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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史的角度对“双性同体 ”思想进行系统梳理 ,可将其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母系社会时期的两性互补 ;

近代时期的生理与心理协调 ;成熟时期的理想创作人格 ;走向未来的日渐开放意识。其内涵的不断丰富 ,显示出

“双性同体 ”思想的演变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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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性同体 ”又译为“雌雄同体 ”,其英文书写形

式为“androgyny”,在生物学上指同一个体既有成熟

的雄性性器官 ,又有成熟的雌性性器官。在心理学

上 ,则指同一个体既有明显的男性人格特征 ,又有突

出的女性人格特征 ,即兼有强悍和温柔、果断与细致

等性格 ,这两个特征会根据个体的不同需要有不同

的表现。这个概念在具体使用时一般都摈弃了生物

学上的涵义而强调其象征意义。“双性同体 ”思想

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 ,其内涵极为丰富和复杂。笔

者试图勾勒这一思想的演变轨迹 ,揭示其不同时期

的思想内涵 ,以有助于人们加深对这一思想的理解 ,

促进其价值实现。

一 母系社会 :两性互补中达至强健的

内心祈愿

“双性同体 ”这一思想的萌芽可追溯到母系社

会时期 ,此时的双性同体是人类未受压抑、未分割前

的无性意识状态 ,代表了人类最初浑然完整的圣洁

状态 ,体现了远古人类朴素的性别平等意识。对生

命和生殖的敬畏与赞美孕生了希望两性结合为一体

的“双性同体 ”思想的萌芽。因此 ,母系社会时期的

“双性同体 ”思想体现了人类对男女两性结合的赞

美、对生命永恒的渴望。

“双性同体 ”作为一种神话思维和意识在世界

文化史上由来已久 ,将双性同体神作为创世神和人

祖之神的情景相当普遍。神话是人类心理的折射 ,

双性同体的神话思维究其心理发生 ,当源于人类渴

望克服性别对立 ,从两性互补中以达强健的内心祈

愿。美国学者卡莫迪就指出 :“古代人通常将神圣

者描绘为两性兼体的 ,即它既是男的又是女的。事

实上 ,两性兼体是古代人表示全体、力量以及独立自

存的普遍公式。人们似乎觉得 ,神圣性或神性如果

要具备终极力量和最高存在的意义 ,它就必须是两

性兼体的。”[ 1 ]双性同体的意象以雕塑、绘画、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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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形式广泛地出现在世界各地 ,具有跨民族和跨文

化的普遍意义。在印度孟买附近象岛的一个石窟

里 ,有许多古代工艺品塑像 ,把湿婆和他的妻子雪山

女神表现成具有雌雄同体性质的存在物。这种双性

同体表现使印度教的最高神祗把妩媚和刚强、温柔

和力量、女性气质和男性特征完美地集于一体 ,从人

类两性体征和能力的集大成中显示出超凡入圣的神

性和神力。“双性同体 ”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阴

阳合一 ”也存在相通之处。“阴阳合一 ”作为一个古

老的心理原型和一种神话思维模式在中国文化中获

得了广泛的认同和体现。古老的“太极图 ”,这具有

宇宙生成论意义的东方文化符号 ,虽以头尾相随的

黑、白二鱼组成 ,却偏让黑鱼头部点以白眼而白鱼头

部点以黑眼 ,分明又传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阴

阳合一意味。具有跨民族意义的双性同体无论出现

在什么样的文化语境中 ,总是象征着一种超凡的神

性和神力 ,既胜过单“阴 ”又胜过单“阳 ”,它是两种

力量的整合与升华。

然而 , 进入父权制社会之后 , 性别对立的观念

逐渐建立起来 , 人类这种浑然完整的状态逐渐被打

破。与此对应 , 神话中的双性同体神也由合体分为

两体 , 分体之后的男神和女神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地

位平等 , 而有了尊卑、高下之别。“居于天庭地位

统驭人世万物的天神往往是男性神 ,而承载和繁衍

万物的大地是女性神 , 这中间的高下、主次、施与

和被施与、甚至统治与被统治的地位差异 ,或隐或

显地有所表现。”[ 2 ]“双性同体 ”思想也逐渐从主流

文化中退却 , 但它作为一种完整存在的理想仍然为

后人追慕向往。

二 近代发展 :生理与心理协调的必然

要求

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学家 ,弗洛伊德揭示了人的

双性存在的生理与心理基础。他认为 :“对人类而

言 ,纯粹的男性或者纯粹的女性无论是在心理学的

意义上还是在生物学的意义都是找不到的。相反 ,

每个人都表现出自己所属性别的特征与异性特征的

混合 ,表现出主动性与被动性的结合 ,不管这种特性

是否与自己的生物特性符合。”[ 3 ]弗洛伊德通过对

男女成长过程的精神分析得出了男女两性的区别是

由两性的生理特性不同而造成的结论 ,但他却忽视

了造成两性分化的文化背景与社会因素 ,将两性分

化归因于两性生理特性的不同 ,因而使他的“双性

同体 ”思想自相矛盾 ,受到后来的女性主义者和精

神分析学说的继承者诺尔曼 ·布朗等人的批评。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对“双性同体 ”进行了心理

学的阐释。在《集体无意识的原型 》中 ,他提出人类

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始模型 ,即阿尼玛 (Anima)和阿

尼姆斯 (Animus)。阿尼玛是男性的女性特征 ,是男

性无意识中的女性补偿因素 ;而阿尼姆斯是指女性

的男性特征 ,女人也具有潜在的男性本质。通过千

百年来的共同生活和相互交往 ,男人和女人都获得

了异性的特征。这种异性特征保证了两性之间的沟

通和理解。《尤利西斯 》最后部分莫莉的内心独白

之所以得到千百万读者的认同 ,并被荣格评价为

“只有魔鬼的祖母才能把一个女人的心理捉摸得那

么透 ”,
[ 4 ]其原因正是由于人的情感和心态总是同

时兼有两性倾向 ,乔伊斯才能够真正地揣摩、捕捉到

女主角莫莉的内心活动。无独有偶 ,中国戏曲中的

男旦之所以能够设身处地 ,感同身受地体察女性 ,并

惟妙惟肖地表现女性角色 ,其原因也正在于此。由

于男女两性都存在与自身性别相异的一面 ,“要想

使人格和谐平衡 ,就必须允许男性人格中的女性方

面和女性人格中的男性方面在个人的意识和行为中

得到展现。”[ 5 ]否则 ,被压抑的异性因素将逐渐积累

甚至会危及生命主体的存在。从“双性同体 ”理论

分析 ,有“雄狮 ”之誉的海明威最终自杀身亡 ,正是

他平时过多表现男子汉气质而压抑了阿尼玛情绪正

常宣泄的结果。同理 ,沃尔夫笔下的拉姆齐夫人 ,由

于完全压抑了自身的男性气质 ,导致其能力无处发

挥 ,而出现心理失衡和扭曲 ,进而形成畸形的控制

欲 ,成为阻碍家人和谐相处、不能如愿到达“灯

塔 ”———完整和谐的双性同体人格 ———的负面力

量。荣格进一步提出了每个人的人格构成 ,除了

“自我 ”( ego)之外 ,还有“自性 ”( self)。“自我 ”是

意识中心 ,总是屈服于现实原则而压抑人的一部分

人格特征 ;而“自性 ”则是人的心理整体 ,是无意识

的 ,具有一种内在的追求统一或完整的先天倾向性。

“自性 ”促使每个人与他 (她 )的异性一面融合 ,从而

消除两性的界限 ,达到“双性同体 ”的新境界。可以

看出 ,与弗洛伊德狭隘的生物学性别理论相比 ,荣格

的双性别理论显得具有动态灵活性 ,也具有广泛的

应用性。尤其是他的“自性 ”理论构成人的创造性

潜能的逻辑前提 ,提出了人类实现双性人格的可能

性。然而 ,荣格也没有跳出男女两性的不同是由人

的生物特性不同决定的思维框架 ,他对男女性格的

划分也采用传统的二元对立法 ,所以 ,荣格的“双性

同体 ”思想也是有缺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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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逐渐成熟 :理想的创作心态与人格

站在女性的立场上 ,将“双性同体 ”作为文学创

作的思维机制 ,作为文学批评的一般标准 ,是从伍尔

夫开始的。在《一间自己的房间 》中 ,伍尔夫提出了

理想的创作心态与人格 :“双性同体 ”。她认为 ,“在

我们每个人的头脑中 ,都受两种力量制约 ,一种是男

性的 ,一种是女性的 ;在男人的头脑中 ,男人支配女

人 ,在女人的头脑中 ,女人支配男人。正常和适宜的

状态是 ,两种人情谊相投 ,和睦地生活在一起。⋯⋯

也许纯粹男性化的头脑不能创造 ,正如纯粹女性化

的头脑也不能创造。”[ 6 ]由此可见 ,伍尔夫要求作家

在创作中超越单一的性别视角 ,要有超性别意识 ,任

何写作者 ,念念不忘自己的性别 ,都是致命的。“在

心灵中 ,男女两性因素必须协调配合 ,艺术创作才能

完成。”[ 7 ]162

伍尔夫认为写作应既不为男权文化的权威所影

响 ,又不被绝对的女权意识所左右。她很厌恶当时

“男人只用他们脑子的男性的那面写作 ”,他们的

“书上横着一条阴影 ,很直很黑的一条 ,一个像‘ I’

那个字母那样的一个影子 ”,
[ 7 ]157这不仅使作为女性

的伍尔夫感到厌烦 ,也使作为作家的她反感 ,这种

“男性气概”堵塞了作家创作力的源泉。与此同时 ,

伍尔夫认为女作家强烈的女性意识容易引起对现实

的歪曲 ,使作品丧失了完美的整体性。读夏洛蒂 ·

勃朗特的《简 ·爱 》,“就会注意到其中所隐含的激

动和愤慨 ,就会发掘她永远也不可能毫无牵挂地把

她的天才完完全全表达出来。她的书必定是畸形、

扭曲的 ⋯⋯她的想象力由于义愤填膺而偏离常轨 ,

而我们感觉到了它在偏离。”[ 7 ]128
T·S·艾略特所

提出的诗歌创作“非个人化 ”原则 ,也与“双性同体 ”

有异曲同工之处 ,他要求诗人摆脱个人狭隘的感情

而进入到人类灵魂的深处 ,抒发整个人类的情感。

无论是诗人还是作家 ,一旦囿于个人情感的小圈子

就不可避免会损害其作品的感染力。

国内外有关伍尔夫的“双性同体 ”的争论颇为

激烈 ,主要呈现以下两种态势 :一是对伍尔夫的“双

性同体 ”持肯定性的评价 ,认为这一思想有助于消

除父权制的性别歧视和两性对立 ,因而大力提倡并

将其作为女性主义的重要思想。代表人物卡罗林 ·

海尔布伦提出 ,“双性同体 ”表达了伍尔夫消融两性

之间差异的理想。“两性可以任意选择他们的行为

方式和生活 ,摆脱强加于男性和女性的条条框框 ,获

得个人的自由 ,走向一种没有性别差异的理想社

会。”[ 8 ]赫尔 ·布鲁恩在《认识双性同体 》一书中也

提出了相同的观点 , 她甚至认为我们将来的出路在

于从性别两极化和性别牢笼中挣脱出来的运动 , 即

要通过“双性同体 ”来消除两性间的差别从而达到

一种两性和谐的社会理想。伍尔夫的“双性同体 ”

思想还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早在 1987年 ,孙绍先

就根据伍尔夫思想提出了“双性人格 ”的概念。他

所说的“双性人格 ”是“指参照历史上典型的男性精

神和女性精神而言 , 以往这两种截然分裂的东西 ,

在今天己经有融合的趋势。就人的本性来说 , 不存

在男人的天性或女人的天性 , 只有人类的天性。男

性和女性摆脱刻板性格模式的束缚 , 走向更加自

由 , 更加个性化的精神世界 , 这符合今天文化向个

体复归的大趋势。”[ 9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 , 伍尔夫一

直以女性特有的直觉、细腻和机敏 ,密切关注着妇

女的辛酸历史和不平等的社会地位 ,深入探讨了男

女两级对立形成的社会因素 , 最终跳出了“男女两

性的不同是由人的生物特性不同决定的 ”理论框

架 ,避免了以弗洛伊德和荣格为代表的男性在“双

性同体 ”这一思想上的局限与不足 , 提出了理想的

创作心态与人格。

第二种是对伍尔夫的“双性同体 ”持否定性的

评价 ,认为这一思想是伍尔夫对父权制的妥协 ,因而

拒绝接受这一观念。其中美国学者伊莱恩 ·肖瓦尔

特的批评最为猛烈。在《她们自己的文学 》中 ,肖瓦

尔特指责伍尔夫的“双性同体 ”思想是对自己身为

女性的愤怒排斥 ,是向男性中心文化的归化 ,体现了

伍尔夫深受父权文化的影响。此外 ,她对伍尔夫在

书中运用的创作技巧 ,如重复、夸张、滑稽模仿、怪

诞、多重视角等亦大为不满 ,视此书极端的非人格 ,

躲躲闪闪 ,戏语连篇 ,尽和读者玩游戏。作为一个发

展的理论 ,伍尔夫的“双性同体 ”在弥补前人理论缺

陷的同时 ,自身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之处。首先 ,伍

尔夫对“双性同体 ”这一重要理论使用了隐喻化的

文学性语言 ,使得“双性同体 ”这一概念较为模糊 ,

容易产生误解。其次 ,伍尔夫只是把“双性同体 ”作

为一种理想的创作心态与人格提出来 ,至于怎样才

能达到这种状态 ,以及怎样的作品才是达到双性同

体的作品都没有进行详细阐释。最后 ,伍尔夫对创

作时双性因素和谐配合的过分强调使她排斥冲突在

创作过程的作用。事实上 ,男性因素和女性因素的

完美结合只是创作过程中的瞬间体验 ,冲突才是常

态 ,并且对创作有着正向的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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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走向未来 :双性同体思想日渐开放

伍尔夫的“双性同体 ”对传统社会男女二元对

立的消解 ,对男性中心的颠覆 ,具有重大的理论意

义 ,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思索两性关系的理论平台

和发展空间 ,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继伍尔夫

之后 ,法国女性主义者埃莱娜 ·西苏是具有代表性

的一个。她在《美杜莎的笑声 》中提出“另一种双

性 ”:每个人在自身中找到两性的存在 ,这种存在依

据男女个人 ,其明显与坚持的程度是多种多样的 ,既

不排除差别 ,也不排除其中一性 , ⋯⋯这种双性并不

消灭差别 ,而是鼓励差别 ,并增大其数量。”[ 10 ]西苏

要求的是一种承认两性差异的双性同体 ,一种超越

两性的双性同体 ,并且她认为由于女性独特的经历、

体验 ———怀孕、生育 ,从某种意义上 ,妇女是双性的 ;

男人则泰然自若地保持着荣耀的男性崇拜的单性的

观点。在这里 ,女性不会因为双性同体而像男性 ,或

者消除了女性 ,而是因双性同体而更为女性。西苏

的“双性同体 ”是一种激进的、建设性的思想 ,在以

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男女二元对立社会中 ,她以既有

包容性又不排斥差异的双性同体来解构这种顽固的

二元对立。并且在实现双性同体这一理想人格的过

程中 ,女性的主动意识明显提升 ,为女性抒发自我 ,

发展自我打开一片天空。这显然是对伍尔夫思想的

超越。然而 ,西苏的“双性同体 ”思想过于强调男女

之间的差异 ,并认为女性在双性同体的实现这方面

更占优势 ,使其又陷入性别本质主义的陷阱 ,只不过

是女性至上取代男性至上。相比之下 ,伍尔夫反对

在男权之后再建立一个女权社会 ,因而她反对强烈

的女性意识 ,希望女性作家摆脱性别身份对自我的

困扰 ,进入自由自在的写作状态 ,并且还在自己的小

说作品中塑造了一些经过努力达到“双性同体 ”境

界的人物形象 ,如莉莉、彼得 ·沃尔什等。这无疑表

明了伍尔夫的观点 :只要能够摒弃传统的性别观念

对自我的束缚 ,无论男女都可以达到“双性同体 ”的

状态。

国内学者吕洪灵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作

为参照系来理解伍尔夫的“双性同体 ”思想 ,使人们

对这一思想的理解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她认为伍尔

夫的“双性同体 ”思想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主体 ,而

不是一种客观、静止的存在。她还认为 ,像“双性同

体 ”这样内涵复杂的概念 ,根本不需要也无法为其

营造一个明确的定义 ,它的意义就在于启发人们的

思考 ,丰富人们的认识和创作实践。吕洪灵的观点

极大地拓展了对这一思想的接受空间 ,把握了“双

性同体 ”思想的精髓。

“双性同体 ”是人类文化的产物 ,具有悠久的历

史渊源。伴随人类追求理想人格模式的过程 ,“双

性同体 ”的蕴涵也不断发展变化 ,两性边界的模糊

正成为世界潮流的一个总体趋势。双性同体作为一

种体验方式 ,作为一种生存状态 ,作为一种理想的期

待 ,其意义和价值是值得研究和体验的。它体现了

人道主义平等、博爱、自由的思想 ,结合了平等、差异

两种倾向 ,构想出两性形象的新模式。“双性同体 ”

可看作是现代和未来男女两性人格之全面发展的理

想 ,作为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理论 ,它必将会激

励更多的国内外学者进行不断地研究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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