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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家 4A 广告公司工作的小张并不化妆，但整
洁、穿着“得体时尚”是他对自己的基本要求。身边环
绕的同事几乎全是俊男美女，也让他练就了挑剔的“火
眼金睛”。即便是整体看起来漂亮的女孩，他也会注意
到对方仪态不够完美，头发有些毛糙，裙子上有没熨平
的褶皱，指甲油有剥落的痕迹。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只喜欢“奶油小生”。
小张告诉笔者，如今的审美观越来越多元和宽容，

无论是青春偶像剧和综艺节目中的“花美男”，还是孙
红雷、吴秀波等富有魅力的“大叔”，抑或吴京在《战狼
2》中演绎的硬汉，都有各自的忠实粉丝，哪一类更受欢
迎只取决于市场需求。他最喜欢的男明星，是外形并不
出众却演技精湛、为人幽默的“TF老 BOYS”雷佳音。

在“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分野被证伪，审美
不再拘于单一范式的现代社会，人们之所以热衷所谓

“男性气质”话题的探讨，与其说是呼唤“男子气概的
回归”，不如说是对于健康、昂扬、阳光、向上等两性所
共有的精神气质的高度认同，对于刚毅、坚卓、果敢、
顽强、进取、担当等人类普世品格的执着追求，以及对
于矫揉造作、娱乐至上的浮躁风气与“颜即正义”的错
位价值观的反感与摒弃。

这样的价值取向是积极的，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永远是推动人类
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动力，但我们应该更审慎地厘清讨论思路，本着
平等与尊重的原则，尊重每个人的自我选择，宽容与己不同的个体，
避免“娘炮”“不男不女”“娘娘腔”等带有贬损性的说法。无论他（她）
选择呈现怎样的个人风格与气质，硬朗刚强也好，细腻温柔也罢，并
不妨碍他们努力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可否不分肤色的界限 /愿这土地里 /不分你我高低 /缤纷色彩闪出
的美丽 /是因它没有 /分开每种色彩”1990 年，Beyond 乐队为“南非国
父”曼德拉写下的这首《光辉岁月》曾经感动了无数人，今天听来依旧
能够给我们以深思与启迪。世界不应只有一种色彩，“十七八女郎，
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是美，“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
唱‘大江东去’”亦是美，无论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都应该受到
尊重。

涵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男性气质，不在于外表外貌，关键要塑造
一种有勇气、有担当的内在品格。如何塑造？摒弃矫揉造作的风格、
扭转娱乐至上的倾向，固然是一方面；但更为重要的，是要以“优质的
榜样”给青年成长提供更多的精神养料，提供正向的精神引领。如果
军人的正义之举能激发更多公众的感动认同，带来社会广泛的响应
行动，那么，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坚决捍卫公共利益，就会成为更多人
的道义坚持和行为自觉，成为更多人崇尚的“男性气质”。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置身转型发展时期，需要砥砺
攻坚克难的意志品质，担当起我们这一代人应有的责任。从这个意
义上讲，破除病态的审美乃至“审丑”、锻造时代的钢铁脊梁，需要我
们每一个人贡献力量。这是讨论“男性气质”的更大意义所在。

当然，作为一言一行广受关注的公众人物，明星们对于青少年的
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塑造具有重要影响，应该将社会责任感当
作人生“标配”，以更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努力锻造优秀的品格
与可贵的精神，为青少年树立健康阳光、积极进取、勇于担当的榜样，
而不只是空有颜值、缺乏内涵的“偶像”。因为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榜
样远比偶像更难得，也更值得追随。

本版文字综合青年参考、参考消息、解放军报、中国妇女报等媒体
报道，图片来源于包图网。

我们需要怎样的我们需要怎样的““男性气质男性气质””？？
阴柔还是阳刚阴柔还是阳刚

近日，央视最新一季《开学第一课》开

播，引发家长和网友的集体吐槽。有网友在

微博上疯狂吐槽：“少年娘则中国娘，央视

请来一大批打耳钉、涂口红、头发染色甚至

还 修 眉 的‘ 娘 炮 ’来 ，就 不 怕 带 坏 小 朋 友

吗？”同样是在不久前，在《中国新歌声》的

舞台上，导师当众怒斥“小鲜肉”之风，扰乱

时下年轻男性的气质走向。此语一出，追随

者、抨击者蜂拥而上，各执己见。顷刻间，

关于“娘炮”“小鲜肉”“精致 boy”论调的反

思，重新被推至聚光灯下，开始接受世人的

审判。

对男性形象的热议，反映出公众对于青

年一代成长的高度关切，也折射出对于当下

需要怎样的“男性气质”的反思。

在火爆的明星养成节目《偶像练习生》
中，一群十几二十岁的男孩妆容精致，脸上
涂着厚厚的粉底，搭配魅惑的眼神和性感的
咬唇妆，熟练地对着镜头撒娇卖萌。各大卫
视和视频网站热播的青春偶像剧中，白皙纤
瘦、样貌柔弱、眼神无辜的清秀少年，几乎承
包了从男一号到男 N号的所有角色。

从数年前的“韩流”开始，对“花美男”的
欣赏渐渐成为中国娱乐圈的主流。即使如
此，网上对“娘炮”和“小鲜肉”的骂声仍不绝
于耳。

“别祸害小学生好吗？”网友“醒来的大
鸦”在新浪微博写道，“少年娘，中国有未
来？”有网友称，“泱泱大国需要钢铁一样的
男人”。

当下，一场关于“男性气质”的争论正在
进行，一些主流媒体甚至是国外媒体也加入
其中。

新华社评论称，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
审美自可参差多态，各得其所。《人民日报》

认为，涵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男性气质，关键要塑造一
种有勇气、有担当的内在品格，形成包容、开放的现代风
度，培养守法律、有教养的行为习惯。在青少年中有着
广泛影响的明星们，应该呈现更加积极、向上的形象，展
示更加健康、阳光的审美，以应有的社会责任与担当精
神成为真正的偶像。《中国妇女报》也刊文称，“男性阴柔
化”是个伪命题，刚柔相济才可成就完美人格……没必
要担心越来越多的男孩喜欢精致的生活而变得没有血
性……男人变得温柔一些，讲究一些，更尊重女性一些，
或许更有利于社会和谐与发展。

英国《金融时报》刊文称，对“娘炮”形象符号的公然
攻击，折射出社会对性别歧视的麻木不觉，也暴露出另
一个问题：数代人接受的教育中欠缺“成长第一课”——
性别平等教育。

而在“小鲜肉”明星的粉丝看来，外界误解了他们的
偶像。有粉丝说，并不觉得自己的偶像“娘”，反而觉得
是“一种超越了性别的美”。21岁的大学生小轩表示，每
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风格与追求，不一定非要用传统的
男子气概来束缚自己，“化妆是男生注重自身形象的一
种表现，精致一点没有错”。

对于最近网上的“娘炮”之争，博士毕业不久的小朱
对笔者坦言“有点懵”。她从上大学开始就喜欢以阴柔
形象著称的韩国明星，对当年红极一时的“东方神起”

“Big Bang”等偶像男团如数家珍。近几年，她成了 TF⁃
BOYS组合中王俊凯的“阿姨粉”。

在小朱看来，“娘炮”这种“带有明显侮辱色彩”的词
以往一般出现在喜剧作品中，是为了刻意制造“笑果”。
在现实生活中，外表清秀和内心坚强一点都不冲突，她
的男友就是皮肤白皙、眉眼清秀的“90 后”四川男孩，但
他喜欢去健身房跑步锻炼，加班毫不含糊，而且生活上
对她十分照顾，“男友力”十足，“一点都不娘”。

在一家大型国企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小王忍不住向
笔者吐槽，“这个社会对男性的要求也太高了，做男人真
不容易”。

小王记得，大约两年前，网上最流行的论调是“中国
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在赞扬女性精致美貌的同时抨
击中国男性不修边幅，不注意锻炼，不注意保养皮肤和
牙齿，穿衣服土气和老气，有的还在腰上挂一大串钥
匙。前段时间，网络上开始流行对“油腻”中年男子的

“群嘲”。
为了摆脱“油腻”，因长期加班和压力过大而发胖、

长青春痘的小王开始了艰苦的“自我改造”。他坚持每
天下班后跑步回家，晚饭只吃黄瓜和苦瓜，与朋友聚会
很少动筷子，睡前会用一些男性护肤品。一段时间后，
他原本凸出的肚子“肉眼可见地缩小了”，衬衫也宽松了
许多，整个人清朗了不少。但小王没想到，如今风向一
转，人们开始攻击追求外表美的男性是“娘炮”了。

“怎么打扮自己完全是个人自由。”他对笔者表示，
打扮精致并不妨碍男性在职场上叱咤风云，外表邋遢、
胡子拉碴的人也可能是宅在电脑后面指点江山的“键盘
侠”。

事实上，在中国，追求美早已不是
女性的专利，年轻男性对自己形象的
要求越来越高。

早晨起床，将自己打理得“漂漂亮
亮”，是 30 岁的李先生全天日程最重
要的安排。

化 妆 水、精 华、乳 液、防 晒 霜 是
上妆前的必要程序，粉底务必用手
指拍得“轻薄透亮”，睫毛卷翘纤长、
根根分明，流畅的黑色眼线平滑地
掠过眼尾，再抹上一层若有若无的
浅 色 口 红 ，妆 容 不 浓 却“ 显 气 色 ”。
眉毛是重中之重，要由浅及深，营造
出一种“雾状”的美感，头发也要吹
得蓬松。打扮停当出门前，李先生
从来不忘把增高垫塞进鞋子里。

作为一名职业化妆师，李先生经
常应品牌邀请出席时尚派对，以形象
精致著称的明星陈学冬是他精心模仿
的对象之一。李先生告诉笔者，只有
将自己打理得光鲜亮丽，他才能找到

“高端”的客户和工作机会。
不过，李先生透露，他上高中时是

个不折不扣的“糙汉子”，最常见的装
束就是随意的 T 恤短裤加凉拖，还因
为长青春痘护理不当而“烂了脸”。但
自从通过医疗美容治好皮肤并学习化
妆以来，他就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形
象。如今，他每年都花费数万元购买
护肤和美妆产品，每个月定期做医美
项目，还接受了微整形手术。当然，良
好的形象和精湛的化妆技术也为他带
来了不菲的收入。

在中国，像小李这样重视个人形
象的年轻男性越来越多。

今年 1 月，京东研究院联合两家代
表中产阶层男性审美消费和精神消费
的公司，在上海发布了“2017 新中产男
性消费报告”。这份报告显示，打造个
人形象是“90 后”男性消费的核心追
求，他们在男装、面部护肤产品等方面
的购买行为突出。此外，93.4%的男士
每月在服饰、包、皮肤护理和发型上的
消费不会超过 3000 元，但 30 岁以后的
男性每月的时尚花费逐年增加，达到
6000元左右。

艾瑞咨询发布的《种草一代·95 后
时尚消费报告》指出，“颜值经济”的爆
发在“90 后”和“95 后”人群中表现最
明显，其中男性美妆消费增长迅速，

“将为行业带来新的潜力和品牌变
局”。市场数据公司欧睿国际预测，今
年中国男妆市场将增长近 7%，达到 20
亿美元。

“做个‘精致男孩’并无不妥，”20
岁的学生袁熙昆（音）告诉美国“石
英”财经网，自己在几个月前成为男
妆博主，常常有人在其视频下称男人
化妆令人作呕，并嘲笑他们不是“真
男人”。

“但对我们来说，化妆只是生活方
式的一部分。”袁熙昆说，修饰自己并
不意味着“娘”。

据美国“石英”财经网报道，上世
纪 80 年代，中国的男性美学在外国流
行文化影响下发生改变。在好莱坞及

日本电影的推波助澜下，强壮沉默的
男性曾是中国人眼中的理想男人形
象。如今，中国流行文化中出现了新
的理想男人类型。越来越多受过良好
教育的中国女性寻求“小奶狗”——拥
有柔顺个性的忠诚、黏人男子——当
男友，凸显中国女性在寻求浪漫关系
方面正在发生变化。

“石英”财经网指出，男性化妆现

象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韩
日流行文化的影响。文章认为，一些
中国男性越来越关注外表的另一原
因，是正在变化的经济结构——以服
务为导向的产业不断壮大，越来越多
的人逐渐远离工厂。文章援引专家
观点称，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加快，以
及从制造业到服务经济的逐渐转向，
服务经济从业者更重视外表。

在性别学专家看来，网络上对“娘
炮”的批评都源于“性别刻板印象”。“男
生要有男生的样子，女生要有女生的样
子，这其中有着明显的性别偏见。”中山
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丁瑜
说，“比如你一个男孩子就应该怎么样，
一个女孩子就应该怎么样，‘就应该’后
面的那些东西就是刻板印象，它容纳不
了半点跟原来的观念不一样的东西。”

“但人不是一个模板刻出来的，他总是会
有不同的样子、性格和气质。凭什么要
求男性呈现出全部一样的（气质），就不
能有别的呢？”

社会学家李银河认为，每个人的男性
度和女性度都有差异，“人性是丰富多彩
的，应该让每个人随心所欲地落在极度
男性化与极度女性化这两个极端点之间
的任何一点上，而不是强求每个人都必
须落在极端点上”。她还呼吁审美标准
的多元化，“男生既可以精致，也可以粗
犷，女生既可以阴柔，也可以阳刚”。

梳理几十年来大众审美趣味的变化
脉络不难发现，男性偶像的形象并非一
成不变，而是如同河水，随着社会现象、
文化元素的变迁，奔流向前。

曾经，以“阳刚”“硬朗”著称的高仓
健、成龙型“硬汉”把控了主流审美话语
权。如今，外表斯文、柔美、秀气的鹿晗、
蔡徐坤型“花样美男”与被赋予了“血性”

“铁骨”特质的吴京、甄子丹型“猛男”平

分天下。
在大众对男性的审美呈现更多元化

同时，时代幕布上的整个世界都在悄然
改变——

在理论界，关于气质具有多样性与可
塑性的理论及其实践打破了“男性气质”
与“女性气质”这种二元分类体系。放眼
更广阔的宏观层面，社会的政治、经济、
文化、思想等方方面面正在完成从单调
到复杂、从一元到多元、从匮乏到丰富的
巨大跨越。

可以说，多元审美正是社会长期和平
稳定繁荣的“伴生品”，因为只有一个物
质足够丰富的社会，才能涵养出高理解
度、高尊重度、高包容度的人类文明。

舰载机飞行员张超深知每一次升空
便是一次生死考验，纵使喋血长空也要
一飞冲天；90 后潜水员官东，危急时刻挺
身而出，将生的希望留给被困人员……
以军人为代表的一大批青年，他们身上
的勇气、坚强和担当等气质品格，依然是
主流审美不可或缺的内容。

《人民日报》撰文指出，现代社会进
一步拓宽了审美的场域，提供了更为多
元的生活方式，也为对男性的审美提供
了更多元的面向。“那种基于性别特征进
行的价值判断，将男性气质等同于外表
外貌，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关注男性
气质的构建，应该发扬内在的勇气、坚强
和担当等诸多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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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尊重审美多元化应尊重审美多元化应尊重审美多元化应尊重审美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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