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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人工流产率的居高不下，不仅源于从计划体制到市场化转变过程中趋于

个体化的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盲从，也源于计划生育国家政策保障下中传统儒家

家庭对堕胎实践的内部消解。同时，转型期间民间资本涌入公共医疗体系导致的

大量妇科私立医院兴起，带来了以女性美好的身体，幸福的生活为消费需求的人

流广告的泛滥，为女性人流实施者构筑起了心理文化底线。近年来，青少年成为

了人流的主力军，面对这样严酷的事实，人工流产手术已经从一种单纯的医疗事

件转变成为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为一体的事件。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作为

生育主体的女性从未被重视。

本研究通过田野调查的方法，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尤其是医学人类学的相关

知识，将人工流产这样一个现代性下的话题，放入医疗体系、技术与媒体的情境

中进行研究。首先对人流的医疗化及计划生育的背景进行梳理。然后，从公立医

院与私立医院的发展历程探讨两种环境中人流手术的实施情况，着重描述田野调

查中的传媒部分，对其中的文本话语进行分析，探究广告效应对女性患者的引导

作用及行为的价值观念的塑造作用，进一步说明人流在中国泛滥的外在原因。接

着对人流手术实施过程中女性患者的真实体验进行解读，充分了解她们在面对现

代人工流产技术时的心态与困境。并从女性自身角度出发，对所经历人流之后的

心理、情感等主体认知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了解，感知现代女性在面对人流问题

时的真实处境。最后对女性堕胎此事件中出现的女性失声、风险被低估以及从女

性本身来说，人流是一场不可言说的“苦痛”经历，由此对全文进行提升与总结。

关键词：中国；人工流产；苦痛；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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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abortion rate is high, not only is the result of in the process of transition

from planning system to the market tend to individual women in relationships follow

blindly, also is the result of state policy of family planning under the guarantee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 family internal digestion of abortion practice. At the same time,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ivate capital into public health system caused by a

large number of private hospital of department of gynaecology, brought to beauty of

women' s body, a happy life for the stream of advertising, consumer demand for

women abortion providers build the psychological culture of the bottom line. In recent

years, the teenagers to become the main force of the stream of people, in the face of

such harsh facts, artificial abortion has shifted from a purely medical events become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as one of the events. In the process, however,

as the main body of the women has never been seriously.

This study, through the method of field research, using anthropological theory,

especially the relative knowledge of medical anthropology, try to abortion under such

a modern topic, in the medical system, the technology and the media situation were

studied. First of all, the health of the people and the background of family planning.

Then,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hospital and private hospital to investigate the

situ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wo kinds of abortion in the environment, the

paper describes the fieldwork of media, the analysis of the discours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advertising on women patients with the guiding role of values and behavior

shaping effect, further illustrate abortion is the external reason of flood in China. Then

women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of stream of people surgery in patients with

real experience, fully understand them in the face of the modern technique of artificial

abortion with trouble.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men themselves, the

experienced after stream of people's main body cognitive problems such as mental,

emotional, in-depth understanding and awareness of modern women in the face of the

real situation of stream of people. Finally, abortion women' s voice, in the event risk is

undervalued, and from the female itself, abortion is an unspeakable experience "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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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s to promote the full text and summarized.

Keywords: China, Abortion, Suffer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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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章 导 论

Pain is inevitable, suffering is optional ！

——村上春树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问题

一

十多年前的一个早上，还在睡梦中的我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我睡眼惺忪的

接起了电话，只听电话那头用柔弱的哭腔说道：“YJ，你能，你能陪我去做一件

事情吗？”我愕然，一边安慰一边略带好奇的问道：“小M，你别哭，先说说是什

么事情吧？”她犹疑了一会，回答道：“我，我有了。和医生约好了今天去手术，

但是只有我男朋友陪着的话，会有点不方便，我想找个女生跟我一起......”我没有

多问，便直接回答：“好的，那明天 XX点，我们在 XX见面......”

放下电话，我的心中还是有些不是滋味。M是我大学阶段较为要好的同学

和朋友，她和他的男朋友都是我们一个班的同学。自从大二确立了关系没有多久，

他们便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搬出去住，只有时不时有事的时候才会回来宿舍。

为了这个事情，我们宿舍的几个女生还调侃M重色轻友。当听到要做人流这样

的事情发生在我身边人身上时，还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虽然那时，人流广告已

经屡见不鲜，偶尔也会听说谁去哪里做了人流手术，但终究只是听说，也不会刻

意的放在心上，也没有亲眼见过。而这次不同，是身边的人就要经历着整个过程，

觉得会为她捏一把汗。以当时的理解，觉得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怎么能

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人流手术应该对身体有很大伤害，觉得她怎么那么不爱

惜自己。作为自己的朋友遇到这样的事情，还是应该去协助她完成好这样一个过

程。

第二天早上，我们按照约定见了面。她裹得像个粽子，还戴了口罩，在她男

友的陪同下，我们一起去等公交车。在车上，我还是忍不住的问了关于事情的更

多。原来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做人流手术，上一次就发生在四个月前。当时她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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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2

得身体不对劲，于是告诉男友，两人就找了一个离学校不远不近的私人诊所诊断

了一下，医生告诉他们是怀孕了，是否要打掉，他们两一致同意打掉。于是就有

了第一次的药流手术。在按时服了三次药之后，胚胎成功流掉了。一切还算顺利，

所以没有惊动其他任何人。但是Ｍ还是眼带泪花的跟我说但是既害怕、又紧张、

又愧疚的心情。

然而，就在几个月之后，事情又一次重演了。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她们依然

找到了那家私人诊所，医生仍然对M实施了药流，但是由于两次相隔时间较短，

怕出什么意外，必须再叫一个女生陪着，因此，才有了我的参与。第二次的手术

并没有那么顺利。在最后一次服药后，等待时间已到，胚胎并没有成功脱落，有

一部分粘连在了子宫壁上，医生说要做清宫手术。她被带到了一间手术室，她说

她很害怕，问能不能让我也进去，医生同意了。医生拿出了一套之前从未见过的

工具，开始她的操作。整个过程像是用一个泵在从M的子宫内吸东西，M痛的

快要昏死过去，不停在叫唤。随着手术的进行，仪器中的水颜色逐渐变成红色......

大概十分钟过去了，手术终于完成。医生让我搀扶着M走出了手术室，接着挂

上了吊瓶。这时的M已经没有力气说任何话，在她躺下之后，我看到她哀怨的

眼神以及从眼中留下了的一串泪花。虽然有男友和朋友陪着，可是，内心的苦楚

只有她一个人明白和承担。

在很多年后，当我们又见面。聊起当年这件事情，她说这不能怪任何人，都

是她自己不好，要是她当时不选择婚前同居，这样的事情便不会发生；或是她当

时懂得如何拒绝男友的性要求，或是及时做好避孕措施，都不会有这些事情的发

生。不过好在庆幸的是，现在她已经有个一个健康可爱的儿子，以及幸福的家庭。

二

这一次“陪同”人流的经历让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就在M 之后，身边

人流的事情也一桩又一桩的发生的，但是已经没有了第一次听说M要经历人流

是时的那种惊奇、惋惜与不安，似乎一切都在变得司空见惯，甚至有些麻木了。

的确，自 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体制为主导的经济模式逐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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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起来。打破了原有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隔绝的话语体系，也不再对西方

文化进行全面封锁。由此，自由主义的思潮逐步进入国民的思想当中，与中国传

统文化与经济生活形态的交织。思想解放的同时，身体解放的夙求也随之而来。

以此为界，国人与性有关的行为与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尤其自二十世纪 90

年代以来，性解放不仅停留在口号上，开始在实践中彰显解放的力量
①
。

而国家对性的态度也是大而化之。不仅是在家庭的“私”域内，在“公”领域内

性解放的力量也逐渐渗透。“非法同居”，这个概念最初出现在 1989 年 12月 13

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

活案件的若干意见》，其中第 3条规定：“自民政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

之日起,未办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按非法同居关系对待。”但是，2001

年 12月 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

问题的解释（一）》以及 2003年 10月 1日国务院颁行《婚姻登记条例》时已经

删除了“非法”二字。也就是说司法审判中，已取消了“非法同居关系”，取而代之

的是“同居关系”法律用语。国家“公权力”对两性关系的放手，一改从 1949年以

后将所有问题都政治化的倾向，在两性关系上给了个体极大的自由，预示着国家

将不再对基于自愿为前提的性行为进行管制。

伴随着性解放的实际行动，也是中国人对性的认知显然已经跟不上行动的步

伐。在性观念逐步扩大开放的同时，并行的还有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国家期望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达到控制人口的目的，树立大国形象。中国实行计划生

育最为严格的时期，因此堕胎行为的大量增多，由此表现在人工流产的数量大量

上升。作为一种人为终止妊娠的措施，人工流产不仅是衡量女性健康及人口社会

发展水平的基础指标，也是世界多国进行生育控制的主要手段之一。它不仅关乎

广经济的良性运行紧密关联。在许多生育率迅速下降且维持低生育水平的国家

（包括发达国家）中，人工流产都是进行人口控制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在中国

生育率迅速下降的初期，人工流产也被认为起到了很大作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

广泛关注。

然而，在性解放理念与计划生育国策的践行中，我们似乎没有看到更多未婚

女性的身影。她们大多出生在 80年代以后，她们关于性的知识通常不会经由父

①
参见潘绥铭、黄盈盈：《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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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的口中而获得。要知道她们的父母大多出生于 50、60年代，经历过上山下乡。

父母期望她们能够通过学校的教育或者这方面的知识，而面对着生物课本中仅有

的几页介绍，以及《健康教育》课程中唯一的一节性教育电教课，远远不够。随

之而来的是婚前性行为的高发，婚前同居的行为屡见不鲜，首次性行为时间低龄

化。面对着洪水猛兽般的欲望解放，传统中国文化中对待性的部分显得苍白无力。

首先是在性教育的部分，与西方文化中以性为轴心的家庭文化不同，中国是一个

以父系传承为本的儒家文化国家，性从来都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因此在家庭的教

育中，父母也不会直接的对子女进行性教育。而他们将性教育的工作寄托在了学

校身上。但是即便是学校的生物课与生理卫生课对性教育的内容也十分稀少，部

分老师羞于谈性，有关的内容还会让学生自学。并且面对着自己也没有接受过系

统性教育的事实，许多家长固执的认为，“这些事情他们长大自然就会明白了。”

在这种观念的长期引领下，性教育既入不了家庭也入不了课堂的现实，导致青少

年对性知识的了解只能通过其他渠道。

三

事情发展到今天，每年全球已约有四千万至六千万的已婚育龄妇女进行人工

流产（其中约有，年均人工流产率约为 35.13‰，而其中每年约有 6万—10万妇

女死于人工流产或其并发症
①
。在中国，1979-2012年间约有 3.03亿例已婚育龄

妇女（20-49岁）的人工流产，年均人工流产率（简称人工流产率）为 29.74‰，

基本位于世界中等略偏上水平。其中，在 20世纪 80年代，中国人工流产率曾一

度升至全球最高（1983年人工流产率为 56.07‰，约有 1437.18万例人工流产），

这与 80年代初期计划生育政策在全国大规模的铺开实施有直接的联系。直至 20

世纪 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人工流产率才呈现出全国范围内明显的、大幅度的

下降。

2015年 4月，国家卫计委科学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吴尚纯在北京透露，中国

每年有统计的接受人工流产手术人次仍多达 1300万，重复流产率高达 55.9%，

并呈现低龄化的趋势。他在介绍中国人工流产现状时指出，中国每年有 1300万

次人工流产，即使以相对数“流产率”来分析，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也存在不小

①
凤凰新闻 http://news.ifeng.com/a/20160512/48754273_0.shtml，2015年 12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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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计划生育手术情况（源自《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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