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 世纪， 动物保护主义和女性主义的交叉融合

绝非偶然。 美国和英国的社会力量（如第二次妇女运

动潮，民权运动）对传统的等级关系研究提出了新的

挑战。在 21 世纪社会性别意识下，人与动物的等级关

系问题将会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

观念、行为模式等。 为明晰动物等级关系中所蕴含的

社会文化、社会权力和社会意义，发现中国男女两性、
人与动物之间的等级关系状况，本文拟在界定社会性

别、等级关系和物种歧视等概念的基础上，从社会性

别等级的角度重点论述这些群体的等级关系。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社会性别

19 世纪 60 年代末，社会性别与第二次女性主义

浪潮几乎同时出现， 之后成为女性主义的核心概念。
搜索已有文献对社会性别概念的界定，大体可归纳为

两类： 一是在与性别概念的区分中界定社会性别，如

波伏娃认为， 社会性别与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不同，
并不是涉及男女之间一种对称的差别，而是一种不对

称的、不平等的关系［1］。 坎达斯·韦斯特和唐·H·奇默

尔曼认为，性别 (sex)是由 生 物 学 所 描 述 的 东 西 如 人

体、荷尔蒙和生理学等，而社会性别(gender)是一种获

得的地位，这一地位是通过心理、文化和社会手段构

建的［2］。 二是直接对社会性别进行界定，如卢宾认为，
社会性别应被定义为“一种由社会强加的两性区分”，
是“性别的社会关系的产物”［3］；黄伊梅认为，社会性

别就是由社会文化、传统习俗等形成的男女有别的期

望［4］。
（二）等级关系

根据 Kate stewart 和 Matthew cole 的观点， 等级

关系是社会建构的结果不是自然形成的，主要用来说

明谁是特权和权力的享有者，谁是被剥夺和压迫的暴

力统治者，他们建立了一个指南针形状的等级关系研

究模型， 南北轴涉及团体或者个人在社会上的可见

度，东西轴表示团体或个人的对象化、客体化。这种等

级关系不仅存在于男女之间、动物之间也存在于人与

动物之间［5］。
（三）物种歧视

物 种 歧 视 最 早 是 由 英 国 临 床 心 理 学 家 理 德 于

1971 年在《动物实验》中提出并于 1975 年进行补充，
它指的是人类对动物的歧视行为，这种歧视以关于人

与动物之虚假的物种区分为基础，这种行为是人类那

种自 私 自 利 的 无 视 其 他 物 种 之 合 法 利 益 的 行 为 ［6］。
Donald VanDeVeer 按照物种歧视的形式不同，将其分

为激进的物种歧视主义（radical speciesism）、极端的

物种歧视主义（extreme speciesism）和关心动物利益的

物种歧视主义（interest senstive speciesism）等三类［7］。 三

类物种歧视的基本观点都认为人优于其他物种，为了

人的利益可以牺牲动物的利益。差异是当人的基本利

益、边缘利益与动物利益冲突时，对是否牺牲动物利

益的态度不同。

二、女性、动物与社会性别、等级关系和物

种歧视

综合以上对社会性别概念的界定， 笔者认为，社

会性别是实践过程中社会对男女之间行为、 角色、思

想、权力等所赋予的社会化的期待和意义建构。 考察

中国等级关系的实际情况，男女的等级关系在中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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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现为男尊女卑，在现代表现为相对平等的男女关

系，却也存在着女性在就业、生活中受到排斥、歧视等

相对弱势的问题。 动物之间的等级关系表现为在配

偶、领地和食物争夺过程中胜利一方享有特权，失败

一方履行义务。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人类按照

自己的意志去支配动物、去建构人是优于动物的物种

歧视观点。在物种歧视层面考察男女两性和人与动物

的关系，表现为男性物种优于女性物种，人优于动物，
哺乳动物优于非哺乳动物，所以为了满足男性和人的

利益，女性和动物的利益可以被牺牲。

三、等级关系视角论女性与动物的关系

（一）权力与主体

等级关系由主体和客体两部分组成，权力结构是

影响等级关系建构的重要因素。在等级关系的权力结

构中，主体是权力的享有者，客体是权力控制的对象，
主体通过对客体的支配实现权力。考察两性及人与动

物的权利等级关系，发现动物权利与人的权力是息息

相关的。 具体到我国的情况，整理发现人对动物等级

关系的态度的变迁与我国古代、近代和现代三阶段女

性争取权力的历程存在很大的联系。
我国古代权力等级结构中男性控制女性，男性是

主体领导者，拥有更多的权力和资源。 女性则被排除

在权力结构之外，成为男性压迫、剥削和统治的对象。
如， 古代森严的家庭分工中男人的职责是在外工作，
女人的职责则是在家庭范围内相夫教子，并被严禁从

事男人专属的工作。 推及人与动物的关系，普遍认为

神比人伟大，人比动物优越。 于是大量动物被屠杀沦

为人类权力操控的牺牲品。我国近代的“五四运动”引

入了西方的女权主义思想，促使女性向权力中心接近

主体的地位发展， 于是出现了诸如妇女争取受教育

权、剪发、解除缠足束缚等活动。 与此相伴，西方动物

保护思想的宣传引发了人类重视动物的意识，部分动

物保护协会组织开始关注动物群体，提出尊重动物生

存权力的要求。 但受历史环境制约，该阶段对动物的

保护还没有形成一定的影响力，权力对动物等级的作

用十分有限。
现代社会的发展为妇女解放运动取得成果奠定

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女性取得选举和被选举权，在一

定程度上实现了男女平等，但人类对待动物的态度却

处于物种歧视与保护主义博弈的态度。 一方面，经济

的发展增加了人们对肉、蛋和奶的需求，大规模、集约

化的工厂养殖迅速发展， 这使得动物的生存环境、卫

生条件、健康状况变得无从保证，野蛮的宰杀方式使

动物情感遭受严重挫伤，人类对动物权利的蔑视甚至

到了残忍的地步，物种歧视尤为明显。另一方面，随着

物种歧视日益严重，一些动物保护组织相继成立，有关

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也逐步确立，为保护动物福利带来

了希望。可见，人类与动物的等级关系相互关联，不是独

立的单个方向发展，权力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
（二）商品与客体

客体是指忽视主观情感体验被逐渐异化成物的

对象，它与主体相对。 研究男女和人与动物之间的关

系，发现女人和动物被客体化。 波伏娃曾经说，“女人

完全是男人所判定的那种人……她是附属的，同主要

者相对立的次要者。 他是主体，是绝对的，而她是他

者。 ”动物被客体化的表现是人类忽视动物本身的情

感、生存权力，将其变成满足人类需求的工具。 康德

说，“就动物而言，我们不负有任何直接的义务，动物

不具有自我意识，仅仅是实现一个目的工具。 这个目

的就是人。 ”［8］

笔者在资料分析中发现，女性和动物通过权力资

本话语、技术话语、媒介话语、权威话语等四种话语模

式被社会建构成客体。
从权力资本层面看，女性从属于男性，动物从属

于人类，男性共同拥有了女性和动物。 男性通过对两

者的操纵、利用和改造将女性和动物客体化。 就像亚

当斯指出的，“女人和动物作为客体最明显的相似的

表现就是肉。 动物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被杀死、切碎

和被吃掉。”换句话说，动物死亡的本质是为了娱乐我

们。同样地，女性作为性客体传达这样的观点，女性的

天性就是满足男性的性要求。这个过程彰显了男性优

于女性、人优于动物的物种歧视主义的痕迹。
从技术话语层面上看，男性通过对技术的掌控绝

对地控制女性和动物。 如，男人发明并改进了整容技

术，使得女性纷纷按照男性对女性审美的态度、认知

和理念去进行隆鼻、割双眼皮、丰胸、抽脂瘦腰和增高

等以满足男性的要求；男性通过技术化在工厂化养殖

中使动物客体化，以满足了其自身对肉产品的需求。
传播媒介的话语通过对女性形象的过度展示和

变相暴露去刺激男性欲望，满足其利益需要。 媒介利

用自身资源使用不同的话语风格、话语策略重构了女

性和动物的不同品味和社会地位。如在西方大众传媒

中，人们通过将女性身体与动物身体进行类比，以达

到增加销量的目的。
权威话语层面主要是指专家学者言论所导向的

等级关系。如，专家认为牛奶有益于健康，牛肉有利于

健壮，那么牛就被这种权威话语导向，客体化为人们

食用的肉。
可以说，无论是包装后的女人还是包装后的肉都

是商品， 女性和动物的客体化就是身体任意地被乔

装、改装和打扮，最终被社会建构成客体用于取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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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在量刑时对被告人从轻、从宽处罚所应酌情考虑的

内容，而非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因此有必要在立法

上不仅对审前社会调查报告的“参考”性质进行准确

“定位”，而且应充分肯定其在适用刑罚上的“酌定”作

用。 只有如此，才能肯定调查机构及人员的作用与价

值，从而调动他们参与调查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并进

一步提升调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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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关系中的上层满足其需求。等级关系中女性和动物

的客体化现象背后所折射出的是社会权力、社会文化将

女性与动物异化。两者最大的不同就是女性客体化是用

于满足男性的需求，动物客体化是满足人类的需求。
（三）气质形象的可见与情感心理的不可见

可见与否的标准是指团体、个人或者动物在内容

和形式上对社会的可见度。 男和女、人与动物的等级

关系可见度展示为形象可见和气质可见。形象可见包

括体型形象和饮食形象的可见， 在这两种形象中，肉

和性别之间的联系很特别，肉象征着强壮、侵略、男子

气概和性能力；而女性则与素食联系在一起，意味着

性格柔弱，没有攻击性和暴力性，通常是与绵羊、性感

的猫咪、娇小的兔子等动物形象相联系的。 而在男女

两性和人与动物可见的背后， 彰显的则是一种控制。
而气质类型的可见，男性是独立、活跃、乐于冒险、雄

心勃勃；女性为柔顺、害羞、有理解力、有同情心。在等

级关系中，家庭暴力和雌性动物被虐待大多是男性施

暴者对女性的暴力，人类对动物的暴力。
不可见主要表现在情感心理层面。男人对女人的

不可见表现为强化女性身体的使用与消费功能，忽视

女性作为主体的情感体验和感受，如影视作品、大众

传媒、广告等向我们展示了女性漂亮、性感的一面，却

隐藏了女性为了达到更漂亮、更性感去隆胸、隆鼻或

者抽脂等遭受身体被改造的痛苦（有的甚至为此付出

生命的代价）。 人类对动物的不可见体现为人享受动

物提供给人类的福利，却对背后的现象一无所知。 人

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动物利益的物种歧视主义行为，
不仅损害了动物的基本权利，也不符合人类的道德要

求。人类应该在反物种歧视主义中对自己的行为进行

反思，最终建立既保障动物基本生存权利，又达到人

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模式。
等级关系的可见与不可见是相对的，可见的是表

面的形象符号，不可见的是这些符号所代表的社会意

义、社会文化和社会权力等一系列复杂因素。
通过以上的分析，笔者得出了男女两性的等级关

系和人与动物等级关系存在相关性的结论。这种相关

性表现为男性是等级关系的主体，通过操控权力资本

话语、技术话语、媒介话语、权威话语等四种话语模式

将女性和动物持续客体化。这种客体化突出体现在体

型形象、饮食形象和气质类型上可见，但在情感心理

层面却是不可见的、隐藏的。笔者认为，实现女性和动

物在等级关系上不利地位的转变还很艰巨，但从社会

权力、社会文化、社会意识、历史习俗、媒介宣传等角

度入手是比较可行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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