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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公关》

内容概要

《方刚性学研究系列:男公关》是华语世界性学研究领域一部开先河的优秀著作。《男公关:男性气质
研究》一书前半部分是作者方刚的博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原来的题目是《男性性工作者男性气
概建构的质性研究》。后半部分主要是部分考察笔记,有助于更全面深入地理解“男公关”的生存面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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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公关》

作者简介

方刚，性与性别研究专家，性社会学博士，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人文学院心理学系副
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为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执委、国际中华医学家心理学家联合会理事、《华
人性权研究》副主编等。在国内外出版著作五十多部，主要著作：《转型期中国的性与性别》《男性
研究与男性运动》《第三性男人：男人处境及其解放》《性别的革命》《21世纪的两性关系》《开放
的性教育：影响孩子一生的性教育》《社会学家的两性辞典》等，另主编：《性别心理学》《社会性
别与生态研究》《社会性别与心理学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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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公关》

书籍目录

一、开篇的话
(一)为什么做这项研究
(二)男性气质与男公关
二、本书的分析视角
(一)本书的男性气质
(二)男公关面对的情境与符号
(三)研究男公关的哪些方面
(四)本研究的意义
三、本研究是如何做的
(一)作者是如何深入夜总会进行调查的
(二)男公关及其产业概况
(三)作者个人背景对研究的影响
四、男公关生命历程中的男性气质
(一)男公关在生命史不同阶段的男性气质
(二)男公关在不同情境中的男性气质
(三)男公关在不同符号中的男性气质
(四)一个男公关生命史中男性气质实践的综合分析
五、性产业从业情境与男性气质
(一)性产业从业培训
(二)前期为后期作准备
(三)对冲突的回避
(四)面对同龄伙伴
(五)男性气质实践的断裂
六、同女客人性关系中的男性气质
(一)口交中的男性气质
(二)性交体位中的男性气质
(三)健康措施决定权上的男性气质
(四)施受虐与男性气质
(五)性交目的与男性气质
(六)客人的“美丑”与男公关的职业性
(七)对比：同性性交易中的男性气质
七、同女客人冲突中的男性气质
(一)拒绝客人“特殊要求”时的男性气质
(二)拒绝出街时的男性气质
(三)言语背后的权力与男性气质
八、感情对男性气质的影响
(一)恋爱情境符号的引人
(二)发展感情，谁受益
(三)感情的性质
(四)深刻感情的建立意味着关系性质的改变
九、地理差异与身体实践
(一)地理差异对男公关男性气质的影响
(二)男性气质与男公关的身体实践
十、性产业同伴情境中的男性气质
(一)男公关聊天中的男性气质
(二)男公关内部的“阶级”差异
(三)男公关间的合作与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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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公关》

十一、偶发性性行为情境中的男性气质
(一)“玩”与“被玩”
(二)男公关花钱找小姐时的男性气质
(三)同小姐免费性关系中的男性气质
(四)扬扬的双重标准及其男性气质
(五)不同权力关系对小毛男性气质的影响
(六)对恋爱情境符号的解构
十二、相同行为对男性气质实践的不同建构
(一)烟
(二)酒
(三)毒品
(四)身体改造
十三、其他对比视角
(一)男女性工作者的比较
(二)“男性伴”：一个参照人群
十四、总结与思考
(一)本研究成果的总结
(二)几个需要澄清的问题
(三)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附录一 主要信息提供者基本情况一览表
附录二 男公关考察笔记
阿绍的故事
阿强的故事
阿京的故事
阿起的故事
飞飞的故事
扬扬的故事
小邸的故事
小付的故事
阿庄的自述
大牛的表述
小毛的故事
阿云的自述
北京某夜总会考察日记一则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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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公关》

章节摘录

版权页：一、开篇的话（二）男性气质与男公关方刚对不同男性气质的描述方刚康奈尔将实践中建构
起来的男性气质,分为四种类型:支配性、从属性、共谋性、边缘性。这些均是男性气质的不同表达方
式,而这些方式间存在着等级,它们共同建构着现代西方性别秩序中主流男性气质模式的种种实践和关
系。（1）支配性支配性男性气质被认为是男性气质的“理想类型”。一个集团可以凭借支配陛男性
气质宣告和拥有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具有男性气质就具有权力,当文化的理想与组织机构的权力达
成一致时,支配性才能建立起来。这种权力可能是个人性的,也可能是集体性的,商界、军队、政府高层
提供了获得这种权力的样板。（2）从属性支配性与整个社会的主导文化有关,在这个总框架中,存在着
不同男性群体之间的具体的统治与从属的性别关系。男性中也有性别等级,同性恋就处于最底层,其处
境类似于女性。一些异性恋男人也被从合法性的男性气质圈中驱逐,处于从属的地位,如贫穷者。（3）
共谋性能够从各方面严格实践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男性相当少,但大多数男人从支配性中得到好处,这是
男人们普遍从女性的整体依附中获得的。某些人一方面谋取权力的利益,一方面又避开父权制推行者所
经历的风险,在婚姻、父亲职责以及小区生活经常要与女人作出广泛的妥协,而不是赤裸裸的统治或者
说一不二,这类人就在实践共谋性男性气质。（4）边缘性边缘性是陛别与其他结构如阶级和种族的相
互作用,发展出的男性气质之间的进一步关系。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气质与从属阶级或种族集团的边缘性
男性气质之间存在关系,比如,黑人男子具有从属性男性气质,而富有的黑人明星则显示边缘性男性气质
。康奈尔曾说:“⋯⋯支配陛男性气质和边缘性男性气质不是固定的性格类型,而是在变化的关系结构
中特殊情形下产生的性别实践的形态。任何有价值的男性气质理论都必须对这种变化的过程给出说明
。”对康奈尔男性气质四分法的批评非常多。Martin指出,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概念导致了一系列不一致
的运用,有时候这个概念指的是男性气质的固定类型,有时候指的是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占统治地位的
男性气质（Martin,1998）。Wetherell和Edley也指出这个概念没有特别点明在实际中符合支配性男性气
质的特征。在笔者看来,康奈尔具有矛盾性。当康奈尔强调男性气质是在实践中建构的、男性气质是多
样的这些观点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后现代主义的一面。但是,当康奈尔将男性气质分为支配性、从属
性、共谋性、边缘性的时候,无论他自己怎样强调这些均不是僵死的类型,但我们看到的仍然是其结构
主义的特征。康奈尔描述的四种男性气质的关系中,支配性与从属性是男性气质的两极,边缘性与共谋
性则处于两极的中间位置。如果我们把康奈尔的四分法理解为一种绝对的分类,那么它显然无法穷尽男
性气质的所有可能。如果我们确实承认男性气质是一种实践,那么,它就注定是更多样的,有多少种实践
的可能,就有多少种男性气质,是无法事先分类的。但在笔者的理解中,康奈尔的四分法更准确地应该被
理解为一种理想类型,或者是发展趋势,这样就对我们很有启发性了,而且也给我们提供了扩展的空间。
在此项针对男性性工作者的研究中,笔者便清楚地认识到,无法简单地将男性性工作者的男性气质归入
任何一种类型,甚至无法将某一情境下男性性工作者的男性气质归入任何一种类型。因此,笔者试图发
展出自己对多样男性气质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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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公关》

媒体关注与评论

所谓男性气质并没有一套固定的模式。方刚笔下的“男公关”研究,充分呈现了男性气质的多种可能
性,揭开了男性性工作者这一特殊人群的神秘面纱。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李银河教
授 方刚是中国大陆杰出的青年性学家,在性社会学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独创的研究。本书是华语世界性
学研究领域一部开先河的优秀著作。　　——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名誉会长兼监事长 阮芳赋教授 
卖性给女人的男人,是一个更难以接触和深入了解的人群。方刚的这项开创性的研究,丰富了中国的性
学研究成果。 　　——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副会长、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 马晓年教授 男性性工作者
一直只是个耳闻偶见的飘忽概念。在方刚的男公关研究中才有了鲜活具体而深刻的描绘,呈现出坐落在
个人与社会生命史中的男“性”。　　——台湾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 何春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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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公关》

编辑推荐

《方刚性学研究系列:男公关》：李银河、刘达临、马晓年、阮芳赋、何春蕤、等著名性学家联手推荐
。性学博士零距离接触一群卖性给女人的男人.深度展示男性性工作者的生存状况。尚未出版便引起热
议的性学破荒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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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公关》

精彩短评

1、内地研究男性气质的佳作
2、方刚老师算是我的大师兄，记得刚入学的时候就听说过院里一位博士师兄潜入深圳会所开展性工
作者的田野研究，当时颇以为前卫与刺激，很是讶异。在书中男性性工作者的男性气质与其说是一种
自然流露，毋宁被解读为一种策略性的工具，男权社会的投射甚至在权力、经济和情感三重关系都严
重颠倒的男公关从业情境中为处于弱势的男公关提供一种远程的心理支持，当然也可以理解为阿Q式
的傲慢。作者反复强调男性气质的维度是在一种不同的关系、情境和符号的作用下构建的一种“趋势
”性的可流动的组合，没有固定的形态和类别，虽然某些对于此种气质的描述仍不幸地落入“界定”
与“分类”的窠臼，但这种田野研究核心价值的表白是值得尊敬的。
3、很给力的研究报告⋯⋯关于男性阴茎增大术啊⋯⋯
4、时隔五年终于偶遇了方刚老师的博士论文，犹记得当年课上老师说“男性工作者比女性工作者更
难做，女性只要躺在哪里不时叫两声也能敷衍过去，男性有时候面对一些中老年妇女的顾客，真的硬
不起来啊！”
5、充满挑战的工作
6、不错的开拓之作，作者还是很下功夫做田野的，虽然我总觉得很多地方过于牵强而男性气质也不
是个我认为最优的理论视角加上组织架构实在是散还有目标群体也有点奇怪⋯⋯⋯⋯
7、挺有意思的一个题材，让我们这些普通人了解这个特殊的行业特殊的人群，绝不是什么浪漫美好
的事情，而是充满了辛酸，总之人活着干什么都不容易
8、给工作带来很大帮助。
9、博士论文。。。进阶读物。。。有的不太懂的人不说话。。
10、挺详细深入的
11、这个是报告形式的，很真实，挺受感触的，认识了一个新的人群和行业
12、通过此书认识到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两性关系都有，是以前无法理解的。
13、真学术⋯⋯
14、猎奇类型的，开眼界了。
15、跑了多家书店、购物网，终于找到了。图书不错，印刷、纸质皆佳！
16、随便读读还行，角度新颖，深度不够
17、印刷质量好，很不错的一本书。因为不是畅销书，所以价格会相应的贵些，但是不论是质量还是
内容都是很喜欢。
18、人民大学的人写的，但是可读性不高，通篇重复率高。
19、随便翻翻了解还可以。但以学术形式仍然觉得剖析的不足够 对特例客观性不足 没有形成一个很好
的因果链。
20、许多男公关和顾客大多都能维持长久的联系，不同于小姐的直来直往，情感交流在生意中是关键
因素，决定性别权力的关键在于经济资本。
21、感覺樣本還是太少。
22、总觉得作者一副纵欲过度的样子= =
23、基本就是博士论文的架构。。。研究方法类似于民族志。。。不过时间比较短就是了。。。还是
很有意思的。看完后觉得《女帝》《夜王》之流的故事果然只能存在于文学作品中。
24、方刚老师博客上有书籍片段：http://blog.ifeng.com/1246507.html
25、只看了目录，随意翻几页，了无兴趣
26、针对男性性工作者（主要是北京深圳的）的研究，主要是分析他们在不同场景人生的不同阶段男
性气质的表现，还有分析地域性男性气质差异。大量的引述材料（性工作者们口述自己的工作生活状
况），是可以很快看完的一本书。通过这个可以让我们了解性学，了解男性性工作者。从而可以学着
分析各种人的男性气质。
27、刚拿到书，被排版给震住了，一股浓浓的小黄书气质怎么回事？？这顶天顶地的文字格式，还有
开天辟地的”男公关“三个大字，花擦这货要是拿在地铁上带回家里面，别人绝对会一眼识穿我直女
的身份.......
28、田野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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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公关》

29、从学术角度算一般啦，无非就是视角啊结构啊的问题。但是从八卦角度看真的，很赞！！！
30、好好哈好好哈好好哈好好哈好好哈
31、专业性太强只能汲取有用极少的地方- -不过倒是提出一些在我看来新鲜的看法，最终也填入自己
的观念之中，成为我思考出发的原点之一
32、没什么出彩的，学术类书加访谈录。
33、方钢博士论文不错。槽点是是重大的经济社会变迁，到他那里就被缩略为了情境符号。
34、开阔了视野
35、不一样的人生！
36、想了解这个行业的朋友可以加Q里面的日志可以让你了解很多！这行只有深圳能做，我们招来的
男孩子是自己带队，是自己的队伍，我们可以保证，每天都有房试！平时都在场子里，有时候还需要
跑场场子在深圳市福田区市中心，几个大场子，生意火爆长期诚聘靓仔 要求：身高170~185，条件不
够的可以穿加高鞋， 自身条件要好，会打扮，其他的条件也不说，那些都是培养出来的，我们也不指
望新手能有多好，我们也都会教你们，想做这行的朋友请先考虑好，觉得自己有兴趣发展的可以联系
我，想做一两个月或者想一夜暴富的就不用和我谈了。上班是在场子里面上班，工作性质就是陪客人
应酬，聊天，能做到什么程度看你们个人，想出台之类要看客人高兴不高兴了，夜场是来钱最快、最
容易赚钱的行业之一，做好的话机会是非常多的，有诚意的朋友可以来预约来场子看看，
37、看了觉得没什么可好奇的了，也不过如此
38、视角独特大胆而已。方刚的博士论文扩充版本，专业性倒是不怎么强。方刚一直都强调研究是质
性研究，不能量化，但是读起来感觉都很不专业。书中的核心是男性气质是动态变化着的，是非固定
的，权力关系，经济地位等等都会决定男性气质的体现，作为男性性工作者，卖性给女人的过程中是
对固有男性气质的挑战，而本书正是为了体现这一冲突。方刚说硕士论文是多性伙伴，博士论文是男
公关，接下来是亲属性行为了吧......不过要是图情色的目的来读这本书，确实收获不大，同学们慎重
考虑。
39、社会学学者都是实在人。
40、一年一度的性学大题我又来了
41、虽然是针对性工作者，很多归类却是可以通用的，欣赏作者的勇气和态度
42、第一手材料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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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公关》

精彩书评

1、这篇基本就是博士论文的架构。。。研究方法类似于民族志。。。不过时间比较短就是了。。。
还是很有意思的。看完后觉得《女帝》《夜王》之流的故事果然只能存在于文学作品中。 有个博
客www.javadong.net也是介绍男公关行业的，写了很多男公关生活的事情，感觉也很有意思，有兴趣的
可以点进去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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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公关》

章节试读

1、《男公关》的笔记-第7章 男公关和女客人冲突中的男性气概实践

        男性性工作者并不会因为同女客人私人三重关系中的弱势处境而总是采取柔性／从属趋势的男性
气概实践，这种非绝对顺从的态度使得双方难免发生冲突，在发生冲突的过程中男性性工作者的男性
气概实践便加多样。

第１节　拒绝客人“特殊要求”时的男性气概实践

　　虽然申哥一再说“不能得罪客人”，虽然很多其他信息提供者也说面对客人便“没有尊严”了，
但是，实际上男公关和女客人之间，并非前者对后者无条件的简单服从，也并非总是客人有最后的决
定权，有的时候便会出现男公关坚持不从的情况。

阿绍便提到：“有时客人提出特殊的要求，先生们（男公关）无法解决，就要请经理来协调了。”具
体是什么要求不能接受，并没有一定之规。我的观察是，与男公关当时的感觉，以及对客人的感觉有
关。但必不可少的两点是：1，首先，这要求在性产业从业情境中非常少见，绝大多数的客人不会提
出来的；2，其次，对这要求的服从将使男公关实践极端从属趋势的男性气概，我的信息提供者通常
称之为“女人做的”，仿佛是对“女性气质”的实践。虽然性产业从业情境符号规定了“顾客是上帝
”，但是当那特殊的要求极少有客人提出来的时候，便似乎不再是“顾客”的要求了，男公关便有了
拒绝的理由。

我在ＦＨFH遇到这样一件事，一天晚上，信息提供者飞飞和另一位男公关在包房里陪两个女客人。客
人提出，要包房里的公关先生脱光衣服，拿着性玩具玩。飞飞和另一位男公关不同意。客人就不干了
，说：“你是干什么的？我花了钱，你就得听我的！”事情僵住了，飞飞溜出来向申哥求助。申哥忙
进包房，一脸灿烂地向两位客人问好，解释说，客人提的那种要求在包房里是不允许的，公安会管的
，包房里最多是搂搂抱抱。申哥一通花言巧语把客人哄开心了，申哥又送了客人一箱酒，自己也坐下
来陪聊，直到客人开心地离去。

客人走后，我同飞飞聊了这件事，我问他：客人的要求为什么不可以接受，他说：“太过份了！把我
弄成脱衣舞女郎了！”“弄成脱衣舞女郎了”，是将男公关直接“贬损”为小姐，这让我想起阿绍被
两个女人夹着跳舞时说的一句话：“把我搞的像小姐似的。” 两个事件的共同之处是，女客人对于男
人“玩小姐”的权力模式的复制过于直接和彻底，完全使用了男人“玩小姐”时的方式来“玩公关”
，在男公关看来是在做“女人”（小姐）才做的事情，似乎连从属趋势男性气概的实践都称不上了，
而是对“女性气质”的实践了，所以是无法接受的。可以看到，事件中客人使用性产业从业情境符号
“顾客是上帝”，男公关不想服从这符号的时候，便拉进了“公安会管的”这个政府权力符号来进行
对抗。但这政府权力又不是直接拉进来的，而是通过请经理出面，由经理拉进来的，所以公关和客人
的直接冲突被回避了，“顾客是上帝”的符号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被维持。

　　飞飞还对我讲了他的另一次经历：女客人提出来让两个男公关亲嘴、摸性器官。“这种情况以前
有过，两人会做做样子，不真的碰上，一笑就过去了。但这次客人坚持，必须做，也就只能找经理来
。经理来，也是说，公安会管的。”飞飞说。

    飞飞说：“两个女人那样可以，因为女人本来就很亲近，无所谓的，但两个男人那样绝对不可以。
”让两个男人实实在在地实践男性间的性亲昵，做“两个女人那样可以”的事情，同样将男人贬为非
男人。对这些要求的抗拒后面，是同性恋恐惧，是对男性亲昵的回避。如果客人认同于“做做样子”
，便会达成一种妥协，但这次客人坚持要求以往没有过的“实质接触”，属于“特别”的了。

可见，当女客人的要求将男公关女人化，而且超出性产业从业情境的常规，双方就僵住了，这时找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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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经理）来解决，回避了男公关直接对抗女顾客。而经理来处理的办法，就是用政府管理的符号
化解这一矛盾。这就仿佛我们前面分析围绕口交的冲突时，因为加入了“情感”这个符号，使得部分
冲突得到解决。新符号引入的成功，还取决于双方的妥协。这一过程中的妥协与协商，是男性气概与
女性气质在互动中的实现。此时，男公关实践着刚性／关系均衡趋势的男性气概。刚性趋势表现在男
公关的坚持上，关系均衡趋势表现在双方的最终妥协一致上，而不是完全的从属趋势男性气概实践。

2、《男公关》的笔记-4.1.1 飞飞生命史三个阶段的男性气质实践

        我们先看飞飞在老家、深圳初期、性产业从业阶段这样三个阶段，分别面对的符号及他的男性气
质实践是不同的。
第一阶段：在老家。
　　飞飞的家在湖南农村，非常穷。飞飞家有五个孩子，飞飞是老四，他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正在读
高中三年级，就要参加高考了。父母是文盲，但非常想让孩子上学，希望孩子们能够通过高考走出农
村。“小时候，如果姐姐不好好学习，父亲就会用竹条打她手，用来吓唬下面的孩子。妹妹不会挨打
，大家都宠着妹妹。”飞飞说。但因为贫困，三个孩子都放弃学业出来打工了。飞飞个性温和，从没
有动手打架的经历。
　　在对待儿女的问题上，父母一视同仁，不会因为性别的差异而有不同的期望。村子里，有的人家
是女儿出来打工，儿子在家里读书，但飞飞的妈妈说：“手心手背都是肉。”
飞飞说：“我家里男女平等，我受的是男女平等的教育。” 
　　飞飞也想读大学，但当初是他自己提出退学的。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他想出来打工，帮助妹妹
完成学业。当时父亲沉默了。
　　飞飞现在时常会打电话给妹妹，叮嘱她好好读书，一定要考上大学。飞飞说：“自己出来这么多
年了，一定不要让妹妹再走这条路，一定要帮父母供她读大学。”
对于老家的性观念，飞飞说：“保守”。每天晚上八点钟之前必须回家，否则父母会四处找，谈恋爱
也都是别人给介绍。
老家有许多女孩子出来打工，父母都会说自己的孩子工作好，赚钱多。哪个女孩子每个月给家里寄多
少钱，成为村民们吹嘘和比较的内容。有说自己女儿寄钱多的，就有人问：“你知道你女儿为什么能
寄那么多钱吗？你知道她做什么吗？”这样说着说着，就会打起来。飞飞当时想：“男孩子出来打工
没这些问题。” 
飞飞说自己“那时很老实，见人不敢说话，见女孩子更不敢说话”。
　　我们可以看出，飞飞在老家面对的符号内容比较多，如体现在语言中的“考上大学，摆脱贫困”
，如“手心手背都是肉”，但总体而言，老家符号仍然是“传统保守”的。在这样的符号中，飞飞为
了妹妹而牺牲自己的学业，显示出对责任的重视；在异性面前的“很老实”，显示着“听话”的一面
。其行动所体现出来的男性气质实践，在关系轴上，一方面没有表现出对他人的支配趋势，另一方面
也未显示从属趋势，我们视之为较多关系均衡趋势的男性气质实践；在个性轴上，则体现出较为明显
的柔性趋势。也就是说，飞飞在老家实践的是柔性／关系均衡趋势的男性气质实践。
第二阶段：初到深圳。
老家那种“传统保守”的符号，同深圳“笑贫不笑娼”的符号形成激烈冲突。
飞飞退学后便到深圳打工，他说：“老家人都说广东遍地是黄金。我刚到深圳时，出了火车站，抬头
一看，呀，深圳的房子好高呀，抬头时草帽都要掉下来了。⋯⋯深圳人太有钱了，我当时计划用五年
的时间，赚到一定的钱，去搞服装批发⋯⋯”
飞飞先在一家工厂干了一年，那时，听到有工友谈论“拍施”（广东话谈恋爱的意思），飞飞不知何
意，他只是闷头在流水线上做自己的事。工厂里大家常开各种性玩笑，比如一起吃饭的时候就会说性
方面的事情，如“昨天晚上去哪儿了？做什么了？在哪儿开的房呀？”等等。男人们集体谈性的过程
，体现着对性的主动、控制、支配、炫耀，是飞飞在同龄伙伴情境中男性气质支配趋势的实践。飞飞
开始处于一个完全不同于老家的符号系统之中，这符号一方面强调赚钱，另一方面又把性看作非常随
意的一件事，也就是我们称之为“笑贫不笑娼”的符号。飞飞承认，就是在工厂这段时间，他的性态
度开始变得“随意”了。
飞飞赶上深圳普遍招保安，他便辞了工厂里的工作，进了物业公司当上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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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里有几个做小姐的，时常有人来找，进小区时需要登记，这就需要保安的关照，于是她们便会和
保安聊天，混的比较熟。小姐不想见来人时，就会事先告诉保安，保安就会帮她拦下。小姐们时常晚
上三四点才回来，常给保安带些夜宵。
熟了之后，保安们就会和小姐开玩笑，“啥话都说”（飞飞语），如问赚了多少钱呀，什么时候休息
一起出去玩，等等。小姐前面走了，几个保安看着她的背影，会议论她身材好，有人便说：“和她睡
一觉，少活两年也行呀。”飞飞说：“大家也就是过过嘴瘾，知道人家看不上自己。”
飞飞说：“保安们也结伴去夜总会玩过，会议论那里的小姐长的是不是漂亮⋯⋯看到小姐们和别人划
拳、喝酒，像有好多钱，觉得好羡慕。”
可见，保安工作带给飞飞的不仅仅是薪水多了几百元，重要的是，开始更深入地接受深圳“笑贫不笑
娼”的符号。
飞飞说：
在家里觉得丢人的事情，在外面久了，出来看的多了，也不觉得丢人了。大家都是到外面赚钱的，都
是靠自己的本事赚钱的。
我现在的观点是：职业不分贵贱，能赚钱就行。
 此时，家乡那种“传统保守”的符号，已经被深圳“笑贫不笑娼”的符号所取代了，而飞飞的男性气
质实践也必将发生变化。
　　作保安的时候，飞飞开始了初恋，女朋友是一家餐馆的服务员。两人恋爱后同居了一个月，“她
对我很好，非常照顾我，给我买过许多礼物，我一分钱没给她花过”。在同异性的关系中，我们看到
的不再是飞飞老家那种“男女平等”了。虽然女友对飞飞好，但两人仍然磨擦不断，飞飞：“她对我
好，对我的朋友不好。她怕我出去乱搞，不喜欢我出去玩。她照顾我，可也管束我。而我更喜欢和哥
们儿呆在一起。”此时，飞飞面临着恋爱情境中男性气质实践与同龄伙伴情境中男性气质实践的冲突
，而这是因为两个情境中影响男性气质实践的符号是冲突的。
       飞飞后来辞了保安工作，有一段时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女朋友就很着急，“总说怎么还找不到
工作呀之类的话，我就很嫌她烦。原本没有工作就烦，她整天唠叨更烦，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你倒
底想做什么呀。我们整天吵，就分手了。”
　　飞飞和女朋友的冲突，一方面体现在女友想将他“圈”在家里，而这与他在同龄伙伴（保安们）
情境中实践的刚柔相济／权力均衡趋势的男性气质实践相冲突；另一方面女友对飞飞不外出工作的“
絮叨”背后是对男性“责任”的要求，当这种期待具有谴责意味时，飞飞便通过分手来实践刚性／支
配趋势的男性气质。
　　以上分析可以使我们粗略了解飞飞在“深圳初期”不同情境中男性气质实践是存在差异的，更重
要的一点是，这些体现出他的“责任”观、异性交往观均发生着变化，这就是深圳地区符号的影响。
第三阶段：性产业从业。
因为看了广告知道男公关赚钱多，飞飞便去夜总会应聘，这时他还不知道男公关是做什么的。面试他
的经理向他灌输性产业从业情境符号：“尽一切办法让客人开心”，这时飞飞有些明白了：“就是像
小姐那样。” 经历了深圳符号影响的飞飞这时唯一的担心是：“我们是男的，传回家会有非议。”显
然，他记忆中的仍然是家乡人对外出打工女孩子的议论，使他迟疑的是老家符号同深圳符号的冲突，
而不是对性产业从业情境符号本身的抗拒。
飞飞进夜总会之后，首先经历了培训。所谓培训，就是经理让一个有经验的“老公关”领着他，看别
的男公关是怎么做，怎么“扣女”。一个月之后，飞飞才单独去和客人沟通。飞飞说：“这段培训，
就是看别人怎么讨好客人。让客人开心的方法很多，一定要找她感兴趣的话题聊。”培训的过程，也
就是强化性产业从业情境“顾客是上帝”符号的过程。
　　在培训那一个月，飞飞就已经下定决心做男公关了，他对同住的老家人说：“我还是去当公关算
了，你要给我保密呀。”规避了两种符号的冲突，飞飞便可以在性产业从业情境符号中实践相应的男
性气质了。关于两种符号冲撞对男性气质实践的影响，我们后面还将专门讨论。
飞飞说：“说话谁不会呀。”“以前我说话都脸红，现在会主动接触客人。”我们从中看到的是对性
产业从业情境符号的接受。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对这一符号的接受，并不意味着就一切都听客人的
了，信息提供者在符号中建构自己的主体位置的过程中，多种因素发挥作用。比如在安全套使用的问
题上，我们看到的是协商，但最终是服从客人的意愿。飞飞说：“一般都会戴，宾馆房间里都有安全
套。也有客人提出不戴，我会劝，戴是为了双方好，以防万一。但如果客人坚持不让戴，也就没有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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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了⋯⋯不戴安全套的时候，完事后，我会用香皂、开水认真、反复地清洗阴部。”
在为客人口交问题上，飞飞会坚持自己的主意：“我自己从不做，客人如果坚持，我会建议帮她另找
一个公关，因为有同事是喜欢口交的”。但是，飞飞也说，如果是“有感情”的客人，他也会为客人
口交。可见，在口交问题上，像在安全套问题上一样，当和客人的意见不一致时会采取协商的态度，
但协商不成会坚持自己的态度，然而，如果和客人“有感情”了就不坚持了。
所以，我们看到的男性气质实践不是简单的角色理论可以解释的，也不是环境决定论可以解释的，而
是在符号中，发挥了主体能动性的实践过程。这一实践中的一些具体过程和影响因素，我们还会在后
面详细展开分析。到此可以得出的印象是：飞飞在同女客人的关系中，总体上实践着从属／柔性趋势
的男性气质。之所以讲这是一种“总体上”的实践，是因为在飞飞已经显示出面对不同的女性顾客，
也可以有不同的男性气质实践，对此，我们后面还将详细分析。
在性产业从业阶段，飞飞也面临着其他的人际关系，面对着不同的符号，实践着不同的男性气质。如
在恋爱情境中，是较多刚性／支配趋势的男性气质实践，在性产业同伴情境中，则更多关系均衡／刚
柔相济趋势的男性气质实践，对生命史同一阶段不同情境中男性气质的实践，我们将在后面相应的章
节中再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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