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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社会学》

前言

　　大千世界，奥秘无穷。探明真相，发掘原因，一直是激励干百万人投身于科学研究的最强大动力
。时至今日，仰望苍天，我们已经能够欣赏海外星系的璀璨；俯探大地，我们已经能够聆听万米地下
的油海涛声。但是，对于人类自己的性行为，对于这个人皆有之的生命现象和生活体验，我们实际上
又知道多少呢？　　性贯穿于我们的一生之中。咿呀学语时，我们就知道了自己是男孩还是女孩。两
小无猜时，我们就时刻准备着做一个好小伙子或好姑娘。随后，我们又开始体验并不断体验内心的性
冲动。我们接着又恋爱、结婚、生儿育女，直到老来相伴、相濡以沫、白头偕老。　　但是，在这漫
漫人生路上，有谁曾告诉过我们，性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心底一直潜藏着无数的好奇、疑问甚至困
惑，又有谁给我们细细地解释过呢？　　古代的圣人孔子说：“食色性也。”他实际上告诉我们：性
只是一种本能，一件不必细问的事情。于是我们一信就是两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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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社会学》

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读书期间社会学专业本科生的教科书，全面涉及了性方面的诸多问题，
包括性问题的起源、性目的、性评价、性认同与性角色、青春期、性刺激与性反应、手淫、异性恋、
同性恋、双性恋、卖淫、性犯罪、性少数群体、性环境等等。
书中所述事实有相当的权威性，相比前辈的同类著作，多了大量新时期新环境中的新材料，可以算作
一种“踏在巨人肩膀上”的工作，对于专业研究人员和一般读者都具有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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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社会学》

作者简介

John H. Gagnon (born 1931) is a pioneering sociologist of human sexualities who has written and edited some 15
books and over 100 articles. His key work is Sexual Conduct: The Social Sources of Human Sexuality (1973),
which he co-authored with William Simon. He is Distinguished Emeritus Professor of Sociology at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where he taught and researched from 1968 to 1998. (Wikipedia)
译者，李银河，1952年生于北京，山西大学历史系学士，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博士，现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银河是当代中国最富社会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主要研
究领域是妇女社会学、家庭社会学、性别研究、性社会学。她的许多理论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和中国
社会的 进步起到了推动性作用。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2004年
，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2008年，入选“中国改革开放30
年30名社会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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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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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都市工业社会的过渡模式
第三节 青春期的社会仪式
第四节 青春期的生理变化
第五节 青春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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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女性快感
第八章 手淫
第一节 对手淫行为的态度
第二节 科学与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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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手淫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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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手淫与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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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手淫与女性性自主
第九章 异性恋的习得
第一节 习得异性恋的条件
第二节 伙伴群：同性社交与异性社交
第三节 爱情问题
第四节 爱与性的关系
第五节 异性爱抚
第六节 早期同性社交关系中的性
第七节 性容许程度
第八节 童贞障碍
第九节 脚本与实践
第十节 结论
第十章 婚姻性关系
第一节 婚姻性关系频率
第二节 婚前实践
第三节 婚前实践与婚姻性快感
第四节 快感与性快乐
第五节 婚姻性关系的练习
第六节 婚姻性关系与社会脚本
第七节 结论
第十一章 非婚性行为
第一节 婚外性行为
第二节 婚外性关系的一般状况
第三节 感情与性报酬
第四节 败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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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同性恋
第十三章 双性恋
第十四章 卖淫
第十五章 性犯罪与性罪犯
第十六章 性少数群体
第十七章 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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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性问题的起源　　很多人都会感到在性的问题上难以启口，即使在美国这样的社会，性的
自白——有关它的希望、恐惧、成功与失败——也是很少见的，甚至对同居者和爱人也不例外。人们
不是不谈这个问题，而是不说实话。男人们在一起谈到性问题时会一味胡吹；女人们在一起谈起性问
题时又不免飞短流长。这类谈话中包含的欲望与忧虑的成分，大量地反映在传播媒介中。这一难以启
口的希望与想象为音像节目提供了素材，音像节目中夹杂着广告，广告又靠撩拨情欲来刺激消费。　
　有时人们能够比较诚实地谈及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谈话对象多为可靠的朋友或自身：感叹、快
活或失望、抱怨。抱怨的调子跟谈起自己的汽车、音响或化妆品相似：它不像广告上说的那么美好！
人们得到的结论往往是：性的感觉远远比想象中复杂。重要的不是行为本身，而是行为带来的感觉。
　　对性行为规范的研究有多种方式，提纲挈领的问题是：人们做的是什么（What）？和谁一起做
（Who）？什么时间做的（When）？什么地点做（Where）？还有最重要的：为什么要这样做（Why
）？在上述各项w上，都有可能触发冲突，它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还会引起人们内心的冲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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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社会学》

精彩短评

1、忘记了忘记了⋯⋯
2、有意思
3、《性社会学》是对性社会学和性领域了解、研究、探讨的书；开放的社会、崇尚科学的社会，对
性社会学是应该了解、研究、探讨的——因为它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文化领域。
4、阅读此书算是多方面了解社会么 呵呵
5、有专业方向或兴趣的，值得看！
6、翻译的不错~~~内容全面丰富，有深度~
7、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性不仅仅是一种生物性存在，更是一种社会性存在，诸多禁忌均与性有关。
人类的文明，大约是可以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的，不是对性的压抑就是对性的释放
8、无知，是多么的可怕。当我们试着去了解某一个事物时，熟悉，熟知，就不会产生巨大的差异。
本书分析了动机，采用了一些方法，但论据不是很充分。
9、这个翻译作品的学术科普化做得8错，相当的好懂，比之前看的社会性别理论那本书强多了，起码
人家问题讲得很清楚，前一本都不知道自己在看啥。
10、作者的观点对今天的我们社会还是很有益处：每个社会、每个个人都有自己的行动脚本，性方面
的行为也不例外。我们要尊重每个人的脚本！
11、还好吧。。。
12、一气买了李银河的好几本书，看起来却不那么容易。慢慢看吧。
13、性脚本（sex script）应该包含两层含义，一个是总体文化层面对性的规范性看法，另一个则是个
体行为层面对与性相关的时空、对象、内容和目的的拟定。这个概念至少提醒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
社会生活所充溢着的规范性与社会学知识所宣称的实证性之间到底具有怎样的关系？我们能否在社会
科学中坚持休谟对“应该”和“是”的区分呢？也就是说，我们是否能够在社会科学中避开所谓的“
自然主义谬误”呢？当然，把愿景混同为事实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意志或“权力”本身便是经验事
实的一部分，这确实需要重新得到确认的。在社会中，我们不可能找到缺乏价值取向的“纯粹事实”
。除非我们采用还原论的方法将社会事实转换为心理学、生物学乃至于物理学的事实，否则任何超个
人的社会现象，都必须要在个体意志的层次上得到解释，即所谓“方法论个人主义”。
14、很喜欢李银河的东西。
15、这本书关于性这个话题没有深入讨论，适合喜欢折粗粗了解。
16、一直很喜欢李银河博士的学术著作，大学毕业论文也从她的著作里得到启示，这本买来收藏。
17、还不错，美学老师正好讲到李银河。。
18、还没开始读呢 看外表不错~
19、社会调查报告.
20、普及教材，作为这个层面来讲的话，是一本相当好的书~
21、看书，教科书，觉得外国人编书的水平高。可能某些语言习惯和文化背景不同容易导致理解误差
，但还是国外高手多
22、还可以
23、正版正品图书，不错
24、多多思考吧
25、失望 就几个数据还能参考看看
26、在社科類書籍的翻譯裏，我個人比較喜歡李銀河的譯筆。未讀前很期待，讀完才發現很多知識我
已經在別的地方知道了。
27、性脚本 性行为是实践产物 123 性行为是开放性基因工程
28、用kindle看的，不全。
29、正常的眼光看待性。
30、短小，但内容丰富，通俗易懂，总体介绍了性学及其研究方法。
31、科普向，框架结构不错，内容和数据略不足，翻译挺简洁的，不过能在某些概念后注出原文名词
会更好些
32、是本译著，买错了，还行吧先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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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李银河是书，她翻译的。关于性，我们应该认识的更深
34、多么通俗易懂啊= =
35、比较边缘的交叉学科，李银河翻译的很到位，主要包括性问题的起源、性目的、性评价、性认同
与性角色、青春期、性刺激等。
36、看完回忆就记住了自己感兴趣的章节，果然我不适合做研究。
37、一直很 支持你
38、额，没注意只是李银河翻译的，但内容还是不错的~
39、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低估了李银河，我的错，诚挚道歉。报告文体总是方法论比看点多.
40、多看书，多看书，多看书。少说话。
41、简明全面的综述性教材，有一些表达非常到位精准，材料和观点较新
42、很不错，正版，喜欢，到货时间快
43、李银河的文集都很适合基佬看~
44、作为一个生物专业的人，我在读这本书前最大的愚蠢之处是，忘了环境对性状有重大影响
45、李的书对我来说都是比较有意义的,可以让思想更进一步
46、感觉美国的样本跟中国应该差很多。
47、书还没看，包装不错，李银河的作品一直很想买。
48、原来性变态文绉绉的叫法是性少数群体。。
49、quickly finished but found some points very interesting
50、为了写论文买的，这个书和福柯等人都是很好的。
51、是翻译的作品，还以为是作者写的呢。
52、以严谨的社会学、历史政治学、社会统计学来思考分析这个原本神秘的社会学问题。
53、李银河先生的书 都是精品 值得一看 ! 非常的推荐!
54、第一篇就是李银河先生，然后又一直是那个他，搞得我都凌乱了，到底是男是女？但是书的质量
还行吧，内容也可以
55、科普读物，而且感觉内容基本停留在上世纪中期
56、“社会学本科生教科书” 看完除了学几个新词以外没什么大收获
57、这是我读过的第一本社会学书籍，它使我对社会学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这门课程应该作为大学公
共课程来开。该书虽然语言绕口一些，论述条理性也不是很强，但是很客观，充分地论述了性社会学
的各个方面。不像我们曾经的政治和历史教科书那样武断，更能教会我们辩证地看问题和看社会。
58、书的质量很好，内容对于社会学的初学者非常适用，介绍了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和理论。
59、李银河的无论是印刷还是纸质都太棒了
60、后天论，文化行为脚本（规则）—性脚本—跨文化比较；脚本历时性改变；婚外恋：爱国与不爱
国；社会控制模式：宗教、社会学、心理治疗；精神分析；
61、一下凳次就高了！
62、以前要是看见别人看这本，心里一定默念一句：臭流氓。想到丹麦六十年代搞试点，开放色情业
市场，某些类型的犯罪案件大幅下降。再想到这本书是美国社会学本科生的教材之一。反思以前自己
这样的想法，不禁要骂自己一句：你tm才是臭流氓
63、从自己所处环境抽离的视角看社会。
64、重点看了一下第一章，讲性的问题和性脚本。其余部分知识显得有点旧，于是特别地在笔记上对
恋物癖（恋物偏好？）的部分做了下评述。
65、原来都是因为性脚本  很浅显 很好
66、挺有价值的书。约翰·盖格农
67、作为一本本科教材，是在是让人惊叹。关于很多问题的讨论虽然不详尽，但颇有一语道破的感觉
。
68、很好的书，看了下还不错
69、也太通俗易懂了⋯⋯在现在这个时代看起来已经没有学术价值可言。
70、学术水平很一般
71、其实还没开封的，最近要写论文可能，关于性学的，国内的话还是比较喜欢李银河的，所以就买
咯，相信是不会令我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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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系统地研究性学，建议有兴趣者可以一读。
73、王小波家里的写的 应该错不了
74、大概是此书写就时间过早，亦或是现时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的知识大量增加了，概读本书没发现
什么新意，只有关于儿童教育部分，“儿童在10岁之前得到性角色教育，却未得到性的教育"，倒是中
肯。
75、确实适合当作教材来看，已经过了年纪。哈哈。
76、全书客观地对“性”做了尽可能全面的分析。主观价值核心是以个人意志为基础，支持对“性的
解放（相对于禁锢）”观点，呈现人们（将）对其更自由、更开放的思考立场和行为方式。
77、剖析的比较详细，可是我看完的总结就是什么事情都是相对的，所以有很多事情是没有可比性的
78、阅读时间：2011年11月
1980年代的著作，“有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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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Page 12



《性社会学》

章节试读

1、《性社会学》的笔记-第1页

        学习世界和自己

2、《性社会学》的笔记-第58页

        

3、《性社会学》的笔记-第214页

        

4、《性社会学》的笔记-第191页

        

5、《性社会学》的笔记-第18页

        雅典人认为，教育的目的不是追求学位，而是改变自我。因此让年轻人体验强烈的情感和人际关
系，其中包括分享性关系，被认为是非常正当的。运用这种观点来定义同性恋，其意义就同我们的观
点有了根本的不同，尽管二者在器官、行为及行为者的性别上毫无二致。柏拉图是赞成这种观点的，
而这正是“柏拉图式恋爱”的初始含义。

P22
本书的基本观点时，不可以用生物学理论解释人类的社会心理行为，也不可直接从生物学过程推论人
类行为过程。在各物种中，只有人类具有目的性，这些目的甚至可能是反生物学的，即反生存、反进
化的。······这就证明了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巨大鸿沟，只有人类能够为有损于自身生存的行为
找到理由。

6、《性社会学》的笔记-第19页

        现代文化的总设计，就是要求人们意识到这种跨文化的差异，并把这些差异看做是人们的选择。
承认差异的存在，能够使人们对自身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怀疑。我们不可能建立起一个适合所有人要
求的乌托邦，每个社会都是人们的不同取向相互妥协的产物。

7、《性社会学》的笔记-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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