，包括

语言中的语言性别差异。

    2、从sex与gender角度若社会文化建构语宫

性别 差异

    在语言性别研究中应该要区分的一对概念就

是sex与gender.前者是生理学和解剖学意义上

的性别;后者是人的社会文化性别，是从社会文化

的角度来说的。本文中“语言性别差异”中的“性
别”是指的gender。这种差异是由于“语言使用者

出于文化、社会、习俗、修辞等方面的考虑而于

特定场合使用的特定用语(杨永忠2。。2)”而产生

的，具有社会文化内涵.而Cheshire(2002)认为

当前人文学科普遍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ex和

gendsr的二分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成立的，因
为sex所指的对象(即人的生理结构)及其生物学

变化过程本身也是人类文化历史的一部分。笔者

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说:ex和gender的区分是有
必要的，特别是在需要特别强调是在讨论生理性别

还是社会性别的时候，但Cheshire的观点至少可

以说明即使是生理性别也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

响，并且生理性别的界限在当今发达的社会医疗条

件下已经变得模糊。李经伟〔2o01)指出:“性别是

人们实际讲话所产生的一种结果，是人们在参与具

体的交际活动中建构而成的”。人们的言语活动受

到社会文化环境的规约，个人的性别取向也同样受
制于社会文化的期望，不管其取向是在顺应社会的

普遍规则，还是在与社会的价值观相抗衡.“性别

是强加于人们用来观察世界的透镜”(李经伟

20o1)。这样，女性的含义就是在用社会期望的女

性的视角看间题，男性的含义就是在用社会期望的

男性的视角看问题，女性和男性在言语发音、词

汇选择、话语风格、交际策略等方面都需要在言

语活动中根据社会文化的取向进行适时的调整。

    3、杜会文化如何建构语官性别差异

    Simonede卫泛avoir(1986)认为:“女人并不是

生就的，而是逐渐形成的。即其实不只女人如此.男

人也同样如此。女性语言和男性语言是由可构成

性别差异的文化将它们分开来的。以下就社会文

化如何建构在言语发音、词汇选择、话语风格、

交际策略等方面的语言性别差异提出一些看法。

    (1)社会分工如何建构语言性别差异
    人类早期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即

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在母系氏族社会

里，女性主导社会经济生活，占有较高的社会经济

地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子较强的体力优势显
露出来，他们的劳动由捕鱼、狩猎转向农业和畜牧

养殖业，而妇女需要花较多的时间养育子女和操持

家务，她们的角色囿于家庭琐事中.这种早期原始

分工发展延续至今，当今社会的基本现状是男性在

与经济、政治、军事、技术相关的行业中充当主

力军，而女性的社会角色多为家庭主妇以及护士、
保姆、秘书助理等带有服务性质的职业。在这样

的社会分工状态下，男性在谈论与自身职业关系密

切、知之较多、较有兴趣的经济、政治、军事及

技术方面的话题时强音要多于女性，表明他们对这

些话题的自信和兴趣，停顿的次数会明显少于女

性，而在谈论有关家庭琐事、照顾他人的方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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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办公室人际关系等话题时，女性语言比男性 “他妈的”等禁忌语几乎由男性专用。而女性的语
语言的强音要多而停顿要少。同时，由于通常由女 音形式接近于标准，更加高雅，词汇选择更加遵循
性在家担负养育和教育子女的责任.在外扮演为他 札貌原则。笔者认为因为妇女处于较低的社会地

人服务的角色，女性倾向于使用标准优雅的语音形 位，她们便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为社会文化所推崇
式。这一点在词汇选择上也有所体现，女性所从事 的正统的语言形式，试图改变自己既有的社会地

的职业和扮演的家庭角色要求她们细心、体贴、 位。男性的话语风格和交际策略的核心原则是竞
富有感情，因而如adorable，。harming，lovely，di一争原则，他们视谈话为一个争夺权力，尔死我活的

vine，marvefous，“可爱”，“美丽”，“(太)好了”等 无形战场，他们喜欢发号施令，威胁吹嘘，随意打断
修饰词和如50.never，“真”，“太”等强调词多为女 他人的谈话，任意转换话题至对自己有利或感兴趣

性所用，而男性的词汇似乎显得冷冰冰，就事论事。的话题，较少使用最少回答(minimalresPonse)表
这是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不带有较多的感情色彩 示自己在聆听或同意对方的观点，因为那样会鼓励

相符的.男性的话语风格直截了当.交际中多用陈 对方继续讲下去，这在男性是不情愿的，在由自己

述句，带命令、要求口吻的祈使句，女性的话语风 掌握话轮(tum)时，倾向于把一个话题讲得很仔

格则是婉转的，避免使用直接的陈述句和强硬的析 细，以显示自己的学识、见解和主导地位。而对女

使句，多使用表商量、建议口吻的疑问句以及附加 性来讲，话语风格和交际策略的核心原则是友好合

疑问句，富有礼貌情感的含“请”，please的析使句。作原则，谈话是她们借以建立友谊，交流感情的场

由于所从事的职业和扮演社会角色的不同，男性热 合。她们谈论日常生活，并富有细腻的感情，用言
衷于当前的社会热点话题，女性的话题则通常与家 语增进了解，一般不会直接批评别人，较少打断别

庭事务及自己与他人相关.由于社会分工对语言 人的谈话，较频繁地使用最少回答，如yeah，um，

性别差异的要求，当由女性从事一般由男性从事的 “嗯”，“是的”来表示她们在听和鼓励对方讲下去，

职业，或由男性涉足多由女性从事的职业时，个人 “习惯将话题逐步发展，话题之间的转换成渐进
的语言特征都会因职业和社会角色的影响而发生 性”，“习惯于相互探讨问题，平等交流意见”(杨永

一定的变化。 ‘ 忠2002).在男女共同交谈的场合中，男性打断对

    (2)社会权势如何建构语言性别差异 方谈话的次数和转换话题的次数要多于女性，在男

    Gal在其Language即dPoliticsEco加Iny和 性对女性所谈话题不感兴趣或不赞成对方观点时，

Between孙eechandsilenee:Theproblematicsof会直抒胸臆，企图控制话题，而女性在此情况下，会
Researchon肠nguageandGender中指出和其他 等待对方讲述完毕，并紧随对方思路作出反应。可
社会制度和惯例一样，语言也是为占优势的阶级的 见，男性的社会主导地位使得男性在话语交流中主

利益服务的.圣经《创世纪》中关于上帝造人的传 动、积极、不合作，反映他们支配他人的倾向;而

说在西方社会文化中奠定了男性强权地位的基础， 女性“第二性”的社会地位使她们在谈话中被动、

上帝造了亚当(Adam)为天下第一个男人，而世上 消极、合作，反映她们顺从他人的倾向。cr。:衍
第一个女人夏娃(Eve)只是上帝用亚当的一根肋 和Nyquist(1977)发现，Lakoff所假设描写的女

骨造成的，是亚当的“骨中骨，肉中肉”，男性处于掌 性的谈话方式同样反映在小孩和处于较低社会地
控社会权势的地位。林语堂先生在《中国人》一书 位的男性的谈话特征中，这进一步说明语言性别差

中认为自原始时代，中国人的血液中妇女就没有占 异是在社会权势的作用下动态地建构而成的。
据过应有的位置。Key(1996)指出男性和女性的 (3)文化传统如何建构语言性别差异
行为只能透过整个社会的权力框架来得以阐释和 孔子是儒学的弃祖，也是中国国学的先祖。中

理解。这样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造成了“男 国人至今一直让儒家文化统治着，中国文化很可能

薄女卑，，女性顺从、被动，男性强势、主动的局 还将继续由其统治和垄断。孔子日:“唯女子与小

面，在语言现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男性在发音方 人难养矣，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即认为女人和

式和词汇选择上有更大的自由度和选择权，他们的 小孩一样不好伺候，和他们关系亲密，时时照顾他
语音倾向于非标准、低俗的发音方式，比如北京的 们的时候，他们会很贪婪，想要的更多，而当远离他
男青年将“保证”和“反正”发成“保二”和“反二、在 们，不管不问的时候，他们又会心生怨气。孔子的

词汇使用上，像Goddamnyou!Dalnn it，hell，话似在说女人和小孩同是制造麻烦的人.后来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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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信徒又派生出一句名言。“女子无才便是德.”

在礼教最为盛行的宋朝，女性的行为又被套上了

“三从四德”的枷锁。在西方，《圣经》中描写夏娃经

不住诱惑偷吃了智慧树上的禁果，还给亚当吃，违

反了上帝的旨令，被逐出了伊甸园，从此人类要忍
受自己所犯下的罪孽而带来的苦难。这似又在说
女人对人类的苦难应肩负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样

的社会文化内容塑造了相对应的性别原型，也就是

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行为举止和性别角色的期望，

潜在或明文规约什么是适切行为(aPproPriatebe-
havior).男性被告知要具有男子汉气概，要强悍，

有雄心、进取心，勇于挑战，为权力、事业和名誉

奋斗，这些都是积极的、肯定的素质特征，而女性

则从小就被提醒要有阴柔之美，要贤淑，要安于平

静的生活，遵守社会道德规范.男性在社会生活中

通常显得更加自信，更有攻击性，而女性遇事容易

退缩，缺乏自信心，并且男性不需要像女性那样保

持庄重的形象，因而男性在音量上通常要大于女

性.之前的例子(比如禁忌语)也说明在词汇使用

上男性语言与文化传统所规定的性别原型一致.

父母在子女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按照文化传统的标

准培养和教育小孩，“女孩大约在两岁时就开始习

得汉语中的‘吧’这一表示礼貌的请求、建议或商

量的疑间程度较低的是非问句，而且使用频率很

高;而男孩到三岁时才学会‘吧’问句，使用频率很

低。(杨永忠2。。2)”成年人中的情况也与之类似.
女性由于缺乏自信，在表达观点时更多地使用反意

疑问句，经常以疑问、升高的语调结束陈述，显得

不够肯定和坚决，经常使用“可能吧”，“也许是”，

u我觉得应该是吧”，“Iknowthissoundssillybut
⋯”，“Well，1，mnotanexpert，but⋯”，“This

maystrikeyouasodd”这类减弱话语力度的话
(Chaika”94)，通常以合作友好的态度进行交谈，
避免冲突。文化传统塑造了男女不同的性别原型，

上面所提到的男性语言和女性语言对不同的话题

的偏爱也是其中的表现之一。

    社会分工、社会权势与文化传统对语言性别
差异的建构是在社会文化的宏观环境和言语行为

发生的微观语境中同时交叉进行的，语言性别身份

的建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仅每一次交际行为对

象、目的、谈话主题不同会要求语言性别身份的
重新建构，社会文化的变动更是会建构语言性别差

异。20世纪初逐步开展起来的妇女解放运动使得
一些妇女为了表明她们的解放，在谈话中故意使用

本由男性专用的禁忌语(Chaikalgg4)，不能不说社

会文化的变动使语言性别差异有了一些局部变化。

    三、语言性别差异对社会文化结构的建构

    正如Coate:(1997)指出的那样，社会文化结
构的变化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类积极地参与到了

语言意义的建构中来。语言意义的建构，笔者认为
自然包括语言性别差异的建构，语言性别差异本身

带有语言意义，这种语言意义是由于语言使用者生

理、心理及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的不同而采取不

同的语言使用方式造成的。辜正坤(2。。4)总结归
纳出人类文化演进的九大规律，其中之一就是语言

文字纵向诱导暗示律。顾名思义，语言文字诱导和

暗示着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和演变。他认为:“文

化中最伟大的成就是人的语言文字。别的因素消

逝、消失的可能性较大，但语言文字相对来说，存

活期较久，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只要人存在，

它就会一直存在;它具有稳定的特征，其基本模式

(如语法规则和文字等)可以上千年甚至数千年不

发生根本的变化，因而对人类文化也具有相应稳定

的影响。”语言性别差异不是单方面受社会文化结

构的影响，社会文化构拟语言，语言也在同时反构

拟社会文化结构.极端的SaPir一Whorf假说认为

不同的语言构拟了不同的社会文化世界，因而不同

的语言使用者看到的不会是同一社会文化世界。

这一说法引起了关于语言与思维关系的争议，但人

们在语言对人类认识世界有影响这一点上基本达

成共识。人们使用语言所描述的那个世界无论多

么客观，不受人的主观感受的影响，那个世界都是

通过人的语言描述所认识到的世界，受到人的意识

能力的限制。人类在通过语言认识世界的基础上，

进行社会文化活动，对人类生存环境和人类自身进

行改造，从而达到建构社会文化结构的目的，因而

语言(包括语言性别差异)可以通过人自身的活动

达到建构社会文化结构的目的。

    语言性别差异对社会文化结构的建构是以一

种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的，通常在人们不知情的情

况下影响人们的思考方式、行为方式和建构社会

文化的方式。och:(20o2)归纳出与文化能力社

会化密切相关的四个社会背景因素，即在开展社会

文化活动时，人必须要有能力知晓在进行的是什么

行为(Actions)，自己或其他参与者在实施该行为

时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姿态(Stances，包括情感和认

知姿态)，体现的是什么社会身份(Identities)以及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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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行为是什么社会活动(Activities)的一部分.

这四个因素是紧密联系、互相依赖的，一定的社会

成员的行为与姿态相联系，行为与姿态又与社会身

份和社会活动紧密联系。Ochs(1996)用以下的

图式来解释它们的关系:

    ActionsUStances

    ActionsUStancesUldentities

    ActionsUStancesUActivities

    ActivitiesUldentities

    社会活动和社会身份要比行为和姿态复杂得

多，后者是前者的文化建构材料。进而 och，

(2002)指出语言意义形式是通过构建行为和姿态

来间接地指引社会活动和社会身份的。

    LinguisticForm stancesActivity

    Actionsldentity

    语言性别差异在人类每一次具体的实践行为

中起作用，影响语言使用者和其他该行为参与者的

情绪、态度、感受和信念，而这些行为和姿态如上

面所讲，建构着社会活动和社会身份，即构建了社

会文化结构。

    在实际行为中，女性普遍倾向于使用标准高稚

的语体，容易接受新出现的有较高声望的语言形

式，Labov(199。)据此认为她们通常会是社会语

言的革新者，她们的语言行为与社会文化的发展密

切相关.性别的差异和特征对文化价值观念的构
建大多数情况下来自语言.法国女权主义者Moi

(1985)认为，语言不仅是命名标记客观世界、人
们交流的系统，还是人类实施权力，社会观念和价

值观得以生产的场所.一般来说，男性的语音比女

性铿锵有力，喜欢谈论经济、政治、技术、军事和

社会热点问题，给人知识面广，掌握较多的专门技

术，有事业心和较好的个人发展前途的刻板印象，

被认为能够承担艰巨任务，遇事冷静;而女性讲话
温文尔雅，谈论的话题多囿于家庭生活细节，或是

人际关系等琐事，人们对女性的定位多是家庭主
妇，“头发长，见识短”，知识面狭窄，容易情绪化，不

能担当大任;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有新颖的
见解，由于她们的表达方式和人们对女性的刻板印
象，她们如不经过一番努力，也较难受到或得不到

和男性观点同等的重视。因此女性领导者如要想

更有效地实施命令，使下属信服，就必须改变原有

的沮柔、纤细的嗓音，温和、优雅的说话风格。

Coleridge曾说过;“Thetruthis，agreatmind

川ustbe。ndrogynous.”也就是说，要想成功，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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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适时调整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从语言性

别特征来讲，应该将男性语言和女性语言优秀的因

素结合起来，时而表现得积极、自信、强势，时而
表现得温柔、体贴、谦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

社会文化对男性和女性的刻板印象。

    四、结语
    语言本身是中性的.它的性别差异内涵是在使

用过程中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语言

性别差异反映的是社会文化的性别价值观对男性

语言和女性语言期望的差异。如同“鸡生蛋，蛋生

鸡“一样，社会文化建构语言性别差异，语言性别差

异也在反构社会文化结构。语言性别差异可以与

社会文化的期望一致.顺应当前的社会文化期望，

也可以与之相悖，根据具体的交际事件、目的、对

象采取新的言语发音方式、词汇选择方式、话语

风格、交际策略，从而重建社会文化结构。可见语

言性别差异与社会文化结构是处于互构的关系中

的.然而不可片面夸大语言性别差异对社会文化

结构的作用，两者中起主导决定作用的是社会文化
结构。如果绝对化语言性别差异的影响，认为语言

性别差异有超乎自然力的神秘力量，能够主宰人的

命运，彻底改造社会文化的结构，那便有语言拜物

教的危险。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展起来

的妇女解放运动，取缔了一些带有性别歧视的语

言，如用chai甲erson代替chairman，用fireperson
代替fireman，修正男性人称代词的泛化使用，在泛

指的场合用he/she.him/ber或they/their八bem
代替he夕hitn.但Fasold(1，55)发现这些新词在实
际使用中受到抵制，未被使用或未被解释为正面的

意思，有试验显示男性人称代词和泛指人称代词的

使用在受试者头脑中所产生的图像并没有明显区

别，并且男性的图像比女性图像出现的次数多而明

显。看来在一个性别歧视仍然存在的社会里，企图

通过消除性别歧视性语言来达到改变人们的性别

歧视观念的目的是不可能的。Cameron(1985)就

曾说:“Inthemouthofsexist，languagecanal-

waysbese泛st.’同样的道理，语言性别差异对社
会文化结构的建构不能扩大化，其影响只是在一定
程度上实现的，而这种影响到底有多大，还有待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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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hemutualconstructionoflaOgu昭egenderdifferencesand socialcultu乒

                        LAN Yu

t&hoo名oj洲叶州， 加.，四9“.5诚~ 山正说r咨臼，.以翻召d.610064.以俪)

Abstract:Socialculture，inpeople’spracticesandactivities.constructslanguagegenderdifferences，

meanwhile，la呢uagegenderdifferencesinducesandhintsthechangeanddevelopmentofsocialcul-

ture.hence ，there1ationshipbetweenlanguagegenderdifferencesandsocialcultureismutualcon-

吕truction.Inthemutualconstructionrelationbetweenla昭uagegenderdifferencesandsocialculture，

thelatterhasleadinganddecisiverole.andtheroleoftheformershouldnotbeexagg“atedoncon-

structiouinfluenceon thelatter.

Keywords:languagegenderdiffereoces;sodalculture;mutual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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