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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独生女的性别同一性危机:

基于自我叙事的生命史分析

 舒跃育 王泽钰 张继元 毛晓清*

摘 要：在传统父系社会文化背景下,儿子是家族唯一的合法继承者。这种文化

背景使独生女家庭的合法继承者处于缺位状态,父母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只能让唯

一的女儿承担起本应由儿子承担的责任。这就使独生女的性别角色陷入冲突之中。本

文以自我叙事为研究方法,对一名独生女在两性间挣扎的生命史进行了长达两年的探

索。研究发现:从宏观角度而言,独生女的性别同一性危机是文化和历史的双重作用

导致的;从微观角度而言,独生女的性别同一性危机由以“香火”为核心的家庭叙事

中断带来;独生女群体成为影响中国社会性别角色变化的重要因素。独生女社会性别

角色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我国由传统步入现代时所遭遇的困境,对她们性别意

识的研究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性别观念的变迁,从而为我国未来的性别政策及研

究提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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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从 1980 年开始全面实施独生子女政策, 传统的家庭结构受到了冲

击 (边馥琴、 罗根, 2001; 胡亮, 2004)。 因响应国家宏观发展的人口政

策, 独生女在中国逐渐普遍。 然而, 在父系原则下, 家的主轴在父子之

间, 女婿和女儿都是外家人 (费孝通, 2013: 45 ～ 47)。 作为组织中国人生

活事件的叙事脚本, 传统的家族叙事是以 “父系法则” 展开的: 任何个体

因为父亲所组建的家庭而获得包括姓氏在内的最初社会身份。 从横向来

看, 婚姻家庭以男性为中心组建; 从纵向来看, 家族的延续也是以男性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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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人为主线来发展的。 这种传统的以 “ 延续香火” 为根隐喻 ( root

metaphor) 的家族叙事和性别叙事已延续数千年, 构成了中国人所特有的

集体潜意识的一部分。

在这一文化背景下, 独生子的发展虽然也受到影响, 但他们的生理

性别与社会性别毕竟能够保持协调统一。 社会基于其生理性别而赋予他

们的社会性别角色使其能够完成家庭最基础的传承功能, 家庭和社会对

他们的性别角色期待与其自身的生理性别是相匹配的。 而独生女家庭则

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子代性别导致家庭结构的部分功能缺失。 可这种

家庭结构的功能性缺失却并不是完全无法弥补的, 弥补的代价则是让家

庭中唯一的女儿承担起本应由儿子承担的社会性别角色。 因此, 父母对

独生女的养育方式必将和我国传统文化中对女性的社会角色期待产生

偏差。

然而, 男性和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并不能在真正的意义上完全等同。

当独生女的社会性别逐渐向男性偏移的时候, 这种潜藏于微观家庭和宏

观社会之中的社会性别角色冲突势必体现在独生女的性别意识之中, 使

独生女的生命叙事出现断裂。 独生女应当怎样面对历史和文化交错下的

自身性别, 在断裂的生命叙事中生发出新的可能, 成为亟待探索的问题。

一 中国文化背景下以“香火”为核心的家族叙事

在梁漱溟 (2005: 46) 看来, 中西文化的最大差异在于宗教。 从叙事

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就是西方人将个人和团体置于宗教生活的背景中而获

得意义, 中国人则是将个人置于非宗教的伦理本位的家族家庭生活中而获

得意义。 西方社会将个人的行为置于超自然的神的擘画之中, 中国人将个

人的人生置于家族的延续之中。 从 “国家” 的词语构成中就可以看出, 传

统的中国社会以家庭为本位, 进而延伸构建出其他社会关系。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族叙事中, “香火” 扮演着 “根隐喻” 的角色。

它为个体的人生故事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 它从遥远的模糊记忆中重构

着每个个体自然生命的来路和去路, 它让每一个处于中年阶段的成年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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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将个人叙事融入家族叙事进而汇入更加宏大的社会文化叙事中, 并因此

建构起属于个人以及家族叙事的 “生成性脚本” (麦克亚当斯, 2019:

Ⅻ), 以此来获得个人和家族的 “不朽”。 从这个意义上讲, 中国人是通过

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获得自己的身份和意义的, “一个中国人一旦失去自

身在家族中的角色, 也就几乎等于失去作为一个人的意义与价值” (文崇

一、 萧新煌, 2006: 85)。 每一个中国人, 不仅通过家族获得自己的自然

生命, 同时也通过家族获得最初的包括姓氏在内的社会身份, 家族赋予了

我们每个人最初的荣誉与耻辱。 作为家族的一部分, 我们承担着家族赋予

我们的使命, 如果不能 “告慰列祖列宗”, 至少不能因为个人 “让家族蒙

羞”。 每一个具体的家庭 (而这个家庭归属于一位男性家长), 只是家族叙

事中的一环, 承担着承前启后的使命。 作为一种家族传承的意象, “香火”

为每个个人的生命叙事提供了一个更加宏大的背景: 每个男人或者女人,

只有被放在一个家族承前启后的时空结构中, 才能获得超越个体生命的意

义和价值, 才能对抗个体生命的短暂性、 有限性和无意义感。

作为一种意象和隐喻, “香火” 不仅承担着中国人生的确认, 还承

担着中国人死的焦虑。 “人类是唯一能预见和恐惧死亡的动物……害怕

死亡是人各种活动的根本动机。” (麦克亚当斯, 2019: 204) 为了对抗

死亡恐惧, 人类发展了各种策略 (麦克亚当斯, 2019: 205) : 通过生育

孩子并传宗接代的生物学策略, 通过孝文化、 家风和家族叙事来承载的

文化策略, 通过祭祖所建构的祖先崇拜的 “类” 宗教性策略, 以人伦为

中心的秩序策略以及通过相应的神秘活动体会到永恒感或终极价值感。

对于所有这些策略来说, “香火” 的身影都或隐晦或直白地浮现其中①。

然而, 在 “香火” 延续的家族叙事中隐含着根深蒂固的性别叙事,

即男性在一个家族的叙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一户之中, 如果男性

家长和他的妻子均已过世, 而又没有留下男性子嗣, 则被视为 “户绝”

(滋贺秀三, 2003: 321) 。 这时家里也许还存在未婚的女儿, 但她们是

·3·

① 这一点可以参照武则天选择继承人时的犹豫。 当时李昭德劝武则天立子不立侄的谏言

中就有非常重要的一点: 倘若立侄子为后嗣, 李治和武则天死后无香火供奉。 (参见司

马光 《资治通鉴》 卷第二百四 《唐纪二十》 “天授二年”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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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晚都要嫁到别人家的人, 所以不论她们的有无, 家族都被视为已经户

绝 (滋贺秀三, 2003: 321) 。

无论当今女性已经如何不同于传统女性, 不可回避的事实是, 在当

今社会, 主流的家庭模式仍然基于 “男娶女嫁” 的模式而建立。 这种模

式包含 “从夫居” 的婚配模式、 姓氏传承、 财产继承、 家庭权力和祭祀

等诸多传统。 在传统的家族叙事中, 儿子是父亲家族的 “准主人” , 他

天然拥有传承并延续家族叙事的功能和使命。 而女儿在娘家的身份只是暂

时的, 她终将通过出嫁而获得真正的归宿 (出嫁被视为 “归” ) ———她最

终通过丈夫的家庭而获得自己生前的身份和死后的地位———生是夫家的妻子

或母亲, 死后牌位被供奉在夫家的祠堂, 受夫家子孙的祭拜①。 在传统家族

叙事中, 女性在娘家只是个过客, 出嫁后, 就成为 “泼出去的水”。 (费孝

通, 2014: 147) 由于传统的中国家庭普遍是多子女家庭, 因此, 这样的

性别叙事脚本数千年维持了相对的稳定性: 至于在极少情况下出现的没有

儿子的家庭, 也可以通过领养、 过继或者入赘的方式来解决 (费孝通,

2014: 235 ～ 244)。 无论是过继还是入赘, 最终都是为了维护传统家族叙事

脚本的 “生成性”, 即家族叙事可以延续下去: 过继的儿子通过新的家庭

来获得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他的人生叙事与原生家庭 “断绝” 关系 (这从

宋朝的 “濮议”② 就能看出)。

由此可见, 在我国传统的家族叙事中, 男性子嗣对于延续一个家庭以

“香火” 为象征的家族叙事至关重要, 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性别叙事脚本:

不同性别的子代因生理性别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社会性别角色期待。 这个

不同的期待决定了他 /她在原生家庭中的位置: 儿子作为自己家庭未来的

主人延续家族叙事, 女儿则终将作为夫家的一分子被纳入其家庭叙事。

·4·

①
②

正是出于这方面的原因, 对于未出嫁而去世的女子, 就有了 “冥婚” 的习俗。
宋仁宗膝下无子, 过继后来为英宗的赵曙来延续自己这一支的 “香火” (家族叙事)。 于

是, 宋英宗虽然是濮王赵允让之子, 但他只能尊自己的生父为 “皇伯” 而非 “皇考”,
换句话说, 他是通过新的入继家庭获得自己继承皇位的身份, 因此, 从家庭叙事的角度

而言, 他已经与原生家庭 “断绝” 了关系, 且这种情况在我国传统中具有普遍意义。 (参

见刘宏涛, 2015) 《春秋公羊传》 中 “为人后者为之子” 之说就是对这种观点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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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综述

(一)独生女的研究

近年来, 国内外各个领域的学者逐渐关注独生女群体, 有学者比较了

接受高等教育的独生女与独生子, 认为来自城市的独生女被教育投资

(Kim and Fong, 2014) 的概率更大, 独生女大学生在信息、 教育和社交媒

体使用方面已经赶上了男大学生 (Zhang et al. , 2021)。 从独生女生命的

发展历程来看, 她们也同样面临婚恋、 婚后居住以及婚后与婆家相处等问

题。 风笑天 (2020b) 对于独生女婚恋状况的研究在已有研究结果 (黄盈

盈、 潘绥铭, 2014) 的基础上, 批判性地提出研究独生女婚恋问题应结合

城乡背景、 文化程度和有无兄弟姐妹三方面的考虑。 在原生家庭教养方式

对独生女大学生婚恋观的影响方面, 母亲的冷漠程度与过度保护会对其产

生负向的影响, 父亲的文化程度亦会对其产生影响 (李欣然, 2021)。

关于独生女婚后如何居住问题的研究表明, 独生女的社会与文化资本

优势越强, 与自己父母居住的越多; 经济资本优势越强, 单独居住的越多

(吴瑞君、 丁仁船, 2012)。 从家庭经济视角看, 独生女婚后单独居住的比

例较高, 独生女居住安排具有更大的弹性 (丁仁船、 张航空, 2013)。 对

独生女婚后如何与夫家相处的相关研究表明, 独生女婆媳关系存在如下问

题: 思想认识的差距、 经济利益的冲突、 情感交流缺乏 (栗玮, 2016)。

城市独生女嫁人后, 在婆家仍处于 “弱中之弱” 的不利地位, 在父权制婆

家①与标签化娘家②的拉扯中不知何去何从 (杨金东, 2013)。

当前关于独生女的研究表明, 独生女在传统的性别叙事和家庭叙事的

背景下, 面临着伦理和情感的双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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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传统观念中, 媳妇属于婆家, 赡养公婆是分内事。
独生女的父母还没有完全摆脱父权制养老伦理的约束, 在女儿养老还没有成为主流文化时,
他们对于女儿养老资源的争取表现得并不主动强势, 内心深处没有将女儿养老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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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别同一性的研究

性别同一性 (Gender Identity) 指个体将自己认知为男性或女性的内在

自我意识, 是个体基于自身生理特征对自身社会性别的认识, 它是自我同

一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随自我同一性的发展而发展。 自我同一性是维护

个体身体健康和良好社会适应的基础, 它为个体正常的社会适应提供了一

种 “鼓舞人心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提供了一种 “历史的连续性”, 它从时

间的维度把 “现在” 不断地变成 “以前”, 将个人融于文化之中, 将个体

融于世代之中 (埃里克森, 1998: 3 ～ 12)。

早期对性别同一性的研究局限于认知取向。 学者认为, 儿童渴望保持

认知一致性, 这导致他们以一种与他们自身认同相一致的方式将自身属性

投射到性别群体中, 也就是说, 假设他们所拥有的属性都被与他们相同生

理性别的其他孩子所共享 (但不一定被不同生理性别的孩子所共享)

(Martin et al. , 1995)。 但社会学取向的学者认为, 性别并非生物属性, 而

是一种社会建构。 这两种思想取向相结合产生了性别同一性的社会认知理

论。 社会认知理论坚持毕生发展的观点, 认为性别角色发展贯穿人的一

生, 随社会背景和人生发展阶段而变化 (赵妙林、 许百华, 2002)。 基于

前人理论, Tobin 等 (2010) 提出了性别自我社会化模型 (Gender Self-

Socialization Model, GSSM), 该模型将性别同一性、 性别刻板印象和自我

属性觉知统合在了一个模型之下, 在性别同一性的认知机制中引入了社会

文化变量。

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看, 性别同一性包含两个方面 (安格斯、 麦

克劳德, 2020: 189)。 在历时性 (diachronic) 方面, 性别同一性是指个体

在过去、 现在和将来这个时间维度上保持同一。 在共时性 ( synchronic)

方面, 性别同一性是指当下个体在生理性别、 心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特征三

个层面和谐一致: 从生理学的角度看, 男女之间的生理解剖差异被称为

“性”;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 男女之间的个性特征方面的差异被称为 “性

别”;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 男女之间在社会行为方式上的差别被称为 “性

别角色” (周运清, 2005: 112)。 “性别” 或 “性别角色” 是基于社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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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而产生的社会术语, 附含相应文化期望 (Diamond, 2002)。 在引入文化

及社会因素之后, 研究者们开始逐渐意识到性别同一性是一个动态的、 发

展的自我概念, 于是对性别同一性的研究开始走向人际交往视角。 人际交

往理论认为, 个体通过参照性别角色及对该分类的态度来发展自身性别特

征 (马川、 李晓文, 2007)。

在为数不多的对独生女性别问题的研究中, 有学者提到, 2016 年 “全

面二孩” 政策的实施意味着独生子女政策的终结和 “后独生子女时代” 的

开启。 但在今后一段历史时期中, 独生子女人口的规模还会有所增加。

(风笑天, 2020a) 有年轻学者对 “后独生子女时代” 的性别问题进行探

讨, 认为这个时代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形成了新形态。 首先, 独生女在生命

之初处于弱势地位。 其次, 这和独生女更有关系还是和生育更有关系? 在

教育、 求职和发展方面, 对女性的选择从择优录取到男性优先, 这些都对

女性个体发展形成了一道道屏障。 (马子贤, 2020) 在独生女家庭中, 父

母对独生女的期望是她们比男孩还要优秀。 同时, 在单性别成长背景和社

会学习机制的双重作用下, 独生女在童年期、 青春期和青年期三个阶段的

性别角色社会化一直沿着偏离生理性别设定的正常轨道建构性别角色。 因

此, 独生女中存在较多的 “女性男性化” 现象 (许加明, 2018)。

然而, 独生女并不是一个小的群体。 风笑天 (2020a) 的研究表明,

2019 年全国 0 ～ 44 岁独生子女人口约 1. 7 亿。 如果国家的生育政策、 人们

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不发生大的变化, 那么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内, 非政策性的、 父母 “自愿选择” 的独生子女数量将一直增长 (风笑

天, 2020a)。 这就意味着, 可能有大量独生女将面临性别同一性危机的风

险。 本文关注的不仅是独生女作为女性个体的生命故事, 也是 “独生女”

这一伴随一生的身份在原生家庭和核心家族中的独特叙事。 笔者将自己的

生命历程呈现出来, 以个案视角探讨独生女群体建构 “性别同一性” 的困

境, 结合我国传统家庭与生育制度的宏观视角, 阐明潜藏于独生女的性别

意识中的微观家庭与宏观社会的生理-心理冲突, 从而引发人们对独生女

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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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作为研究方法的自我叙事

在学术研究中使用自我叙事 ( self-narrative) 以 “ 赋予困难事件

(difficult events) 意义” 正在成为一种新兴模式 ( James, 2013)。 如果把

自我叙事看作 “把个人自己的经历问题化” (项飙、 吴琦, 2020: 217),

那么它将为我们重新审视熟悉的世界、 改变我们向生活世界的提问方式提

供一种新的可能。 与其他质性研究方法 (如民族志、 个案研究、 叙事研究

等) 不同的是, 自我叙事研究中的研究者既是研究对象又是研究工具, 还

是数据资料的主要来源, 研究结果主要以叙事的方式呈现 ( 杨鲁新,

2018)。 近年来这种研究方式在人类学、 社会学、 传播学和教育学等领域

获得了广泛关注, 因为它能够突出潜在的边缘化视角。 作为一种特殊的研

究取向, 自我叙事非常适合于描述个体自身生活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

生命经验。 有学者将自我民族志描述为: 一种批判性自我研究的形式, 研

究者采取积极、 科学且系统的视角来看待个人经验, 并将这种经验与相同

文化群体或其他文化群体相关联 (Edwards, 2015)。

作为个人的历史, 自我叙事将过去、 现在和未来整合在一起: 它为审

视过去的时间提供了视角, 整合了现在的叙事主体并表达了对未来的期望

和对未来生活可能性的规划。 McAdams (1996) 认为, 人生故事就是社会

心理的构建。 这就暗示了虽然故事是由个人来组织和讲述的, 但是个人的

故事却只能通过社交对话和文化所允许的话语来表达, 正是在这个层面

上, 基于个体的叙事研究具有了学术的普遍意义。 在以自我叙事的形式构

建话语的过程中, 叙事既起到了个体对自我统整的作用, 同时也构成了更

加宏大的社会文化叙事的一部分。 在个体的层面, 故事可以统合、 治愈我

们破碎和受伤的心灵, 帮助我们应对危机和释放压力, 甚至可以促使我们

走向心灵的成熟, 达到自我实现 (McAdams, 2009: 390-427)。 在个体进

行自我叙事时, 讲述者是 “主体我” ( I), 故事中的主人公是 “客体我”

(me), 这两个 “我” 都是自我不同侧面的展现。 McAdams (1988) 在其

提出的同一性人生故事模型中把 “主体我” 看作从经验中建构自我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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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客体我” 则是自我建构过程最主要的结果。 人们如果要让自己的

人生具有同一性和目的性,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要使 “客体我” 具有

同一性。 只有当个体整合了所扮演的角色, 融合了自身不同的价值观和

技能, 并组织了一个包含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有意义的短暂模式时, 个

体才有可能建构这种同一性, 才能发展出趋于完善的自我。 集体叙事

(如家族叙事、 性别叙事) 则为每个个体的自我叙事提供了一个话语框

架和背景, 对于建构具有同一性的个体叙事而言, 相对稳定的集体叙事

是不可或缺的。

20 世纪末, 以自我叙事为主要形式的学术研究开始在中国出现。 辅仁

大学温锦真 (1994) 的硕士学位论文 《以故事观点研究大学生的自我认

同》 是第一篇关于自我叙事的学位论文 (叶安华等, 2017)。 2002 年, 台

湾学者刘惠琴以 “性别与心理学的相遇” 为题发表了中国首篇女性主义视

角下的自我叙事学术报告。 该报告回顾了作者本人学习心理学的生命经

验, 并从性别角度提出了对心理学主流范式的批判 (刘惠琴, 2002)。 自

此, 台湾心理学领域便开始以自我叙事展开性别的相关研究。 与此同时,

大陆的自我叙事研究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与台湾不同的是, 大陆的自我

叙事研究没有在心理学领域生根发芽, 而是主要集中于教育学领域 (陈

曦, 2007; 杨鲁新, 2018; 杨鲁新, 2019)。 值得一提的是, 白凯 (2012)

首先以自我叙事的方式对回族宗教活动空间的意义进行了解读, 这毫无疑

问是对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推进。

有学者提出, 社会性别研究应遵循 “历史的还原” 原则, 尽可能地将

研究对象放到其所处的具体的历史环境中, 用历史的眼光去判断是非, 防

止随意杜撰、 曲解历史, 以求获得对历史公正客观的评价和描述 (苏红,

2004: 10)。 基于此, 本文从作者本人的生命史入手, 以中国近百年性别

观念的流变为背景, 对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下及特殊社会变革中的独生女群

体展开探讨, 旨在揭示独生女在性别观念的新旧交替中遭遇了怎样的生命

困境, 以及她们在中国未来的性别观念中将扮演何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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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过程及结果

(一)过程:叙说、书写与分析

2019 年 9 月, 我开始了自己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接触到在台湾接受过

多年叙事心理学培养的张继元老师。 在张老师的指导下, 我展开了长达两

年的自我叙事探索。 两年期间, 以每周一次的频率共进行自我叙事 40 余

次, 书写自我叙事文稿九篇 (相关信息见表 1)。

前八篇自我叙事文稿撰写完成后, 我采用克罗斯利 (Crossley) 提出

的叙事分析六步法对文本进行分析, 具体如下: 阅读并熟悉文本; 识别要

寻找的重要概念 (包括叙事语调、 意象、 主题); 找出 “叙事语调”; 找出

“意象” 与 “主题”; 将上述内容编成连贯故事; 撰写研究报告 (莱昂斯、

考利, 2010: 106 ～ 107)。 一个有效的叙事应该可以从资料中找到坚实的依

据, 能够得到事例的支持。 在反复研读文本之后, 我从中找出七个意象和

主题, 撰写了文章的余下部分。

表 1 自我叙事文稿的相关信息

题目 日期 视角 叙事背景与视框

光与影的救赎 2019 年 12 月 6 日 第三人称
进入婚姻状态; 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性别

角色中的分裂倾向

兴旺、 子达与阿毛 2020 年 6 月 1 日 第三人称

阿毛的挣扎 2020 年 6 月 26 日 第三人称

文理之争 2020 年 7 月 4 日 第三人称

在为期半年的自我叙事后尝试动笔写出

完整的故事, 对自我叙事中几个情感起

伏较大的事件进行了重述。 此时尚未积

攒足够力量面对自我, 因此叙事视角为

第三人称

我的一生 2020 年 11 月 12 日 第一人称

最初的记忆 2020 年 11 月 18 日 第一人称

八年 “抗战” 2021 年 1 月 11 日 第一人称

外公过世、 新冠疫情接踵而至; 种种打

击之下对未来产生强烈的迷失感和断裂

感, 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去向哪里, 为寻

得出路而积极进行自我探索。 此阶段为

寻求出路而鼓足勇气面对自我, 因此叙

事角度为第一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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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题目 日期 视角 叙事背景与视框

陌生的父母 2021 年 2 月 27 日 第一人称

堂哥与我 2021 年 4 月 10 日 第一人称

自我叙事结束后, 想要求得答案: 一切

是我自己的空想抑或是真实。 得到母亲

答复后潸然泪下, 同时内心释然, 遂动

笔撰写此叙事文稿 (第九篇文稿)

在整个研究的最后, 我与母亲进行了对话, 重新理解了家庭中发生的

故事及我个人的生命脉络。 第九篇文稿为暂时性总结。

(二)研究结果:我的生命故事

1. 父亲: 走出大山的男人

我的父亲出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西北一个闭塞落后的小村庄, 在家中

排行老二。 阿德勒 (2016: 130 ～ 131) 的研究表明, 一个家庭中的次子总

是不甘屈居人后, 努力奋斗想要超越别人。 这比较符合我父亲的情况。

我的奶奶是一位农村老太太, 虽然不大识字, 却拥有超出常人的精明

强势。 我的爷爷则老实敦厚, 沉默寡言。 这样的夫妻组合, 再加上奶奶为

夫家生了五个儿子, 便注定了家庭中的话语权是属于女人的。

奶奶虽然有五个儿子, 但毫无疑问, 她最偏疼的是我的父亲和她的小

儿子。 中国有句古话说 “皇帝爱长子, 百姓疼幺儿”。 这句话的前半句是

说我国封建王朝的立嫡立长制度, 后半句说的便是小儿子一般能得到父母

更多的宠爱, 因此奶奶对小儿子的疼爱也是人之常情。 但奶奶之所以偏疼

父亲这个次子, 是因为父亲的优秀。 我常听奶奶说: “你达①从小就能干得

很, 十里八乡的见了没有不夸他的。” 父亲和奶奶一样心比天高, 强势能

干, 奶奶在父亲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因此, 在经济困难无法供养五个

儿子同时上学的情况下, 奶奶毅然做出决定, 让其他所有孩子辍学, 将这

个二儿子供出大山。 就这样, 父亲得到了整个家庭的资源倾斜。

父亲知道自己背负着整个家族的希望, 再加上自身性格争强好胜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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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输, 奋斗十载, 一个毫无背景的农村人竟真的在省城立住了脚跟, 成为

一名公务员。 奶奶也因父亲的优秀而扬眉吐气, 曾因贫穷而弯下的腰也硬

挺了起来。

2. 失望: 不被期待的性别

父亲在省城工作了一段时间后, 便因勤奋刻苦、 上进心强而得到了领

导的赏识。 领导看父亲年龄已大还未成家, 便将父亲介绍给了自己老领导

的女儿, 她便是我的母亲。

母亲是家中长女, 还有一个妹妹。 外婆生我母亲时, 外公外婆还是两

地分居的状态, 而生产我小姨妈时, 我的外公则陪在产房外面。 外公出生

于 1940 年, 自幼书香传家, 身世清贵, 但成年后却由于政治原因而家道中

落, 日子过得比较艰难。 由于为人谨慎且学识渊博,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

外公得以保全。 动乱平复后, 外公因工作能力出众而得到提拔, 成为副地

级干部。 外公外婆感情甚笃, 看到外婆生产所经历的痛苦, 外公当时便决

定不再要孩子。 因此外公外婆只有两女, 并无儿子。

身为长女, 家里的大事小情一般都会落在母亲头上。 外公性格文弱,

加之上无长兄, 这常让我的母亲感到她的生命中长期缺乏一种强势的力量

以有所依靠。 在此情况下, 我的父亲极大程度地填补了母亲的内心需求。

和父亲相处一段时间后, 母亲觉得终于可以有一个男人替自己撑起这个

家, 于是便不顾家庭差距过大, 选择嫁给父亲。 两人婚后也许曾有过一段

恩爱的时光, 但一切都随着我的出生而有了裂痕。

1995 年, 我出生于西北某省会城市的核心行政区。 那个年代正是计划

生育管控最严格的时期, 城市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是独生子女。 我出生的时

候, 奶奶、 父亲、 外公、 外婆都在产房外焦急地等待着。 而在这份焦急的

等待里, 大家的心情却是千差万别。 因为父母都是公职人员, 显然不能公

然违背国家政策超生, 所以我很可能就是他们唯一的孩子。 因此, 对奶奶

和父亲而言, 这等待里包含着对孩子性别相当程度的期待。

我出生的那一刻, 我血亲的奶奶, 在产房外号啕大哭。 她哭的不是我

妈生我的辛苦, 她哭的是她最优秀的儿子后继无人的悲哀。 我的父亲, 我

亲生的父亲, 因为我的出生陷入了人生的纠结。 我外公跟我说: 那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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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你爸脸色不是太好, 我就跟他在路上聊了聊。 我说没啥事儿, 儿子和

女儿没啥分别。 你爸默默点了点头。 ( 《我的一生》, p2)

遗憾的是, 天不遂人愿, 生理性别为女的我没能承担起继承家族的重

任。 奶奶放声悲哭, 父亲脸色凝重, 他们不甘于承认这既定的命运。

后来, 我奶奶就提出了一个方案: 把这个女娃带回老家, 不上户口,

我给你们养着, 你们再生一个。 外公、 外婆对此感到相当气愤, 坚决不同

意, 外婆说: 你们不疼我们疼! 绝不允许你们把她带回乡下去! 由于外公

是父亲领导的领导, 父亲与奶奶也不敢违背外公、 外婆的意见, 于是我顺

理成章地留了下来。 ( 《我的一生》, p2)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突然有一天, 我的父亲领了一个男孩回家, 告诉我: “你堂哥的父母

离婚了, 他很可怜, 所以以后他要和我们一起生活。” ( 《堂哥与我》, p1)

不知道为什么, 母亲和外婆都非常厌恶这个男孩。 外婆从不掩饰自己

对这个男孩的不满, 而母亲总是用一种沉默哀伤的姿态看着他。 为了挽救

和父亲的婚姻, 母亲真的曾经努力去接纳过这个不属于她的孩子, 但她内

心的抗拒和父亲强硬的姿态注定了彼此不能妥协。

矛盾一日一日累加, 终于在一天晚上爆发。 那天晚上母亲正在厨房做

饭, 父亲在教堂哥学习拼音。 堂哥屡教不会, 父亲动怒喝骂, 母亲挥舞着

擀面杖从厨房冲出来: “如果你要骂人你就出去骂, 我不想家里天天是这

个气氛!” 父亲盛怒之下便与母亲扭打起来, 我只记得我眼前他们交叠

的腿。

母亲涕泗横流地带我离开了家, 回到了外婆家。 外婆性格彪悍, 外公

一生连句重话都没对她说过, 她哪里能接受自己的宝贝女儿被打? 外婆当

场就起草了离婚协议书, 提着刀就要去找父亲算账。 母亲凄厉地喊住了

她: “妈! 你别去! 我求你了, 你别去。” 我还记得母亲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时抱着外婆胳膊的样子。 外婆又生气又伤心, 重重坐下一言不发。

这大概是我父母 30 年婚姻生涯中最接近离婚的一次。 母亲带我在外婆

家住了 50 天以后, 父亲给母亲打了一小时的电话道歉, 母亲抱着被子坐在

电话机前, 哭得撕心裂肺, 一边哭一边反复问: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呀,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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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呀?” 事情的结局最终以父亲将堂哥送回老家收场。 ( 《堂哥与我》, p1)

在我自我叙事的初期阶段, 这件事就已经作为家庭不睦的证据出现

了, 但这篇文稿却是所有文稿的最后一篇。 因为当年我的父母之间到底发

生了什么, 他们的关系为何那样紧张, 我的家庭又在经历什么样的冲突,

潜藏于表面下的深层矛盾到底是什么, 多年来其实我是懵然不知的。 而在

我叙述这件事时, 访谈者 “误” 将这件事理解为我的父亲想要过继我堂哥

为子, 这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的方向。 在这之后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 我

从未去跟父母求证过这件事。 因为如果这个推测是真的, 我不知道应当如

何面对父母, 又该对自己的人生作何感想。 但当本文的主题逐渐浮现之

时, 我还是想为自己求得一个答案。

(多年之后的) 我终于鼓足勇气问了母亲一个问题: 当年父亲是不是

真的想要过继我的堂哥? 母亲避而不答, 我执着追问, 母亲说: “当年我

听他老乡提醒过我, 说他有这个想法, 但我没在意。”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

之后, 虽然心绪起伏, 我却也有了一种 “果然如此” 的释然。 ( 《堂哥与

我》, p1)

3. 危险: 没有人可以来救我

对于表现个人对待生活的特殊方式以及在指出最先构成其生活态度的

环境等方面, 儿童早期的记忆是非常重要的 (阿德勒, 2016: 67 ～ 68)。 在

一定程度上, 最初记忆已经为个体的人生定下了某种基调, 而这种基调将

贯穿个体生命全程。 基于最初记忆对个体发展的重要性, 在某次访谈中,

访谈者引导我回忆了我能记起的最早事件。 叙述结束之后, 我画下了我脑

海中最深刻的场景 (见图 1)。

在大概 5 岁的某一天, 我发着高烧躺在床上, 安静地等着母亲下班回

来给我做饭。 不知道是出于过分强烈的事业心抑或是逃避家里这个什么都

没有做错却没能生一个儿子的妻子, 我的父亲在我幼时总是不见踪影。 母

亲下班之后①一脸倦容, 她疲惫地说: “泽钰, 妈妈身体很不舒服, 你饿

吗? 妈妈可不可以躺一会再给你做饭?” 我乖巧地点点头: “我不饿。”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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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最早的记忆

是母亲脱了衣服躺在了我的旁边。 随着房间温度的升高, 她的脸上开始浮

现不正常的红晕, 她察觉到了什么, 她说: “泽钰, 帮妈妈拿一下温度计

好吗?” 我替她拿了温度计, 又躺在了她旁边。

过了一会, 她量完了体温, 她说: “妈妈也发烧了。” 我心想, 我和妈

妈真可怜呀, 我们俩都发烧了, 我们俩都生病了, 可是却没有人照顾我

们。 那个时刻我无比渴望能有一个父亲。 可我是有父亲的, 只是他总是离

我们很远很远, 他似乎是故事书里的人物。 母亲沉沉地睡去了, 我一个人

躺着无聊, 便也睡着了。

不知睡了多久, 似乎是房间太燥热了, 我醒了。 醒来的我看到母亲依

然睡着, 脸上的红晕也没有褪去。 此时的房间已经开始昏暗, 大概是下午

5 点了吧。 此时, 我和母亲已经一天都没有吃饭了。 母亲发烧还没有醒,

那么可以依靠的只有我自己了。 我开始拼命回想母亲以前做饭的过程, 似

乎是先往锅里接一些水, 然后等水烧开了, 把面条扔进去就可以了。 于是

我悄悄地爬下了床, 没有惊动母亲。 等她醒了以后, 发现我已经做好饭

了, 一定会很高兴吧。

我找到了一只小板凳, 把小板凳放在灶台前, 又打开厨房的柜子, 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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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母亲平常用来煮面的锅, 往锅里接了一些水, 端着锅爬上了小板凳,

将锅放在了灶台上。 还好之前母亲教过我怎么开火, 所以我顺利打开

了火。

就在我安静地等着水开的时候, 母亲来到了我背后, 笑眯眯地问:

“你在干吗呀?” 我转过头说: “我在煮面条。” “你是要煮面条给我们做晚

饭吗?” 我点点头: “是的。” 母亲说: “那光吃白面条怎么吃呀?” 我说:

“还有之前你炒的菜, 我们可以拿来拌面条。” 母亲的笑容更加真心实意

了, 她说: “泽钰真乖。”

后来, 整个煮面条的过程是母亲指导我完成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

只记得一个人站在灶台前小板凳上, 还有我认真捞面条时手里的筷子和锅

中扑面而来的热气。 我清晰地知道, 在整个过程中我的母亲是没有哭的。

她笑得温柔又动人, 晚饭的氛围温馨又幸福。 可我总觉得, 在她低头吃面

的时候, 似乎有我不曾察觉的眼泪掉落。 ( 《最初的记忆》 )

4. 异性: 女性意识萌芽的扼杀

在大概初二的时候, 我开始对异性产生朦胧的好感, 男生和女生开始

在我眼里不一样。 男生似乎更加顽皮、 机灵, 女生似乎更加温柔、 漂亮。

有这种感受的并非我一人, 班里的早恋现象屡禁不绝。 受到男生喜爱的,

总是那些知道如何打扮自己的女孩子, 而不是像我一样的 “假小子”。

少女情怀总是诗, 可我的少女情怀简直是一把刀, 把自己捅得鲜血淋

漓。 我没有好看的外貌, 得不到男生的注意, 甚至还因为这一点招致了男

生的嘲笑。 而我的父母对我的心事毫不关心, 认为这不过是青春期不懂事

的表现, 什么事情也没有考上大学重要。 我对父母感到越来越怨恨, 是他

们没有教我如何做一个女孩儿, 是他们坚决地无视我的心事, 是他们让我

困顿抑郁, 没有朋友, 也没有父母。 ( 《阿毛的挣扎》, p1)

然而,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我发现了能够接近男生的另一条途径———

成为他们的同类。 男生和女生的交往似乎有着天然的屏障, 而爱情是能够

打破这道屏障让两性之间产生连接的重要途径。 既然我已经无法借爱情打

破这道屏障, 那么跨越过去从而成为另一边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以爱

情打破这道屏障的女性, 仍留存了自己的女性身份, 而我却为了走近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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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放弃了自己的女性身份。 我开始模仿男生的行为模式, 开始学习抽

烟、 喝酒, 使用男生的语言, 融入男生的群体。 我的努力没有被辜负, 男

生眼里开始有我的存在了, 我再也不是被嘲笑的那个人了, 我成了他们的

“兄弟”。

时至今日, 我的行为模式仍然在男女两性之间摇摆。 我已经失去了作

为一个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女人与世界相处的能力, 却又无法彻底背弃自己

的女性身份。 我探索出了一套独特的方式来与这个世界相处: 我借用着女

性的身体, 讲述着男性的语言, 表达着男性的行为, 这使我在男性群体中

被特殊对待, 受到了空前的欢迎, 可是却也失去了和男性发展两性关系的

机会。 因为男人会接纳自己的同类, 却不会爱上 “他”。

5. 反叛: 女性不如男性聪明?

高二那年, 我即将面对分科的选择。 当时在整个大环境下已经有某种

氛围隐隐存在: 男生更适合学理科, 因为男生更聪明。 我十分抗拒这种氛

围。 也许是因为自己从小就一直被夸聪明, 也许是因为觉得这种莫名而来

的偏见让我作为一个女生感到自卑或不公平, 但我清晰地知道自己不喜欢

这种评价。 但从幼时开始, 我的兴趣便始终在历史和文学方面, 跟逻辑严

密却冷漠的公式数字相比, 可能精彩纷呈的人文学科才是我广阔的天地。

我一直在犹豫不决, 究竟是文科, 还是理科? 打破这个僵局的, 是父亲

的一席话。 我不会忘记那是一个昏暗的下午, 父亲点燃了一支烟, 问我想选

哪个。 我说自己还在考虑。 父亲一脸老道精于世故的样子, 说道: “我的意

思呢, 你还是选个文科。 理科这个东西, 女孩子一般学不过男孩子。 你不如

去学个文科, 你还是很有优势的。” 那一瞬间我心里涌出了一种很复杂的情

绪, 也许有恨意, 也许有不甘, 也许有反抗。 ( 《文理之争》, p1)

到了人生的这个阶段, 我越来越感受到成长的环境对作为 “女性” 的

我不太友好了。 女性已经被下意识地打上了 “不聪明” 的标签。 在这种情

况下, 我没能获得自己父亲的支持和安慰。 这让我内心生出一种强烈的恨

意和不甘, 我恨这个世界歧视我作为女人的身份, 我更恨我的父亲也站在

这个世界那边。 当时我一句话都没有说, 只是这个问题我再也没有任何犹

豫。 我最终没有交出那张申请读文科的表, 就留在了这个女生不到四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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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理科班。

可极为讽刺的是, 最后我却是靠英语和语文在理科班立住了脚。 每次

的作文课, 我的作文总是被作为范文在全年级朗读; 每一任带过我的语文

老师都感慨于我华丽的辞藻和文章的气势, 他们总是说: “这是个有灵性

的孩子。” 我曾经在那个世界里激昂文字, 亦曾经在那个世界里指点山河。

对我而言, 文字是有生命、 有感觉的, 它们在与我对话。 我以文字来表

达, 凭文字来感受, 借文字来构建。 可当父亲说出那句话的时候, 我就将

这种能力掐死在了生长状态。 我不肯认自己在任何一个方面会输, 更不肯

认自己会输是因为自己是个女人。

我心想, 说什么女人比不过男人, 我是不肯信的。 倘若真的有人说什

么女人比不过男人, 我便一定要证明给他看看, 有什么是女人比不过男人

的! ( 《文理之争》, p1)

我如同一个战士一般, 在这个世界里浴血拼杀。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拼

什么, 也不知道自己在反抗什么。 但我隐隐约约觉得, 这世界的很多既定

规则, 让我无所适从。 我感到自己很难同这个世界兼容, 我不愿意虚伪地

去附和这个世界, 可又无法真心地去认同这个世界。 我感到这个世界仿佛

对我有很多期望, 而这些期望构成了一条条锁链, 绞杀了我的自由。 这些

期望在暗示我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 有的时候它们还会换一种形式出

现, 以 “道德” 的面貌来增强我的自罪感。

6. “弑父”: 我要走自己的路

我幼时, 父亲是家中绝对的权威, 无论是母亲抑或是我, 轻易不会对

父亲的决定提出任何疑问。 母亲也许是出于维护家庭的隐忍, 而我必然是

出于对父亲权威形象的畏惧。 然而, 从我危险时没有人来救我, 到作为女

性被歧视, 长期的不满已在我心中积蓄了强大的力量, 这力量第一次爆发

要追溯至 2013 年前。

2013 年, 我高考结束, 准备进入大学开始新的征程, 但在选择专业时

我却和家人发生了冲突。 父亲基于现实想让我选择农学, 而我基于自身兴

趣想要选择心理学。 两相争执不下, 我提出以金融或英语这两门我略有兴

趣又不是特别冷门的专业来达成双方的共识。 但是父亲再一次地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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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他当着我的面说: 你不行。

起因是什么不重要, 但这句话彻底点燃了我潜藏内心多年的怒火。 我到

底哪里不行? 为什么说我不行? 我到底哪里不行? ( 《八年 “抗战” 》, p1)

父亲反复强调 “你不够成熟” “你考虑问题不够全面” “你现在太年

轻, 做出的选择太过幼稚”, 他对我的否定彻底激起了我对他的反叛和对

抗, 我决意无论如何一定要以心理学作为专业, 并且还要学好这个专业,

以此来证明这些年错的并不是我而是他。 长达一个月的斗争最终以父亲的

妥协告终, 我得以选择心理学为专业, 开始我的大学生活。

在大学时代, 我遇到了我的丈夫, 丈夫的出现成为我脱离父亲掌控的

契机。 丈夫家中有三个孩子, 他排行老二。 丈夫年幼时, 父母外出闯荡,

将他和哥哥留在家里无暇看顾。 夫妻二人在外拼搏十余年, 终于小有所

成。 丈夫的母亲是一位特别勤劳且极具奉献精神的女性, 但这并不代表她

在家里是沉默的。 相反, 这位能够和男人一起闯荡的女人其实在家中有很

大的话语权。 而丈夫和母亲的关系非常融洽, 也许因为是次子的原因①,

他总是格外地能够理解母亲的不容易。 也许正是这样的背景, 让丈夫能够

接纳一个不温柔贤良的我。

因丈夫艺术生的身份, 起初我的父亲对他并不满意。 但在和丈夫的相

处过程中, 我感受到了他对我的包容和接纳。 在恋爱之初, 他便承诺我,

永远不会要求我放弃事业照顾家庭。 在日常相处过程中, 他也从不会对我

异性朋友过多或抽烟喝酒等男子气的行为有所指摘。 这样的相处模式让长

久以来悬宕的我找到了暂时的栖息之地。 为了和丈夫在一起, 我在大四那

年离开了家以反抗父亲。 父亲为了让我屈服, 大约有一年时间和我断绝了

来往。 但丈夫给我的支持让我有足够的心理资本来和父亲对抗, 此时我对

父亲的反抗意识再度浮现, 我决意与丈夫在一起: 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

择, 而非父亲的选择。

7. 冲突: 我已不能再做 “女人”

结婚以后, 我和父母的矛盾日趋激化无法回避。 究其根本, 竟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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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无法接受我和丈夫的相处模式。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的父母已经全然忘了这些年带给我的痛苦和伤

痕, 开始要求我做一个贤良淑德的女人? 结婚三年以来, 我无数次地被要

求为了丈夫的利益而让步, 无数次地被要求给丈夫道歉。 每当和丈夫发生

矛盾, 我总会遭到指责,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妻子, 我不温柔贤良、 太过强

势、 不做家务。 世界在我眼前旋转, 就像在嘲讽我这么多年来的人生。

( 《陌生的父母》, p1)

在我和父母无数次的争吵中, 父母表达出的观点让我觉得根本无法接

受, 亦让我觉得他们是如此陌生。 什么叫作 “女人的婚姻和家庭永远是最

重要的, 你要是婚姻失败你就一生都是失败的! 事业再成功也没有用”!

什么叫作 “你可以不考博, 你可以不出国, 你可以不工作, 那都不是最重

要的, 对你而言现在最重要的是养好身体准备生孩子”! 什么叫作 “你为

什么非要有一个孩子跟你姓? 这不符合中国现实情况! 别人家的孩子都是

跟父亲姓的, 你这样做太欺负人了, 你置你丈夫的尊严于何地”? 我无法

直视试图教我如何去做一个妻子的父母, 更无法直视与社会一同将我视作

丈夫附庸品的父母!

我从来没有觉得我的父母是如此的陌生, 就好像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

认识过他们一样。 母亲异样的眼光和父亲不赞许的神情在我眼前来回地切

换, 让我突然开始怀疑起自己这么多年的人生, 到底是为了什么? 最后又

成全了谁? ( 《陌生的父母》, p1)

父母对我婚前婚后的教育模式差别之大让我被迫面对了自己生命的断

裂 (个人叙事、 家庭叙事、 性别叙事在这里都发生了断裂): 当我进入婚

姻, 我便不再只是父母的孩子, 我还成了别人的妻子, 甚至将来要成为一

个母亲。 但前 24 年的经历真的能够让我成为一个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好妻

子、 好母亲吗? 我徘徊于男女性别之间的行为模式真的能够适应婚姻生活

吗? 我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女性, 可是却十分抗拒女性的天职———成

为一个母亲, 因为会影响我的事业发展———发展事业, 本来是男性的使

命。 而这个使命, 却也是我的原生家庭在儿子缺位时无意或有意赋予我

的。 20 多年来, 我如父母所望, 终于长成了具有十足 “男性气质”、 能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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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父亲事业并成功 “弑父” 的 “儿子”, 但现在, 他们却要我成为 “妻

子”? 谈何容易。 我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女性, 可是却抗拒成为一个

妻子, 因为我要与男人一较高下。 男性和女性的社会角色及心理意识在我

身上错综复杂地交织, 让我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五 分析:独生女的性别同一性危机及其根源

(一)“我”的性别同一性危机

现在, 对 “我” 的自我叙事与家族叙事做一个梳理。

“我” 的家族叙事源于父系和母系两个原生家庭, 而这两个原生家庭

的不同家族叙事模式, 就为 “我” 的社会心理性别的内在张力埋下了

伏笔。

父亲出生于一个传统的家庭。 说这个家庭传统, 不仅是因为 “我” 的

奶奶具有传统的家庭与性别观念, 也是因为这个家庭具备以传统的性别脚

本延续家族叙事的父系单线传递的可能。 奶奶将有限的教育资源向我的父

亲倾斜, 也就意味着这个家庭将 “光耀门楣” 的希望寄托在了我的父亲身

上, 这自然也暗含, 如果我的父亲能实现家族的愿望, 他所组建的核心家

庭, 将成为整个家族叙事的主线。 这对于父亲和奶奶而言, 都是理所当然

的。 自然, 作为家族叙事的主线不能断裂, 这就能理解, 作为独生女的

“我” 出生的时候, 奶奶为何在产房外号啕大哭, 并在后来提出以 “堂哥”

取代 “我” 来解决家族叙事不能按照传统的方式延续的问题。

而母亲的原生家庭却不一样, “外公外婆只有两女, 并无儿子”。 这个

现实就要求, 外公家的家族叙事和性别叙事必须在传统的模式中进行修

正, 而修正的结果就是以忽略男女性别的方式来延续家族的叙事, 但这并

不意味着传统的家族叙事和性别脚本不对他们产生作用, 从精神分析的角

度来讲, 被压抑的内容并没有消失, 而会通过潜意识的形式对个体产生影

响。 在母亲和父亲刚认识不久, 那个成长于 “男女都一样” 的家庭环境中

的母亲, 还是希望 “有一个男人替自己撑起这个家”, 于是不顾家庭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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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毅然选择嫁给父亲。 这似乎表明, 在母亲的内心, 还是应该由一个男人

来撑起这个家: 母亲潜意识中的这种被压抑的性别脚本, 在条件成熟的时

候总会发挥作用。 但当 “我” 出生的时候, 对于奶奶提出的以堂哥替代

“我” 的解决方案, 外公外婆 “相当气愤”。 他们气愤的, 不仅仅是对待一

个女孩子的不公平, 更是这种替代方案否定了母亲原生家庭好不容易修正

过来的家庭叙事和性别脚本。 试想, 如果 “我” 有一个舅舅, 想必外公、

外婆就不会如此 “气愤” 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 表面上看来是由 “堂哥” 引发的家庭矛盾, 实际上

是 “我” 的父、 母的两个原生家庭由于各自不同的家族叙事所产生的冲突

以及传统性别叙事与现代性别叙事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导致了父、 母对

于 “我” 的出生的不同立场和态度。 在 “我” 的父母之间, 并不缺乏相互

理解的情感基础: 这从后来 “我” 出嫁之后, 他们一致要求我成为传统的

媳妇的事例就能看出。 但在 “我” 出生的时候, 他们站在不同的立场。 立

场和位置决定了他们难以相互理解 (项飚、 吴琦, 2020: 125)。 父亲站在

“主位”, 作为新的核心家庭的 “代表”, 他需要捍卫原生家庭的家族叙事

的延续; 母亲及外公、 外婆站在 “客位”, 他们的原生家庭已经失去了延

续传统家族叙事的可能, 于是就根据修改后的、 被压抑的 “男女都一样”

的叙事模式来延续两个女儿的家庭叙事。

后来父亲和母亲发生矛盾, 当外婆提着刀就要去找父亲算账的时候,

母亲却阻止了她。 这里, 母亲既有担心外婆吃亏的意思, 但同时, 作为女

性要维护夫家的利益并由此维持自己在夫家的位置, 也是其动因之一。 虽

然在意识层面, 母亲多年已经接受了 “男女都一样” 的性别脚本, 但真的

离开了父亲所组建的这个家庭, 母亲能否像男人一样建立起一个以她为核

心的家庭呢? 这就意味着, 母亲不可能改变女性在家族叙事中次要角色的

地位。 父亲的传统性别意识和母亲压抑在潜意识中的传统性别脚本, 自然

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后来的 “我”。 在 “我” 出生之前, 作为公职人员的

父亲以及 “我” 的爷爷、 奶奶, 对 “我” 的性别期待是很清楚的。 但对于

母亲, 两种相互冲突的性别观念同时影响着她。 这样, 无论是出生前父母

对 “我” 的性别期待, 还是出生后对 “我” 的养育方式, 都使得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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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心理性别向男性发展。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不仅母亲的性别期待

会影响胎儿的原发心理的发展, 父母与孩子的互动方式也会影响孩子的性

别认同 (舒跃育, 2017: 117)。 对于家里只有独生女的父母, 在传统家族

叙事的影响下, 势必将对儿子和女儿的共同期待通过日常互动无意识地传

递给 “我”, 因为 “我” 必须去延续父亲这个小家庭所从属家族的叙事。

这样一来, 在父母眼里, “我” 要像其他男孩子一样, 能争强好胜, 能考

场夺魁, 能事业有成……但他们忽略了像传统家庭那样去培养 “我” 作为

一个女孩子应有的品质, 忽略了一个女孩子的情感需要和应有的 “性别教

育”, 并为 “我” 将来成为一个 “好媳妇” “好母亲” 做好准备。 这样的

结果就是, 当 “我” 进入青春期以后, 不懂得如何以一个 “女孩子” 的身

份去和男孩子们交往。 因为 “我” 的内心, 充满了阿德勒 (A. Adler) 意义

上的 “男性的反抗”, 即女性通过具备更多的男性品质使得自己变得更强大

的现象 (郭本禹, 2009: 112)。 最终, 成功的男性化, 使得 “我” 成功地成

为男孩子们的 “哥们儿”。

当 “我” 被成功地男性化之后, 还有没有成为女孩子的意愿呢? 这种

被压抑的愿望, 就像母亲的性别脚本一样, 时不时地还会显露出来。 在

“我” “最初的记忆” 中, 当 “我” 和母亲都没人照顾的时候, “那个时刻

我无比渴望能有一个父亲”。 其实,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讲, 这个愿望里面,

包含着让自己成为一个女孩的愿望。 这个愿望在高中文理分科的时候再次

显露出来: 这次, “我” 通过在意识层面抗拒男性的身份而坚持选择了理

科, “我” 是想通过事实来证明女孩子是可以学好理科的, 但这也包含了

作为 “儿子” (家庭未来的继承者) 的 “我” 的 “弑父” (对抗家庭的固

有权威) ———开始反对父亲的决策, 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父亲开始意识

到, “我” 是个女孩子, 因此不支持 “我” 选理科。 可是, 在 “我” 坚持

选择理科的背后, 到底是出于对女性身份的坚持和对女性价值的证明, 还

是出于对男性化的学科———理科的认同, 进而表现出 “我” 的男性的妥协

呢? “我” 并不清楚。

高考选专业, “我” 与父亲的冲突再次激化。 作为女孩子的 “我”, 在

自我叙事中, 为何充满 “弑父” (与父亲发生剧烈冲突的) 的故事? 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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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弑母”? 为什么在 “我” 的叙事中, 缺乏母女冲突的故事? 在心理学

中, “弑父” 是男孩子的事情, 女孩子 “弑父” 背后隐含的是性别错位。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最终 “我” 以女孩的身份, 借助 “丈夫” 实现了成

功 “弑父”: “我” 与父亲的对抗, 最终是依靠另一个男人 (丈夫) 来实

现的。 可这个男人, “在恋爱之初, 他便承诺我, 永远不会要求我放弃事

业照顾家庭”: “我” 的丈夫, 他能包容 “我” 作为女性的男性气质, 但

社会能否包容? 娘家和婆家能否包容? 从 “我” 娘家父母无法包容 “我”

偏离传统女性的行为模式, “我” 看到了母亲在原生家庭被压抑的传统性

别叙事脚本。

在 “我” 的原生家庭, 本来就交织着传统家庭叙事和非传统家庭叙事

的矛盾、 传统性别叙事脚本与现代性别叙事脚本的矛盾, 在 “我” 的成长

过程中, 父母在不同阶段所表现出的对 “我” 矛盾的性别角色期待 (尽管

以男性的社会性别期待为主) 扰乱了我的性别同一性: 在 “我” 成长的过

程中, 他们希望 “我” 成为能延续家族叙事的 “儿子” ———他们专注于关

于 “我” 事业成功的教育而不是相夫教子的教育。 但当 “我” 出嫁之后,

他们却要求 “我” 成为 “贤妻良母”, 让 “我” 成为延续婆家家族叙事的

次要角色。 这时, “我” 才发现, 在 “我” 的原生家庭———我的娘家, 根

本没有 “ 我” 的位置。 可是, 娘家就算有 “ 我” 的位置又怎么样呢?

“我” 如果成为娘家的 “儿子”, 那 “我” 和丈夫应该怎样互动, 又该如

何处理两个家庭的关系?

于是, 婚姻让 “我” 遭遇了性别同一性的危机: 一个从小被当作儿子

抚养的 “我” 如何成为 “贤妻良母”? 一个原本要承续原生家庭家族叙事

的 “我” 如何适应婆家家族叙事的次要角色? “我” 被培养起来的雄心壮

志, 如何才能消散于家务之中? “我” 婚前婚后的人生发生了断裂, 而断

裂的又岂止是我的个人叙事? 传统的家族叙事、 性别叙事在这里都发生了

断裂。

作为独生女的 “我”, 到底怎么了? “我” 到底是男是女? “我” 该怎

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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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独生女性别同一性危机的深层根源

制度和习俗, 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的发展。 制度以硬性

的方式强制推行, 发挥作用快, 但要深入人心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习俗以

无形的方式不自觉地改变着我们的观念, 发挥作用慢, 但更加深入持久,

它往往表现为将各种硬性制度整合到一起的集体叙事。 有形的制度, 就像

人体的骨骼, 它们无法自己灵活地统合到一起, 需要文化和习俗等柔性结

构来统合并赋予意义, 这就是叙事: 以传统的制度、 习惯为核心, 我们不

断在传承并完善一个关于婚姻、 家庭和家族的故事, 并通过这个故事获得

我们个体的意义。 对中国的家文化而言, 传统的婚姻家庭固然得益于不同

朝代的制度的加固, 但真正使其根深蒂固、 深入人心的力量却表现为习俗

形式的传统家庭叙事。

拿一个历史案例来解释。 武则天老年时, 一直在到底应该传位给儿子

还是侄子之间徘徊。 像她这样能极大改变传统性别叙事脚本的人, 为什么

没有考虑立皇太女并从此通过母系单线传递 “大周” 的政权? 因为她清

楚, 根植于集体潜意识中的性别观念并不是短时间可以通过制度强力改变

的 (舒跃育, 2017: 132)。 换句话说, 在通过硬性的制度改变社会的时

候, 一定要关注制度与习俗之间的配合。 过去几十年, 生育制度极大地改

变了家庭结构, 但传统的家族叙事依然存在, 而这种家族叙事不是通过短

时间的政策就能完全改变的。

在传统中, “儿子” 通过 “香火” 这一根隐喻延续着每一个家庭的家

族叙事。 在传统的性别脚本及世代规训下, 父母对儿子和女儿关于家庭的

使命是有不同的期待的。 父亲将儿子看作自己在精神及家业上的继承者,

对自己后继有人感到老怀宽慰 (马林诺夫斯基, 2003: 37)。 而对女儿则

不然: 女儿往往不被看作自家人, 因此父亲对女儿的感情常有些客气的含

义在里面, 不好对女儿过多地批判 (马林诺夫斯基, 2003: 41)。 对 “我”

的父亲而言, 作为家族中最优秀的、 占据了家族几乎所有教育资源的文化

意义上的合法继承人, 他是否能有儿子来延续家族叙事早就不再是他个人

的问题, 而是整个家族的问题。 倘若 “我” 是一个儿子, 虽然是独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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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家中失去了通过女儿外嫁来建立更多社会支持系统的可能, 但依然可

以通过娶妻生子来延续 “王家” 的 “香火”。 对传统中国的多子女家庭而

言, 通过儿子来延续香火和通过女儿来扩大社会支持系统并不矛盾。 但传

统性别脚本本来就意味着, 在这两个目标不能同时实现的时候, 延续香火

始终比扩大社会支持系统更加重要: 因为只有 “香火” 才能解决 “不朽”

的问题, 才能使家族叙事具有无限延展下去的 “生成性”, 才能解决费孝

通 (2014: 165) 提出的 “永久性” 问题。 在封建社会的帝王之家, 无子

往往会给王朝的延续带来危机。 而封建社会的王朝就是一个家庭的多倍放

大。 “我” 这个独生女, 同样给原生家庭的延续带来了危机。 因为在父系

原则下, 家的主轴在父子之间, 女婿和女儿都是外家人 (费孝通, 2013:

45 ～ 47)。 中国亲属制度的主轴是非性化的 “父子关系”, 美国则是以性为

主导的 “夫妇关系”。 中国家庭归根到底是发挥父系祖先崇拜功能的单位。

(孙隆基, 2004: 353) 而其他关系往往也是一种 “拟父子关系”: “父母

官” “子民”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情同父子” ……从这个意义上讲,

中国家庭的核心是沿着时间轴无限向前延伸的。 这就能理解后周太祖郭威

为什么不传位给女婿而要传位给养子。 按照传统的家族叙事, 以姓氏为标

志的家族传承只能父系单线延续。 换言之, 对于王家而言, “我” 始终是

个 “外人”。 父亲无法让家族叙事通过 “我” 来延续———除非丈夫愿意入

赘 (但通过对两个家庭的了解, “我” 能感受到, 尽管丈夫有哥哥, 但入

赘不仅会遭到婆家的反对, 他们会觉得 “丢面子”, 也将遭到父亲的反

对)。 父亲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做出了许多努力, 包括想将 “我” 抱回老家

不上户口 (就可以再生一个孩子) 及过继堂哥等, 但都失败了。 万般无奈

之下, 父亲只能压抑着 “我” 是女孩这一现实而将 “我” 作为继承人来培

养。 这样一来, 独生女势必背负着父母对儿子和女儿的双重期望, 这会对

独生女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如上文所述, 父母的养育方式导致了独生女性别同一性的混乱。 张艳

霞 (2006) 的研究显示, 在性别偏好、 对女儿人格的培养和女儿的受教育

方面, 独生女父母都表现出偏离传统性别模式的特点。 身为女儿的独生女

在早年的成长中被父母无意识地期望了太多的男性角色, 父母在家族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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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压下对性别角色的 “反常” 期望使她们的性别角色在发展中逐渐偏

离。 然而, 当她们如父母所望内化了男性的社会心理性别角色之后, 她们

也将步入社会, 可社会依然延续着传统的性别叙事脚本, 基本仍是基于个

体的生理性别以要求 (或期待) 其行为规范①, 社会并没有给 “跨性别

者” 在家族叙事和性别叙事中留下相应的位置。

在传统社会中, 男女两性基于其不同的性别在家庭中有着不同的地

位, 因而也承担着不同的家族责任。 在女性一生所扮演的各种角色 (女

儿、 妻子、 母亲、 婆婆、 岳母、 祖母、 外祖母) 中, “女儿” 大抵是最不

受重视的一个。 由于未婚女子不算家庭 “正式成员”, 她们拥有的是 “临

时身份”, 因而不具备继承家产的权利; 与此同时, 她们也相应免除了一

些责任, 诸如光宗耀祖、 赡养父母及祭祀祖先等 (滋贺秀三, 2003: 353 ～

375)。 当今社会的女性在人格和法律上已不再依赖男性, 同时, 更加平等

的受教育和就业机会, 也使得男女更加趋于平等。 但这并不意味着, 男女

在家庭叙事中就成为可以相互替代的角色: 当前的家族叙事, 依然还是延

续传统的父系单线传递模式。 为什么这种家庭模式如此根深蒂固? 什么情

况下可以改变这个模式?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 归根结底是直接

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但是, 生产本身又有两种。 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

物、 衣服、 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的生产; 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

产, 即种的繁衍” (恩格斯, 2012: 13)。 社会发展到今天, 在生活资料的

生产方面, 性别差异逐渐消除, 也正因如此, 女性脱离了对男性的人身依

附。 但种族繁衍的问题, 至少在能通过技术变革两性结合的有性生殖之

前, 传统婚姻家庭模式难以发生根本的改变②。 中国传统的婚礼, 不是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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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从某种意义上讲, 独生女所面临的困境与跨性别者有相似之处。 但独生女并不是天生的

跨性别者, 而是由于特殊历史及社会背景所形成的 “跨性别者”。
其实即便是在个体主义文化的美国, 非婚养育子女虽然是一种新的生活模式, 但这种模

式从未被制度化。 美国的高离婚率下滑, 原因在于这种模式无法满足个人和社会的需要。
换句话说, 即便是在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 婚姻家庭的地位依然重要, 因为对更多

的人而言, 追求完美的婚姻、 否定婚外养育子女的行为、 父母陪伴孩子的成长、 为孩子

提供更好的教育等依然是人生的重要目标。 (埃什尔曼、 布拉克罗夫特, 2012: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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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之间的事情, 而是两个家族之间的事情。 新媳妇要真正成为婆家的

人, 最重要的仪式是 “庙见” (辜鸿铭, 2009: 79 ～ 81), 要经过列祖列宗

的见证。 换句话说, 婚姻家庭的本质, 不是个人的情感需要, 而是履行对

家族的责任和义务, 是要将 “家族” 的叙事不断延续下去。 传统儒家认

为, 婚姻的使命就是保证男性家庭的家族叙事脚本的生成性: “昏礼者将

合二姓之好, 上以事宗庙, 而下以继后世也, 故君子重之。” ( 《礼记·昏

义》 ) 而家庭延续的本质, 不仅要解决生命的有限性, 同时也试图通过子

女来弥补人生的遗憾———这本来也是人生叙事脚本的生成性的表现: “在

父母眼中, 孩子常是自我的一部分。 ……于是一个被现实所蹂躏过的自

我, 在这里却找到了一个再来一次的具体机会。 每个父母多少都会想在子

女身上矫正他过去所有的缺点。” (费孝通, 2014: 152 ～ 153) 这就能理解

高考为什么广受关注, 以及眼下父母普遍的教育焦虑及 “鸡娃” 现象为什

么广泛存在了。 而传统的家族叙事, 实质上就是对数千年以来的婚姻制

度、 生育制度、 子女养育和赡养老人制度等社会 “新陈代谢” 机制的整合

和实践。 它要解决的就是个体、 家庭甚至整个社会的延续问题。 传统的家

族叙事有着深厚的文化根源和现实基础。

中国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 就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 这就使得家庭

在中国乡土社会成为基本单位。 数千年来, 无论是传统的中国社会组织体

系还是个人, 都倾向于以家庭为中心 (包蕾萍, 2012: 80)。 其实, 传统

家庭叙事之所以根深蒂固, 也与到现在为止, 当个人遇到重大危机和变故

时, 家庭传统的血缘关系依然是最后的保障有关。 而脆弱的小型家庭, 无

力应对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 (包蕾萍, 2012: 129) 现实的压力使得传统

的家庭叙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怀念过去的集体心理基础。 在社会学家看

来, 家庭作为首要团体, 它对于个人和社会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

它的建立需要合法化, 比如需要法律的许可和相应的仪式; 其次, 在满足

情感性和物质性的需要方面, 它的功能是独一无二的, 不仅如此, 家庭成

员在心理、 身体、 行为、 经济和社会等诸多方面, 对其都有非常高水平的

依赖。 甚至有学者提议, “有孩子的婚姻” 是 “一个理想的社会目标”。

(埃什尔曼、 布拉克罗夫特, 2012: 9 ～ 13) 正因如此, 近些年来, 族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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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等家族活动反而引起了重视。 在文化方面, 从原始社会直到封建社会结

束, 我国一直坚持的是人口增殖的政策, 在这个政策下, “多子多福” 等

观念深入人心, 且相应的家族叙事被不断强化和加固。 对我国而言, 到目

前为止, 最合情、 合法的生育是以传统的婚姻家庭为基础的, 养老体系也

是以家庭为依托的。 这样一来, 具有传统色彩的家庭就成为养育后代、 赡

养老人进而维持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载体。 因此, 虽然社会不断进步, 家

庭依然是我国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位, 同时也是维系人与人之间感情和集

体记忆的基本单位, 它通过诸多的集体活动和仪式来实现其组织社会和凝聚

情感的功能。 在我国, 春运之所以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正好反映了传统的

家族叙事在国人心中的地位。 我国的传统节日基本都是以家人团聚或祭祖为

主题的。 这些都说明, 传统的家族叙事模式依然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 这种

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 会以强大的力量影响我们的观念和行为。

正是传统的家族叙事, 使得独生女家庭唯一的后代必须承担起赡养父

母、 光宗耀祖及祭祀祖先这些以往只有儿子才能承担的责任。 与此同时,

由于没有同胞来分享家庭资源, 独生女无疑成为这个家庭的唯一传承人。

但当独生女 “成家立业”① 时, “儿子” 与 “媳妇” 这两种身份中隐含的

性别冲突将无法避免。 独生女因为需要同时延续两个家庭的叙事, 那么,

她所生育的孩子跟谁姓就可能成为棘手的问题。 而当娘家父母年老时, 独

生女也需义无反顾地为他们养老送终。 但这样的 “媳妇” 要如何在传统意

义上融入另一个家庭? 娘家的 “儿子” 身份如何与婆家的 “儿媳妇” 身份

同时兼顾? 此外, 社会对男女的不同期望依然处处体现: 在我们身边, 倘

若男性主要承担了抚育后代及照顾家庭的责任而没有承担好 “养家” 的职

责, 则会被视为 “吃软饭”; 而如果女性在事业方面的成就动机较高, 则

会被冠上 “女强人” 的称号——— “女强人” 在许多语境中并不是一个褒义

词。 这表明人们在潜意识中依然认为女性并不应该成为 “强人”, 因而当

一个 “强人” 是女性的时候需要标注性别。 可日常语言中并没有 “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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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事实上, “成家立业” 这个词多指儿子 / 男性的婚姻责任, 女儿 / 女性的婚姻责任多指 “相

夫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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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的说法。 “女强人” 这个概念背后是对 “社会心理性别倒错” 的暗

示, 而这可能也是当前低婚育的另一个原因。 有研究表明, 工作-家庭冲

突是当前低生育率的关键 (计迎春、 郑真真, 2018)。 而导致工作-家庭冲

突的正是男女的社会心理定位。 如果女性都像男性一样以社会成功为自己

最重要的追求, 谁还愿意将结婚、 生育和养孩子当作最重要的事情并将自

己的人生价值定位于此?

当 “我” 离开 “王家”, 成为 “韩家人” 的时候, “我” 就不再是原

生家庭中的一员, 而已成为一个外嫁的 “客”。 此时, “我” 的父母似乎忘

记了家族责任对 “我” 的要求, 转而开始要求 “我” 成为传统的 “妻

子”。 社会对性别角色的期望使得他们将评价 “我” 的标准完全转向了反

面。 但已被 20 多年的经历塑造得 “雄心勃勃” 的 “我”, 怎么可能一夜之

间从对事业的追求中回归到传统的家庭呢? 在步入婚姻生活后, 独生女开

始在作为 “儿子” 的男性和作为 “媳妇” 的女性两种性别意识之间徘徊。

她无法彻底抛弃自己过去几十年所接受的教育去成为传统文化意义上的

“女性”, 因而无法适应社会为女性所建构的标准性别叙事脚本; 可她的生

理性别又与她的生命如影随形, 人们不可能将她看作男性, 社会也没有为

她这模糊的性别意识预留出特殊的空间。

六 余论:生育制度、性别叙事及其他

“任何形而上学观念, 或者世界的假设, 都源于一个基本隐喻或者根

隐喻。” (萨宾, 1986 / 2020: 16) “香火” 构成了中国传统家族叙事的根隐

喻, 它以 “孝” 为核心的家庭伦理规则为基础, 以婚姻家庭为核心的亲属

关系为载体, 让包括我自己在内的 “我们” 的故事得以一代一代地延续下

去。 但独生女家庭面临着家庭叙事的断裂, 独生女个人则面临着性别同一

性危机。 随着三孩政策的实施, 制度性的独生女家庭将成为过去。 但在中

国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一百年里, 独生女毫无疑问在中国性别观念

的变迁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因为拥有父母完全的支持, 因而独生女

以前所未有的勇气来挑战现行性别规则 (冯文、 余华, 2009)。 然而,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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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中的一些人拼尽所有筹码在社会、 家庭和个体需求的夹缝间艰难求生

之时, 回首看却发现自己已经偏离女性的身份太远。 如果原生家庭不能接

纳她的生理性别, 婆家和社会又不能接纳她的社会性别, 她似乎成了男女

两性之外的 “第三性”。 独生女性别同一性困境折射出的是我国近百年来性

别观念的变化与动荡, 反映的是生育制度与传统家族叙事所隐含的性别叙事

脚本之间的关系。 如上文所述, 生育制度作为一种刚性力量可以快速改变人

们的行为方式, 然而, 由社会习俗所承载的、 隐藏于人们内心的潜意识的性

别叙事脚本的改变却需要更长久的时间, 短期的制度性力量很难改变它们。

作为集体潜意识的性别脚本叙事具有强大的力量, 对它们的改变不仅需要政

策和制度的引导, 还需要以更加广泛的柔性的方式 (如媒体和文学作品的宣

传、 社会舆论的引导等), 让人们通过更长的历史时期来不断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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