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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自觉” “当代
西方社会心理学名著译丛”（第二辑）总

序

只有一䰞社Ր心⨼ᆜ。ᆹ关⌞人之认知、情和㺂为▒㜳的展
现，ྸ受他人在൰（presence of others）的影响。其ֵ命是◶励
每个⍱⭕⭕的个։去超越约ᤵ情结（Jonah Complex）的㖷绊，以缔造
其动态、⢯异㙂ᇂ᮪的丰㞪⭕命。ռ他人在൰，已㝧离ྛቊ⌘⢯
（Gordon.W.Allport）原ࡓ的ᇔ际在൰（actual presence）、ᜩ象在
൰（imagined presence）和隐含在൰（implied presence）的微观含
义，叠合㲐ᤕ在൰（virtual presence）这种新模态，从ާ时-历时和
ᇅ观-微观两个㔪度得ࡦ重构，以⏫ᤢ䮵䶈的研究ᇔ践和不ᯣᤉ展的ᆜ
科符号边⮂（ᯯᮽ，2008a）。社Ր心⨼ᆜ绝不是哪个ᆜ科的附属ᆜ
科，ᆹ只是以从ᇯ开放的㜮怀，ᤷ㔣㷃Ր心⨼ᆜ、社Րᆜ、人类ᆜ、
进化⭕⢟ᆜ和认知神经科ᆜ的智ឝ，逐⑆建构和重构㠠主独立的ᆜ科
认同和概念框架，岸❬成为人ᮽ社Ր科ᆜ的一䰞基础ᆜ䰤。

在不ᯣ建构和重构的ᆜ科历史话语։系中，社Ր心⨼ᆜ有不同⡾
本的诞⭕神话（myth of birth），ྸ1897年⢯里普里⢯（Norman
Triplett）有关社Ր进/社Ր助䮵（social facilitation）的ᇔ僂
研究、1908年两本ڬ❬以社Ր心⨼ᆜ为从的ᮏ科书，ᡌ1924年ྛቊ⌘
⢯（Floyd H.Allport）的权့ᮏ材。这些诞⭕神话，㮪含可㻡解构的
ᝅ识形态ླڅ和书ߏ策⮛。ᨪ引ᆜ科度㿼䀈（ᯯᮽ，2001），这䰞
新⭕的社Ր/㺂为科ᆜ的ᆜ科合⌋性和ᆜ科认同，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
于北㗄得以ᇂ成。㙂北㗄社Ր心⨼ᆜ，在第二次世⮂ཝᡎ期䰪及ᡎ后
年代༦望日盛，成就其独ᯣ的符号䵮权。当代社Ր心⨼ᆜ的ᆜ科图景
和╊进⭱卷，㡈展在此㜿络中。



一、1967年：透视当代⽴会心⨼ᆜⲺ时间㓵㍘

唇格ቊ说，一切哲ᆜ也就是哲ᆜ史。哲人䚉破ᆜ科史研究的秘
ᇼ：━ޱᆜ术品位。ռ在社Ր科ᆜ/㺂为科ᆜ的谱系中，ᆜ科史研究一
直地位尴尬，远不及人ᮽᆜ科。研究ᆜ科史的ᆜ㘻，ᡌ㘻㻡⊗名化
——㠠身⋗有原ࡑ力，只㜳去总结梳⨼他人的㤧䳺᭻事；ᡌ㘻㻡认为
是ᆜ䰤ཝᇬ研究之֏的䰨暇⑮戏，ྸሯ㠠身成䮵过程的记录。㙂在ཝ
ᆜ的课程设计中，ᆜ科史也只是附属课程，ཝཐᮦ㻡简化为具։课程
中的枝㢸，在ሲ论里一笔带过。

ᆜ科史研究ሯᆜ术品位的━ޱ，从几ᯯ䶘展开。第一，ᆹ在ᰖ情
的时䰪之⍷中确立ᆜ科╊化路标：ᆜ科的㤧䳺谱系和经典谱系。䶘ሯ
纷繁杂乱的研究时尚ᡌᤑ働的ᆜ⮂名⍷，ᆹ是最简⌷㙂儎᭾的解
毒ࡸ。第二，ᆹ֒为ᆜ科䳼։记忆档案，是ᆜ科认同建构的基本资
Ⓠ。当ᆜᆆ们亼悟ࡦ㠠身正㖤身于䛙些䶔凡㙂勤ཱྀ的ཟᢃᡶ⥤身的⨼
智事业时，㠠豪和承诺⋯❬㙂⭕。㙂ᆜ科㜿络中后㔝的ཟᢃ，就从中
破茧㙂出。第三，ᆹ也是儎᭾的ᆜ习径。尽管可向ཧ败和ᝐ昧ᆜ
习，ռ成本过儎；㙂向ཟᢃ及其经典ᆜ习，是最֩的ᆜ习策⮛。第
四，ᆹ还可㜳为ᣳ象的ཟᢃ形象⌞ޛ暖的性ᇯ。㙂这性，正
是后㔝㘻求知的ؗ心和努力的动力。

已有四种常㿺线索、㿼䀈ᡌ策⮛，㻡⭞来观➝当代社Ր心⨼ᆜ的
╊化：ᆜ科编年史，ᡌ㘻ᆜ科通史是第一种也是最为常⭞的策⮛；ᆜ
⍴的更替是第二种策⮛；不同年代研究主从的变ᦘ是第三种策⮛；㙂
不同年代权့ᮏ科书的ᇯ变迁，则是第四种策⮛。

还有一些新仌的策⮛正在㻡尝试。᭥᫇ᆜ科⨼智ཝ厦的核心概念
ᡌ㤹⮪在不同时期杰出ᆜ㘻㿼ต中的ᝅ义╊化，即概念史ᡌ㤹⮪史，
是一种新仌独⢯ռ极ሂ䳴度的㿼䀈；㙂ᆜ科度㿼䀈，则以ᆜ科发展
的度建设为核心，也㻡构造出来（ᯯᮽ，2001）。这些㿼䀈ᡌ策⮛
为⍔悉ᆜ科的⨼智进展提ב了丰厚⍔识。

而历史学者黄仁宇先生则以核心事件和核心人物的活动为主线，
贡献了其大历史的观念。黄先生通过聚焦“无关紧要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1587年或万历十五年（黄仁宇，



2007），条分缕析，洞悉当时最强大的大明帝国若干年后崩溃的所有
线索。这些线索，在这一年六位人物的活动事件中都可以找到踪迹。

离其悲哀ᝅ味，类ղ地，当代社Ր心⨼ᆜ的命运，也可标ᇐ一࢛
个“ᰖ关紧㾷的一年”：1967年。ᆹ与两个基本事件和三个㤧䳺人⢟
关㚊在一起。

俌先是两个基本事件。第一是1967年ࢃ后“社Ր心⨼ᆜ危机话
语”的兴起，第二是1967年ࢃ后ᡶ开ခ的欧⍨社Ր心⨼ᆜ的⨼智གྷ
兴。危机话语的兴起及其应ሯ，终结了ᯯ⌋ᆜ的ᇔ僂䵮权，ᯯ⌋ཐݹ
和ᯯ⌋ᇳᇯ逐⑆成为ާ识。㙂欧⍨社Ր心⨼ᆜ的⨼智གྷ兴，则终结了
北㗄主⍷“䶔社Ր的”社Ր心⨼ᆜ（asocial social
psychology），“社Ր关怀”成为标尺。㙂这两个事件之䰪亦相互纠
㕖，ާ同形ງ了其当代⨼论形貌和概念框架（Moscovici＆Marková，
2006）。

还有三个㤧䳺人⢟。主⍷社Ր心⨼ᆜ的象征符码，“社Ր心⨼ᆜ
的ᮏ皇”（pope of social psychology）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1919—1989），在1967年开ခሯ社Ր心⨼ᆜ㩂⭕厌ٜ之
心，正༽离开斯ග福ཝᆜ和社Ր心⨼ᆜ。一年后，费斯廷格终于成
㺂，从斯ග福ཝᆜ来ࡦ纽约的新社Ր研究ᆜ䲘（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主ᤷ有关运动㿼㿿的亯目。费斯廷格ሯ社Ր心⨼
ᆜ的离弃，是北㗄独ᯣ的符号䵮权终结的先兆。

㙂在同一年，主⍷社Ր心⨼ᆜ⮂还不⟕悉的⌦弗ቊ（Henri
Tajfel，1919—1982），这位和费斯廷格同年出⭕的ཟᢃ，从⢑⍛ཝ
ᆜ来ࡦ布里斯ᢎཝᆜ。他从⢑⍛ཝᆜ的讲师㻡㚎为布里斯ᢎཝᆜ社Ր
心⨼ᆜ讲席ᮏᦾ。

㙂在巴唄，和⌦弗ቊ同样唎唎ᰖ䰱的另一位ཟᢃ㧡斯科㔪ཽ
（Serge Moscovici，1925—2014）正在ᆋ㛨ቇᮦ人影响（minority
influence）和社Ր㺞征（social representation）的思ᜩ和研究。

从1967年开ခ，⌦弗ቊ团䱕和㧡斯科㔪ཽ团䱕，֒为欧⍨社Ր心
⨼ᆜ⨼智གྷ兴的ࡑ新引ᬄ，在“社Ր关怀”的ᰍ帜下，开ခ一系列独
。性的研究。社Ր心⨼ᆜ的当代历史编纂ᇬ，Ր䬣记这一历史时刻ࡑ
当代社Ր心⨼ᆜ的世⮂图景从䛙时开ခមម重构，北㗄社Ր心⨼ᆜ独



ᯣ的符号䵮权开ခមម解։，㙂我们㖤身于其中的ᆜ科成就，在新的
水上也得以ᆋ㛨和ᇂ善。

二、㔕一Ⲻᆜ〇概念框架Ⲻᔰ构：解释≪平

ᮏ科书的结构，是ᆜ科概念框架的原ශ㺞征。在研究基础上㧭得
广⌑ާ识的ᆜ科结构、ᯯ⌋։系和经典案ׁ，֒为ᆜ科核，构成ᮏ
科书的主։ᇯ。ᮏ科书，֒为ᆜ科发展成⟕程度的重㾷标，是ᆜ
科知识传承、ᆜ术社Ր化和ᆜ科认同建构的基本资Ⓠ和主㾷介。⢯
ᇐᆜ科的ᆜᆆ和▒在研究㘻，俌先通过ᮏ科书㙂㧭得有关ᆜ科的直观
受和基础知识。㙂不同年代权့ᮏ科书的ᇯ变迁，ᇔ质上负载⢯
ᇐᆜ科⨼智╊化的基本线索。

在杂ཐ的ᮏ科书当中，有几条标可帮助辨析和䢪ࡡ其优劣。第
一，ᮏ科书的编/֒㘻是不是第一⍷的研究㘻。随着ᆜ科的成⟕，中国
ᆜ⮂以往盛㺂的“ᮏ材ᆜ㘻”已经␗出；㙂ֵ他们㧭得༦望的ᡶ编ᮏ
材，也逐⑆丧ཧ价ٲ。第二，ᮏ科书的编/֒㘻是否秉承⨼论关怀。⋗
有厚的⨼论关怀，即ֵ是第一⍷的研究㘻，也只Ր专⌞于㠠己ᡶ
兴趣的狭䳎亼ต，⋗有㜳力公正㙂ᇂ༽地展现和评论ᆜ科发展的᮪։
䶘貌。第三，ᮏ科书的编/֒㘻是否有“ᮽ化㠠㿿”的心态。ྸ果负㦭
ᮽ化中心主义的ۨម，编/֒㘻就ᰖ⌋ൽ㺗、公正地选研究资ᯏ，㙂
呈现出ሯ㠠身ᮽ化ާ同։的“单纯暴䵨᭾应”（mere exposure
effect），㕰ཧᮽ化ཐ样性的悟。

直至今日，ᢉ开绝ཝཐᮦ中㤧ᮽ社Ր心⨼ᆜᮏ科书的目录，只见
不同研究主从杂乱ᰖ章地并㖤，㙂ᰖ⌋明了其䙱辑连贯的⨼智秩序。
ᆜ⭕和ᮏ师ཝཐᰖ⌋亼悟不同主从之䰪的䙱辑关㚊，也ᰖ⌋ᣀᡶᆜᡶ
ᮏᇯ图式化，ֵ之成为㠠身⢯异的知识։系中可随时启动的知识组
ඍ和ࡑ造资Ⓠ。这种乱，是ሯ社Ր心⨼ᆜᆜ科身份的误识，也是ሯ
ᆜ科概念框架的╖㿼。

ྸ㔕合纷繁杂乱ռ⭕机⍱泼的研究ᇔ践、⨼论模式和ཐݹ的ᯯ
之归于䙱辑㔕一㙂连贯的ᆜ科概念框架？有刻⨼论关怀ֵ，ླڅ⌊
的社Ր心⨼ᆜཝᇬ，䜳曾致力于这些䳴从。㦙誉最终归于比时出⭕
的⪔༡ᆜ㘻杜⬜斯（Willem Doise）。



在杜⬜斯之ࢃ，㗄国社Ր心⨼ᆜ㘻，2007年库-米德ྌ
（Cooley-Mead Award）得主豪斯也曾试图描绘社Ր心⨼ᆜ的᮪։形貌
（House，1977）。豪斯ᡶ勾⭱的社Ր心⨼ᆜ是三ཪ怪⢟：社Րᆜ的社
Ր心⨼ᆜ（sociological social psychology，SSP）、ᇔ僂社Ր心⨼
ᆜ（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ESP）和语ູ社Ր心⨼ᆜᡌ社
Ր结构和人格研究（contextual social psychology，CSP；social
structure and personality）。曾经㻡误解为两ཪ怪⢟的社Ր心⨼
ᆜ，因为豪斯更加让人厌✜和⮅。

ռྸ果承认㺂动㘻的㜳动性，即ֵ是在ᰘᇐ的社Ր历史语ູ中的
㜳动性，在㺂动中ሯ社Ր过程和社Րᇔ在进㺂情景⮂ᇐ和社Ր建构的
社Ր心⨼过程的俌㾷性，就Ր显出来。ᦘ言之，社Ր心⨼过程在主
观建构的ᝅ义上ሯ应于社Ր过程。

杜⬜斯在《社Ր心⨼ᆜ的解䠀水平》这䜞名㪍中，以解䠀水平为
核心，成功重构了社Ր心⨼ᆜ㔕一的ᆜ科概念框架。杜⬜斯细致㙂合
⨼地概ᤢ了社Ր心⨼ᆜ解䠀的四种⨼ᜩශᡌ水平，㙂每种解䠀水平分
：ሯ应于不同的社Ր心⨼过程，⭕发相应的研究主从（Doise，1986ࡡ
10- 17）。

水平1——个։水平（intra-personal or intra-individual
level）。ᆹ是最为微观也最为心⨼ᆜ化的解䠀水平。个։分析水
平，主㾷关⌞个։在社Ր情ູ中组织其社Ր认知、社Ր情和社Ր经
僂的机，并不直༺⨼个։和社Ր环ູ之䰪的互动。

以个։解䠀水平为核心的个体内过ぁ，可⏫ᤢ的基本研究主从
有：具身性（embodiment）、㠠我、社Ր知㿿和归因、社Ր认知和ᮽ
化认知、社Ր情、社Ր态度等。

在这一解䠀水平上，社Ր心⨼ᆜ㘻已经构造出一些典㤹的⨼论模
ශ，ྸ：费斯廷格的认知ཧ调论；态度形成和᭯变的双过程模ශ，ྸ
精致化可㜳性模ශ（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ELM）与启发式
加工-系㔕加工模ශ（heuristic-systematic model，HSM）；希䠇斯
（Higgins，1996）的知识启动和◶⍱模ශ。

水平2——人际和情景水平（interpersonal and situational
level）。ᆹ主㾷关⌞在给ᇐ的情景中ᡶ发⭕的人际过程，㙂并不㘹㲇



在此⢯ᇐ的情景之ཌ个։ᡶ占ᦤ的不同的社Ր位㖤（social
positions）。

以人际水平为核心的人际过ぁ，可⏫ᤢ的基本研究主从有：亲社
Ր㺂为、᭱击㺂为、亲和与亲ᇼ关系、竞争与合֒等。其典㤹⨼论模
ශ是费斯廷格的社Ր比较论。

水平3——社Ր位㖤水平（social positional level）ᡌ㗚։
水平。ᆹ关⌞社Ր㺂动㘻在社Ր位㖤中的跨情景差异（inter-
situational differences），ྸ社Ր互动中的参与㘻⢯ᇐ的㗚։资格
ᡌ㤹⮪资格（different group or categorical membership）。

以㗚։水平为核心的㗚体过ぁ，可⏫ᤢ的基本研究主从有：ཝ众
心⨼、㗚։形成、ཐᮦ人的影响和ቇᮦ人的影响、权့服从、㗚։绩
᭾、亼ሲ-䜞属关系等。其典㤹⨼论模ශ是㧡斯科㔪ཽ有关ቇᮦ人影响
的众从模ශ（conversion theory）、ཐᮦ人和ቇᮦ人影响的双过程模
ශ和社Ր㺞征论（Moscovici，2000）。

水平4——ᝅ识形态水平（ideological level）ᡌ㗚际水平。ᆹ
是最为ᇅ观也是最为社Րᆜ化的解䠀水平。ᆹ在ᇔ僂ᡌ其他研究情景
中，关⌞ᡌ㘹㲇研究参与㘻ᡶᩰ带的ؗ念、㺞征、评价和㿺㤹系㔕。

以㗚际水平为核心的㗚际过ぁ，可⏫ᤢ的基本研究主从有：㗚际
认知，ྸ刻板印象；㗚际情，ྸڅ见；㗚际㺂为，ྸ歧㿼及其应
ሯ，还有⊗名。

在过去的40年中，㗚际水平的研究已有突破性的进展。主ᇦ性的
⨼论㤹式由⌦弗ቊ的社Ր认同论ᡶ启动，并化ࡦᮽ化认同的ᮽ化动
态建构论（dynamic constructivism）（Chiu＆Hong，2006；Hong et
al.，2000；Wyer，et al.Ed.，2009）和“څ差”地图模ශ（BIAS
map）（Cuddy et al.，2007；Fiske et al.，2002）之中。

社Ր⨼论ཝᇬ布迪厄曾经讥讽某些社Րᆜ㘻的社Ր巫术ᡌ社Ր⛲
䠇术，认为他们ᣀ㠠身的⨼论图式等同于社Րᇔ在本身。㤧䳺ᡶ见！
杜⬜斯尤其强调的是，社Րᇔ在在任时空൰景下䜳是᮪։呈现的，
㙂不ד从于解䠀水平。社Ր心⨼ᆜ的四种解䠀水平只是䙱辑工具，绝
不是社Րᇔ在的四种不同水平；㙂每种解䠀水平，䜳有其存在的合⨼



性，ռ䜳只涉及ሯ᮪։社Րᇔ在的某种䶘向的研究；ሯ于社Րᇔ在的
᮪։ᣀᨗ和解䠀，有赖于四种不同的解䠀水平的㚊合
（articulation；Doise，1986）。

这四种不同䶘向和不同层次的社Ր心⨼过程，从最为微观也最为
心⨼ᆜ化的个։过程，ࡦ最为ᇅ观也最为社Րᆜ化的㗚际过程，是
ሯ᮪։的社Ր过程不同䶘向和不同层次的相应㺞征。

以基本社Ր心⨼过程为核，就可以勾⭱社Ր心⨼ᆜ䙱辑连贯的
概念框架，ᆹ由五䜞分ᡶ组成：

（1）社Ր心⨼ᆜ的历史╊化、世⮂图景和符号䵮权分层。

（2）社Ր心⨼ᆜ的ᯯ⌋։系。

（3）不ᯣ现的新路径。ᆹ为⭕机勃勃的ᆜ科符号边⮂的ᤉ展人
⮏空䰪。

（4）基本社Ր心⨼过程。

（5）社Ր心⨼ᆜ在㺂动中：应⭞ᇔ践的ᤉ展。

社Ր心⨼ᆜ的基础研究，从第二次世⮂ཝᡎ开ခ，就从两个ᯯ䶘
向应⭞亼ตᤉ展。第一，在ᆜ科䜞，应⭞社Ր心⨼ᆜ֒为现ᇔ䰤从
ᇐ向的研究分᭥，正逐⑆地ᣀ基础研究的成果⭞来直䶘和应ሯ更为ᇅ
ཝ的社Ր䰤从，ྸڛ康、⌋律、政⋱、环ູ、ᇍᮏ和组织㺂为。第
二，社Ր心⨼ᆜ有关人性、心⨼和㺂为的研究，正ሯ其他ᆜ科产⭕
刻影响。㺂为经⎄ᆜᇬດ勒（Richard H.Thaler）因有关心⨼账ᡭ和
禀赋᭾应的研究㙂㧭得2017年诺贝ቊ经⎄ᆜྌ。这是社Ր心⨼ᆜᇬ在
近50年中第四次㧭此殊㦙［这里⋗有算上认知神经科ᆜᇬྛ基夫
（John O'Keefe）和㧡泽夫（Edvard I.Moser和May-Britt Moser）
因有关ཝ㝇的空䰪ᇐ位系㔕的研究㙂㧭得的2014年诺贝ቊ医ᆜᡌ⭕⨼
ᆜྌ］。在此之ࢃ，社Ր心⨼ᆜᇬ⍑՜茨（Konrad Lorenz）、廷ե根
（Nikolaas Tinbergen）和ߥ·弗里希（Karl von Frisch）因有关动
⢟社Ր㺂为的开ࡑ性研究㙂于1973年分享诺贝ቊ医ᆜᡌ⭕⨼ᆜྌ。㾵
㫏（Herbert A.Simon；中ᮽ名为司傢贺，以向司傢迁致ᮢ）因有关有
䲆⨼性（bounded rationality）和次优决策ᡌ┗ᝅ决策（sub-



optimum decision-making or satisficing）的研究㙂㧭得1978年诺
贝ቊ经⎄ᆜྌ。㙂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则因有关㺂动㘻在不确
ᇐູ߫中的࡚ᯣ启发式及其څ差的研究，㙂与另一位ᆜ㘻分享2002年
诺贝ቊ经⎄ᆜྌ。

在诺贝ቊྌ亯中，并⋗有社Ր心⨼ᆜྌ。ٲ得强调的是，这些㦙
㟰ཝྌ的社Ր心⨼ᆜᇬ，也许只是十年一䙽的杰出ᆜ㘻，还不是百年
一䙽的ཟᢃ。ཟᢃ社Ր心⨼ᆜᇬྸ费斯廷格、⌦弗ቊ、㧡斯科㔪ཽ和
⢯里弗斯（Robert Trivers）等，他们的⨼论，在不ᯣ地触人类⢟
种智ឝ、情和欲望的䲆度。在这个ᝅ义上，也许任ཝྌ包ᤢ诺贝
ቊྌ，䜳ᰖ⌋度量他们ᤷ久的贡⥤。ռᰖ论ྸ，不ᯣ㧭ྌ的事ᇔ，
从一个ם䶘明证了社Ր心⨼ᆜᇬ㗚։的卓越成就，以及社Ր心⨼ᆜ的
卓越研究ሯ于其他人ᮽ社Ր科ᆜ研究的典㤹ᝅ义。

杜⬜斯的䱆䠀，是ሯ社Ր心⨼ᆜ㔕一概念框架的典㤹说明。纷繁
杂乱的研究ᇔ践和⨼论模式，从此可以㻡纳ޛ䙱辑㔕一㙂连贯的։系
之中。社Ր心⨼ᆜ直䶘社Ր现ᇔ的⨼论䳺心由此得以䠀放，ᆹ不߃是
心⨼ᆜ、社Րᆜᡌ其他什么ᆜ科的亚ᆜ科，㙂是㷃Ր相关⨼智资Ⓠ的
㠠主ᆜ科。

三、当代⽴会心⨼ᆜⲺ主ᇦ㤹ᕅ

已有社Ր心⨼ᆜཝᇬ系㔕梳⨼了当代社Ր心⨼ᆜ的⨼智进展（ྸ
乐国ᆿ主编，2009；周晓㲯，1993；Burke Ed.，2006；Kruglanski＆
Higgins Eds.，2007；Van Lange et al.Eds.，2012）。以杜⬜斯ᡶ
勾⭱的社Ր心⨼ᆜ的概念框架为心智地图，也可尝试粗⮛概ᤢ当代社
Ր心⨼ᆜ的主ᇦ㤹式。这些主ᇦ㤹式主㾷։现在ᯯ⌋ࡑ新和⨼论构造
上，㙂不关涉具։的ᆜ科史研究、ᇔ证研究和应⭞研究。

（一）方⌋ᆜ领ต：⽴会ᔰ构论ૂ话语⽴会心⨼ᆜⲺ兴起

֒为ᆜ科ཌ因素࢝⛾互动的结果，“社Ր心⨼ᆜ危机话语”在
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ခ登൰，20ࡦ世纪80年代ࡓ㩳ᇐ（ᯯᮽ，
1997）。在这段时䰪，社Ր心⨼ᆜᮏ科书、期ࡀ和论坛中充ᯛ着种种
悲观的危机论，有的⭐至䶔常◶进——“解构社Ր心⨼ᆜ”（Parker
＆Shotter Eds.，1990）。“危机话语”ᇔ质上反映了社Ր心⨼ᆜᇬ



㗚։㠠我࡚ᝅ识的兴起。这种㠠我࡚ᝅ识的核心主从，就是彻底
ᇗ查社Ր心⨼ᆜ赖以发展的ᯯ⌋ᆜ基础即ᇔ僂程序。

危机之后，社Ր心⨼ᆜ已经迈ᯯޛ⌋ཐݹ和ᯯ⌋ᇳᇯ的时代。ᇔ
僂的独ᯣ主ᇦ地位已经消解，ᯯ⌋։系中的ᡶ有资Ⓠ，正日益受ࡦൽ
㺗的重㿼。不同⨼智传㔕和ᯯ⌋ླڅ的社Ր心⨼ᆜ㘻，通过⨼智
触，正在消解相互的刻板印象、څ见⭐至是歧㿼，逐⑆趋于友善ሯ话
⭐至是合֒。同时，新的研究程序和ᮽ⥤评论技术㻡构造出来，并逐
⑆产⭕重㾷影响。

其中主ᇦ性的⨼论㿼䀈就是社Ր建构论（ྸGergen，2001），主
ᇦ性的研究路径就是话语社Ր心⨼ᆜ（⌘⢯，东斯䴭ቊ，2006；
Potter＆Wetherell，1987；Van Dijk，1993）和ؤ辞ᆜ（rhetoric；
Billig，1996），㙂新的研究技术则是ݹ分析（mata-analysis；
Rosenthal＆DiMatteo，2001）。近期，㺂动㘻中心的计算机模ᤕ
（agent-based simulation；Macy＆Willer，2002）和以ཝᮦᦤ༺⨼
为基础的计算社Ր科ᆜ（computer social science）（㖍玮，㖍ᮏ
讲，2015；Macy＆Willer，2002）也开ခ透进社Ր心⨼ᆜ的研究
中。

（二）不断凸显Ⲻ新路径：进ौ路径、文ौ路径ૂ⽴会认⸛⾔㔅
〇ᆜ

社Ր心⨼ᆜ一直不ᯣ地㠠我超越，以开放㠠在的心态㷃合其他ᆜ
科的资Ⓠ，ᤷ㔣ᤉ展ᆜ科符号边⮂。ᦘ言之，社Ր心⨼ᆜᇬ㗚։不ᯣ
地ᇔ践新的研究路径（approaches or orientations）。进化路径、
ᮽ化路径和社Ր认知神经科ᆜ是其中的典㤹路径。

进化路径和ᮽ化路径的ሲޛ，关㚊于受ࡦᤷ㔣困ᢦ的基本⨼论论
争：是否存在㔕一㙂普䚃的㿺律和机以᭥䞃人类⢟种的社Ր心⨼和
社Ր㺂为？人类⢟种的社Ր心⨼和社Ր㺂为是否因其发⭕的社Րᮽ化
语ູ的差异㙂呈现出⢯异性和ཐ样性？这个基本⨼论论争，又可称为
普䚃论-⢯异论（universalism vs.particularism）之论争。

依据回答这个论争的不同立场和态度的差异，作为整体的社会心
理学家群体可被纳入三个不同的类别或范畴之中。第一个类别是以实
验研究为定向的主流社会心理学家群体。他们基本的立场和态度是漠



视这个问题的存在价值，或视之为假问题。他们自我期许以发现普遍
规律为己任，并把这一崇高天职视为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合法性和学科
认同的安身立命之所。因为他们持续不懈的努力，社会心理学的学子
们在其学科社会化过程中，不断地遭遇和亲近跨时空的典范研究和英
雄系谱。

第二个类ࡡ是以ᮽ化比较研究为ᇐ向的社Ր心⨼ᆜᇬ㗚։。不同
ᮽ化语ູ中社Ր心⨼和社Ր㺂为的⢯异性和ཐ样性，ֵ他们刻僞䬣
心。他们坚ᇐ地主张⢯异论的一极，并决绝地质疑普䚃论的诉求。因
为他们同样ᤷ㔣不的努力，社Ր心⨼和社Ր㺂为的ᮽ化嵌ޛ性
（cultural embeddedness）的概念开ခޛ人心，并且不ᯣ◶发ᮽ化
比较研究和本土化研究的✣▤。ཽ࿏的是，ᮽ化社Ր心⨼ᆜ的⢯异性
路径，从新世纪开ခ逐⑆解։，㙂迈向ᮽ化动态建构论（Chiu＆
Hong，2006；Hong et al.，2000）和ᮽ化ᩣ研究（cultural
mixing/polyculturalism）（赵志㼋，吴㧯⢯约主编，2015；吴㧯，
赵志㼋⢯约主编，2017；Morris et al.，2015）。

ᮽ化动态建构论路径，关涉每个个։的ᮽ化命运，ྸᮽ化认知和
知识◶⍱、ᮽ化认同和ᮽ化㷃合等重ཝ主从。我们每个个։ᇵ命地诞
⭕在某种在地的ᮽ化㜿络㙂不是某种ᮽ化ᇔ։中。经过⭕命历程的试
䭏，在ᮽ化认知的基础上，我们开心眼，━心⚫，㛨德㺂。ռᮽ化认
知的㜳力，是人类⢟种的禀赋，具有普世性。ٕٽ地ᯯ性的ᮽ化资
Ⓠ，我们成䮵为人，并不ᯣ地ؤ㺛和提升认知力。我们俌先成人，❬
后ᢃ是中国人ᡌཌ国人、哺皮㛚ᡌ唇白皮㛚、ᇍᮏؗ徒ᡌ䶔ؗ徒。

ِ䶖不ᯣؤ㺛和提升的认知力，我们逐⑆穿越地ᯯ性的ᮽ化൰
景，加工异ᮽ化的։系，建构⭕动㙂动态的“ཐݹᮽ化的心
智”（multicultural mind；Hong et al.，2000）。异质的“ᮽ化病
毒”，ᡌཐݹ的ᮽ化“神⚫”，“栖居”在我们的心智中，㙂㺞现出
亼ต-⢯异性。几乎⋗有“诸神之争”，ྯ们在我们的心⚫中各就其
位。

这些异质的“ᮽ化病毒”，ᡌཐݹ的ᮽ化“神⚫”不是暴君，也
不成暴君，绝ሯ主ᇦ不了我们的㺂为。因为先于ྯ们，从出⭕时ڐ
起，我们就㻡植ޛ了㠠由ᝅ志的ཟ赋。我们的ᮽ化ؤ㺂，只是ᢁཪ待
命的符号资Ⓠᡌ“工具箱”（Swidler，1986）。并且在㺂动中，我们



练习“ᮽ化开关”的转ᦘ技㜳和策⮛，并累积性地ࡑ造新工具ᡌ新
的“ᮽ化病毒”（Sperber，1996）。

第三个类ࡡ是在当代进化⭕⢟ᆜ的⨼智土༚中⭕䮵㙂༤ཝ的㗚
։，即进化社Ր心⨼ᆜᇬ㗚։。他们㭇㿼⢯异论㘻的“喧嚣”，㙂ᣀ
建构㔕一⨼论的䳺心ᤉ展至包ᤢ人类⢟种的᮪个动⢟⮂，以求ᨣ示᭥
䞃᮪个动⢟⮂的社Ր心⨼和社Ր㺂为的秩序和机。以进化历程中的
他䳴从和性选䳴从为核心，以有机։䚍传品质的适应性
（fitness）为䙱辑起⛯，从1964年汉ᇼቊ顿（W.D.Hamilton）开ခ，
不同的ᇅཝ⨼论（grand theories）［ྸ亲属选论（kin
selection/inclusive fitness）、直互论（direct reciprocal
altruism）和䰪互论（indirect reciprocal altruism）在他
䳴从上，亲本ᣋ资论（theory of parental investment；Trivers，
2002）在性选䳴从上］㻡构造出来。㙂进化ᇐ向的社Ր心⨼ᆜ㘻ᣀ
进化⭕⢟ᆜ䚍传品质的适应性转化为㺂为和心智的适应性，进化社Ր
心⨼ᆜ֒为新路径和新亼ต得以成就（ྸ巴斯，2011，2015；Buss，
2016）。

认知神经科ᆜ和社Ր认知的㷃合，ۢ⭕了社Ր认知神经科ᆜ。以
神经科ᆜ的新技术ྸ功㜳性磁ާᥥ成܅技术（f MRI）和正⭫ᆆ发ሺᯣ
层ᢡ描技术（PET）为器，社Ր认知的不同䱬段、不同任务以及认知
㕰䲭㜂后的ཝ㝇ሯ应⍱动，正是最✣⛯ࢃ⋵（ྸEisenberger，2015；
Eisenberger et al.，2003；Greene et al.，2001；Ochsner，
2007）。

（三）个体内过ぁ：⽴会认⸛㤹ᕅ

在个։水平上，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暖认知”（warm
cognition）ᡌ“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为核心的“社Ր
认知䶟命”（李其㔪，2008；赵㵒，2010；Barsalou，1999；Barbey
et al.，2005），有重㾷进展。其典㤹的启动程序（priming
procedure）为⍔悉人类心智的“唇箱”贡⥤了简⌷武器，并且透在
其他水平和其他主从的研究中，ྸᮽ化认知、㗚։认知（Yzerbyt et
al.Eds.，2004）和څ差地图（儎明华，2010；ֆᯂ等，2006；Fiske
et al.，2002；Cuddy et al.，2007）。



卡尼曼有关㺂动㘻在不确ᇐູ߫中的࡚ᯣ启发式及其څ差的研究
（卡尼曼等编，2008；Kahneman et al.Eds，1982），以及ດ勒
（Thaler，又译为⌦勒）有关禀赋᭾应和心⨼账ᡭ的研究（⌦勒，
2013，2016），ֵ社Ր认知的路径贯⌞在经⎄࡚ᯣ和决策亼ต中。由
此，㺂为经⎄ᆜ开ခ显。

（）㗚体过ぁ：⽴会表征㤹ᕅ

人际过程的研究，充ᯛ着杂ཐ的中ቅශ⨼论模ශ，并受个։过
程和㗚։过程研究的ᥚ压。最有⨼论㔲合▒㜳的可㜳是以ᇔ僂博弈论
为工具的有关竞争和合֒的研究。

当代㗚։过程研究的䶟新㘻是㧡斯科㔪ཽ。从北㗄有关㗚։㿺㤹
形成、从众以及权့服从的研究传㔕中，㧡斯科㔪ཽ⍔悉了㗚։秩序
和㗚։ࡑ新的辩证⌋。㧡斯科㔪ཽ的团䱕从1969年开ခ，在ཐᮦ人的
影响之ཌ，专⌞ቇᮦ人影响的机。他以ቇᮦ人㺂为伄格的一致性为
基础的众从模ශ（conversion theory），以及在此基础上ᡶ不ᯣᇂ善
的ཐᮦ人和ቇᮦ人影响的双过程模ශ（ྸDe Deru et al.Eds.，
2001；Nemeth，2018），重构了㗚։过程研究的形貌。㧡斯科㔪ཽ有
关ቇᮦ人影响的研究经历，ֆ证了其⨼论的可ؗ性与有᭾性
（Moscovici，1996）。

㙂社Ր㺞征论（social representation）则是㧡斯科㔪ཽሯ当代
社Ր心⨼ᆜ的另一重ཝ贡⥤（Moscovici，2000）。他试图超越北㗄不
同⡾本隐论（implicit theories）的还原主义和个։主义䙱辑，解
䠀和说明常识在社Ր⋕通ᇔ践中的⭕产和߃⭕产过程。社Ր㺞征论从
20世纪90年代开ခ，◶发了丰ሂ的⨼论᧘索和ᇔ证研究（ྸ管ڛ，
2009；赵㵒，2017；Doise et al.，1993；Liu，2004；Marková，
2003），并⟊䬮在当代社Ր⨼论中（梅勒，2009）。

（五）㗚际过ぁ：⽴会认ੂ㤹ᕅ其替代模ශ

⌦弗ቊ的社Ր认同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SIT）䶟新了当
代㗚际过程的研究。⌦弗ቊ俌先ྖᇐ了㗚际过程崭新的知识基础和典
㤹程序：建构主义的㗚։观、ሯ人际-㗚际㺂为差异的精࿏辨析，以
及“最简㗚։㤹式”（minimal group paradigm）的ᇔ僂程序。从
1967年开ခ，经过十ཐ年ᤷ㔣不的艰㤜努力，⌦弗ቊ和他的团䱕构



造了以社Ր㤹⮪化、社Ր比较、认同建构和认同解构/重构为核心的社
Ր认同论。社Ր认同论，超越了ࢃ⌦弗ቊ时代北㗄盛㺂的还原主义和
个։主义的微观-益解䠀路径，基于㺂动㘻的ཐݹ㗚։资格来研究㗚
։过程和㗚际关系（布朗，2007；Tajfel，1970，1981；Tajfel＆
Turner，1986）。

在⌦弗ቊ于1982年辞世之后，社Ր认同论在其ᆜ⭕⢯纳的亼ሲ
下，有不同⡾本的ؤ正模ශ，ྸ不确ᇐ性-认同论（uncertainty-
identity theory；Hogg，2007）和最优⢯异性模ශ（optimal
distinctiveness model）。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纳等人的“㠠我归类
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Turner et al.，1987）。在㠠
我归类论中，⢯纳提出了一个精࿏构念——ݹሯ比原则（meta-
contrast principle），ᆹ是㺂为连㔣։中㤹⮪◶⍱的基本原则
（Turner et al.，1987）。ᡶ谓ݹሯ比原则，是在㗚։中，ྸ果㗚
։成员之䰪在某⢯ᇐ㔪度上的相ղ性权重弱于另一㔪度的差异性权
重，⋵着这个有差异的㔪度就Ր分化出两个㗚։，㗚际关系因此从㗚
։过程中显。⢯纳的ݹሯ比原则，有两ᯯ䶘的重㾷贡⥤：其一，ᆹ
ᇂ善了其恩师的人际-㗚际㺂为差ࡡ的观念，ֵ之转ᦘ为人际-㗚际㺂
为连㔣։；其二，ᆹ卓有成᭾地解决了㗚㺂为和㗚际㺂为的转化䰤
从。

ռ社Ր认同论仍存在基本⨼论困ᢦ：㗚ླڅ（ingroup
favoritism）和ཌ㗚ᮂᝅ（outgroup hostility）䳴从。不同的ؤ正
⡾本䜳⋗有善地解决这个基本䰤从。و是当代社Ր认知的ཝᇬ费斯
ᇯ模ශ（stereotype及其团䱕从㗚։认知出发，通过刻板印象ށ
content model，STM；Fiske et al.，2002）巧࿏解决了这个䳴从，
并经由“څ差”地图（BIAS map；Cuddy et al.，2007）ᣀ刻板印象
（㗚际认知）、څ见（㗚际情）和歧㿼（㗚际㺂为）㷃为一։。

典㤹ᝅ味着符号䵮权，ռ同时也是超越的目标和击ᢉ的䶬心。在
社Ր认同㤹式的笼㖟下，以㠠ቀٽ设和死亡显㪍性（mortality
salience）为核心的恐管⨼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TMT）
（张䱩䱩，ֆᯂ，2006；Greenberg et al.，1997）、社Ր᭥䞃论
（social dominance theory；Sidanius＆Pratto，1999）和։合⨼
化⨼论（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Jost＆Banaji，1994）㻡北
㗄ᆜ㘻构造出来，尝试替代解䠀㗚际现象。ᆹ有两ᯯ䶘的ᝅ⏫：其



一，ᆹᝅ味着人格心⨼ᆜሯ北㗄社Ր心⨼ᆜ的强ཝ影响力；其二则ᝅ
味着北㗄个։主义和还原主义的精神气质期望在当代ᇅ观社Ր心⨼过
程中ٕ尸还典，㙂这尸։就是㞆败达半世纪的权့人格论及其变式。

、铸ቧ中国⽴会心⨼ᆜⲺ“⽴会之魂”

中国当代社Ր心⨼ᆜ㠠1978年恢གྷ、重建以来，“本土㺂动、ޞ
⨹情怀”可䚉其伄僞。立足于本土㺂动的研究ᇔ践历经二十֏载，ۢ
⭕了“ᮽ化㠠㿿”的ؗ心和勇气。中国社Ր心⨼ᆜ㘻的ޞ⨹情怀，也
从21世纪起开ခ显。

（一）“本ൕ行动”Ⲻ⹊ガ路径

ᡶ有国ࡡ中的社Ր心⨼ᆜ研究，俌先䜳是本土性的研究ᇔ践。中
国当代社Ր心⨼ᆜ的研究也不ׁཌ，其“本土㺂动”的研究ᇔ践，包
ᤢ以下两类研究路径。

1.中国文ौ⢯ᔸ性路径

以中国ᮽ化⢯异性为中心的研究ᇔ践，已经取得一ᇐ成就。ᨪ引
解䠀水平的线索，可从个։、人际、㗚։和㗚际层䶘进㺂概㾷评论。
在个։层䶘，受杨国枢中国人㠠我研究的◶发，䠇盛华和张建新尝试
᧘究㠠我价ٲᇐ向⨼论和中国人人格模ශ；⧁登峰䟽⭞中ᮽ词汇ᆜ路
径，构造了中国人人格结构的“ཝ七模ශ”，以与㾵ᯯ的“ཝ五模
ශ”相区ࡡ；彭ࠥ平的分析思㔪-辩证思㔪概念、ץ⦿⌘的中国人思㔪
ᯯ式᧘索以及杨中㣩的“中庸”思㔪研究，䜳ᨣ示了中国人独⢯的思
㔪ᯯ式和认知⢯性；刘力有关中国人的ڛ康㺞征研究、⊠新建和李强
团䱕的心⨼ڛ康和心⨼咨询研究，化了ሯ中国人ڛ康和疾病观念的
⨼解。㙂周欣悦的思乡研究、䠇䫧启动研究和控研究，也有一ᇐ
的国际影响。在人际层䶘，哺光国基于݈ᇬ关系主义᧘究了“中国人
的权力⑮戏”，并◶发了㘕ᆜ伟和ֆᯂ等有关中国人的人情、䶘ᆆ和
里ᆆ研究；叶光辉的ᆓ䚉研究，໔进了ሯ中国人ᇬ庭՜⨼和日常交往
的⨼解。在㗚։层䶘，梁㿿的社Ր通则概念，⧁、⧁辉、张志ᆜ、
孙ڛᮅ和䜇եฏ等有关中国组织㺂为和亼ሲ伄格的研究，尝试᧘究中
国人的㗚։过程和组织过程。㙂在㗚际层䶘，杨ᇒ丩的“㠠己
人”和“关系化”的研究，展现了中国人独⢯的社Ր分类䙱辑。⋏㧨
俏有关中国民ᰅ性的系列研究，也产⭕了重ཝ影响。



上述研究໔强了中国社Ր心⨼ᆜާ同։的ᆜ术㠠ؗ。ռ这些研究
也存在有待ᇂ善的ާ同⢯征。第一，这些研究䜳人设一种个։主义ᮽ
化-䳼։主义ᮽ化的二ݹሯ立，㙂中国ᮽ化㻡ٽᇐ和㾵ᯯ的个։主义ᮽ
化不同，位于ሯ应的另一极。第二，这些研究的ᝅ趣过分ᢝ着于中国
ᮽ化ާ同։相ሯ䶏止㙂ࠓ固的䶘向，有的⭐至隐含汉ᰅ中心主义和݈
ᇬ中心主义ٴ向。第三，这些研究的ᯯ⌋程序ཝཐד赖于访谈ᡌ䰤卷/
量㺞。第四，这些研究相ሯ忽㿼了当代中国社Ր的伟ཝ变䶟ሯ当代中
国人心⚫的ງ造֒⭞。

2.ど态⽴会路径

稳态社Ր路径ሯ⨼论论辩⋗有丝毫兴趣，ռᆹ是ཝ量经僂研究的
主ᇦླڅ。其䰤从ᝅ识，Ⓠ于ሯ㾵ᯯ主⍷ᆜ⮂尤其是北㗄社Ր心⨼ᆜ
⮂的追踪、模仿和གྷ，并常常ժ随中㾵ᮽ化比较的冲动。在积极ᝅ
义上，这种䰤从ᝅ识不ᯣ刺◶国ᆜᆆ研读和亼悟主⍷ᆜ⮂的进展；
ռ其消极䶘是ֵ中国社Ր心⨼ᆜ的精神品格，㵋变为北㗄研究时尚的
㩳Ճ追随㘻，其典ශׁ证ྸ㻡各级地ᯯ政府ᡶ追ᦝ的有关主观幸福
的研究。北㗄社Ր已经是儎度稳态的程序社Ր，因㙂其ᆜ㘻䰤从ᝅ识
的⭕䮵⛯只㜳是稳态社Ր的枝㢸䰤从。㙂ླڅ稳态社Ր路径的中国ᆜ
㘻，ᡶ䶘ሯ的是急࢝的社Ր变䶟和转ශ。社Ր心⨼现象的㺞现形式、
成因、后果和应ሯ策⮛，在稳态社Ր与转ශ社Ր之䰪，存在质的差
异。

稳态社Ր路径的ᯯ⌋论ླڅ，可归结为真空中的个։主义。⍱⭕
⭕的㺂动㘻，在研究过程中㻡人为ࢊ䲚了其在转ශ社Ր中的丰ሂ⢯
征，㙂㻡简化为儎度同质的原ᆆ式的个։。强调社Ր关怀的社Ր心⨼
ᆜ，㵋变为“䶔社Ր的”（asocial）社Ր心⨼ᆜ。㙂其资ᯏ᭬䳼程
序，乃是真空中的ᇔ僂ᡌ䰤卷调查。ᇅཝ的社Ր现ᇔ，㻡歪曲ᡌ简化
为人为的ᇔ僂ᇚᡌ田野中╖不相关的个։之䰪㲐ٽ的社Ր互动。社Ր
心⨼ᆜ的“社Ր”之典由此㻡彻底放逐。

（二）超越“怪ᔸ心⨼ᆜ”Ⲻ全⨹情怀

中国社Ր“千年未有之变局”，给中国社Ր心⨼ᆜ㘻提ב了千载
䳴逢的社Րᇔ僂ᇚ。一种以中国社Ր转ශ为中心的研究ᇔ践，从21世
纪开ခ❋发⭕机。其⨼论ᣧ负不是ሯ中㾵ᮽ化进㺂比较，也不是为㾵



ᯯ模ශ提ב中国样本资ᯏ，㙂是㾷真切地䶘ሯ中国伟ཝ的变䶟现ᇔ，
以系㔕描述、⨼解和解䠀㖤身于转ශ社Ր的中国人心⨼和㺂为的䙱辑
和机。其直䶘的䰤从㲳是本土-本真性的，ռ由此系㔕㩂⭕的情怀却
是国际性的，力图超越“怪异心⨼ᆜ”［western，educated，
industrialized，rich，and democratic （WEIRD）psychology；
Henrich et al.，2010］，后㘻因其研究样本局䲆于㾵ᯯ受过良ླᮏ
㛨的工业化㜂景的ሂ㼋社Ր㙂侧受诟病。

乐国ᆿ团䱕有关㖇络䳼։㺂动的研究，周晓㲯有关ߒ民㗚։社Ր
心⨼变迁、“ค市։僂”和“中国։僂”的研究，杨ᇒ丩和⧁秀团
䱕有关社Ր心态的研究，ᯯᮽ有关㗚։符号边⮂、转ශ心⨼ᆜ和社Ր
分类权的研究（ᯯᮽ，2017），儎明华有关ᮏ㛨不平等的研究（儎明
华，2013），赵德䴭有关社Ր⊗名的研究（赵德䴭，2015），赵㵒有
关政策社Ր心⨼ᆜ和ݵ童贫困㺞征的研究（赵㵒，2019；赵㵒，ᯯ
ᮽ，2013），彭⌍团䱕有关ᮽ化ᩣ（cultural mixing）的研究，
䜳尝试从不同ם䶘ᦋ中国社Ր转ශሯ中国⢯ᇐ㗚։的ງ造过程。这
些研究的基本品质，在于研究㘻ሯ社Ր转ශ的不同ם䶘的儎度ᮅ
性，并以之为基础来构造㠠己研究的䰤从ᝅ识。其中，赵志㼋和康萤
仪的ᮽ化动态建构论模ශ有重㾷的国际影响。

（三）㗚体൦图与中国体验ㅿ㍝迫Ⲻ⹊ガ议题

䶘ሯ空⍔的ᇅཝ⨼论和ᣳ象经僂主义的符号䵮权，米ቊ斯呼吁社
Րᆜ㘻应以ᤷ久的人类困ᢦ和紧迫的社Ր议从为枢纽，重建社Րᆜ的
ᜩ象力。㙂㾷━ޱ和培㛨中国当代社Ր心⨼ᆜ的ᜩ象力和⍔ሕ力，䬮
就社Ր心⨼ᆜ的“社Ր之典”，类ղ地，必亱检讨不同样式的⭕⨼决
ᇐ论和还原论，直䶘⭕命ᤷ久的心智困ᢦ和紧迫的社Ր心⨼议从。

不同样式的⭕⨼决ᇐ论和还原论，总是附身于ᤑ的研究时尚，
呈现不同的惑人䶘目，ྸ认知神经科ᆜ的殖民ٴ向。社Ր心⨼ᆜ㲳历
经艰䳴㙂⨼智的᧘索，终于从⭕⨼/本㜳决ᇐ论中破茧㙂出，却ᤷ㔣受
ᢦ。尽管ཝ㝇是ᡶ有心智⍱动的⢟质基础，尽管认知神经科ᆜ的ࡦ
ᡶ有的社Ր心⨼和㺂为䜳有相ժ的神经相关⢟，尽管社Ր心⨼ᆜ㘻ሯ
ᡶ有的ᆜ科进展有ᤷ㔣的开放㜮怀，ռ人类གྷ杂的社Ր心⨼过程ᰖ⌋
还原为个։ཝ㝇的结构ᡌ功㜳。㙂今ཟ的研究时尚，存在神经研究替
代⭐至ࠂ傴ᇂ᮪动态的⭕命⍱动研究的ٴ向。又ྸཝᮦᦤ机构的营䬶



术。ᦤ称ཝᮦᦤ时代已经来临，㙂ᡶ有⭕命⍱动的印迹，通过计算社
Ր科ᆜ，䜳㜳㻡系㔕᥌、䳼成、归类、᮪合和人⎁。类ղ于乔⋱·
ྛ့ቊᡶ㪍《一九八四》中㘷ཝ哥的眼神，这是令人恐怖的ᮦ字乌ᢎ
䛜迷思。ᇂ᮪动态的⭕命⍱动，不是ᮦ字，也ᰖ⌋还原为ᮦ字，ᰖ论
基于每个⭕命从出⭕时起就㻡永久植ޛ的㠠由ᝅ志，还是㠠动⍱动与
控⍱动的分野。

䬮就中国当代社Ր心⨼ᆜ的“社Ր之典”，必亱直䶘转ශ中国社
Ր紧迫的社Ր心⨼议从。

（1）ᮦ字时代人类社Ր认知㜳力的╊化。ᯯ㧭取的ᮦ字ᮽ本、
的ᮽ⥤检索和存۞ᯯ式，彻底᭯变了⭕命ᆜ习和思㘹的语ູ。人
类的社Ր认知过程的适应和╊化是基本䳴从之一。“谷歌᭾
应”（Google effect；Sparrow et al.，2011）已经ࡓ步ᨣ示的
ᮽ⥤检索和存۞ᯯ式正败අ䮵时记忆系㔕。

（2）“平庸之恶”伄䲟中的众从。ᰖ论是米ቊ格的权့服从
ᇔ僂还是⍛巴ཐ的“路㾵⌋᭾应”研究，ᰖ论是二ᡎ期䰪纳粹德国的
屠⣯还是日本⌋㾵斯在中国和东南亚的暴㺂，ᰖ论是当代䶔⍨的种ᰅ
⚣绝还是不绝ྸ缕的恐怖⍱动，ྸ━ޱ和培㛨超越ᡶ谓“平庸之
恶”的众从㺂为和心良知，ٲ得᧘究。ᆹ还涉及ྸ汇䳼民智、民
情和民ᝅ的“京层设计”。

（3）中国社会的群体地图。要想描述、理解和解释中国人的所
知、所感、所行，必须从结构层面深入人心层面，系统探究社会转型
中不同群体的构成特征、认知方式、情感体验、惯例行为模式和生命
期盼。

（4）中国։僂与心态模式。ྸ系㔕描绘社Ր变䶟语ູ中中国民
众人心秩序ᡌ“中国։僂”与心态模式的变迁，培㛨⡧之心和公民
㗄德，ሯᣍ䶔人化（dehumanization）ᡌ低人化（infra-
humanization）趋势，也是紧迫的研究议程之一。

五、文ौ㠠觉Ⲻ阶梯

中国社Ր“千年未有之变局”，ᡌ社Ր转ශ，已经并正在形ງ᮪
։中国人的历史命运。ྸ从结构层䶘ޛ人心层䶘来系㔕描述、⨼



解和解䠀中国人的ᡶ知、ᡶ及ᡶ㺂？ྸᣀ社Ր转ශ的现ᇔ⚂⌞ࡦ
中国社Ր心⨼ᆜ的研究൰景中，以缔造中国社Ր心⨼ᆜ的独⢯品格？
ྸ培㛨中国社Ր心⨼ᆜ㘻ሯᤷ久的人类困ᢦ和紧迫的社Ր议从的
切关⌞和ᮅ？ᡶ有这些䳴从，䜳是中国社Ր心⨼ᆜ㘻不得不直䶘的
᥇ᡎ，ռ同时也是⨼智གྷ兴的机䙽。

中国社Ր转ශ，给中国社Ր心⨼ᆜ㘻提ב了独⢯的社Րᇔ僂ᇚ。
为了描述、⨼解和解䠀社Ր转ශ中的中国人心⨼和㺂为䙱辑，应该呼
唤直䶘社Ր转ශ的社Ր心⨼ᆜ的研究，ᡌ转ශ心⨼ᆜ的研究。转ශ心
⨼ᆜ的路径，期望㜳ཕᣀᨗ和ᦋ社Ր巨变的㜿络和质地，以超越ᮽ
化⢯异性路径和稳态社Ր路径，以求ᇔ现中国社Ր心⨼ᆜ的⨼智གྷ兴
（ᯯᮽ，2008b，2014；ᯯᮽ主编，2013；Fang，2009）。

中国社Ր心⨼ᆜ的⨼智གྷ兴，䴶㾷在直䶘中国社Ր转ශ的ູ߫
下，᥌本土资Ⓠ和㾵ᯯ资Ⓠ，进㺂㝐踏ᇔ地的努力。追踪、ᆜ习、
梳⨼及ٕ䢪㾵ᯯ社Ր心⨼ᆜ的新进展，就成为ᰖ⌋绕开的基础性的⨼
论工֒，也是最有᥇ᡎ性和艰巨性的⨼论工֒之一。

从ࢃ辈ᆜ㘻开ခ，ሯ㾵ᯯ社Ր心⨼ᆜ的㘱译、介绍和评论，从来
就⋗有ڒ止过。这些ᰖ价的努力，已经⟊䬮在中国社Ր心⨼ᆜ研究㘻
和年轻ᆜᆆ的心智中，有助于━ޱᆜ术品位，培㛨“ᮽ化㠠㿿”的ؗ
心。ռ㘱译工֒还主㾷䳼中于㾵ᯯ尤其是北㗄的社Ր心⨼ᆜᮏ科书。

ᮏ科书֒为ᆜ术社Ր化的基本资Ⓠ，只㜳㾷选相ሯࠓ固的研
究发现和⨼论模ශ。᮪։研究过程和⨼论建构过程中的勒⍱䙱辑，䜳
㻡忽⮛ᡌ䚍弃了。ᆜ⭕䶘ሯ的不是原ࡓ的ᇂ᮪研究，㙂是由ᮏ科书的
编/֒㘻ᡶ筛选过的第二ᢁ资ᯏ。期望ᆜ⭕⭐至是研究㘻直亲近当代
社Ր心⨼ᆜ的典㤹研究，就是出⡾“当代㾵ᯯ社Ր心⨼ᆜ名㪍译
丛”的ࡓ㺭。

本译丛第一辑名㪍的选，期望㜳近乎㾼盖当代㾵ᯯ社Ր心⨼ᆜ
的主ᇦ㤹式。其֒㘻，ᡌ㘻是⢯ᇐ研究㤹式的ྖ基㘻和开ᤉ㘻，ᡌ㘻
是⢯ᇐ研究㤹式的当代ᰍᢁ。从2011年开ခ出⡾和陆㔣重印的名㪍译
丛，广受ླ评，也在一ᇐᝅ义上重䬮了中ᮽ社Ր心⨼ᆜ⮂的知识基
础。㙂今启动的第二辑在书目选上也䚫循了第一辑的编选原则
——“双重最ླ”（double best），即当代㾵ᯯ社Ր心⨼ᆜ最ླ研究



㘻的最ླ专㪍ᮽ本，尽量䚵ރཐ人合㪍的֒品ᡌ论ᮽ䳼。已经确ᇐ的
名篇有《语ູ中的知识》（Jovchelovitch，2007）、《超越㤜乐原
则》（Higgins，2012）、《努力的ᝅ义》（Dweck，1999）、《归因
动机论》（Weiner，2006）、《欲望的╊化》（Buss，2016）、《څ
见》（Brown，2010）、《情绪染》（Hatfield et al.，1994）和
《㗚际触》（Pettigrew＆Tropp，2011）。

正ྸ㾵㫏ᡶ言，⋗有最优决策，最ཐ只存在┗ᝅ决策。ᮽ本的筛
选和⡾权协商，尽管尽心尽力、精益求精，ռ总是有不可ᣍ力㙂ሲ致
痛ཧ⨃贵的典㤹ᮽ本，ྸ《㠠❬选和社Ր⨼论》（Trivers，2002）
以及《为异见㘻辩ᣚ》（Nemeth，2018）等。

期望本名㪍译丛的出⡾，㜳开启中国社Ր心⨼ᆜ的“ᮽ化㠠
㿿”。

鸣谢

从2000年开ခ，我的研究幸运地ᤷ㔣㧭得国ᇬ社Ր科ᆜ基䠇
（2000，2003，2008，2014）和ᮏ㛨䜞人ᮽ社Ր科ᆜ重⛯研究基地重
ཝ亯目基䠇（2006，2011，2016）的资助。最近㧭得资助的是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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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亯目号为14ASH014）和2016年度ᮏ㛨䜞人ᮽ社Ր科ᆜ重⛯
研究基地重ཝ亯目“䱱ᯣ贫困߃⭕产：ݵ童贫困后᭾、ᇔ僂干人与政
策反思”（亯目号为16JJD840001）。“当代㾵ᯯ社Ր心⨼ᆜ名㪍
译丛”（第二辑），也是这些资助亯目的主㾷成果之一。

㙂近20年ࢃ有幸结识▎ᆽ博༡，开ခ了和中国人民ཝᆜ出⡾社的
良ླ合֒。▎ᆽ博༡，⋏㧨俏先⭕的儎徒，以ሯ社Ր心⨼ᆜᆜ科度
建设的◶情、承诺和ᮅ䭆⍔ሕ力，给我ᤷ㔣的ؗ赖和◶励。本名㪍译
丛从最ࡓ的构ᜩ、书目选ࡦ⡾权事ᇒ，ྯ䜳给予了ᤷ㔣的᭥ᤷ和推
动。㙂中国人民ཝᆜ出⡾社的张ᇅᆜ和䜜益在译丛出⡾过程中则ᤷ㔣
地贡⥤了智ឝ和㙆心。

最后㺭心谢本译丛ᆜ术顾䰤和编辑ည员Րᡶ有师友的啄力᭥
ᤷ、评和建议，也㺭心谢ᡶ有译校㘻的ࡑ造性工֒。

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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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㠠从1994年本书出⡾以来，该亼ต已⏂现出ཝ新兴的有关人类
ڬ的科ᆜ研究。几十年来，ڬ在心⨼ᆜ主⍷研究中并未受ࡦ重
㿼，不过现在ᆹ已经赢得⨼应享有的关⌞。与进化历程的引ᬄ——繁
殖㚊系最紧ᇼ的㧡过于ڬ。䛙些ᰖ⌋成功ڬ的人也ᰖ⌋成为我们
的祖先。因此，每一个⍱着的人䜳是䛙条╡䮵且㔫延不ᯣ的成功ڬ
䬴的后㼊，㙂这一䬴条可以追ⓥࡦᮦ百万年ࢃ。ᰖ论我们祖先中的哪
一位⋗㜳成功穿越ڬ路上布下的㥼棘，我们䜳ᰖ⌋现存于世，更ᰖ
⌋思忖这些ᡌ许并不存在的功绩。我们的ڬ心智——⎠╡的喜悦、
◶情的迸发、⡧情的成功是这一进化历程的幸运产⢟。

本书ࡓ⡾赢得了广⌑的关⌞，也引发了一些不┗的情绪。情绪的
强度也许㜳反映出这一主从的重㾷性。人类䶘ሯ与㠠身ᇼ切相关的亼
ต时，ղ乎ᰖ⌋ڐ出客观⨼智的评论。早在书籍出⡾之ࢃ，就有读㘻
告诉我这本书ᡶ包含的ؗ息ྸ果㻡广㙂告之Ր带来一ᇐ的负䶘影响，
因此其出⡾应当㻡叫ڒ。有些人ᤈ绝相ؗڬ策⮛存在性ࡡ差异，因
为很ཐ年来社Ր科ᆜ⮂的主⍷思ᜩ宣称⭭性和ྩ性的性心⨼在本质上
是一致的。另ཌ一些人㲳❬承认䛙些令人⭕⮅的科ᆜ发现，ռᤈ绝承
认性ࡡ差异ᤛ有进化的根Ⓠ。令人欣ឦ的是，ሯ本书的评已经ཝ䜞
分——当❬不是ޞ䜞——平息了。ڬ研究已经成为主⍷并为ޞ世⮂
ᡶ知晓——本书ࡓ⡾已有10种语言的译本。

本书初版解释了人类择偶的部分谜题，也指出了一些知识的空
白，特别是那些关于女性性行为复杂性的谜题。书出版以后，一些研
究已经填补了部分空白。新的版本也涉及了一些择偶方面的长期难
题。为什么会存在同性恋？男性和女性能够“只做朋友”吗？采取短
期择偶策略的人如何避免长期承诺？女性进化出了反强奸的防御机制
吗？男性和女性在解读对方的心智时，是否存在一些无药可救的偏



误？这些话题在初版中有一些简要的讨论，并在2003年版新加入的两
章中得到了深入的探讨。现在这个最新版则将这些资料整合在了一
起，并系统地将过去22年的理论和研究进行了完备的修订和更新。

，⛯这一ࡦ的真⨼，尽管我已经ᝅ识话说⋗有放之四⎭㙂皆؍
ռ我ד❬相ؗ人类ڬ策⮛透进了每个人的㺂为之中。在我眼中，
ᆹ们ᰖ༺不在。ᆹ们ງ造了ྩ性之䰪的地位等级，也助䮵了⭭性的性
㜂叛。ᆹ们在⭕命的早期推迟了⭭性的䶈春期，同时在另一端ሲ致他
们过早死亡——䜳是䞃ڬ竞争的产⢟。ᆹ们以⡧之名ሼ人ᤛޛ怀中，
又⭞ჿ࿈的怒⚡和残忍的㜂叛ሼ恋人分离。ᰖ论ᆹ们的ཌ㺞是光辉䰠
㘶还是令人不ᆿ，人类的ڬ心⨼䜳根㪸固于社Ր㺂为的结构之
中。



第一章 择偶行为的起源

我们是㺂走的档案库，ؓ存着来㠠祖先的智ឝ。

——⎭՜ၒ·ށ㖍ᆷ（Helena Cronin）

《蚂蚁和ᆊ䳶》（The Ant and the Peacock）

人类择偶行为给予我们快乐和消遣，并提供谈资。它引发了如此
之多的讨论、如此之多的法律，以及遍及所有文化的复杂仪式，这在
人类活动领域中是少有的。人类择偶的基本原则似乎难以理解。女人
们、男人们有时发现，他们选择的配偶让自己不快乐，或使他们在心
理和生理上饱受折磨，或使他们在沉默的绝望中共度一生。吸引一位
新配偶的努力经常适得其反。配偶之间冲突连连，责备和失望每每加
剧。尽管怀有最美好的初衷，发下终生相爱的誓言，仍有一半的婚姻
以破裂告终。

痛苦、背叛和失去，与通常对于爱情所抱有的浪漫观念形成强烈
的对比。我们带着对真爱的信仰长大，梦想找到自己的“唯一”，我
们以为只要愿意，就能缔结美满婚姻，从此幸福地生活。然而，现实
很少符合我们的信仰。只要粗略地扫一眼离婚率、比例达30%到50%的
婚外恋、被嫉妒怒火破坏掉的大量关系，我们的幻想就破碎了。

不和与分裂，被视为失败的配偶关系的典型标志。它们被视为自
然的婚姻生活状态的扭曲和反常。在旁人看来，它们显示了个人的无
能、幼稚、神经过敏、意志薄弱，或仅仅是选择配偶时缺乏判断。然
而，这种观点完全错了。择偶的冲突是常态而绝非意外。从一位男子
在求偶时因遭到拒绝而愤怒，到一位妻子因丈夫不愿倾听或不能养家
而深感挫败，都属于择偶冲突的范围。这种模式如此普遍，以至于我



们无法对其进行简单解释。一些更深层的、有关人类天性的因素涉及
其中——这些因素我们还未能完全理解。

由于爱情在人类生活中占据着中心地位，择偶的问题显得更为复
杂。拥有爱情时，我们被爱的感觉催眠；没有爱情时，我们被爱的幻
想占据。爱情的快乐与苦闷充斥于诗歌、音乐、文学、肥皂剧和爱情
小说，超过了其他任何主题。与通常的观念相反，社会科学中的爱情
并不是西方有闲阶级最近的发明。在所有文化中，人们都经历爱情，

为它谱写篇章。1这种情况的普遍性使我们相信，爱情与它的核心部分
——承诺、将爱人理想化、深刻的共情和压倒一切的激情，是人类经

验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任何人概莫能外。2

不理解人类择偶的真相和矛盾本质，无论从科学还是从社会的意
义上来讲，都会使我们付出高昂的代价。从科学的角度讲，知识的匮
乏使我们解答不了生命中最令人困惑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人们耗费生
命中许多年来寻求爱情，并为了稳定的关系而奋斗。从社会的角度
讲，我们的无知使我们挫败和无助，无论是网络约会的丛林、大学校
园的联谊，还是在工作场所和家庭生活中，我们会被过分的求偶行为
所伤。

在人类对深刻爱情的追求与弥漫于两性关系的冲突之间，我们要
进行调和。我们要使梦想与现实一致。为了理解这些令人困惑的冲
突，我们必须回望演化的历程——它开凿了我们的心智，同样刻画了
我们的身体；在彼时我们的择偶策略如同我们的生存策略一样至关重
要。

╊ौⲺ根Ⓠ

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查尔斯·达尔文为择偶神话提供了一个革命

性的解释：性选择理论。3因为有些动物发展出一些似乎对其生存有所
阻碍的特征，这令他感到困惑并激发了他的研究兴趣。精致的羽毛、
巨型的鹿角，以及许多物种展示出的其他显著特征，从生存的角度看
似乎是成本高昂的。雄孔雀似乎是所有捕食者梦想的猎物，它不仅包
含富有营养的肉质，还附带着又长又灿烂的尾羽。这些尾羽不仅妨碍
雄孔雀从捕食者面前逃走，还构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目标。达尔文的
回答是，雄孔雀的炫耀之所以得以进化，是因为它在竞争合意的配偶



时提供了优势，使它得以成功繁衍。进化出具有遗传收益而非生存收
益的特征，就是性选择。

根据达尔文的理论，性选择具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同性成员
的互相竞争，它们之间争斗的结果是胜利者获得对异性的更多的性接
触。两只成年雄鹿双角交叉进行搏斗，是同性竞争的典型画面。更加
强壮的体格、更多的智慧或者更强的吸引同盟的能力——这些有利于
战斗胜利的特征得以进化，因为胜利者更有可能完成交配从而将这些
基因传递下去。

另一种形式的性选择是，某种性别的成员偏好具有特殊品质的配
偶。异性成员的这些品质得以进化，因为拥有这些品质的动物更有可
能被选为配偶，携带这些品质的基因也因此而得到延续。缺少这些合
意品质的动物被排除出择偶市场，它们的基因也消亡了。因为雌孔雀
偏好羽毛光彩熠熠的雄孔雀，羽毛黯淡的雄性就被淘汰在进化的尘埃
之中。今天看到的雄孔雀拥有光彩照人的羽毛，正是进化历程中雌孔
雀偏好与多彩耀眼的雄性交配的结果。

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通过识别进化中变化可能发生的两个关键
过程来解释择偶行为：挑选配偶和竞争配偶。但是这个理论在一个多
世纪的历程中，受到男性科学家的激烈反对，部分是因为对配偶的主
动选择似乎赋予了女性过多的权力，而女性原本一向被视为择偶过程
中的被动者。性选择理论也遭到主流社会科学家的反对，因为它似乎
把人类天性描述为只是依赖本能行为，从而贬低了人类的独特性和灵
活性。人们原本假定，文化、觉醒和自由意志已经将我们从进化压力
下解放出来了。将性选择理论应用于人类，突破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
80年代，由我的同事和我在心理学及人类学领域推动了关于这一问题

的理论进展。4我们尝试去识别作为进化产物的深层心理机制——这种
机制能同时解释人类行为的异常灵活性，以及男性和女性采取的主动
择偶策略。这门新学科叫作进化心理学。

当我开始涉足这个领域时，人们对人类择偶行为的真相还所知甚
少。在对人类择偶行为的研究中，科学证据的缺乏令人沮丧，实际
上，还没有证据能够有力支持宏大的进化理论。没有人知道，某些择
偶欲望是不是普遍存在的，特定的性别差异是不是所有文化中所有人
群的共同特征，文化的影响是否强大到足以凌驾于可能存在的进化偏



好之上。因此，我偏离主流心理学的传统路径，探讨人类择偶行为的
哪些特征服从进化原则。首先，我只想用进化论证明一些最明显的择
偶偏好的性别差异，例如：男性是否渴望年轻并富有身体魅力的配
偶？女性是否渴望拥有地位和经济保障的配偶？在这一步考察接近尾
声之时，我进行了访谈和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是美国的186名已婚成年
人和100名未婚大学生。

下一步是证明此项研究所揭示的心理现象，是不是我们这个物种
的根本特征。如果择偶欲望和人类心理的其他特征是进化历程的产
物，它们应该普遍存在，而不仅仅只限于美国。所以，我发起了一项
国际性研究，从一些欧洲国家开始，包括德国和荷兰，探索在其他文
化中人们是如何挑选配偶的。然而，很快我就意识到，由于欧洲文化
与美国文化具有许多共性，它们并不能为进化心理学原则提供最严格
的检验。在五年时间里，我将这项研究扩展到六个大陆和五个岛屿，
囊括从澳大利亚到赞比亚的37种文化的50个合作伙伴。当地人采用母
语开展了对于择偶欲望的问卷调查。我们的样本包括大城市，比如巴
西的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中国的上海、印度的班加罗尔和阿默达巴
德、以色列（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特拉维夫，以及伊朗的德黑
兰。我们也研究了乡村人口，包括古吉拉特邦的印度人和南非的祖鲁
人。我们的样本覆盖了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口和缺乏教育的人口，囊括
了从14岁到70岁各个年龄阶段的调查对象，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
主义等各种政治经济体制的地区。所有的主要种族群体、宗教群体和
民族群体都有代表。我们在世界范围总共调查了10 047人。

作为有史以来对人类择偶欲望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考察，这项研究
仅仅只是一个开始。研究结果涉及人类择偶的方方面面，从约会到婚
姻、婚外恋和离婚。它们也与当前的主流社会话题相关，比如性骚
扰、家庭暴力、色情文学和父权制（patriarchy）。为了考察尽可能
多的择偶领域，我的实验室紧接着又开展了超过100项新的科学研究，
研究对象包括成千上万人，如单身酒吧和大学校园里寻求配偶的男性
和女性、处于不同承诺阶段的约会情侣、在婚姻头五年的新婚夫妇和
最终离婚的夫妇。

所有这些研究的发现，在我的同事间引起了困惑和争论，因为它
们在很多方面与传统观念相矛盾。它们推动了一个看待男性与女性性
心理的标准观念的激烈变革。我写这本书的一个目标是从这些多种多



样的发现之中，构建一个关于人类择偶的统一理论，不是基于浪漫的
观念或过时的科学理论，而是基于最近的科学证据。我的很多关于人
类择偶的发现显得并不美好。例如，在追求性伴侣的无情竞争中，男
性和女性诋毁他们的竞争对手，欺骗异性，甚至背叛他们自己的配
偶。这些发现困扰着我；我宁愿人类择偶的这些竞争的、冲突的和操
纵他人的方面并不存在。但一个科学家不能只凭愿望而排除令人不快
的发现。最终，我们必须面对人类择偶的这些令人烦扰的方面，才能
指望它的残酷后果可能得到改善。

性ㆌ⮛

策略是达到目标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或手段。把人类择偶、浪漫、
性和爱情看作本质上是策略性的，也许会显得很古怪。但是，人类如
同其他两性繁殖的物种一样，从来不会随机挑选配偶，我们也不会不
加区别地吸引配偶。我们不会出于无聊来诋毁我们的竞争者。我们的
择偶是策略性的，而我们的策略是为了解决问题以获得择偶成功而设
计的。要理解人类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对性策略（sexual
strategies）进行分析。

适应（adaptations）是进化出来解决生存和繁殖问题的办法。在
几百万年的演化中，自然选择为我们制造出饥饿的机制，来解决为有
机体提供营养的问题；制造出对脂肪和糖类敏感的味蕾，来解决把什
么放进我们的口中（坚果和浆果，而不是泥土或沙砾）的问题；制造
出出汗和发抖的机制，来解决极热和极冷的问题；制造出情绪，比如
恐惧和愤怒，来激发逃走或搏斗的行为，以应对捕食者或好斗的竞争
者；制造出复杂的免疫系统，来对抗疾病和寄生物。这些适应机制是
人类应对大自然制造的生存问题的解决办法——它们是我们的生存策
略。

相应地，性策略也是应对择偶问题的适应机制和解决方法。在演
化的历程中，那些未能成功获得配偶的人不会成为我们的祖先。我们
都是从一条漫长的、未经破坏的祖先繁殖之链延续下来的，他们都在
竞争合意的配偶时技压群雄，吸引到在繁殖方面有价值的配偶，留住
配偶直到诞下了后代，挡开了虎视眈眈的竞争对手，并且解决了可能
阻碍繁殖成功的问题。我们携带着这些成功祖先的性基因。



每一种性策略都应对一个特定的适应问题，比如，识别一个合意
的配偶或在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以达到吸引配偶的目的。每一种性策
略背后都暗含着心理机制，比如对一位特定配偶的偏好、爱与情感、
性欲望或疯狂的性嫉妒。每种心理机制都对外界的信息或线索非常敏
感，比如身体特征、性兴趣的暗示，或不忠（infidelity）的潜在线
索。我们的心理适应机制对于我们自身的信息也非常敏感，比如我们
自身作为配偶的价值，我们吸引某个合意或受赞许（desirability）
配偶的能力。这本书的目标是剥开择偶过程中男性和女性所面对的适
应问题的表层，揭示他们进化出来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复杂的性策略。

尽管性ㆌ⮛这个术语对于考察择偶问题的解决方法来说，是一个
有用的隐喻，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却意味着有意识的意图，这具有误导
性。性策略并不需要有意识的计划或知觉。我们的汗腺是达到调节体
温这个目标的“策略”，但我们不会有意识地流汗，也不会察觉我们
身体想要达到的目标体温。的确，正如钢琴演奏者突然意识到她的双
手的存在可能会妨碍其演奏，人类的大多数性策略也在表演者没有察
觉之时就顺利实施了。

挑选配偶

无论何时，人们都不会对所有的潜在配偶产生同等的欲望。人们
总是只偏好某些潜在配偶，而规避其他可能的选择。我们的性欲望与
其他欲望以相同的方式进化而来。想一想摄食这个生存问题。人类面
对着一长串可能的食用清单——有浆果、水果、坚果和鱼，也有泥
土、沙砾、有毒的植物、树枝和粪便。如果我们没有任何口味偏好，
而是随机地摄取从环境中获得的物质，一些人出于偶然，吃到成熟的
水果、新鲜的坚果和其他能提供热量和营养的物质，其他人，也是出
于偶然，吃了腐臭的肉、腐烂的水果和有毒物质，那么，稍微偏好有
营养物质一点的早期人类，比他们的同辈有更大的概率存活下来，并
且将他们的食物偏好遗传给后代。

我们现在的食物偏好证实了这个演化过程。我们对富含脂肪、
糖、蛋白质和盐的物质表现出强烈的喜好，而厌恶苦的、酸的、致病

的和有毒的物质。5这些食物偏好解决了生存的基本问题。我们今天有
这些偏好，恰恰是因为它们曾经解决了我们祖先的关键的适应问题。



我们对配偶的偏好服务于类似的适应目的，但其功能不单纯是作
用于生存。想象一下很久以前我们祖先的生活——努力用火保暖，打
到猎物以养活家人，采集坚果、浆果和药草，躲避寄生虫、危险的动
物和人类敌人。如果我们挑选了一个未能提供承诺资源、有外遇、懒
惰、缺乏狩猎技巧或经常虐待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生存机会将微乎其
微，繁殖会充满风险。对比之下，一个能提供充足的资源，保护我们
和我们的孩子，对家庭付出时间、精力和努力的配偶，对于我们家庭
的帮助将是巨大的。由于我们那些明智地选择配偶的祖先收获了强有
力的生存和繁殖优势，对于配偶的明确的欲望得以进化出来。作为那
些祖先的后代，我们携带着他们的欲望直到今天。

许多其他的物种也进化出了对配偶的偏好。非洲村落里的织巢鸟

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6当雄性织巢鸟发现一只雌性正在附近时，它
会把自己倒挂起来，并且兴奋地拍着翅膀，来展示它刚建好的巢。雌
鸟在一旁观察。如果雄鸟通过了雌鸟的初步视觉审查，雌鸟就会飞到
鸟巢跟前，钻进去检查鸟巢的材料，这里戳戳、那里拽拽，大概持续
10分钟之久。在它检查鸟巢时，雄鸟会在一旁为它唱歌。在这个过程
中，雌鸟一旦认为这个巢达不到它的标准，就会马上离开，接着去考
察其他雄鸟的巢。如果一只雄鸟的巢连续遭到好几只雌鸟的拒绝，它
通常会把巢毁掉重新再建。挑选能建造上好鸟巢的雄性这一偏好，为
雌性织巢鸟解决了保护以及喂养未来雏鸟的问题。相对于那些对巢的
质量没有偏好、与恰好遇到的任何雄性配对的雌性织巢鸟来说，有偏
好的雌鸟具备更大的繁殖优势，它们的偏好就在进化过程中被继承下
来。

女性就像织巢鸟，偏好能够提供合意的“巢”的男性。想一想女
性在演化历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选择一个愿意承诺长期关系的
男性。在演化的过去，一个女性如果选择与一个轻浮的、冲动的、喜
欢拈花惹草的或不能维持长期关系的男性配对，会发现她要独自承担
抚养孩子的辛劳，得不到资源、帮助和保护，而另一个男性原本可能
会提供这些好处。如果一个女性偏好可靠的、愿意对她负责的男性，
则她的后代更有可能存活并茁壮成长。通过成千上万代的选择，女性
进化出对有意愿、有能力承诺的男性的偏好，就像织巢鸟进化出对拥
有像样的巢的配偶的偏好一样。这个偏好解决了关键的繁殖问题，正
如食物偏好解决了关键的生存问题一样。



人们并不总是渴望长期择偶所需要的承诺。男性和女性有时会不
顾一切地采取短期的性策略——一次短暂的放纵，一场一夜情，一次
周末的私通，或者一次偶然的外遇。在这种时候，他们的偏好发生了
改变，有时候这种改变是戏剧性的。人类择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决
定，是他们要寻求一个短期配偶还是一个长期伴侣，对于短期配偶他
们只投入很少，而对于长期伴侣则投入很多。性策略的选用暗示了这
样的决定。这本书呈现了男性和女性表现出来的对配偶特定特征的普
遍偏好，揭示出每种性别的不同欲望背后的进化逻辑，探究了人们的
目标由一段随意的性关系（casual sex）转向一段长期承诺关系
（committed relationship）时发生的变化。

੮引配偶

人们对于拥有合意特征的高价值配偶需求旺盛。然而，仅仅欣赏
这些配偶的特征，并不足以成功择偶，就像发现了陡峭峡谷中的成熟
浆果灌木丛，并不意味着就能吃到它。择偶的下一步是成功地在竞争
中获得一个合意的配偶。

加利福尼亚海岸的雄性海象在择偶季节的正面交锋中，用它们锋

利的长牙打败竞争对手。7它们的搏斗和吼叫经常持续几天几夜。失败
者伤痕累累地躺在沙滩上，它们是这场残酷竞争的牺牲品。但是胜利
者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它必须在它的领地四周巡视，领地中容纳了一
打以上的雌性。雄性统治者在繁殖期必须守住它的地盘，把离群的雌
性赶回领地，驱逐企图暗中交配的雄性“窃偶者”。

经过许多代，雄性海象中更强壮、体型更大、更凶猛以及更狡猾
的那一部分成功地获得了配偶。体型较大、较为好斗的雄性控制了对
雌性的性接触，因此能够向它们的儿子传递决定这些品质的基因。今

天的雄性海象大约重4 000磅[1]，是雌性重量的4倍，在人类观察者看
来，交配过程中，雌性看上去有被压碎的危险。

雌性海象偏好与胜利者配对，并将决定这种偏好的基因传递给它
们的女儿。雌性通过选择体型更大、更强壮的胜利者，也将决定体型
和搏斗能力的基因传递给它们的儿子。较小的、较弱的、较胆怯的雄
性根本找不到配偶。它们走到了演化的尽头。由于5%的雄性垄断了85%
的雌性，选择压力直到今天仍然很严酷。



雄性海象必须进行搏斗，不仅是为了打败其他雄性，也是为了被
雌性选中。当较小的雄性试图与一个雌性交配时，这个雌性会大声发
出吼叫。听到警报的雄性统治者会跑过来，对着潜入者威胁性地昂起
头，并露出结实的胸膛。这个姿势经常足以吓跑较小的雄性。雌性的
偏好是引起雄性之间竞争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雌性不介意与较小
的、较弱的雄性配对，那么它们就不会向雄性统治者报警，关于体型
和力量的选择压力也不会这么严酷。简而言之，雌性的偏好决定了雄
性竞争的许多基本规则。

人类的大部分择偶行为与海象不同。例如，5%的雄性海象完成了
85%的交配，而超过90%的男性人类能在他们生命的某个时刻找到配

偶。8雄性海象奋力地争取垄断其领地上的雌性，但胜利只能维持一到
两个季节，而人类的结合能够持续几年甚至几十年。然而，男性人类
和雄性海象有一个关键的共同特征：他们都必须通过竞争来吸引女性
或雌性。不能吸引女性或雌性的男性或雄性在配偶选择中会有被排除
出局的危险。

在动物世界中，雄性争夺配偶的竞争普遍比雌性的更为激烈，而
且在竞争的很多方面，雄性确实更招摇、更刺眼。但是，很多物种的
雌性之间也存在严酷的竞争。举个例子，雌性赤猴和雌性狮尾狒狒会
骚扰正在交配的一对，以干扰竞争对手的成功配对。雌性野生恒河猴
采用攻击来打断其他雌性和雄性的性接触，并且偶尔会赢得雄性与它
自己交配的机会。而在热带草原狒狒中间，雌性的配偶竞争不仅用于

获得性接触，也用于发展长期的社会关系，从中获得身体保护。9

在人类择偶体系中，女性之间的竞争，尽管一般不如男性之间的
竞争那么张扬和激烈，但也处处可见。作家门肯指出：“当女性互相
亲吻问候时，总会让人想起职业拳击赛选手之间的握手。”本书介绍
了每种性别的成员如何互相竞争以接触异性。他们的竞争策略经常为
异性的偏好所左右。那些不具有异性渴望的品质的人会在择偶之舞中
面临着始终处于局外的风险。

⮏住配偶

留住配偶是另一个重要的适应问题。也许配偶对于你的竞争对手
来说仍然是合意的，对手可能窃取配偶，从而使你在吸引、求爱和对



配偶的承诺中所投注的所有努力化为乌有。此外，如果配偶的一方未
能满足另一方的核心需求，或者仅仅由于某个更新鲜、更夺目或更美
丽的第三者出现，配偶的一方可能会变心。一旦获得配偶，必须要能
够将其留住。

我们来看一下“Plecia nearctica”的例子，这是一种被称为爱
虫（lovebug）的昆虫。雄性爱虫在清早就密密地聚集成群，在离地一

到两英尺[2]的空中盘旋，等待机会与雌性配对。10雌性爱虫既不聚集
也不盘旋。早上，它们出现在植物上，进入雄性的密群。有时，雌性
还来不及逃跑，就被雄性逮住。雄性经常要与其他同性成员搏斗。在
一个雌性周围，大概会围着十来个雄性。

胜利的雄性会带着它的配偶离开这个密群，悄悄地到地面上去交
配。也许是因为其他雄性仍然试图与它的配偶配对，这位雄性保持着
交配的姿势长达整整三天——因此获得“爱虫”这个绰号。延长交配
过程本身就是守卫配偶的一种方式。通过始终与雌性连接在一起，直
到它准备好要产卵，雄性爱虫防止了其他雄性对卵授精。在繁殖期
间，如果未能解决留住配偶的问题，它与其他雄性竞争和吸引雌性的
能力再强也等于零。

不同的物种用不同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人类不会成天保持性交
姿势，但每个寻求长期关系的人都面临着留住配偶的问题。在我们的
演化历史中，男性如果不在乎配偶的性背叛，将危及他的父权。他们
可能会冒这样的风险：把时间、精力和努力投入一个不是他们自己的
孩子身上。与之相反，对于女性祖先来说，如果配偶有了外遇，她们
并没有丧失母权的风险，因为母权总是百分之百确定的。但如果一个
女性的丈夫喜欢拈花惹草，她将失去他的资源、承诺以及他对她和孩
子的投资。一个对抗不忠行为的心理策略由此进化出来，这就是嫉
妒。人类祖先在看到配偶潜在的背叛时会被激怒，并采取行为来防止
它，这样的人相对于不嫉妒的人来说具有适应的优势。那些未能防止

配偶背叛行为的人，繁殖成功率也低一些。11

嫉妒的情绪激发出各种行为，来回应威胁关系的事件。例如，性
嫉妒可能会引发两种截然不同的战术——保持警惕或诉诸暴力。如果
选择保持警惕，一个嫉妒的男人可能会在妻子外出时跟踪她，或者突
然打电话给她，看她是否在她要去的地方。他还会在聚会上盯住她，



或阅读她的邮件。如果诉诸暴力，一个男人在发现有人与自己的爱人
调情时，会威胁这个竞争对手，用拳头揍他，叫朋友把他打一顿，或
向他的窗户扔砖头。警惕和暴力这两种留住配偶的战术，是嫉妒这种
心理适应机制的不同表现。它们代表了解决配偶背叛问题的两种可选
方式。

嫉妒不是一种僵化的、一成不变的本能，驱动机器人般机械呆板
的行为。它对于情境和环境高度敏感，包括对手是否强大、伴侣双方
配偶价值的差异，以及可供备选的配偶数量。嫉妒策略还包括许多行
为选项，使人类能够针对不同的情形，灵活地做出反应。本书讲述了
嫉妒会引发哪些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在何种情境下产生。

更换配偶

并非所有的配偶都能留住，而且也不必如此。有时候，一些原因
迫使你要摆脱一个配偶。比如，当配偶停止提供经济支持、拒绝发生
性关系，或开始施行身体或心理虐待时。那些始终与配偶相守，无论
是否面对经济困难、性背叛和虐待的人，因为他们的忠诚而赢得我们
的钦佩。但是，与一个恶劣的配偶相守，不会帮助远古人类存活下
来，成功繁衍。我们是那些知道何时应当止损的祖先的后代。

在动物世界中存在摆脱配偶的先例。比如，斑尾林鸽从一个繁殖
季节到下一个繁殖季节一般遵循一夫一妻制，但它们在有些条件下会
分开。这种鸽子在每个繁殖季节的离婚率达25%，它们分开的主要原因

是不育。12当一只斑尾林鸽未能与一位伴侣在这个繁殖季节生下幼雏
时，其中的一方会离开这位伴侣，而去寻找另一位。失去一位无法生
育的配偶，比维持一种不育的结合，更能使斑尾林鸽达成繁殖的目
标。

正如我们进化出挑选、吸引和维持一个好配偶的性策略，我们也
进化出抛弃坏配偶的策略。人类的离婚普遍地发生在所有已知的文化

中。13我们的分离或“驱逐配偶”（mate ejection）策略包含各种心
理机制。我们评估一个配偶带来的成本是否超过其所能提供的收益。
我们细细审察其他的潜在伴侣，评价他们是否能比现有配偶提供更多
东西。我们估量着成功吸引更合意伴侣的可能性。我们计算着结束这



段关系可能对我们自身、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亲属造成的潜在损害。
最终，我们结合所有这些信息来决定是去还是留。

一旦一个配偶决定离开，另一套心理适应机制就会被激活。这样
的决定关乎与这对夫妇利益紧密相连的两个家族的扩展亲属，具有复
杂的后果，因此分手既不简单也不轻松。他/她必须权衡这些复杂的社
会关系，同时也要给分手一个正当的理由。人类可供选择的手段名目
繁多，小到仅仅是卷起铺盖走人，大到暴露不忠来制造一道裂痕。要
离开一位爱人，至少有50种方法。

分手解决了不良配偶的问题，但它导致了新的问题——更换配
偶。就像大多数哺乳动物，人类一般不会与一个配偶走完整个一生。
人类往往会重新进入择偶市场，重复一遍挑选、吸引和留住配偶的过
程。但是，在分手之后重新开始，本身也会带来一系列独特的问题。
人们重新进入择偶市场时，处于不同的年龄，带着不同的资产和负
债。上升的地位和资源也许会帮助一个人吸引从前无法奢求的配偶。
或者，年龄增长、前一个配偶留下的孩子，或前一段关系留下的心理
负担也许会降低一个人吸引新配偶的能力。

可以预见，男性和女性在离婚后重入择偶市场时，经历了不同的
变化。如果有了孩子，女性经常承担抚养孩子的首要责任，尽管随着
部分男性加入抚养孩子的行列，这个现象可能发生变化。因为之前的
结合生下的孩子在择偶中经常被视为成本而不是收益，相对于男性，
女性吸引到合意配偶的能力会受到损害。因此，与男性相比，离婚后
再婚的女性较少，而且两性之间的这个差异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扩
大。本书记录了人类在一生之中变化的择偶模式，识别了影响男性和
女性再次择偶可能性的条件。

两性之间Ⲻ冲シ

一种性别成员用来挑选、吸引、留住或更换配偶的性策略，经常
不幸地与另一性别成员的相应策略形成冲突。雌性蝎蛉拒绝与一位雄
性交配，直到它带给它一份丰盛的礼物，这份礼物一般是一只送给它

吃的死昆虫。14当雌性吃着这份礼物时，雄性马上与它交配。在交配
过程中，雄性始终松松地抓着这份礼物，仿佛是防备雌性在交配结束
之前带着它逃走（有时是一种雌性获利的性策略）。雄性要持续交配



20分钟，才能把它所有的精子排入雌性体内。雄性蝎蛉进化出了一种
能力，能够挑选出让雌性恰好花20分钟吃完的结婚礼物。如果这份礼
物太小，在交配完成前就吃完了，雌性会在雄性排出所有精子之前摆
脱它。如果这份礼物太大，需要雌性花超过20分钟才能吃完，那么雄
性在完成交配以后，会与雌性争夺剩下的礼物。导致雄性和雌性蝎蛉
之间产生冲突的问题在于，雄性带的礼物太小时是否能完成交配，或
者当礼物大得超过需要时谁应享受剩下的食物。

男性和女性也会在资源和性接触的问题上发生冲撞。在人类择偶
的进化心理学中，一种性别采用的性策略会与另一种性别采用的性策
略发生抵触，这个现象叫作ㆌ⮛冲シ（strategic interference）。
比如，男性和女性在寻求短期性关系的倾向上，就有所不同。认识某
个人多久、对其了解多深才同意与其发生性关系，男性和女性一般是
不同的。尽管存在一些例外和个体的差异，但男性发生性关系的门槛

一般更低一些。15例如，男性经常表达与一位有魅力的陌生人发生性
关系的欲望和意愿，而女性几乎异口同声地拒绝与萍水相逢的陌生人
发生性关系，对于潜在的配偶也要有一定了解之后才愿意发生性关
系。

在不同的性策略之间有一个基本的冲突：男性在满足他们的短期
性愿望之时，不可避免地与女性的长期目标互相妨碍。坚持迅速发生
性关系妨碍了延长求爱的要求。这种妨碍是相互的，因为推迟性关系
也阻碍了对方寻求短期性关系的目标。无论何时，当一种性别采用的
策略妨碍了另一种性别的策略时，冲突随即发生。

冲突不会随着婚姻的誓言而结束。已婚的女性抱怨她们的丈夫态
度傲慢、压抑情感和不可信赖。已婚的男性抱怨他们的妻子情绪多
变、过分依赖和性抑制（sexually withholding）。两性都抱怨不
忠，小到轻微的调情，大到严重的外遇。在我们演化而来的择偶策略
的情境中，所有这些冲突都是可以理解的。

尽管两性之间的冲突是普遍性的，却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有一些
情形能够将冲突减至最小，为两性带来和谐。关于演化的性策略的知
识赋予我们巨大的力量，通过选择行动和情境来改善我们的生活。这
些行动和情境激活某些策略，抑制另外一些策略。的确，理解了性策
略，包括理解触发它们的线索，便朝着减少男性和女性的冲突迈进了



一步。本书探究了两性冲突的本质，提供了一些促进两性和谐的解决
办法。

性ੇ

“异性恋取向是一种典范式的心理适应。”迈克尔·贝利
（Michael Bailey）——一位享有世界声望的研究性取向的科学家

——这样写道。16他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由。在有性生殖的物种中，
雌性和雄性为了成功繁殖，必须要彼此交配。所有降低成功繁殖可能
性的取向，都会被无情地剔除。尽管这种评价存在着争议，但大部分
科学家认同这一发现——大约96%到97%的男性和98%到99%的女性的首
要性取向是异性恋。

少数有同性恋倾向或纯粹是同性恋的男女的存在，提出了一个真
正的进化难题。在我进行的有关人类性策略的几百次公开演讲
中，“那同性恋呢？”这个问题是至今提问频率最高的。它是人类择

偶的谜题，也是进化理论的经验主义谜题。17两个已知事实让这个谜
题变得更加有趣。第一，很多双生子研究显示，性取向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遗传，这表明同性恋是有部分遗传基础的。18第二，很多其他研

究毫无疑问地表明，男同性恋者的繁殖率绝对低于男异性恋者。19这
种部分取决于遗传因素的性取向，是如何对抗持续不断的自然选择的
打压而存活至今的呢？

我们会在这本书以后的章节探讨这些问题，并提供一些科学发现
来讨论关于性取向与配偶偏好之间的联系。在这里，我们不妨先提到
一些关键的概念。首先，关于“性取向”这个说法至少有三种不同的
理解。一种是首要性ੇ（primary sexual orientation），指的是
某个人在性方面被男性或女性吸引，或是被同时吸引（双性恋的），
或是二者都不吸引（无性的）。另一种是性别认ੂ（gender
identity），即某个人主观上感觉自己是男性或女性，或者二者都
是，或者二者都不是。第三种是性行为（sexual behavior），指的是
某个人与哪种性别的对象发生性关系。其中的区别非常关键，因为我
们在人类个体中观察到多种情况的排列组合。例如，有些人可能主要
被一种性别所吸引，但是出于好奇心（性实验）或是社会环境约束
（缺少或接触不到符合自己首要性取向的性伴侣），也会与另一种性
别发生性行为。



另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的本质和发展轨迹都有
很大的差异。男性的性取向一般在生命早期就显现，而且很少随着时
间发生剧烈变化，而女性的性取向在一生当中远比男性更灵活多变。
例如，男性性取向的分布会呈现两个峰值——大部分男性是完全的异
性恋或者完全的同性恋，中间只会分布相对较少的双性恋。而女性的
性取向则相反，从完全异性恋到一系列不同程度的双性恋再到只偏好
同性伴侣，变化更连续和平缓。

还有一个差异是女性似乎更容易更换性取向，这也证明了她们的
性取向更具可变性。有趣的是，在女子大学发现了“LUG现
象”——“毕业之前做女同性恋”（Lesbian Until Graduation）。
演员安妮·海切和女喜剧演员艾伦·德詹尼丝维持了几年时间的同性
恋关系。在她们分手后，海切嫁给了一个男人，并与他有了一个孩
子。同样，很多女性年轻时结婚生子，然后到中年时转变为同性恋。
尽管有些男性会为了符合社会规范而和他们没有“性趣”的人结婚，
并在之后才“出柜”，但他们的首要性取向很可能在生命早期就确定
下来，并且之后也没有真正发生转变。

一旦我们认识到性取向不是单一的，并且在性吸引、性别认同和
性行为之间存在重大的差别，我们对人类性的差异的科学理解就可能
会加速。我们也要认识到没有一种单一的理论可以解释人类性的多样
性，包括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变性人和无性人，更
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解释那些具有不同性取向的个体之间的深刻的差
异。我们会在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更详细地探讨性取向的起源和
本质，并且特别聚焦在配偶偏好、性动机和择偶策略的选择上。

文ौૂ情ູ

尽管祖先的选择压力造就了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的择偶策略，但我
们如今所处的环境在一些重要方面已不同于历史环境。我们的祖先通
过采集获得蔬菜，通过狩猎获得肉类，而现代人从超市和餐馆获得食
物。现代的城里人在互联网的约会网站和酒吧里展开他们的择偶策
略，而不是在热带草原上。尽管如此，同样的性策略今天仍带着不可
遏制的力量在发挥作用。我们进化出来的择偶心理在现代环境中仍然
起作用，因为这是我们这些凡人唯一拥有的择偶心理。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看速食连锁店里消耗的大量食
物。我们没有进化出任何关于汉堡或比萨的基因，但在那里吃的食物

暴露了我们身上携带的祖先的生存策略。20以汉堡、奶昔、炸薯条和
比萨的形式，我们大量地消耗脂肪、糖、蛋白质和盐。速食连锁店之
所以广受欢迎，恰恰因为它们集中地大量供应这些营养元素。它们暴
露了在过去的稀缺环境中进化出来的食物偏好。然而，今天我们过度
地消耗着这些元素，因为在进化过程中我们未曾预料它们会如此丰
裕。因而，古老的生存策略损害了我们的健康。我们陷入在不同的环
境中进化而来的口味偏好中，因为进化在时间刻度上进行得太慢，以
至于不能跟上过去几百年发生的巨大变化。尽管我们在时间上不能倒
退，不能直接观察祖先的环境是什么，但我们现在的口味偏好，正如
我们对蛇的恐惧和对孩子的喜爱，提供了一扇观看这些环境可能是什
么的窗户。我们身上携带着一套为远古世界量身定做的装备。

我们进化出的择偶策略，正如我们的生存策略，在这么多方面也
许不再适应现在的生存和繁殖。例如，艾滋病（AIDS）的出现，使得
随意的性关系对于生存来说比在远古环境下要危险得多。在互联网上
有机会接触成千上万个潜在的择偶对象，有时让我们很难抉择谁
是“唯一”。只有通过理解我们进化出的性策略，理解它们从哪里
来、为了应对什么样的环境而设计，我们才有希望解决新环境带来的
择偶问题。

人类拥有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超越许多其他物种的优势，就是我
们的择偶策略的语库（repertoire）非常庞大，而且对情境高度敏
感。比如，某人处于一桩不愉快的婚姻之中，仔细思忖着是否要离
婚。这个决定将依赖于许多情境因素，比如婚内冲突的次数、配偶有
没有拈花惹草、离婚将施加给家庭双方亲属的压力、孩子的存在、孩
子的年龄和需求，以及吸引另一个配偶的前景。人类已经进化出考虑
和权衡这些情境因素的成本与收益的心理机制。

文化环境也在很多方面不尽相同，这些方面对于激发择偶策略菜
单中特定的性策略非常关键。有些文化的择偶体系是一夫多妻制，允
许男性娶多个妻子。另一些文化实行一妻多夫制，允许女性拥有两个
或更多丈夫。还有一些文化实行一夫一妻制——至少表面上如此——
规定两性每次都只能拥有一个婚姻伴侣。还有一些文化允许乱交，有
很高的配偶更换比率。我们进化出的择偶策略，对这些社会、法律和



文化模式高度敏感。例如，在一夫多妻的择偶体系中，男性为了获得
女性而竞争，父母给儿子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这显然是为了避免他沦
入找不到配偶的境地。由于有些男性独占着多个女性，另一些男性不

免遭遇这种困境。21相反，在一夫一妻制的择偶文化中，父母对其儿
子的奋斗则施加了较少的压力。

另一个重要的情境因素是两性比例，或者说整个择偶池中相对于
单身女性的单身男性数量。当女性过剩时，就像在巴拉圭的阿赫族印
第安人（Ache Indians）一样，男性不情愿只忠于一个女性，而偏好
寻求多个随意的性关系。当男性过剩时，比如在委内瑞拉的希维

（Hiwi）部落中，一夫一妻制得到采用，而且离婚率直线下降。22当
男性的性策略改变时，女性的也必须改变。当女性的性策略改变时，
男性的也必须如此。在复杂的相互关系中，这两套设置同时存在，部
分是基于性别比例。

从某种角度来看，情境就是一切。在进化的历程中不断再现的情
境，创造了我们携带到今日的策略。当今的情境和文化条件决定了哪
些策略得到激活，哪些策略潜而不发。为了理解人类的性策略，本书
识别了重复出现的选择压力和过去的适应问题、它们创造出的心理机
制和策略性解决方案，以及当今的情境激活了其中某些解决方案而没
有激活另一些。

⨼解人㊱性行为Ⲻ障⻃

自1859年达尔文第一次提出进化论来解释新物种的产生，以及形
塑它们功能特征的适应性以来，进化论一直让人们感到不安和震惊。
作为与达尔文同时代的人，伍斯特主教的妻子在听到达尔文“我们从
非人的灵长类进化而来”的理论之后，评论道：“我们希望这不是真

的；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希望这不会被更多人得知。”23激烈的抵抗
持续至今日。如果我们想获得关于性的真实洞见，就必须移除这些理
解上的障碍。

一种是感知上的障碍。自然选择设计了我们的认知和知觉机制，
来感知和思考在一个相对有限的时间跨度上发生的事件——几秒、几
分钟、几小时、几天，有时是几个月，偶尔会是几年。人类祖先用大
部分时间来解决即时的问题，比如寻找食物、维持庇护之所、保暖、



挑选和竞争伴侣、保护孩子、形成联盟、为地位奋斗以及抵御掠夺
者。因此，存在着一种压力，让他们只能进行短时间的思考。相反，
演化需要历经几千代，并在我们观察不到的细小增量中逐渐地发生。
为了理解发生在如此之大的时间刻度上的事件，我们需要想象的跳
跃。这在认知特点上就像某些物理学家，即使看不到，也能建立关于
黑洞和十一维宇宙的理论。

对于理解人类择偶的进化心理学，另一种障碍来自意识形态。从
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开始，生物学理论有时被用作政治目的
——使压迫正当化，或者赞成种族或性别优越论。我们必须警惕，不
要让滥用人类行为生物学的历史重演。同时，我们也不能被这段历史
误导，忽略我们所拥有的最强大的关于有机生命的理论——通过选择
而进化。如同哈佛大学进化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所说，进化心理学
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来解释侵犯与合作，以及人类的性与择偶。为了理
解人类的择偶问题，我们需要勇敢面对我们在进化过程中的遗产，把
我们自身理解为自然选择和性选择这些先决力量的产物。

抵抗进化心理学的另一个基础是自然主义谬误（naturalistic
fallacy），这种谬误坚称存在物都是合理的。自然主义谬误混淆了关
于人类行为的〇ᆜ描述和道德规㤹。自然中存在着疾病、瘟疫、寄生
虫、婴儿死亡以及许多其他我们试图消除或减少的自然事件。这些事
件Ⲻ⺤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ᓊ该存在。

类似地，男性的性嫉妒，部分是作为一种保护男性父权确定性的
适应机制而进化出来的。但是，由于伴随着亲密关系暴力、虐妻和杀

妻，它对世界范围的女性都造成了伤害。24我们的社会也许最终能找
到一些方法，减少男性的性嫉妒及其危险的表现形式。即使男性的性
嫉妒有其进化根源，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被动地接受它及其危险的表
现形式。

自然主义谬误的反面就是浪漫主义谬误（romantic fallacy）。
有些人颂扬作为人类意味着什么的愿景。其中一种观点认为，“自然
的”人类带着自然的本性，与动植物和平地共存。在现实条件下，比
如在父权制、文化或资本主义下，战争、侵犯和竞争是这种本质上和
平的人类天性的堕落。尽管存在人类天性的证据，但人们仍坚守这种
幻觉。人类学家拿破仑·夏侬的研究显示，25%到30%的雅诺马马



（Yanomamö）男人在暴力中死于其他雅诺马马男人之手。他的研究受

到一些人的强烈指责，那些人假定该群体生活在和谐之中。25我们希
望人们是什么样，这只能构成乌托邦的幻想。如果以这种乌托邦式的
透镜来看待我们自身，浪漫主义谬误就发生了。

也有人反对进化心理学关于变化（change）的假定。如果择偶策
略植根于进化生物学，那么它应该是恒定不变、难以驾驭、不可更改
的。因此，我们注定要服从我们的生物性规定，就像盲目的、不会思
考的机器人一样。这种信念错误地将人类行为划分到两个互相分离的
范畴，一种是生物决定的，另一种是环境决定的。事实上，人类行为
是两者的共同产物。DNA的每一链条都在特殊的环境和文化情境中显示
出来。在每个人的生命中，社会和物理环境为进化出的心理适应机制
的发展与激活提供输入。每一个行为都毫无例外地是这些机制和环境
影响的联合产物。在确定形成人类心理并引导这种心理直至今日的历
史的、发展的、文化的和境遇的特征方面，进化心理学代表了一种真
正的互动论者的观点（interactionist view）。

所有的行为模式原则上都能被环境的干预所改变。事实上，我们
今天能改变某些模式而不能改变其他模式，仅仅是一个知识和技术的
问题。如果我们想要改变，知识的积累就会带来新的改变的可能性。
人类对于他们所处环境中发生的变化具有不同寻常的敏感度，因为自
然选择没有给人类创造出在任何情境下都保持不变的行为本能。它创
造了心理适应机制，恰是为了解决变化多端的情境所制造的问题。在
进化生物学中识别择偶行为的根源，并不意味着给我们判处了一种不
可更改的命运。

另一种对于进化心理学的抵抗来自一种担忧，认为进化论的解释
可能暗示了两性的不平等，支持对于男性和女性的角色限制，鼓励关
于性别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让女性永久被排除在权力和资源
之外，而且助长了不可改变现状的悲观主义。但是，在更仔细的检视
中，进化心理学并不带有这些对于人类择偶行为的可怕暗示。在进化
论的术语中，女性和男性在许多甚至在大多数方面是相似的，仅仅在
有限的方面，他们不断面临人类进化历史上不同的适应问题。例如，
他们的差别主要在于所偏好的特定性策略不同，而不是实践人类全部
性策略的先天能力有所不同。进化心理学致力于解释男性和女性进化



出来的择偶策略，而不是规定两性可能是什么样或应该是什么样。它
也没有规定什么是适当的性别角色。它不带有任何政治企图。

进化心理学的最后一种抵抗来源于关于浪漫爱情、两性和谐以及
终生相爱的理想主义观点，这些观点是我们赖以存在的信念。我本人
也牢固地坚持这些观点，相信爱情在人类性心理中占据着中心地位。
我写了一篇题为《真爱》（“True Love”）的文章，致使我的一些研
究生以为我走上歧途。但是配偶关系带来了一个人生命中最深刻的满
足，没有它，生命就会显得空虚。无论如何，有些人的确做到了幸福
和谐地生活与择偶。但是，我们对人类择偶的真相忽视太久了。冲
突、竞争和操纵也充斥于人类择偶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要理解这种生
命中最引人入胜的关系，就必须集体从沙子中抬起头来审视它。

注释

[1]1㓜ਾ0.45ॹ克。——译㘻⌞

[2]1㤧ተ㓜ਾ0.3㊩。——译㘻⌞



第二章 女性之所求

在䶔同ሱ常的程度上，֒为两性ᣋ资ᯯ——ྩ性的ླڅ▒在地决
ᇐ了⢟种╊化的ᯯ向，因为ྩ性是决ᇐ㠠己时性交、性交仇⦽和与
谁性交的最终㻷ᯣ㘻。

——㧄·赫迪（Sarah Hrdy）

《从不╊化的ྩ性》（The Woman That Never Evolved）

女性对于配偶究竟有什么需求，这个谜题困扰了包括男科学家在
内的所有男性长达数世纪。女性对伴侣的偏好，较之任何其他物种中
任何性别的择偶偏好，都更为复杂和神秘——这种提法并非男性中心
论。要发现女性欲望的演化根源，需要在时间上回溯到人类进化成一
个物种以前，回溯到灵长类从其哺乳动物祖先中衍生出来以前，回溯
到性繁殖的起源本身。

女性能够选择配偶的原因之一，来自生殖生物学中最基本的事实
——性别的定义。一个显著情形是，生物学上对性别的定义仅仅根据
性细胞的大小。雄性被定义为具有较小性细胞者，而雌性是具有较大
性细胞者。雌配子较大，理所当然地保持静止不动状态，携带着营养

成分。雄配子较小，具有活动性，能够以一定速度游动。1性细胞的大
小和活动性的差别，造成了不同性别的性细胞在数量上的差异。比如
说，男性会产生数百万个精子，这些精子以每小时大约1 200万个的速
度得到补充；而女性在一生之中只能产生固定数量、不可再生的100万
到200万个卵细胞，其中大部分在囊中就死掉了。只有400个卵细胞成
熟到能够被授精的程度。



女性的初始投资更大，不仅限于更大的卵细胞。人类亲本投资的
关键部分——受精和孕育，在女性身体内部发生。性交只是一个动
作，只需最小的雄性投资，却会给女性带来长达九个月的孕期。这是
一项不可推卸的、耗能巨大的投资，她们因此错过了其他的择偶机
会。然后，女性负担起不可替代的哺乳重担，一项消耗巨大、可能要
持续三到四年的投资。

在动物世界中，没有哪项生物法则规定雌性要比雄性投入更多。
事实上，有些物种——比如摩门蟋蟀、尖嘴鱼和巴拿马毒箭蛙——雄

性投资更多。2雄性摩门蟋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制造一个负载着营养
物质的大型精囊。雌性摩门蟋蟀彼此竞争，以接近具有最大精囊的雄
性。在这些所谓的性别角色颠倒的物种中，雄性对于择偶更为挑剔，
而雌性比雄性体型更大、更好斗。然而，包括250多种灵长类物种在内
的超过5 000种哺乳动物，均由雌性承担体内受精、孕育和哺乳的责
任。

女性巨大的初始亲本投资，赋予她们一项珍贵却又有限的资源。3

孕育、分娩、照看、哺育和保护幼儿，是非同一般的繁殖资源，不能
不加选择地提供。没有任何一个女性能将它们分给多个男性。这个世
界上只有这么多时间和精力，而每繁殖一次既耗时又耗力，在人类一
生中仅能繁殖这么几次。这就意味着女性的繁殖机会有限：一名女性
在她一生中㠩ཐ只能繁殖几次。相反，一名男性最ཐ能繁殖的次数，
取决于他能与多少性成熟的女性发生性关系。女性的繁殖资源相对更
加珍贵。那些拥有不多机会的性别，想要在演化过程中获得成功，出
手要更加小心。

珍贵资源的掌握者，不会将资源轻易给予他人，也不会不加选择
地送出。因为，在我们演化历程的过去，女性在发生性关系之后，会
面临付出巨大投资代价的风险。进化过程偏好那些对于配偶高度挑剔
的女性。女性祖先如果在选择配偶时不加区分，将会付出严酷的代价
——她们的繁殖成功率会降低，能够存活到繁殖年龄的后代数量也会
减少。例如，女性如果没有小心地选择健康的配偶，可能会生育不健
康的子女，给她们自己和所有孩子带来危险的病原体。她们的子女更
可能死亡，更难以繁殖后代。在人类进化史中，男性要离开一个偶然
遇到的伴侣，所需付出的代价不过是几小时的时间。他的繁殖成功率
并不会因此而大打折扣。在进化史中，女性也可以离开一个偶遇的伴



侣，但是，如果她已经怀孕，她将会承担这个决定所包含的代价，少
则几个月、几年，多则包括在此以后的几十年。与此同时，明智地选
择配偶会带来大量好处，从优良基因到一位可靠的供养者。

现代的生育控制技术已经改变了所需付出的代价和收益。在女性
能获得可靠的生育控制手段的地方，女性如果有短期的放纵行为，对
于怀孕的恐惧会减少。一些现代女性通过她们自己的事业成功，获取
到足以与男性匹敌，有时甚至远超过男性平均水平的资源。但是，人
类的性心理经过成百上千万年的进化，应对的是人类祖先的适应问
题，如同我们进化而来的食物偏好是为了匹配祖先面临的食物条件。
尽管我们的生活环境已经改变，这种潜在的性心理仍然保持不变。

欲望Ⲻ㓺成部分

考虑这样一个案例：一位女性祖先尝试在两个男性之间进行选
择，其中一个男性在其拥有的资源方面对她极为慷慨，而另一个显得
比较吝啬。如果其他条件不相上下，那么对她来说，慷慨的男性比吝
啬的男性更有价值。慷慨的男性可能会与她分享打猎获得的肉食，帮
助她存活下来，也可能会为了孩子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和
资源，帮助这个女性成功繁殖后代。从这些方面来看，作为配偶，慷
慨的男性比吝啬的男性具有更高的价值。如果在进化的岁月中，慷慨
的男性不断地提供这些好处，而且这种慷慨是有迹可循、稳定可靠
的，那么通过自然选择，女性将更可能进化出对于慷慨配偶的偏好。

现在考虑一个更复杂、更现实的案例，在这个案例中，男性不仅
在慷慨程度上有所差异，而且在关乎配偶选择的种种重要方面都具有
差别。男性在他们的体能、运动技巧、抱负、勤奋、和善、共情
（empathy）、感情稳定性、智力、社交技巧、幽默感、亲属网络和社
会等级地位等方面都有所差异。不同的男性，给配偶关系带来的成本
也有所不同：有些男性带着孩子、债台高筑、脾气火暴、生性自私，
并且有滥交的倾向。除此以外，在成百上千个与女性无关的方面，男
性也千差万别。有些男性的肚脐内收，另外一些肚脐外翻。当然，对
于一种特定的肚脐形状的强烈偏好不太可能进化出来，除非男性的肚
脐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女性祖先的适应性。在男性的成千上万种
差异中，几十万年的自然选择使女性的偏好集中于最具适应价值的特
征之上。



然而，人们偏好的品质并不是静态的特征。由于特征在不断变
化，配偶寻求者必须估测一位预期伴侣的未来潜力。一个年轻的医学
生，虽然目前缺少资源，但可能具有极好的前途。一位很有抱负的男
性可能已经到达人生巅峰，未来不太可能获得更大的成功。或者，一
个男性可能拥有前一次婚姻带来的孩子，但因为孩子们即将离开家
庭，他的资源并没有耗尽。估测一个男性的择偶价值，需要超越他现
有的位置，评估他的潜在未来。

进化钟爱挑剔的女性，这些女性偏好具有特定属性的男性，这些
属性能够确保女性的收益。她们不喜欢具有另外一些属性的男性，这
些属性会将某些成本强加给她们。对于女性来说，每一种属性分别构
成了男性配偶价值的一种成分。她的每一种偏好都能追溯到其中一种
价值成分。

然而，对于特定价值成分的偏好，不能完全解决择偶问题。女性
还面临着更多的适应障碍。首先，一个女性必须评价她的独特境况和
个人需要。同一个男性，对不同的女性来说，可能具有不同的价值。
例如，一个男性愿意承担大量的、直接的幼儿看护工作，在一个周围
没有亲属的女性看来，可能比一个拥有热心参与幼儿看护工作的母
亲、姐妹、姑姨、叔舅的女性看来更有价值。选择一个脾气暴躁的男
性，对于一个独生女来说，比对于拥有四个强壮兄弟姐妹护驾左右的
女性来说，可能危险性更大。简言之，潜在配偶的价值依赖于女性选
择者个体化、私人化和情境化的视角。

在挑选配偶时，女性必须识别和正确评价某些线索，它们能够暗
示一个男性是否确实拥有一项特定资源。评价的问题在某些领域变得
尤为困难，在这些领域，男性容易欺骗女性。是的，男性有时会撒
谎。有些装作拥有比事实上更高的地位，有些假装给予超出真实意愿
的承诺。

最终，女性面临的问题是整合对一个预期配偶的认识。假如有一
个男性，虽然慷慨，但是情绪不稳定；另外一个男性，虽然情绪稳
定，但是很吝啬。女性应该选择哪个男性呢？选择配偶需要依靠心理
机制对相关特质进行评价，赋予每一种特质在整体中合适的权重。有
时要进行折中。一位阳刚的男性可能拥有优良基因，但也许更有可能
出轨。在最后决定是选择还是拒绝某个特定男性时，有些特质超过了



其他特质，被赋予更大的权重。这其中一个具有重要权重的部分就是
男性拥有的资源。

资Ⓠ▒力

雌性进化出对于提供资源的雄性的偏好，这也许是动物世界中最
古老、最普遍的雌性选择基础。灰色伯劳鸟就是一个例子。伯劳鸟是

一种生活在以色列内盖夫沙漠中的鸟类。4在繁殖季节开始之前，雄性
伯劳鸟就会着手收集可食用的猎物作为贮藏品，比如蜗牛，以及其他
有用的东西，比如羽毛、布片，数量从90件到120件不等。它们把这些
东西插在各自领地的荆棘和其他尖锐的突出物上。雌鸟查看附近的雄
性，然后选择拥有最多收藏品的雄鸟作配偶。当生物学家鲁文·优素
福（Reuven Yosef）人为移走一些雄性的贮藏品，加到另一些雄性的
贮藏品中时，雌鸟便转向了拥有更多收藏品的雄鸟。雌鸟全然拒绝没
有任何资源的雄鸟，使它们沦为单身汉。无论何时，雄性拥有的资源
常常是雌性择偶偏好的关键标准。

在人类世界，女性要进化出对拥有资源的忠诚配偶的偏好，需要
三个前提条件。第一，在人类进化史中，资源必须是增长的、牢靠
的，而且是由男性掌控的。第二，男性在财产数量、获取资源的能
力，以及将财产投资给一位女性及其孩子的意愿方面是各自不同的。
如果所有男性都拥有同等的资源，并且在资源投入上表现出同等的意
愿，女性就没有必要发展出不同的偏好。常数在择偶决定中是不重要
的。第三，与一个男性厮守获得的好处，超过了与多个男性共处所获
得的好处。

在人类世界很容易遇到这些情形。仅以领地和工具这两种资源为
例，全世界范围的男性都在获取、防卫、垄断和控制它们。不同男性
掌握的资源数量差异巨大——从街头游民的赤贫到比尔·盖茨、马克
·扎克伯格以及沃伦·巴菲特的豪富。古代男性在获得资源的能力上
各不相同，比如狩猎技巧，是古代资源潜力的核心指标。现代男性投
入时间和资源给长期配偶的意愿也大大不同。有些男性是无赖，他们
偏好与许多女性配对，而对每个女性都投入甚微。另外一些男性是好

爸爸，他们把所有资源都投注给一个女性和她的孩子。5



在人类进化史上，女性通常能够从唯一的配偶那里，比从多个暂
时的性伴侣那里，为她们的孩子获取多得多的资源。人类男性为其妻
子和孩子提供的资源数量，在灵长类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例
如，在大多数其他灵长类中，雌性必须凭借自己的努力来获取食物，

因为雄性一般不与配偶分享食物。6相比之下，人类男性提供食物、寻
找庇护所，并且保卫领地。男性还保护孩子。他们教导孩子狩猎技
术、打仗的技巧、提高社会影响力的策略甚至择偶的技巧。他们把地
位传递给孩子，帮助孩子在今后的生活中形成互惠联盟。这样的好
处，女性很难从一个暂时的性伴侣那里获得。并非所有潜在的丈夫都
能确保提供这些好处，但经过成千上万代，当某些男性能够提供这些
好处时，女性通过选择他们作为配偶，就能获得巨大的优势。

因此，女性势必会进化出对拥有资源的男性的偏好。但是，女性
需要线索来指示男性拥有资源的情况。这些线索可能是间接的，比如
一个男性的人格特征暗示他向社会上层流动的可能性。这些线索也可
能是身体上的，比如一个男性的运动能力或健康状况。这些线索还可
能包括名声方面的信息，比如一个男性在同辈人中获得的尊重。然
而，经济资源提供了最直接的线索。

现代的女性择偶偏好提供了一个窗口，从中可以看到我们择偶行
为的过去，正如我们对蛇和高处的恐惧提供了一个了解祖先危险环境
的窗口。几十项研究的证据证明，现代美国女性的确从根本上比男性
更看重配偶的经济资源。例如，在1939年开展的一项研究中，美国男
性和女性评估了配偶或婚姻伴侣所具有的18项特征的相对赞许性，程
度从无关紧要到必不可少。女性并没有把良好的经济前景视为绝对必
不可少，但是她们的确将它评价为重要的特征。男性把良好的经济前
景评价为仅仅是合意的，但并不太重要。1939年的女性对配偶良好经
济前景的重视程度，大约有男性重视程度的两倍那么高，而这个发现

又在1956年和1967年得以重现。7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性解放运动并未改变在这个问题上
的性别差异。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重复了几十年前的研究，用相同
的调查问卷调查了1 491名美国人。马萨诸塞州、密歇根州、得克萨斯
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女性和男性，评估了婚姻伴侣的18项人格特征的
价值。就像几十年前一样，女性对配偶的良好经济前景的重视程度，



大体上仍然是男性重视程度的两倍。8在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直至

2015年所发表的文献中，这种性别差异未见减少。9

女性对经济资源的青睐在许多情境中都表现出来。心理学家道格
拉斯·肯里克（Douglas Kenrick）和他的同事设计了一种有用的方
法，可以显示人们在多大程度上重视一个婚姻伴侣的不同特性。他们
要求男性和女性分别指出他们可以接受的每种特征的“最低百分位

数”（minimum percentiles）。10美国的女大学生指出，她们对于丈
夫的赚钱能力，可以接受的最低百分位数是70，或者说，超过70%的其
他男性。而男性对于妻子的赚钱能力，可以接受的最低百分位数才到
40。在过去十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诺曼·李（Norman Li）发现，女
性总是将配偶拥有的资源视为“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

报纸、杂志和相亲网站上的征婚启事可以说明，处于真实婚姻市
场上的女性渴望经济资源。一项对1 111条征婚启事的研究发现，女性

征婚者对于经济资源的寻求，大概是男性征婚者的11倍。11简言之，
在资源偏好方面的性别差异不局限于大学生，也不受调查方法的限
制。

女性的这些偏好既不限于美国，也不限于西方社会或资本主义国
家。在选择配偶方面，我和我的同事进行的国际性研究证明了女性偏
好的普遍性。我们在6个大陆、5个岛屿的37种文化中，调查了多个人
口学和文化特征差异巨大的人群。调查对象从实行一夫多妻制的国
家，如尼日利亚和赞比亚，到更加恪守一夫一妻制的国家，如西班牙
和加拿大；既包括那些同居和结婚一样普遍的国家，如瑞典和芬兰，
也包括那些不赞同未婚同居的国家，如保加利亚和希腊。这些研究的

样本量总共有10 047人。12

在这项研究中，男性和女性参与者评价了一位潜在配偶或婚姻伴
侣的18项特征的重要程度，等级从“不太重要”到“必不可少”。在
所有大陆，所有政治经济体制（包括社会主义），所有种族、宗教群
体，所有择偶体系（从严格的一夫多妻制到大致上的一夫一妻制）
中，女性都比男性更看重良好的经济前景。大体来看，女性对经济资
源的重视比男性高一倍，或者说，大致达到男性的两倍。其中也存在
一些文化差异。来自尼日利亚、赞比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
日本、中国、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女性，对良好经济前景的重视稍



高于来自南非祖鲁社群、荷兰和芬兰的女性。例如，在日本，女性对
良好经济前景的重视大约比男性高150%。而认为良好经济前景很重要
的荷兰女性，仅仅比荷兰男性高36%，低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女性。尽管
如此，性别差异仍然是恒定不变的——世界范围的女性都比男性更加
渴望拥有经济资源的婚姻伴侣。这些发现提供了第一个广泛的跨文化
证据，支持人类择偶心理的进化基础。在整个心理学的领域，这是证

据最充分的性别差异之一。13

因为女性祖先面临着体内受精、九月孕育以及哺乳的巨大负担，
通过挑选拥有资源的配偶，她们可以获得巨大的收益。这些偏好帮助
我们的祖先母亲解决了生存和繁殖的适应问题。

⽴会൦位

传统的狩猎者-采集者社会，是我们了解祖先可能处于何种环境的
最亲近的窗口。对这种社会的研究表明，男性祖先已经明确地定义了
地位等级，与之相伴的是资源畅通无阻地流向顶层，同时微少而缓慢

地流向底层。14在今天的传统部落中，比如提维（Tiwi）这个居住于
澳大利亚北部海面两个小岛的土著人群、委内瑞拉的雅诺马马部落、
巴拉圭的阿赫族、博茨瓦纳的昆族，都有所谓的“头人”（head
men）和“大人物”（big men），他们掌握着强大的权力，享受着威
望带来的资源特权。因此，一个男性祖先的社会地位为他所拥有的资
源提供了强有力的线索。

亨利·基辛格曾说，权力是最好的春药。女性渴望在社会上占据
着较高位置的男性，因为社会地位是资源控制的一个普遍线索。伴随
更高地位而来的是更好的食物、更多的领土和更优质的卫生保健。较
高的社会地位能够使孩子享有那些较低等级男性的孩子享受不到的社
会机会。在全世界来说，如果男孩的家庭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他一
般能够接触到数量更多、品质更好的配偶。一项在186个社会——这些
社会的范围从非洲的姆布蒂人一直到阿拉斯加的阿留申人——开展的
研究发现，拥有高地位的男性总是拥有更多的财富，给予孩子更好的

营养，并且拥有更多的妻子。15

美国女性毫不犹豫地表示，她们更偏好拥有更高社会地位或高级
职业的男性，她们认为这些品质的重要性仅仅稍低于良好的经济前



景。16在20世纪90年代，我的同事和我采用一种评价程度从“无关紧
要”“并不重要”到“必不可少”的量表，要求来自美国马萨诸塞
州、密歇根州、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参与者们评价潜在配偶
的社会地位的重要性。结果发现，女性对它的评价介于重要和必不可

少之间，而男性对它的评价仅仅是合意但不是很重要。17在一项对5
000个大学生的研究中，女性比男性更为频繁地将地位（status）、声
望（prestige）、等级（rank）、职位（position）、权力
（power）、身份（standing）、地位（station）和较高的位置

（high place）列为重要的条件。18

戴维·施密特（David Schmitt）和我开展了一项关于短期择偶和
长期择偶的研究，目的是探索相对于潜在性伴侣（partners），人们

特别看重潜在配偶（spouses）的哪些特征。19几百人评价了67种特征
在短期和长期关系中的赞许性或不合意性。在女性的评价中，获得职
业成功的可能性和拥有一项有前途的事业，是配偶高度令人渴望的条
件。值得注意的是，她们认为这些指示未来地位的线索，在长期配偶
身上比在偶然的性伴侣身上更加吸引人。

美国女性也非常重视配偶的教育和职业水平——与社会地位紧密
相连的特征。女性认为，缺乏教育对于一位潜在的丈夫来说是高度不
合意的。女性喜欢嫁给医生、律师、教授、成功企业家等职业的男
性，这虽是陈词滥调，但看上去是与现实吻合的。女性避开那些轻易
受其他男性支配的男人，以及那些未能赢得群体尊重的男人。

女性对地位的渴求表现在日常生活中。我的一位同事曾无意中听
到餐馆里四个女人的谈话。她们都在抱怨周围没有合适的男性。但
是，这些女人正被男服务生包围着，没有一个男服务生戴着结婚戒
指。服务生的职业地位不高，显然不在这些女性考虑的范围之内。她
们的意思不是没有合适的男性，而是没有具备一定社会地位的合适男
性。

择偶市场中的女性寻找着“合适的”男性。“合适
的”（eligible）这个词，是一种委婉的表达方式，指的是“他的资
源还没有投入其他地方”。这个词频繁地出现在“黄金单身
汉”（eligible bachelor）这个组合中，显示出女性的择偶欲望。当
女性给这个短语增加了一个副词时，它变成了“钻石王老五”（most



eligible bachelor），指的不是男性的合适程度，而是他的社会地位
和他拥有的资源量级。这是对于女性身边拥有最高地位、满载着资源
的未婚男性的一种委婉提法。从担当配偶的角度讲，绝大多数无家可
归者和失业的男性是合适的，但是绝大多数女性对他们毫无兴趣。

女性重视配偶的社会地位，这不限于美国，甚至也不限于资本主
义国家或地区。在关于配偶选择的国际研究所涉及的37种文化中，身
处绝大部分文化的女性比男性更看重一位预期配偶的社会地位——无
论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克罗地亚人还是中国人，天主教徒还是穆斯

林，热带气候还是北方气候，均是如此。20例如，在中国台湾，女性
对于地位的重视度比男性高63%；在赞比亚，女性的重视度比男性高
30%；在德国，女性的重视度比男性高38%；在巴西，女性的重视度比
男性高40%。当关乎长期择偶时，女性将社会地位视为“必需品”超

过“奢侈品”。21

等级是人类群体的普遍特征，在等级系统中资源更倾向于流向等
级上升的人，因此女性部分是通过选择地位高的男性来解决如何获取
资源的适应问题的。社会地位给予女性一个强有力的指示，从中可以
看出男性有多大能力对她和她的孩子进行投资。现有的跨文化的科学
证据支持一个进化的预见，即女性惯于循着这条线索来判断资源获取
能力。全世界的女性都选择高嫁（marry up）。在我们演化的过去，
那些未能高嫁的女性，更不可能为她们自己和她们的孩子提供资源。

年龄

一个男性的年龄也提供了他获取资源方面的线索。正如年轻的雄
狒狒必须成熟之后才能进入狒狒社会等级的上层，人类的青少年和青
年男性，也很少能够获得成熟或年长男性所受到的尊重、拥有的地位
或位置。在提维部落，这个趋势达到了极端。这是一个采取老人统治
制度的部落，最老的那些男性掌握着绝大部分权力和特权，并且通过
复杂的联盟网络控制着择偶体系。即使在美国文化中，地位和财富也
趋于随着年龄增加而积累。

在关于配偶选择的国际研究所涉及的全部37种文化中，女性普遍

偏好年龄比她们大的男性。22在全部文化中，平均来说女性偏好比她
们大三岁半左右的男性。最小的年龄差异偏好出现在法裔加拿大女性



中，她们寻找比她们大不到两岁的丈夫。而最大的年龄差异偏好出现
在爱尔兰女性中，她们寻找比她们大五岁以上的丈夫。在新娘和新郎
之间，全世界的平均年龄差异是三岁，这表明女性的婚姻抉择符合她
们的择偶偏好。

要理解为何女性看重年长一些的配偶，我们必须考察那些随年龄
而变化的事物。最常见的变化之一体现在资源的可获得性上。在当代

西方社会，收入通常随着年龄而增长。23例如，在美国，30岁的男性
比20岁的男性挣得多，而40岁的男性比30岁的男性挣得多。这种趋势
并不限于西方世界。在传统的、非现代化的社会，年长的男性拥有更
高的社会地位。提维部落的典型现象是男性至少要到30岁，才能获得

足够的社会地位，娶到第一位妻子。24 40岁以下的提维男性，很少能
够达到足够高的地位，娶到超过一位妻子。在不同文化中，较大的年
龄与较多资源和较高地位是相伴的。

在传统社会，这种联系一部分与强壮的体魄和狩猎技能相关。男
性的强壮体魄随着他们的年龄增长而增加，在30岁左右达到顶峰。人
类学家发现，男性的狩猎能力会在他30多岁时达到顶峰，此时，他体
能上的轻微下降，将由于知识、耐心、技巧和智慧的增长而得到绰绰

有余的补偿。25所以，女性对年长男性的偏好，可能源自我们的狩猎
者-采集者祖先，对他们来说，打猎带来的资源对于生存和繁衍十分关
键。

女性偏好更为年长的男性，也可能是出于有形资产以外的原因。
年长的男性很可能更加成熟、更加稳定，并且在提供资源方面更加可
靠。例如，在美国，男性随着年龄增长，至少到年过三十以后，情绪
上多多少少会变得更加稳定，会更加认真尽责，并且更加值得信赖。
26在一项关于女性择偶偏好的研究中，一位女性说道：“年长的男性
看起来更好，因为你［能］跟他们谈论严肃的话题；年轻男性傻乎乎

的，而且生活态度一点都不严肃。”27随着年龄增长，男性的地位潜
力也变得更加明晰。偏好年长男性的女性，能够更好地判断他们可能
会升到多高。

在国际性研究涵盖的全部37种文化中，20岁的女性通常选择嫁给
年长几岁但年龄又不比自己大太多的男性，尽管事实上男性的财产一
般直到他们40岁或50岁时才达到顶峰。年轻女性不沉迷于年长得多的



男性，一个原因可能是年长很多的男性存在死亡的风险，因此不太可
能在其左右持续地贡献资源和保护孩子。较大的年龄差异会造成潜在
的不和谐，可能会导致争吵，从而增加离婚的可能性。此外，男性的
精子质量多多少少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从而导致生育缺陷。因为
这些原因，年轻女性更可能受到稍长几岁但拥有远大前途的男性吸
引，而不是年长很多、已经获得一个很高位置、然而来日无多并且精
子质量可能较差的男性。

但是，并非所有女性都会挑选年长的男性。有些女性也会选择较
为年轻的男性。一项关于一个中国小村庄的研究发现，十七八岁的女
孩有时会嫁给年仅十四五岁的“男人”。然而，这种事情发生的情境
是具有高度局限性的，因为这里所说的所有“男人”都是有钱人，来

自更高地位的家庭，而且具有继承家业的稳固保障。28显然，对稍微
年长的男性的偏好也能够被推翻，只要对象拥有关于地位和资源的其
他强大线索，并且获得资源的前景具有充分的保障。

在其他的例外情况下，女性也会选择年轻得多的男性作为配偶。
许多这种例子发生，不是因为女性对年轻男性具有强烈的偏好，而是
因为大龄女性和年轻男性在择偶市场上都缺乏讨价还价的实力。大龄
女性经常无法获得身处高位的男性的注意力，因此只能屈就于较为年
轻的男性。这些男性自身并没有获得很高的地位，或者说还不拥有作
为配偶的价值。例如，在提维部落，一个年轻男性的第一个妻子通常
是一位大龄女性——有时比他大几十岁——因为大龄女性是他凭借自
己相对较低的地位仅能获得的对象。

还有一些例外发生在那些已经获得较高地位、自身拥有丰富资源
的女性中间，她们可能会选择年轻得多的男性作为对象。玛丽亚·凯
莉、麦当娜和雪儿就是名人中的典型例子。她们往来于比自己年轻几
岁甚至几十岁的男性中间。但这些例子是少见的，因为大多数掌握资
源的女性宁愿选择富有程度至少与她们相当，而且最好超过她们的男

性作为配偶。29女性可能选择与一位俗话说的“穷男孩”发生短期性
关系，或是通过线上约会网站或应用软件勾搭年轻的男性，但当她们
打算安定下来时，她们通常会寻求一位更为年长的男性作为婚姻归
宿。



所有这些线索——较强的经济实力、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较长的年
龄——可归总为男性获取和控制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可被女性用于
她们自身和她们的孩子。一段漫长的历经选择的进化历史，塑造了女
性视男性为成功对象的方式。但是，仅仅掌握资源还不够。女性也需
要拥有某些特质的男性，因为拥有这些特质才可能长期地、持续地获
得资源。

在人们偏好与年轻对象结婚的文化中，男性的经济实力经常不能
进行直接评估，而必须经过间接推断。诚然，在狩猎者-采集者这种非
货币经济的群体中，选择的目标本来就不可能是金融资源。例如，在
提维部落，年轻男性同时受到女性和年长男性的仔细审视。人们会评
估哪些人是“冉冉升起的明星”，注定会获得地位和资源，哪些人有
可能始终停滞不前。这种判断部分基于他们的人格。人们对年轻男性
的前途潜力进行评估，关键的标志就是优秀的狩猎技巧、搏斗技巧，
尤其是进入部落权力和影响力上层的巨大野心。在所有文化中，无论
是过去还是现在，女性都会挑选明显具有增加未来资源的潜力的男
性。选择基于特定的人格特征，这些人格特征很可能会带来地位和可
持续获取的资源。重视这些人格特征的女性，比忽视这些至关紧要的
人格线索的女性要胜出许多。

抱负ૂ勤ཱྀ

人们采用哪些策略来提升自己的阶层地位呢？我的实验室发现了
26种不同的策略，包括欺骗、社会网络、性别优先、教育和勤奋。勤
奋策略包括在工作中投入额外的时间和精力、进行高效的时间管理、
按重点排列目标次序，以及努力工作给他人留下印象。在所有的策略
中，勤奋，经证明是过去和将来的收入和升职的最佳预测指标。那些
努力工作的人，与那些不努力工作的人相比，达到了更高的教育水
平，拥有更高的年收入，并且预期会有更高的薪水和升职机会——这

些发现在美国和挪威都得到可靠的证明。30勤奋、有抱负的男性，比

懒惰、没有动力的男性取得了更高的职业地位。31

美国女性比男性更多地渴望那些享受工作、显示出职业倾向、证

明自身勤奋并且展示出抱负的配偶。32在跨37种文化的研究中，852位
单身美国女性和100位已婚美国妇女，一致将抱负和勤奋评价为重要的
或不可或缺的。女性将缺少抱负视为极度不可取的，而男性将妻子缺



少抱负视为既非合意也非不合意的。如果一个男性丢了工作、缺少职
业目标，或者表现出懒惰的个性，女性很可能结束与这个男性的长期

关系。33

在绝大多数文化中，女性一致比男性更加看重抱负和勤奋，通常
将其评价为介于重要和不可或缺之间。例如，我们的研究显示在中国
台湾，女性对抱负和勤奋的重要性的评价，比男性高26%；保加利亚女
性对其评价比男性高29%；而巴西的女性对其评价要高30%。

这个跨文化、跨时间的证据支持了一个关键的进化预期：女性已
经进化出一种偏好，偏爱表现出获取资源能力的男性，蔑视缺乏抱负
的男性。然而，努力工作和抱负并不是仅有的指示潜在资源的可用线
索。另外两种线索——可靠性（dependability）和稳定性
（stability），进一步提供了资源有多稳固，或者说有多飘忽不定的
信息。

ਥ靠性ૂどᇐ性

在跨37种文化的研究评出的18种特征中，得到第二和第三重视的
特征是值得信赖的人品，以及情绪的稳定性或成熟性。在37种文化
中，有21种文化的男性和女性同等程度地偏好一位可靠的伴侣。在16
种文化中，两性之间存在差别，其中15种文化的女性比男性更看重对
方是否可靠。从全部37种文化的平均水平来看，女性对可靠品质的评
价达到2.69（3.00意味着必不可少），而男性将它评价为接近重要
的，平均分2.50。在情绪稳定或成熟方面，两性之间差别更大。在23
种文化中，女性对这种品质的重视远远超过男性；在其余的14种文化
中，男性和女性同等程度地重视情绪稳定性。从所有文化平均来看，
女性对这项品质的评价是2.68，而男性是2.47。

这些特征在世界各地都得到重视，因为它们可靠地指示出对方是
否能持续不断地供给资源。相对而言，不可靠的人不仅提供的资源时
有时无，而且可能会使配偶付出沉重的代价。在一项关于新婚夫妇的
研究中，我的实验室发现，情绪不稳定的男性对于女性来说代价尤其
高昂。他们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独占共享资源，而且可能具有较强
的占有欲，占用他们妻子的大量时间。他们显示出超过平均水平的性
嫉妒，甚至妻子与其他人谈话都会激怒他们。他们显示出依赖性，坚



持让配偶满足他们的全部需要。他们有虐待的倾向，包括言语虐待和
身体虐待。他们也表现得轻率粗心，比如在约定的时间不能准时到
达。而且，他们与情绪稳定的对照者相比更郁郁寡欢，有时小小的挫
折就会令他们哭泣。他们的绯闻数量超过了平均水平，这意味着时间

和资源的进一步分散。34所有这些代价表明，这样的配偶将会花费他
们伴侣的时间和资源，将他们自己的时间和资源分散到别处，而且不
能持续不断地输送资源。可靠性和稳定性这两种个人品质，标志着女
性的资源不太可能被这个男性耗尽。

情绪不稳定的男性存在一些不可预测的方面，妨碍了关键适应问
题的解决，从而引发额外的代价。不能稳定地提供资源，将对生存和
繁衍造成重大危害。如果一位不可靠的配偶在狩猎的最后一分钟决定
打个小盹，而不是继续追踪猎物，那么快要到手的肉食就会失去，而
这是一项指望获得却没能被提供的资源，它的缺失将给营养和生存造
成障碍。经证明，可预测的资源是最有益处的。偶然提供的资源甚至
可能会造成浪费，如果原本打算通过这些资源满足的需求，已经通过
其他更加昂贵的方式获得了满足的话。可预测的资源能够被更加有效
地分配，来克服日常生活中多种多样的适应障碍。

女性青睐人品可靠和情绪稳定的配偶，以避免招致上述这些代
价，并享受配偶对她们持续不断的供给所带来的好处。在人类的远古
时代，选择了稳定、可靠的配偶的女性，更有可能确保男性获取和保
持资源的能力，以供给她们及她们子女的使用。做出这些明智选择的
女性，避免了不可靠、不稳定的男性引发的许多损失。

智力

可靠性、稳定性、勤奋和抱负并非仅有的指示资源的获得和稳固
性的个人品质。智力这个品质提供了另一条重要线索。没有人确切地
知道智力测试测量的是什么，但是存在清楚的证据证明得高分者能够

做什么。在美国，智力是预测拥有的经济资源的有用指标。35智力测
试得高分者能去好学校，获得更长时间的教育，而且最终获得报酬更
高的职位。即使在特殊行业，例如建筑和木工行业，智力也可以预测
谁能够率先到达掌握权力的位置，谁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在部落社

会，头人或者领袖几乎无一例外地由群体中更聪明的成员担任。36



如果智力在人类进化历史上是经济资源的一个可靠的预测器，那
么女性很可能进化出对具备该品质的潜在婚姻伴侣的偏好。关于配偶
选择的国际性研究发现，女性将教育和智力排在18种合意品质的第五
位。在一个包括13种合意品质的较小名单中，智力在世界范围内的得
分位居第二。在37种文化中，有10种文化的女性比男性更看重智力。
例如，爱沙尼亚女性在13种合意品质中将智力列为第三位，而爱沙尼
亚男性将它列为第五位。挪威女性将它视为第二重要，而挪威男性将
它排在第四位。但是，在其余的27种文化中，两性对智力的青睐度同
样高。

智力这个品质标志着许多潜在的好处。这些好处可能包括较好的

育儿技巧、较高的文化知识能力以及育儿的拿手程度。37此外，口语
的流利度、影响群体中其他成员的能力、预测危险的先见之明以及采
用健康疗法的判断力都与智力联系在一起。除了这些具体的品质，智
力还传达出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些人推断，智力是“优良基

因”（good genes）的标志，可以遗传给儿子或女儿。38女性如果挑
选了更聪明的配偶，更有可能成为所有这些重要资源的受益者。

为了识别聪明人会如何表现，我的实验室要求140个男性和女性去
回忆他们认识的最聪明的人，并且描述五种反映他们智力的行为。他
们描述的五种行为暗示着将会流向选了聪明人做配偶的人的收益，这
些人是足够幸运的。（1）聪明人具有宽广的视角，能够从各个角度出
发来思考一件事，显示出较好的判断和决策能力。（2）他们能够与其
他人很好地交流信息，能够非常敏锐地察觉其他人的感受，显示出很
好的社交能力。（3）他们知道从哪里着手去解决问题，意味着有很好
的判断力。（4）聪明人能够对金钱进行妥善管理，意味着资源不会被
丢弃或浪费。（5）他们能够完成他们以前从未尝试过的任务，而且几
乎不犯错误，显示出解决问题和安排时间的高效率。通过挑选一位聪
明的配偶，女性增加了她们获得全部上述收益的机会。

将这些好处与不太聪明的人引发的损失进行对比，不聪明者的行
为表现如下：不能领会其他人的微妙暗示，不能理解其他人都理解的
笑话，以及在错误的时间说错误的话，所有这些行为都显示他们缺乏
社交才能。不太聪明的人重复犯同样的错误，表明他们总结经验教训
的能力很弱。他们也不能理解简单的口头指示，在听取解释说明时不
能抓住要领，而且有时候在显然是他们出错时依然顽固争辩。这些行



为暗示着不聪明的配偶是差劲的问题解决者、不可靠的工作者，是社
会的负担。

偏好聪明配偶的女性祖先，更有可能为她们自身及子女确保社
交、婚姻以及经济资源。由于智力或多或少具有遗传性，这些有利的
品质将通过基因传递给她们的子女，提供了又一项遗传收益。在现
代，所有文化中的女性和大部分男性都表现出这种偏好。

ૂ谐共༺

成功的长期择偶，需要与另一个人为了共同的利益目标持续合
作。如果两人关系冲突不断，就会阻碍这些目标的达成。配偶之间的
和谐共处，需要两种不同的性格特质进行复杂的啮合。在两性的劳动
分工中，一方的性格特质是对另一方的补充，或者一方拥有另一方所
不具备的资源和技能。双方都受益于这种专业化与分工。

然而，与配偶和谐共处还需要另一些关键特征，这就是与某人自
身的特殊个性最为契合，也就是与其个性最为近似的特征。一对夫妇
之间如果政治立场、宗教观念、道德观念、爱好和兴趣甚至个性存在
差异，都会带来争吵和矛盾。心理学家齐克·鲁宾（Zick Rubin）和
他的同事在长达几年的研究中，调查了202对正在交往的情侣，看哪些

情侣能终成眷属，哪些最终分手。39他们发现，在上述方面不相配的
情侣，比相配的情侣更容易分手。分手的103对情侣比99对终成眷属的
情侣，在性别角色、性态度、浪漫主义以及宗教信仰方面的价值观差
异更大。

解决和谐共处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寻找配偶与自己的相似之处。在
美国和世界各地，在多种多样性格特征中彼此相似的男性和女性倾向
于结为夫妇。相似之人结合的趋势，在价值观、智力和共同的群体成

员身份这几个领域表现得最为显著。40人们寻求具有相似的政治立场
和社会价值观的配偶，比如关于堕胎或死刑的观点。人们也渴望在种
族、民族和宗教方面与自己相似的配偶。情侣渴望与具有同等智力的
配偶结婚。另外，在人格特征——比如外倾性、宜人性、尽责性方面
的相似性也很重要。性格外向的人喜欢与他们一样热衷开派对的配
偶，而性格内向的人喜欢与他们一样倾向于在家中度过安静夜晚的配
偶。愿意坦述个人经历的人，会选择与他们同样爱好美酒、艺术、文



学和美味佳肴的配偶。认真尽责的人会选择与他们同样乐意按时支付
账单并为未来储蓄的配偶。而不太认真尽责的人会选择与他们一样及
时行乐的配偶。

和谐共处的夫妇彼此之间的相似性，是另外一个事实的副产品。
这个事实就是，人们倾向于与自己接触密切的人结婚，而接触密切的
人很可能与自己很相似。例如，现代婚姻中夫妇双方智力的相似，可
能是拥有相似智力的人进入同样的教育机构带来的巧合。然而，巧合

这种解释不能说明人们普遍偏好相似配偶的现象。41在马萨诸塞州坎
布里奇进行的一项关于约会情侣的研究中，我的实验室测量了108位正
在约会者的人格特征和智力水平，并要求他们分别完成一份问卷，回
答他们对一位具有同样品质的理想配偶的偏好。这项研究发现，女性
偏好在多个方面与她们自己相似的配偶。这些方面包括勇敢、强势与
活跃程度，热情、随和与亲切程度，认真、尽责与勤奋程度，尤其是
智力、洞察力与创造力。

寻求与自己相似的另一半，是夫妇之间和谐共处这个适应问题的
上乘解决之道。这样一来，夫妇得以最大限度地联合起来，追求共同
的利益和目标。不妨考虑一下一个外向、热爱野外聚会的女人，嫁给
了一个内向、宁愿在家中度过安静夜晚的男人，尽管他们可能打算每
一晚都按照各自不同的方式度过，但这种不协调也会带来矛盾争吵。
如果夫妇两人都是内向的或者都是外向的，就不会由于彼此追求的活
动不同而导致不和。一位民主党人与一位共和党人结婚，或者一位枪
支管制支持者与一位持枪权支持者结婚，可能会带来有趣的讨论，但
是接踵而至的冲突将会浪费宝贵的精力。

也许更重要的是，相配的夫妇在追求共同目标，比如在抚养子
女、维持亲属联盟和社交网络方面，能够顺利达到双方合作的最大
化。在如何抚养子女这个问题上意见相左的夫妇，将会浪费宝贵的精
力，也会使收到矛盾信息的孩子感到困惑。寻求相似的另一半，能够
使夫妇避免这些损失。

人们也寻求配偶整体价值的相似性。由于随和、认真尽责和聪明
这些人格特征在择偶市场上受到高度赞许，拥有较多上述特征的人，

能够赢得具有较多类似特征的配偶。42而缺少这些宝贵个人资本的
人，获得的资源也较少，只能将他们的寻求对象限制在那些拥有与他



们类似资本的人身上。通过寻求相似之处，人们避免了追求自己无法
企及的对象所造成的时间和金钱的浪费。举个例子，一位女同事抱怨
说所有对她有吸引力的男士都对她不感兴趣，但她其实不断被她不感
兴趣的男士追求着。她的朋友告诉她：“你是8分，追求10分的对象，

但是被6分的人追求。”43对于她所处的择偶市场，仅这一观察对她来
说就比三年的治疗来得有价值。她随之调整了她的择偶策略。

争取一位超出某人自身价值的配偶，会面临一定的风险，即遭到
选择范围宽广得多的对象的抛弃。配偶价值不匹配的两人倾向于分

手，因为受到更多赞许的一方可能在别处遇上一笔更划算的交易。44

对相似性的寻求，同时解决了好几个适应问题：使某人在择偶市
场上能够赢得的价值最大化；使双方努力合作；减少夫妇之间的冲
突；避免各自追求的目标不协调带来的损失，使达到成功的可能性最
大化；而且减少了在不久之后遭到抛弃或分手的风险。

体ශ、力量与V形身材

当优秀的篮球运动员“魔术师”约翰逊透露，他曾经和成千上万
个女人睡过觉时，他无意中指出女性偏好显示出身体和运动才能的配
偶。这个数量也许很惊人，但这种偏好并不奇怪。身体特征，比如运
动才能、体型和力量，向女性传达了用于抉择配偶的重要信息。

雌性选择配偶时看重身体特征，这在动物世界是很普遍的。有一
种叫作斗蛙（gladiator frog）的动物，雄性负责建筑巢穴和保卫蛙

卵。45在大多数求爱过程中，考验雄性的雌性会故意猛撞静止不动的
雄性，有时会把它撞开，甚至把它吓跑。如果雄性移动得太多或者逃
离巢穴，雌性会马上离开去考察其他的雄性。大多数雌性会与受到撞
击后岿然不动或者移动得最少的雄性配对。雌性极少会拒绝一个在经
受撞击之后稳踞不动的雄性。撞击能够帮助雌蛙判断该雄性能不能成
功保卫它产下的卵。撞击测试试验出雄性发挥保卫功能时的身体素
质。

女性有时会受到体格上比她们更高大、更强壮的男性的支配，后
者阻止她们进行选择，对她们造成伤害并进行性侵犯。在远古时代，
这样的支配无疑会经常发生。的确，对许多非人灵长类群体的研究揭



示出，雄性对雌性的身体和性支配，是灵长类一再出现的遗传特征的
一部分。灵长类动物学家芭芭拉·斯马茨（Barbara Smuts）曾经在非
洲稀树大草原的狒狒中间生活并研究它们的择偶模式。她发现，雌性
经常与为自己及其幼崽提供身体保护的雄性结成持久的“特殊友
谊”。作为回报，雌性赋予其“朋友”在发情期的优先交配权利。

类似地，女性在长期择偶中获得的好处之一就是男性提供的身体
保护。男性的体型、力量和身体技能是能否解决保护问题的线索。我
的实验室及其他研究者发现，女性认为矮小的男性作为长期配偶是不

合意的。46对比之下，她们认为高大、体魄强壮、运动员类型的潜在
长期配偶是非常合意的。作为约会对象和配偶，高个男性始终比矮个

或平均身高的男性的赞许更高。47关于个人征婚启事的两项研究揭示
出，提及身高的女性有80%希望找到一位6英尺或更高的男性。高个男
性登出的启事，比矮个男性登出的启事得到了更多女性的回应，这也
许解释了为什么男性在约会网站上向女性描述自己的身高时，往往会

把身高提高几英寸[1]。高个男性比矮个男性有更多的约会机会，而且
拥有更大的潜在配偶群体。女性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选择一位有
体型、力量和体力来保护自己的配偶，来解决保护自己免受男性侵犯
的问题的。

除了身高，女性特别喜欢躯干呈V形的运动员型男性，V形身材的

肩膀与臀部的比例更大。48有趣的是，这些女性偏好可能对男性施加
了性选择压力，因为现代男性上半身的力量大约是女性的两倍。它是
人体最具性别差异的特征之一。

几乎在所有文化中，高个男性都拥有更高的地位。在狩猎者-采集
者社会中，地位高的男性被称为“大人物”——顾名思义，是体型更

魁梧的男性。49在西方文化中，高个男性能赚更多钱，在职业生涯中
发展得更快，而且能获得更多、更快的升迁。美国总统的身高很少在6
英尺以下。政治家也非常精明地意识到选举者的偏好。在1988年的总
统电视辩论中，乔治·布什特意站到矮小的竞争对手迈克尔·杜卡基
斯跟前，意在突出他们的身高差距。正如进化心理学家布鲁斯·埃利
斯（Bruce Ellis）指出的：

身儎构成了在人际互动中是否占ᦤ᭥䞃地位的可䶖线索……矮个
警ሕ比儎个警ሕ更ᇯ易受ࡦ㻣击……暗示着后㘻受ࡦᮂ人更ཐ的⮅



和ቀ重……更ཐ的ྩ性征႐启事征䳼儎个⭭性，儎个⭭性的征႐启事

也得ࡦ更ཐ的回应，㙂且ղ乎比矮个⭭性ᤛ有更┸亮的ྩ友。50

对于高个男性的偏好不只限于西方文化。人类学家托马斯·格雷
戈尔（Thomas Gregor）注意到，在巴西亚马孙丛林的摩希纳古
（Mehinaku）部落，体型的差异在摔跤比赛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一个㛂㚿发达、့伄ࠑࠑ的⭭人，身边很可㜳Ր㚐䳼ཐ位ྩ友。
㙂一个矮ቅ的⭭人——㻡人们不以为❬地称为“⍴里⢯
㾵”（peritsi）——Ր得很糟糕。仅仅是身儎这个事ᇔ，就㜳带来
相当ཝ的优势。……村民们说，一位强༤的跤ᢁ是令人⭕⮅的……
他㜳赢得ᮢ⮅和ቀᮢ。ሯ于ྩ性来说，他是“㗄丽
的”（awitsiri），是情人和丈夫的最֩人选。跤ߑߖ是政⋱和⡧
情的双重㜒㘻，他։现了⭭ᆆ气概ᡶ包含的最儎品质。ᡎ败㘻就⋗
有这么幸运了！一个䮵期的ཧ败㘻，ᰖ论他的品德ྸ，䜳Ր㻡㿼为
㹘货。当他跤时，⭭人们Րཝ༦嘲笑他。……ྩ人们的༦丩不太听
得ࡦ，因为ྯ们在ᇬ䰞口观看比赛，ռྯ们也开讽刺⧟笑。ྸ果ྯ们

的丈夫ᡌ⡧人是ཧ败㘻，ྯ们⋗有一个不㿿得丢㝮。51

在祖先时代，试图在身体上控制女性、绕过她们的性选择的侵犯
型男性的存在，可能对女性的择偶产生了重要影响。芭芭拉·斯马茨
认为，在人类进化史中，保护女性的身体不受其他男性伤害，是男性
能给女性提供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由于性强迫和强奸在许多文化中
的发生率令人震惊，在现代社会，配偶的保护价值可能仍然与配偶选
择有关。许多女性在街上会感到不安全，而一个高大、健壮的配偶会
对其他具有性侵犯倾向的男性起到威慑作用。

㢥ླⲺ健ᓭ⣬况

世界各地的女性和男性都偏好健康的配偶，这可能并不令人惊

讶。52在跨37种文化的研究中，女性将婚姻对象拥有良好的健康状况
视为重要的或是必不可少的。在另一项对美国女性的研究中，较差的
身体条件——小到生活邋遢，大到感染性传播疾病（STI），都被视为
极度不可取的配偶特征。生物学家克莱兰·福特（Clelland Ford）和
弗兰克·比奇（Frank Beach）发现，不健康的标志，比如伤口、器官

损坏和病态的脸色苍白，普遍被视为没有吸引力。53



对于人类来说，良好的健康状况既能通过行为，也能通过身体外
部特征表现出来。例如，活跃的情绪、旺盛的精力和轻快的步伐之所
以是有魅力的，可能就是因为它们要消耗大量热量，因而只有在健康
状况良好的人身上才能展现。

我们赋予良好的健康状况以无与伦比的重要性，这不是我们这个
物种特有的现象。有些动物展示出张扬、艳丽的特征，这些特征虽然
代价昂贵，但能显示较好的健康水平和活力。雄孔雀耀眼、绚丽羽毛
就是一个例子。雄孔雀好像在说：“看看我，我身体很棒，虽然长着
这些又大又累赘的羽毛，但我仍然能活下来。”的确，孔雀尾羽是一
个谜，它看上去与生存的功能性如此相悖，然而这个谜最终要解开
了。生物学家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D.Hamilton）和玛莉娜·祖
克（Marlena Zuk）提出，光彩夺目的尾羽提供了一种信号，显示雄孔
雀身上没有很多寄生物，因为如果携带超过平均数量的寄生物，雄孔

雀羽毛颜色会比较黯淡。54羽毛虽然是负担，但它提供了健康和健壮
的线索。雌孔雀偏好光彩夺目的羽毛，因为它提供了雄性健康状况的
线索。

女性尤其容易被具有两种明显健康特征的男性所吸引——匀称和
男子气概。身体应该是双边对称的，所以对称性的偏差意味着身体在
构建自身时出现了差错。这些表面的差错可能预示着在构建重要系
统，比如免疫系统时出现了其他差错。差错有两个来源——基因突变
和环境压力，如成长过程中受伤或染上疾病。身材匀称的男性往往更
健康，患呼吸道等疾病的概率也更低，而女性也发现他们比那些不匀

称的同龄人更有吸引力。55

男性的男子特征提供了另一组健康线索。这些特征包括更长更宽
的下颚、更强的眉骨、更深沉的嗓音和典型的男性V形身材。男性特质
主要是青春期睾丸素分泌的产物，这个时期男性的面部、身体和声音
特质正在形成。问题是，过多的睾丸素会对男性有害，损害他们的免
疫系统，导致寿命缩短。那么为什么有些男性会发展出这些男性特征
呢？该理论认为，只有特别健康的男性，即那些具有强大免疫系统的
男性，才能做到在青春期分泌大量睾丸素。免疫系统较弱的男性会减
少睾丸素的分泌（当然不是有意识的），以防止损害他们本已脆弱的
健康。根据这一理论，男性特征是健康的诚实信号。事实上，女性发



现男性特征在长期择偶中有一定的吸引力，尽管当她们选择一个短期
的性伴侣时，这些特征更有吸引力。

在祖先时代，一个女子如果挑选了一个不健康或是容易患病的配
偶，将会遭受四种不良后果。第一，她使她自己和她的家人面临感染
疾病的风险；第二，她的配偶可能难以发挥必要的功能，为她和她的
孩子提供重要的收益，比如食物、保护、卫生保健和子女抚养；第
三，她的配偶有更大的死亡风险，可能会过早地切断资源供给，迫使
她为寻找一位新配偶而重新开展追求过程，付出巨大代价；第四，如
果健康在一定程度上是可遗传的，她会冒险将导致较差健康状况的基
因传递给她的孩子。不过，对健康配偶的偏好解决了配偶存活的问
题，保证了资源长年累月的输送。

⡧、㢥ૂ承诺

一个男性拥有诸如健康、地位、资源、智力和稳定情绪的资本，
却并不能保证他愿意将它们提供给一个特定的女性。的确，有些男性
在婚姻面前表现出极大的不情愿。有些男性宁愿游戏花丛，寻求一大
群短期的性伴侣。一些流行的在线约会应用软件，比如Tinder，促进
了这种短期策略。女性讥讽在婚姻面前犹豫不决的男性，称他们
为“躲避承诺的人”（commitment dodgers）、“承诺恐惧症患
者”（commitment phobics）、“拒绝承诺的偏执狂”（paranoid

about commitment）等。56考虑到两性成本的巨大不对称，女性对这
些倾向的消极反应是有道理的。由于从历史上看，女性因为性行为、
怀孕和生育子女而承受了巨大的成本和沉重的投资，对她们来说，从
与她们发生性关系的男性那里寻求某种程度的承诺，往往在繁殖方面
是有利的。

下面这个真实的故事揭示了女性对承诺的看重（化名）。马克和
苏珊已经交往了两年，并且同居了六个月。马克是一位条件优越的专
家，42岁。苏珊是一位医学生，28岁。苏珊催促马克同她结婚——既
然他们彼此相爱，而她也希望在几年内怀孕生子。但是马克退缩了。
他从前结过婚，如果要他再结一次婚，他希望能够完全确定这次结婚
会有好结果。由于苏珊持续催促他做决定，马克提出签署一份婚前协
议。苏珊表示反对，认为这样做违背婚姻的精神。最终，他们决定以
四个月为期限，在期限过后，他必须做出决定。期限到了，马克仍然



难以决定，于是，苏珊离开他，搬出去住，而且开始与另一个男人约
会。马克慌了，他给苏珊打电话，乞求她回心转意，说他已经改变主
意，愿意与她结婚。他还承诺会送她一辆新车，并且不需要再签婚前
协议。但是已经太迟了。马克没有能够给出承诺，这对于苏珊来说是
一个强大的负面信号，是对两人关系的最后一击。她永远地离他而
去。

过去和现在的女性，都面临着一个适应问题，就是选择一个不仅
拥有必要资源而且愿意将这些资源投给她们和她们的孩子的男性。这
个问题也许不像第一眼看上去那样容易。尽管资源经常能够直接观察
到，承诺却不能。对承诺的判断需要寻找相关线索，这些线索指示了
输送资源的忠诚度。爱是承诺的最重要的线索之一。

与社会科学中的一些传统观念相反，情感和爱的行为并不是西方
特定观点的产物。爱是普遍的。全世界所有文化中的人都会经历爱的
思索、情感和行动——从非洲最南部的祖鲁人到阿拉斯加最北部的因
纽特人。在一项对世界范围内168种不同文化的调查中，人类学家威廉
·扬科维亚克（William Jankowiak）发现，其中大约90%的文化中存
在浪漫爱情。而对于其余10%的文化，人类学已有的记录过于粗略，尚
不足以明确肯定爱情的存在。社会学家苏·斯普雷彻（Sue
Sprecher）和她的同事访谈了俄罗斯、日本和美国的1 667位男性和女
性，发现61%的俄罗斯男性和73%的俄罗斯女性目前正在恋爱。日本与
之相应的数据是男性41%，女性63%。在美国人中，53%的男性和63%的
女性承认他们正在恋爱。显然，爱情并不是仅限于西方文化的现象。
57

为了准确识别爱是什么，以及它如何与承诺相关联，我的实验室

发起了一项关于爱的行为的研究。58首先，我要求来自加利福尼亚大
学伯克利分校和密歇根大学的50个女生和50个男生，回忆他们认识的
最近正在恋爱的人，并且描述这些人做出的能够反映或者彰显他们爱
情的行为。由大学男生和女生组成的另外一组，评价了以上描述的115
种行为在表达爱意方面分别具有多高的典型性。表达承诺的行为在女
性和男性的评价中都占居首位，被视为爱情最重要的部分。这些行为
包括：放弃与其他人的浪漫关系，谈论婚姻，表达与对方有孩子的渴
望。一个男子有这些爱的举动，标志着他愿意将资源提供给这个女人
和她的孩子。



然而，承诺是多面的。承诺的一个方面是忠诚，比如说在与伴侣
暂时分开时仍然对其忠诚。忠诚意味着对单一伴侣的排他性资源承
诺。承诺的另一个方面是将资源投给所爱的人，比如给她买一份昂贵
的礼物。这样的举动标志着一种严肃的意图，即要对一份长期关系做
出经济资源的承诺。情感支持是承诺的又一个方面，表现为以下一些
行为：在伴侣遇到麻烦时随叫随到，倾听对方诉说遇到的难题，等
等。承诺意味着为了满足伴侣的需求，投入时间、精力和努力，哪怕
牺牲自己的个人目标。生育行为也代表对伴侣基因的直接承诺，比如
打算要个孩子。所有这些爱的行为，标志着对某一个人做出性的、经
济的、情感的和基因资源的承诺。

既然爱是一种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而且爱的行为的首要功能
表现为资源方面的承诺，这些资源与繁殖相关，那么女性在选择配偶
的过程中当然会对爱情青睐有加。为了说明这一点，苏·斯普雷彻和
她的同事询问了美国、俄罗斯和日本的女学生，问她们是否愿意与一

位拥有她们渴望的所有品质，但并不与她们相爱的人结婚。59足足有
89%的美国女生和82%的日本女生回答，即使对方具备所有其他重要品
质，她们仍然需要有爱情的婚姻。在俄罗斯人中，只有59%的女生回
答，无论这个人有多少理想品质，她们都不会与她们不爱的人结婚。
尽管显然大多数俄罗斯女性需要爱情，但相对较低的门槛也反映出，
由于俄罗斯男性尤其是有能力提供资源的男性严重短缺，俄罗斯女性
找到一位配偶相当困难。这些差异显示出文化背景对择偶的影响。无
论如何，三种文化中的大多数女性将爱情视为婚姻不可或缺的成分。

一些研究直接考察了参与者对配偶的偏好，这些研究肯定了爱情
的中心地位。一项由162名得克萨斯州女大学生参加的研究，考察了

100种配偶特征，结果显示，爱是一位未来丈夫最令人向往的品质。60

跨37种文化的研究肯定了爱情在各种文化中的重要性。经证明，在配
偶可能具备的18种特征中，两性都认为彼此吸引或彼此钟情是一位潜
在配偶最重要的价值，在3点量表上，女性对其评价是2.87，男性的评
价是2.81。从南非的部落聚集地到巴西城市的街头，几乎所有的女性
和男性在评价中都将爱情放在首位，指出它对于婚姻来说是必不可少
的。女性对爱情如此青睐，是为了确保男性对经济、情感和性资源的
承诺。



还有两种个人品质对于确保长期承诺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善
意（kindness）和真诚（sincerity）。一项对800条征婚启事的研究

显示，真诚是唯一的一项女性最频繁地寻求的特征。61另外一项对1
111条征婚启事的分析，再一次显示出真诚是女性最频繁地寻求的品质

——女性征婚者寻求真诚品质的频率几乎是男性征婚者的4倍。62征婚
启事提到的真诚是承诺的一个代码，女性用这个代码来排除寻求随意
性关系、不做任何承诺的男性。

在世界范围内，人们所依赖的善意不是来自陌生人，而是来自他
们的配偶。跨37种文化的研究显示，女性强烈地偏好亲切的、善解人
意的配偶。事实上，在37种文化中，有32种文化的两性同时将善意列
为配偶可能具有的13种品质中最重要的三种品质之一。只有在日本和
中国台湾，男性比女性更强调善意。只有在尼日利亚、以色列和法
国，女性比男性更强调善意。但是，无论哪种文化，无论哪种性别，
在13种品质中，人们对善意的评价都不下于前三位。女性希望配偶表
现出善意，尤其当这种善意是针对她们的时候；而当这种善意是针对
其他人或其他女性的时候，女性对配偶善意的渴望就不那么强烈了。
这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女性看重男性有选择地投入自己的资源，

而不是不加区别地投入资源。63

善意是一种持久的人格特征，拥有多种成分，但其核心是对资源
的承诺。这种特征标志着对孩子的仁慈、愿意将配偶的需求放在自我
需求之前，以及愿意投入精力和努力达成配偶的目标，而不是排他

地、自私地只顾个人目标。64换句话说，善意标志着一位潜在配偶无
私地将精力和资源投入给伴侣的可能性和意愿。

缺乏善意意味着自私、没有能力或没有做出承诺的意愿，而且很
可能会给配偶带来昂贵的负担。例如，关于新婚夫妇的研究发现，嫁
给不友善男性的女性抱怨说，她们的配偶在口头上和身体上都对她们
进行虐待，揍她们、掴她们耳光或辱骂她们。这样的男性通常会非常
高傲，将他们妻子的意见贬低为愚蠢的或低级的。他们很自私，独占
了共享资源。他们什么都不管不顾，不做任何家务。他们非常疏忽大
意，不能在约定的时间出现。此外，他们有较多的婚外恋，这暗示着

这些男人不能够或者说不愿意投入一夫一妻的关系中。65缺乏善意的
男性只顾自己，不能承诺多少其他事情。



由于性是女性能够提供的最有价值的繁殖资源之一，她们进化出
了不将它随意送出的心理机制。要求对方的爱、真诚和善意，是确保
资源承诺的一种方式，与女性给予男性的资源价值相称。要求爱和善
意，帮助女性解决了确保男性资源承诺的重要适应问题，这将有助于
她后代的生存和繁殖。

අ事ഖ㍖

女性想要的另一面是女性不想要的，即众所周知的“坏事因
素”（deal breaker）。避免乱伦是最重要的坏事因素之一。与近亲
繁殖会导致“近交衰退”（inbreeding depression），生下患有唐氏
综合征和智力低下等遗传异常疾病的儿童。尽管大多数人在考虑与近
亲发生性关系时会感到厌恶，但女性尤其会排斥。这种性别差异源于
亲本投资的事实，女性在性方面做出一个糟糕决定的成本通常高于男
性。仅仅是想到与亲兄弟姐妹或与父母舌吻，通常就会让女性产生强

烈的厌恶。66与“殴打我”“当他和我在一起时还会和其他人发生性
关系”“吸毒成瘾”一起，“是我的兄弟姐妹”也是女性最强大的坏

事因素之一。67

然而，大多数坏事因素仅仅是女性渴望的品质的反面——缺乏资
源、动力、野心或地位，愚笨，不可靠或情绪不稳定，外表弱小、虚
弱或女性化，不健康或不匀称，卑鄙或残忍，缺乏对选择配偶的这位
女性的爱意。

当ྩ性掌握权力或资Ⓠ时，ྯ们Ⲻ欲望会改变੍？

很多年前，我提出对于女性偏好拥有资源的男性这一点，还有另
一种不同的解释，这种解释基于所谓的女性结构性权力缺乏

（structural powerlessness of women）和性别角色社会化。68根据
这个观点，男性控制着权力和获取资源的途径，女性通常被排除在
外，因此女性只能寻求拥有权力、地位和赚钱能力的配偶。女性试图
嫁给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人，由此获得资源。男性则并不像女性那样
看重配偶的经济资源，因为他们已经控制了这些资源，也因为女性根
本没有经济资源。



来自非洲西部喀麦隆的白克瑞（Bakweri）社会的情况动摇了这个
理论，这个社会说明了当女性握有真实权力时会发生什么。白克瑞女
子握有个人和经济方面的更大权力，因为她们拥有更多资源，而且女

性人数比男性少得多。69女性通过她们自己的种植劳作来确保资源，
但是也通过偶然的性关系获取资源，这是一项利润丰厚的收入来源。
在这个社会，每100个女性大约有236个男性与她们配对，这种性别不
平衡是由这个国家其他地区的男性持续涌入该地从事种植业工作造成
的。由于两性数量极度不平衡，女性比男性更有钱，也有更多的潜在
配偶可供选择。然而，尽管女性在选择配偶时有相当大的自由度，白
克瑞女子仍然坚持选择一位拥有资源的配偶。妻子们经常抱怨，不能
从丈夫那里获得足够的供给。的确，缺少足够的经济供给，是女性最
常提出的离婚控诉。白克瑞女子如果找到一位能提供更多钱、能出更
大彩礼的男人，她们会换掉目前的丈夫。当女性所处的位置能够使她
们满足进化而来的偏好时，她们就会这样做。拥有对经济资源的支配
和控制并不妨碍这项关键的择偶偏好。

在美国，在事业和经济上获得成功的女性仍然看重男性的资源。
一项对新婚夫妇的研究通过测量工资和收入，识别出经济状况良好的
女性，并将她们的择偶偏好与那些工资和收入较低的女性进行了对
比。以今天的美元计算，许多经济状况良好的女性年收入超过10万美
元。这些女性接受了很好的教育，拥有一定的职位以及高度的自尊。
研究显示，成功的女性甚至比不太成功的女性更重视配偶的职位、社
会地位和聪明才智，也渴望高大、独立和自信的配偶。也许最说明问
题的是，这些女性甚至比经济状况不太好的女性更强烈地偏好赚钱多
的男性。在另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迈克尔·维德曼（Michael
Wiederman）和伊丽莎白·奥尔盖耶（Elizabeth Allgeier）发现，希
望在大学之后赚很多钱的女大学生，比期待赚钱数额较少的女生，对
于潜在丈夫的经济前景更加看重。专业上成功的女性，比如医学院和

法学院的学生，也相当看重配偶的赚钱能力。70另外，经济资源较
少、地位较低的男性，并不比经济方面成功的男性更看重配偶的经济

资源。71

跨文化研究还发现，拥有自己经济资源的女性对潜在配偶的资源
的重视程度要高于缺乏这些资源的女性。一项对1 670名西班牙女性的
研究发现，资源丰富的女性希望伴侣拥有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资源。
72一项对288名约旦人的研究以及一项对127名塞尔维亚人的研究和一



项对1 851名英国女性的互联网研究也发现了同样的结果。73综上所
述，这些结果不仅不能支持结构性权力缺乏与性别角色的假设，反而
直接与它相抵触。

结构性权力缺乏道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大多数文化中，男性
的确控制着资源，而且将女性排斥在权力之外。但是这个理论不能解
释，为何男性努力将其他男性排除在权力之外，至少不亚于对女性的
排斥；不能解释男性控制资源的动机起源；不能解释女性为何没有进
化出更高大、更强壮的身躯，来直接获取资源；并且，男性对配偶的
偏好仍然完全是个谜。进化心理学解释了这一系列现象：男性努力达
到对资源的控制，并将其他男性排除在资源之外，这是为了满足女性
的择偶偏好。在人类进化历史上，不能积累资源的男性就吸引不到配
偶。男性获取更强大的地位和更多的资源的动力，至少部分是来源于
女性在过去几百万年中表达出的偏好。套用进化人类学家莎拉·赫迪
的说法：“男性是女性所经营的一个漫长的育种实验品。”

性ੇ与配偶偏ླ

正如第一章所提到的，同性性取向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个
谜。然而，自我认同为女同性恋的女性的择偶偏好更为人所知。2007
年，理查德·里帕（Richard Lippa）发表了关于这个话题的最大的研
究，报告了2 548名女同性恋者的择偶偏好，并将她们与82 819名女异

性恋者进行了比较。74他有两大发现。首先，两组人的择偶偏好非常
相似。两组人都看重健康、善良、勤奋、幽默感，以及相似的配偶价
值。然而，女同性恋者与女异性恋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她们对孩子的
喜爱、养育孩子的能力和对宗教信仰的重视程度较低。有趣的是，尽
管两组人都非常重视诚实和聪慧，但女同性恋者对这些特质的重视程
度甚至更高。

另一项研究检视了女同性恋者中间的个体差异，重点考察了那些
自我认同为“男性角色”（butch）和自我认同为“女性角

色”（femme）的女同性恋者之间的差异。75男性角色的女同性恋者更
具有男子气、更强势和果断，而女性角色的女同性恋者则更敏感、活
泼而且阴柔。后者想要孩子的渴望更强烈，并且更加重视潜在爱侣的
经济资源。差异不只是在心理方面。男性角色的女同性恋者不那么重



视伴侣的经济资源，但是对经济上更成功的竞争对手会感到更强烈的
嫉妒。

因此，在许多方面，女同性恋者在择偶偏好上与女异性恋者有些
相似，但在一些她们想要的品质上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自我认同
为女同性恋者的个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提醒我们不要
一概而论。

ྩ性欲望Ⲻ情ູ性转变

除了女性个人的经济实力之外，还有其他几种情况会导致她对男
性的欲望发生可预测的变化。这些情况包括其他女性是否认为这个男
性有魅力，她是在寻找忠诚的伴侣还是随意的性关系，以及她自己的
配偶价值。

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啤酒广告之一，描绘了一个衣冠楚楚的男人，
手里拿着一瓶多瑟瑰啤酒。根据版本的不同，他周围要么有两位、要
么有三位非常有魅力的女性。这则广告可能会吸引男性，因为它暗
示，如果他们喝这种牌子的啤酒，他们对女性的吸引力就会增强。但
是被漂亮女人包围也会让男人对女人更有吸引力。动物生物学家给这
种现象起了个笨拙的名字——配偶གྷ制（mate copying）。不论是鱼
类还是鸟类，雌性都会把其他雌性的明显偏好作为潜在配偶价值的关
键信息。我的实验室也发现了人类中的配偶复制现象［一项由莎拉·
希尔（Sarah Hill）主持的研究］，还有其他四个实验室也有类似发
现。女人发现男人被其他女人包围时，如果这些女人本身就很有吸引
力，而且似乎对这个男人很关心和感兴趣，那么他们就特别有吸引
力。

当时所处的情境——女性是在寻找“勾搭”对象还是一位长期伴
侣——也会影响女性的欲望。在长期择偶中，女性优先看重的性格特
质包括善良程度、可靠性和情绪稳定性，以及预示着绝佳的未来地位
和资源潜力的品质，比如抱负、勤奋和教育水平。然而，对于随意的
性伴侣而言，这些品质的重要性就不那么大了。相反，女性会强调外
貌吸引力、对其他女性的吸引力和强烈的男子气概——这些品质可能
与“优良基因”相关联。这个话题我们会在第四章进行深入探讨。



最后，女性自身的吸引力影响着她们的欲望。8分的女性通常比6
分或5分的女性更挑剔，这也许并不令人惊讶。越有吸引力的女性在择
偶市场上越有讨价还价的权力，她们可以提高自己的标准。研究发
现，在加拿大、美国、克罗地亚、波兰、巴西和日本，拥有较高配偶
价值的女性在征婚启事上会列出更长串的特征要求。她们想要更高水
平的资源、教育和智力，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好的育儿技能，更佳的
伴侣技能，以及一系列其他特征。也许直觉上不那么明显的是，与那
些配偶价值相对较低的同性相比，具有较高配偶价值的女性更容易被
拥有男子气概的男性所吸引。研究发现，这种差异是存在的，无论对
象拥有男性化的声音还是具有男子气概的面容都是如此。对这种偏好
变化的一种推测是，拥有男子气概的男性通常比不太有男子气概的男
性更不忠诚。也许只有自身配偶价值较高的女性才会觉得，她可以通
过提醒一个有吸引力的、有男子气概的男性他可能失去她，来控制他
左顾右盼的眼神。

ྩ性欲望对ᇔ际择偶行为Ⲻ影ଃ

除非择偶偏好在某些时候影响到实际的择偶行为，否则它们不可
能进化出来。的确，人们不总能得到他们想要的。大多数人只能将就
找到不那么理想的配偶。然而，一系列科学研究证明，女性的欲望确
实影响了她们实际的择偶决定。

一个证明来源于征婚启事。什么样的男性征婚广告更能增加女性
的点击量或点击率呢？年龄是关键的预测指标。更成熟的男性比年轻
男性能获得更多的点击，尽管女性通常设置的标准是不能比她们大10
岁以上。男性如果提到更高的收入和教育水平，也能获得更多的点

击，这一趋势在波兰和美国都出现了。76

一项对21 973名男性的研究发现，那些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男性

更容易吸引到妻子。77社会经济地位糟糕的男性更容易保持单身。在
肯尼亚的基普西吉斯人（Kipsigis）中间，拥有土地资源的男性更容

易吸引到妻子，而拥有大量土地的男性能吸引到多位妻子。78拥有资
源的美国男性更可能娶到外貌有魅力的女性。平均而言，世界各地所

有文化的女性都倾向于嫁给比她们自己年长一些的男性。79



女性对配偶的欲望也影响了男性的行为，这与性选择理论的逻辑
预测是一致的。关于配偶吸引力的研究显示，男性展示资源来吸引女
性，包括车子、房子、礼物和昂贵的晚餐。男性也通过贬低竞争对手
的地位、抱负、体能和资源，来诋毁他们。甚至在网上约会广告中，
男性也比女性更有可能夸大自己的收入、教育水平和身高，大约虚报
10%到20%。在所有这些方面，女性的配偶偏好影响了实际的择偶行
为：既影响她们自己的行为，也影响那些追求她们、吸引她们的男性
的行为。

ྩ性Ⲻཐ〃偏ླ

现在我们能大体上回答女性之所求这个谜题了。女性挑选她们愿
意与之结成配偶的男性时，是明智的、审慎的和明察秋毫的，因为她
们能够提供大量有价值的繁殖资源。拥有重要资源的人，决不会不加
选择地付出。在繁殖的潮流中不加选择，会让女性祖先付出过于沉重
的代价。她们会挨打、经受食物匮乏、染上疾病，她们的孩子会受到
虐待，她们自己甚至会遭到抛弃。相反，在营养、保护、基因品质和
父亲对孩子的投资方面进行选择，收益是丰厚的。

长期配偶会提供资源的宝库。挑选一位拥有合适资源的长期配
偶，显然需要格外艰辛的努力。对女性而言，这至少包含十几种独特
的偏好，每种偏好都对应一种资源，帮助女性解决重要的适应问题。

对于一般的旁观者来说，女性寻求拥有资源的长期配偶似乎是显
而易见的。但直到跨37种文化研究之前，这种偏好还没有在世界范围
内得到科学的证明。此外，由于男性的资源和资源获取技能往往无法
被直接识别，女性的偏好取决于其他预示未来可能拥有或获得资源的
品质。事实上，女性受金钱本身的影响可能要小于那些能带来资源的
品质，比如抱负、动力、地位、智力、情绪稳定和成熟的年龄。女性
会仔细审视这些个人品质，因为它们揭示了男性的潜力。

然而，仅有潜力还不够。因为许多获取资源的潜力很高的男性，
自身就很挑剔，而且有时还满足于偶然的性关系，从而让女性面临没
有承诺的麻烦。寻求爱和真诚是解决承诺问题的两种方法。真诚显示
出这个男子可能会做出承诺。爱的行动显示他事实上已经对某个特定
的女子有了承诺。



如果一位女性祖先拥有一位男性的爱和承诺，但这个男性在体育
竞技中被其他男性轻易打败，那么这个男性可能是一份有问题的“资
产”。如果一位女性嫁给了一个体能不足、矮小瘦弱的男性，夫妻双
方可能遭受其他男性的破坏，并且失去他们的共有资源。高大、强
壮、拥有V形身材的运动型男性为女性祖先提供了保护。通过这种方
式，她们能够确保获得的资源和承诺不会受到侵犯。如果女性在挑选
男性时，部分考虑到他们的力量和体能，那么她们更有可能成功地生
存和繁殖。

如果一位女性的丈夫染上疾病或是死去，或是这对夫妻彼此太不
相配，以至于不能有效分工合作，那么资源、承诺和保护不会给这个
女性带来任何好处。女性对健康男性的青睐，确保了她的未来丈夫有
能力在漫长的岁月中提供好处。而女性对配偶之间相似的兴趣和特征
的青睐，帮助她确保彼此追求一致的目标。现代的女性有多种多样的
择偶偏好，但每一种偏好都完美地对应着成千上万年前我们的女性祖
先面临的适应问题。

当然，女性不会一次只评估潜在配偶的一种品质。男性是整套品

质的集合，必须被全盘接受或全盘拒绝。80这不可避免地需要权衡。
一个善良的男性可能愿意将他的一生奉献给一位女性，拥有作为父亲
的巨大潜力，但是也许只能提供较少的资源。一位强壮、健康、有魅
力的男性也许是资源和良好基因的优秀提供者，但也可能更容易出
轨。此外，许多情况下，女性的配偶偏好会发生变化——她的个人资
源获取能力、她是寻求长期配偶还是偶然的性伴侣、近亲关系、择偶
池中的性别比例，以及被特定男性吸引的其他女性的存在。长期以
来，男性对女性想要什么一直感到困惑的原因是，女性的择偶偏好具
有内在的复杂性、多面性和情境依赖性，这反映了我们的祖先母亲在
人类进化史上不断面临的大量复杂的适应性挑战。

男性祖先面临着一系列不同的适应问题。因此，我们要转换视
角，通过男性先辈的眼睛来看一看作为潜在配偶的女性祖先。

注释

[1]1㤧寸㓜ਾ2.54ৎ㊩。——译㘻⌞



第三章 男性别有所求

㗄丽来㠠观看㘻的进化适应。

——唐纳德·㾵㫏斯（Donald Symons）

《⭭性ᜩ㾷什么？》（“What Do Men Want”）

男性为何结婚是一个谜题。既然一位男性祖先为了实现繁殖所要
做的全部事情只是让一位女性受孕，那么不含承诺的随意性关系对于
他来说应该已经足够。由于演化产生出渴望婚姻的男性，和愿意承诺
对一位女性进行多年投入的男性，这样做必定存在强大的适应优势，
至少在某些条件下，这种优势能够超过寻求随意性伴侣所带来的优
势。

对于这个谜题的一种解答与女性设立的基本规则（ground
rules）有关。比较明确的是，许多女性祖先在同意发生性关系之前，
要求可靠的男性承诺的标志，那些未能承诺的男性将在择偶市场中惨
遭失利。他们可能根本吸引不到任何女性。或者他们可能吸引不到合
意的女性，不得不屈就于配偶价值较低的配偶。而且女性同意发生性
关系的门槛之高，使得仅仅追求短期择偶策略对于大多数男性来说是
代价高昂的。从繁殖投入的经济学来看，不追求永久配偶将会导致极
高的代价，以至于大多数男性望而却步。而男性吸引伴侣的概率以及
吸引更理想伴侣的概率，都随着他们愿意做出承诺而增加，男性也会
从中受益。

男性从对一位女性的持续承诺中获益的另一种方式是，增加他成
为她所生孩子的父亲的概率——提高他的父权确定性。通过长期的承
诺，男性获得了反复的、排他的性接触，这种亲密接触使他们能够抵



御潜在的配偶偷窃者。没有承诺，就难以获得反复的性接触，父权也
更加不确定。

对一个女性做出承诺的进一步好处是能提高这个男性的孩子的生
存和繁殖成功率。在人类祖先的环境中，如果缺少父母或近亲的持续

投资，婴儿和年幼的孩子很容易夭折。1例如，在巴拉圭的阿赫族印第
安人中，如果一个男人死于一场俱乐部搏斗，其他的村民经常会做出
共同的决定——杀掉他的孩子，就算这个孩子的母亲还活着。人类学
家金·希尔（Kim Hill）曾经报告过一个案例：一个13岁的男孩，在
他父亲死于一场俱乐部搏斗之后，被杀掉了。大体来说，阿赫族的孩
子如果死了父亲，会面临比其他的父亲健在的孩子高10%的死亡率。

在人类进化史中，就算有些孩子在没有父亲投资的情况下存活了
下来，他们也缺少父亲的教导和政治联盟，而这些资产有助于他们今
后解决择偶问题。在过去和现今的许多文化中，父亲强有力的操控能

够使子女获得一个好归宿。2这些收益的缺失对没有父亲的孩子的进化
适应性提出了挑战。运行了成千上万代的进化压力，使追求长期承诺
策略的男性占据了优势。

择偶市场的经济学通常会造成两性之间的不对称，即在一段承诺
性的关系中，而不是在一段暂时的关系中，两性在获得合意配偶的能

力上是不对称的。3大部分男性，如果愿意承诺一段长期关系，就能获
得一个赞许性高得多的配偶，因为女性一般都渴望持续的承诺，而具
有高赞许性的女性最有可能得到她们想要的东西。相对而言，大部分
女性通过提供性而不要求承诺，就能获得一个赞许性高得多的短期配
偶，因为地位高的男性愿意放宽标准，与多个女性发生性关系，只要
这种关系仅仅是短期且无需任何承诺的。高地位的男性对于他们愿意
承诺的伴侣有更严格的标准。

男性承诺还有另外两种好处。一是提高社会地位。在许多文化
中，男性直到结婚后才会被认为是“真正的男人”。当然，地位的提
高会给男性带来其他好处，包括给孩子提供更好的资源，有时还会增
加对其他伴侣的吸引力。承诺或婚姻的最后一个好处是形成一个更广
泛的联盟网络，包括他的配偶的朋友和亲属。简而言之，男性对一个
女性做出承诺会带来很多好处。



男性对长期配偶的许多要求与女性的要求是一致的。和女性一
样，男性也想要聪慧、善良、可靠、情绪稳定、健康的忠诚伴侣。无
论对于男性还是女性，这些品质都与优秀的伴侣、优秀的盟友和优秀
的父母有关。这些品质也预示着良好的基因资源与低突变负荷，即在
伴侣的基因组中比较不会出现遗传复制差错——这些品质会带来更健
康、更强壮的孩子。

但是男性要面对一个适应问题——选择生育能力强的伴侣，而女
性不需要面对，至少不需要那么痛苦地面对这个问题。要想生育成
功，最明显的标准就是女性的生育能力。在进化的潮流中，生育能力
强的女性将是极其宝贵的。因此，男性需要一些基准，来判断一个女
性的繁殖能力是强还是弱。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比它最初看起来要困难。男性祖先几乎没有
什么明显的辅助手段，来确定哪些女性拥有最高的生育价值。一个女
性一生中可能生育的孩子数量，并没有印在她的前额上，也没有包含
在她的社会声誉中，她的家人也对此一无所知。甚至是女性自身，对
于她们的繁殖价值也缺乏直接的认识。

当我们考虑黑猩猩——与我们最接近的灵长类近亲时，发现哪些
女性具有生育能力的适应问题就变得很明显了。当雌性黑猩猩能生育
时，它就进入发情期。它的生殖器开始充血，产生鲜红色的肿胀，从
视觉上看确实有点像霓虹灯。它在排卵期散发排卵气味。这些发情信
号使雄性黑猩猩陷入性狂热。为了让这些雄性黑猩猩更容易交配，发
情期的雌性黑猩猩经常积极地请求交配，把它们自己呈现给它们喜欢
的雄性。男人可没这么容易。尽管女性在排卵期会经历一些细微的变
化，比如皮肤稍微变白，音调稍微提高，但女性并没有像雌性黑猩猩
发出的那种清晰可见的排卵信号。在进化史上，人类排卵的迹象大多
被隐藏起来，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择偶的基本规则。

尽管如此，对生育能力的偏好仍然进化了出来。男性祖先进化出
某些机制，能够察觉女性潜在生育价值的线索，其中两个明显可观察

到的线索就是年轻和健康。4年老或不健康的女性能够生养的后代显然
不如年轻或健康的女性多。男性祖先通过偏好年轻和健康的女性，部
分解决了寻找有生育价值的女性这个问题。但是怎样才能辨别年轻和
健康呢？



年轻

在20多岁以后，女性的生育能力就随着年龄增长而稳步下降，这
是关于生育的事实。到40岁时，一个女性的生育能力已经很低，到50
岁时就接近零了。女性的生育能力被压缩在她们生命的一个片段中。

男性的偏好利用了这个关键的线索。在美国，男性一致表示渴望
比他们更为年轻的配偶。从1939年到2005年间，在从东海岸到西海岸
的大学生中进行的调查显示，男性偏好的年龄差异在两年半左右徘

徊。5平均来说，21岁的男性偏好18.5岁的女性。

男性受到年轻女性的吸引，这并不只限于西方文化。当人类学家
拿破仑·夏侬被问及在亚马孙雅诺马马男性眼中，什么样的女性最性

感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moko dude’的女性。”6“moko”这
个词用来形容水果时，意思是水果可以收获了，而用来形容一个女性
时，意思是这个女性已经具备成熟的繁殖能力。“moko dude”用来指
水果时，意思是这个水果完全成熟了，而用来指女性时，意思是她已
经过了青春期，但还没有生下她的第一个孩子，或者说她正值15岁到
18岁的芳龄。其他部落和传统民族的同类信息显示，雅诺马马男性的
偏好并非与众不同的。

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伊朗和印度的男性都具有类似的倾向。
在国际研究调查的37个社会中，每一个社会的男性都毫不例外地偏好
比他们年轻的妻子。例如，23.5岁的尼日利亚男性，表示他们偏好比
自己年轻6.5岁或者说刚满17岁的妻子。21.5岁的克罗地亚男性表示渴
望拥有大约19岁的妻子。中国、加拿大和哥伦比亚的男性，与他们的
尼日利亚和克罗地亚朋友一样，强烈渴望比自己年轻的女性。平均来
说，37种文化的男性表达出他们对大约比自己年轻两岁半的妻子的渴
望。

尽管男性普遍偏好比他们年轻的女性作为妻子，但这种偏好的强
烈程度因文化而异。芬兰、瑞典和挪威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男性，
希望他们的新娘只比自己年轻一岁或两岁。尼日利亚和赞比亚的男性
分别希望他们的新娘年轻六岁半或七岁半。在尼日利亚和赞比亚实行
一夫多妻制，就像世界上许多文化一样，男性只要负担得起，法律上
允许他们娶一位以上的妻子。一夫多妻制中的男性在获得足够的资源



以吸引到妻子时，他们的年龄通常比一夫一妻制中的男性要大一些。
尼日利亚和赞比亚男性更喜欢较大的年龄差距，也许反映了他们在娶

妻时年龄更大。7

这一解释得到了大量科学研究的支持，这些研究表明，随着男性
年龄的增长，他们会偏好与他们年龄差距越来越大的女性作为配偶。

看一下来自个人征婚广告的统计数据。8男性的年龄对他的偏好有极大
的影响：30多岁的男性偏好大约年轻5岁的女性，而40多岁的男性偏好

年轻10岁到20岁的女性。9

尽管这些发现支持了进化假设，即男性更喜欢年轻的女性，因为
她们更能生育，但这一观点实际上导致了一个非常违反直觉的预测
——年轻的青春期男性应该更喜欢比自己稍ཝ一点的女性。科学研究
证实了这一预测。例如，15岁的青春期男性对17岁或18岁的女性表现

出渴望。10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吸引几乎是完全没有回报的。十七八
岁的女性甚至注意不到这些年轻的青春期男性，更不会被他们吸引。
她们喜欢更年长的男性，而不是更年轻的。

这些关于青春期男性的研究结果与另外两种可能的解释相矛盾，
这两种解释试图说明为什么年长的男性会被年轻的女性所吸引。其中
一种解释——心理学上的老套路——就是强化理论（reinforcement
theory）：如果人们的行为得到奖励，他们就会重复这种行为。青春
期男性很难得到他们最喜欢的女性的支持或奖励；事实上，他们被这
些女性忽视或主动回避。第二种解释认为，男性被年轻女性吸引是为
了行使权力和控制力。但是青春期中期的男性对他们眼中如此美丽的
十七八岁女性完全没有权力或控制力。简而言之，从生育能力角度对
这些研究结果进行解释是最令人信服的，包括从青春期男性的吸引到
男性随着年龄增长偏好与自己年龄差距越来越大的女性等各种情况。

事实上的婚姻抉择，肯定了男性在变老过程中对与自己年龄差距
越来越大的女性的偏好。美国的新郎在第一次婚姻中比他们的新娘大

约年长3岁，第二次婚姻中年长5岁，而在第三次婚姻中达到8岁。11在
世界范围内，男性对更加年轻的女性的偏好，都转变为事实上的婚姻
抉择。例如，教堂里的文件显示，在19世纪初的瑞典，离婚后重新结
婚的男性会挑选平均比他们年轻10.6岁的新娘。在能够获得新娘和新
郎年龄数据的全世界所有国家或地区中，平均来说男性在年龄上都超



过了他们的新娘。12在欧洲国家，夫妻双方年龄差异最小是在波兰，
大约是2岁；最大在希腊，达到5岁左右。所有国家或地区平均来说，
新郎比他们的新娘年长3岁，这大约是世界各地的男性特别渴望的年龄
差距。在一夫多妻制的文化中，年龄差距甚至要更大一些。例如，在
澳大利亚北部的提维部落，地位高的男性通常拥有比他们年轻二三十

岁的妻子。13总而言之，当代男性偏好年轻女性，因为他们从其男性
祖先那里继承了一种进化的偏好，这种偏好高度关注女性生育价值的
线索。这种心理偏好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实际的择偶决定——尽管我
们以后会看到，人们不总能得到他们想要的。

身体㗄Ⲻ标准

对年轻的偏好仅仅是与女性生育能力相关的男性偏好中最明显的
一种。进化逻辑带来了一套更为强大的对普遍的美丽标准的期望。正
如我们对于美丽风景的标准体现了诸如水、猎物和庇护所等线索——
模仿对我们祖先有益的环境——我们对于女性美的标准也体现出有关

女性生育能力的线索。14情人眼里出西施，但是眼睛和眼睛背后的心
智，历经几百万年的演化才得以塑造。

我们的祖先拥有关于女性健康和青春这两类可观察的证据：身体
外貌特征，比如丰满的嘴唇、明亮的肤色、光滑的皮肤、明亮的眼
睛、富有光泽的头发和良好的肌肉状况，以及行为特征，比如活泼年
轻的步态、活跃的面部表情和高度的活力水平。这些关于年轻和健康
的信号，也是关于生育能力的身体信号，构成了男性对女性的审美标
准的关键要素。

因为身体和行为的信号提供了关于女性生育价值的最有力的可观
测证据，男性祖先进化出对显现这些信号的女性的偏好。如果男性没
有选择标志着高生育价值的品质，而是选择与头发灰暗、皮肤不光
滑、肌肉不坚实的老奶奶结婚，他将会留下较少的后代。

克莱兰·福特和弗兰克·比奇发现一些普遍的线索与美丽的进化

理论恰好吻合。15年轻的标志，比如无瑕的肤色和光滑的皮肤，以及
健康的标志，比如没有疼痛和损伤，被普遍地视为富有魅力。任何有
关健康状况不佳或年龄较大的提示都被视为没有魅力。想象热吻一个
爱人的痤疮更容易激起厌恶的感觉，而不是性欲。较差的面色总被视



为不性感的。脓包、癣、面部毁损和污秽，普遍令人反感。皮肤明亮
光滑、没有疾病则普遍迷人。

例如，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报告说，在美拉尼西亚西北部的特
罗布里恩岛民中间，“疮口、溃疡和皮疹，从性接触的视角来看，是
尤其令人反感的”。相反，美丽的“根本要素”是“健康浓密的头

发、坚固的牙齿和光滑的皮肤”。16特定的特征，诸如明亮的眼睛，
丰满、轮廓优美而非单薄、扁平的嘴唇，对于岛民来说尤其重要。

年轻的信号对于女性魅力的审美来说也是同等重要的。当男性和
女性评价一系列年龄各异的女性照片时，对面部吸引力的评价随着照

片上女性年龄的增长而下降。17对美丽的评价下降与评价者的年龄或
性别无关。

大多数关于吸引力（attraction）的传统心理学理论假定，吸引
力的标准是通过文化传递逐渐习得的，因此在小孩长到3岁或4岁以前
是不会出现的。心理学家朱迪丝·朗格卢瓦（Judith Langlois）和她

的同事通过研究婴儿对面容的社会反应，推翻了这种传统的智识。18

首先，让成年人评价彩色幻灯片上的白人和黑人女性面孔的吸引力。
然后，让两三个月大的婴儿和6到8个月大的婴儿也观看成对展示的具
有不同吸引力水平的照片。无论是年幼些还是年长些的婴儿，对于漂
亮的面孔都注视得更久一些，这表明美丽的标准显然在生命相当早的
时期就出现了。在第二项研究中，朗格卢瓦发现，12个月大的婴儿与
戴着漂亮面具的陌生人互动时，比起他们与戴着不漂亮面具的陌生人
互动时，表现出更多显而易见的愉悦、玩耍时更大的投入程度以及较

少的痛苦和回避。19在第三项研究中，朗格卢瓦发现12个月大的婴儿
玩漂亮玩具的时间，比起他们玩不漂亮玩具的时间明显更长。这些标
准的出现似乎不需要什么必要的训练。这个证据挑战了人们通常持有
的观点——吸引力是通过逐渐接触现有的文化标准而习得的。

美的许多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既不是武断的，也不是文化上
反复无常的。心理学家迈克尔·坎宁安（Michael Cunningham）要求
不同种族的人评价各个种族女性照片的面部吸引力，他发现关于谁好

看、谁不好看，人们达成了很大的共识。20例如，亚洲和美洲的男
性，在评价哪个亚洲女性或哪个美洲女性最有魅力、哪个最没有魅力
的问题上彼此赞同。研究人员也在中国人、印度人和英国人之间，在



南非人和美国人之间，在美国黑人和美国白人之间发现了评价的一致

性。21

照片加工为女性美的进化理论提供了证据。为了发现一张有魅力
的面孔由什么成分组成，朗格卢瓦和她的团队通过计算机图形技术生
成了人类面孔的拼凑图。通过将各个面孔互相叠加，新的面孔得以产
生。这些拼凑出的新面孔，分别由不同数量——4张、8张、16张或32
张面孔组合而成。人们要评价每一张组合面孔的吸引力，也要评价合
成面孔的每个单独面孔的吸引力。一个惊人的结果出现了。组合面孔
被普遍评价为比任何一个单独面孔都更有魅力。16张面孔的组合比4张
面孔或8张面孔的组合更有魅力，而32张面孔的组合是所有面孔中最具
魅力的。由于单个面孔在叠加时可能消除了它们的不规则之处，使它

们变得更加对称，平均的或对称的面孔比真实的面孔更具吸引力。22

为何人们会认为对称的面孔更具吸引力？心理学家史蒂夫·甘杰
斯塔德（Steve Gangestad）和生物学家兰迪·桑希尔（Randy
Thornhill）进行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解释。他们考察了面孔和身体的不

对称性（asymmetries）与吸引力评价之间的关系。23在个体发育中，
反复的环境危害和疾病造成了个体的不对称性。这些不对称性不仅包
括损伤（injures）和其他暗示健康状况的身体危害（physical
insults），也包括寄居在体内的寄生虫，以及潜伏在人类基因组中的
突变。由于寄生虫和基因突变会导致身体的不对称，不对称的程度可
以作为个体健康状况的线索，也可以作为个体发育受到各种压力因素
干扰程度的指标。例如，在蝎蛉和燕子中间，雄性偏好与对称的雌性
配对，并且倾向于回避那些显得不对称的雌性。人类也是如此。甘杰
斯塔德和桑希尔测量了人们的特征，比如脚宽、手宽、耳朵的长度和
宽度，并分别对这些人的吸引力进行了评价。他们发现不太对称的人
看上去也不太有吸引力。人类身体的不对称性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
年长者的面孔比年轻人的面孔要不对称得多，因此对称性也提供了年
轻的一个线索。这个证据再一次肯定了以下理论：健康和年轻的线索
体现在吸引力的标准中——这是一种在生命早期就出现的标准。

体形

美丽的面孔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身体其余部分的特征提供了有
关女性生育能力的大量信号。女性身体魅力的标准因文化不同而在某



些维度上有所差异：有的文化以身材丰满为美，有的却以苗条为美；
有的文化以较浅的肤色为美，有的却以较深的肤色为美。对特殊的身
体特征——比如眼睛、耳朵、臀部或生殖器的强调，也因文化而异。
在有些文化中，比如在非洲西南部霍屯督族的一个分支——纳马族
（Nama）中，拉长的大阴唇被认为具有性魅力，于是他们人为地拉伸
阴唇来增加魅力。在许多文化中，男性偏好又大又坚挺的乳房，但是
在少数文化中，比如在苏丹东部的阿赞德人和乌干达的干达人中，男

性认为长而下垂的乳房更有吸引力。24

文化差异最大的美丽标准似乎是苗条还是丰满的身材更美。这种
差异与身体所传达的社会地位信息联系在一起。在食物稀缺的文化
中，比如在澳大利亚的布须曼人中，丰满标志着财富、健康和成长发

育时获得了充足的营养。25在食物相对充足的文化中，比如在美国和
许多西欧国家，丰满和地位是负相关的，富人通过较瘦的身材来表明

他们的地位。26男性显然根本没有进化出对特定数量的身体脂肪的偏
好。相反，他们进化出对与地位相关的任何特征的偏好，这些特征的
差异在不同文化中是可预测的。显然，这种偏好不需要刻意的计算或
意识。

心理学家保罗·罗赞（Paul Rozin）和他的同事所做的研究，显
示出女性和男性对体形胖瘦赞许性的知觉存在一个令人困扰的事实。
27来自美国的男性和女性观看了九个女性的身体轮廓图，从非常瘦到
非常胖。研究者要求女性指出她们自己认为理想的体形，以及她们认
为在男性眼中理想的女性体形。在两个问题上，女性都挑选了比平均
水平更苗条一些的体形。但是，当男性被要求挑选他们偏好的女性体
形时，他们挑选了具有平均胖瘦水平的体形。美国的女性错误地认为
男性渴望较瘦的女性，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这些发现驳斥了这样一
种观点，即男性喜欢T台模特般身材苗条的女性，大多数男性并不是。

虽然男性对胖瘦的偏好各有不同，但心理学家德文德拉·辛格
（Devendra Singh）发现，对体形的一种偏好是不变的，那就是对特

定的腰部与臀部尺寸比例的偏好。28在青春期前，男孩和女孩具有相
似的脂肪分布。然而，青春期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男孩的臀部和大
腿部位的脂肪减少，而青春期女孩由于雌激素的分泌，躯体下半部
——主要在臀部和大腿上部开始沉积脂肪。的确，女性身体这个区域
的脂肪含量，比男性多40%。



在青春期前，两性的腰臀比是相似的。但过了青春期，女性臀部
的脂肪堆积使得她们的腰臀比变得比男性低很多。健康的、有繁殖能
力的女性，腰臀比在0.67和0.80之间。而健康男性的这一比例在0.85
到0.95之间。现在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腰臀比是女性繁殖状况的准确
指标。腰臀比较低的女性显示出较早的青春期内分泌活动。拥有较高
腰臀比的已婚女性，更难以怀孕；而那些怀上孕的人，怀孕的年龄要
比腰臀比低的女性靠后一些。腰臀比也是长期健康状况的一个准确的
指标。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卒中和胆囊紊乱等疾病都与脂肪的
分布有关，并由这个比例反映出来。腰臀比与健康和生育状况之间的
联系，使其成为男性祖先择偶偏好的可靠线索。

辛格发现，腰臀比是女性吸引力的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在辛格进
行的十几项研究中，男性评价了在腰臀比和脂肪总量上有所差异的女
性体形的吸引力。男性认为，平均体形比瘦体形或胖体形都更具吸引
力。但是，无论脂肪总量如何，男性都会认为拥有低腰臀比的女性最
具吸引力。腰臀比是0.70的女性被认为比0.80的女性更具吸引力，而
0.80的女性被认为比0.90的女性更吸引人。最后，辛格对《花花公
子》杂志插页和美国过去30年中选美比赛优胜者的分析，确认了这条
线索的不变性。尽管杂志插页和选美比赛的优胜者在30年中变得越来
越瘦，但她们的腰臀比总是准确地保持在0.70。

腰臀比之所以重要，可能有另一个原因。怀孕会极大地改变腰臀
比。较高的腰臀比类似于怀孕的体形，因此可能使得女性作为配偶或
性伴侣的吸引力下降。反过来，较低的腰臀比标志着健康、高生育能
力和目前并没有怀孕的事实。男性关于女性吸引力的标准，经过成千
上万代的进化，才找到了这条可靠的线索并认为它是有吸引力的。

ཌ貌Ⲻ重要性

由于女性的外貌传达了许多信号，而且男性进化出的美丽标准是
用于回应这些信号的，男性在择偶时对外貌格外青睐。在美国，对美
貌配偶的偏好得到了大量的证明。在20世纪50年代，5 000名大学生确
认了他们想要的未来丈夫或妻子所具备的特征，男性列出外表吸引力

的次数远多于女性。29仅仅是男性列举的条件的数量，就暴露了他们
的价值观。他们想要一位漂亮、耀眼、清秀、可爱、迷人、富有魅力



的妻子。至少在那个时候，美国的女大学生很少将外表视为理想丈夫
的首要条件。

从1939年到1996年，在美国进行的几十年长程择偶研究发现，男

性比女性更看重潜在配偶的外表吸引力和美貌。30男性倾向于认为吸
引力很重要，而女性倾向于认为它是合意的，但并不非常重要。在吸
引力的重要性上，性别差异在一代又一代之间保持不变。差异大小在
几十年间都没有发生变化。男性更加偏好具有外表吸引力的配偶，这

是已经证明的心理性别差异中最稳定的差异之一。31

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吸引力的重视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在20世

纪的美国，吸引力的重要性急剧增加。32从1930年以来，伴随着电
视、时尚杂志、广告以及其他媒体中迷人模特的增加，几乎每隔十
年，外貌的重要性对于男性和女性都同等增加。例如，调查显示，在
0.00到3.00的量表中，从1939年到1989年，男性对婚姻伴侣外貌重要
性的评价从1.50上升至2.11，而女性则从0.94上升至1.67。中国、印

度和巴西在进入21世纪后也出现了类似的转变。33这一转变显示出择
偶偏好是可变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性别差异始终保持不变。自20
世纪30年代末以来，在迄今所研究的所有国家或地区中，男性和女性
之间的差距持续存在。

这种性别差异不局限于美国或者西方文化。抛开地理位置、居住
地、婚姻体制和文化生活安排这些因素，在关于择偶的国际性研究所
涉及的全部37种文化中，男性都比女性更加重视潜在配偶的外貌。中
国的情况代表了两性看待美貌的重要性的平均差异：中国男性的评价
为2.06，而女性为1.59。这种一致的性别差异跨越了不同的阶级、语
言、种族、民族、宗教、气候、政治体制和择偶体系而持续存在。在

哈扎族（Hadza）中，重视配偶生育能力的男性是女性的5倍多。34当
被问及如何判断一个女人是否可以生育很多孩子时，大多数哈扎族男
性的回答是，“你可以从外表判断”，这表示他们意识到外貌传递了
关于生育能力的重要信息。男性对外貌迷人的配偶的偏好，是一种超
越了文化，在整个物种中普遍存在的心理机制。女性也看重配偶的外
貌，她们应当如此，因为外貌对两性来说都意味着健康，但她们不像
男性那样重视外貌。

⭭性Ⲻ൦位ૂྩ性Ⲻ㗄丽



男性之所以重视女性的魅力，除了女性的繁殖价值，还有其他原
因。女性的魅力对男性的社会地位具有重要的影响。民间俗语告诉我
们，配偶反映了我们自己。男性格外关注地位、名声和阶层，因为较
高的阶级往往是获取资源的一种重要途径，能使男性在女性眼中更具
吸引力。因此，不难设想，一个男性会非常关注他的配偶为他的社会
地位带来的影响——影响到他能否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更多的择偶机
会。

但是，一个人的地位和资源占有量往往不能被直接观察到，而是
要通过一些具体的特征进行推断。对于人类来说，一种信号就是人们
的服饰。在任何一种性别看来，金项链、昂贵的艺术品或者豪华轿车

都传达着一种信息，即该个体具有充裕的资源可用作亲本投资。35男
性追求有吸引力的女性作为配偶，不仅仅是追求她们的生育价值，同

时也是作为自身地位的标志，展现给同性竞争者和其他潜在配偶。36

相关实验证明了配偶的魅力对男性社会地位的影响。当人们看到
长相平平的男性和漂亮的配偶在一起的照片时，他们更多地将地位与
职业声望归功于该男性，超过了其他类型的搭配，比如漂亮的男性和
不漂亮的女性在一起、不漂亮的女性和不漂亮的男性在一起，甚至是
漂亮的男性和漂亮的女性在一起。人们会猜测，一个相貌不出众的男
子，如果能够引起一位极漂亮的女子的兴趣，很可能是因为他拥有显
赫的地位。这大概是由于人们认为，有魅力的女性具有很高的配偶价
值，她们通常能获得她们想要的伴侣。

在我进行的关于人类声望标准的研究中，与一位容貌出众的对象
约会，能极大地提升男性的地位，但是对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作用却

很微小。37相反，如果男性与不漂亮的女性约会，他的地位和名声会
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而女性如果与容貌不佳的男子约会，她的地位只
会经历微不足道的下降。

这种趋势广泛存在于不同的文化中。我和我的研究合作者在对中
国、波兰、关岛、罗马尼亚、俄罗斯和德国的当地居民进行一项关于
人类声望标准的平行研究时，我们发现在这些国家，与女性相比，男
性获得一个外表有魅力的配偶更能提升自己的地位。无论在哪个国家
或地区，与女性相比，男性拥有一位不漂亮的配偶，都会对其地位造
成较大的损害。当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男性都很看重有魅力的女性，



这不仅是因为魅力标志着女性的生育能力，还因为魅力象征着地位，
而地位反过来又创造了更多的择偶机会。

性ੇ与配偶偏ླ

男性对配偶外貌的偏好并不局限于异性恋者。一些科学家认为，
同性恋关系为配偶欲望方面的性别差异的进化基础，提出了一个严峻

的考验。38男同性恋者是否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与其他男性相似的偏
好，而仅仅是渴望的配偶性别不同？他们表现出的偏好是否与女性的
更加类似？或者，他们持有一种与两性的典型偏好都不同的独特偏
好？

没有人知道古往今来每种文化中同性恋者的准确比例。探索的困
难一部分来自对同性恋者的多种定义。性科学家阿尔弗雷德·金赛估
计，群体中超过三分之一的男性曾在生命中或多或少地参与过某种形
式的同性恋活动，这通常属于青春期体验的一部分。但是，仅有很少
人表现出以同性作为配偶的强烈偏好。大多数估测的数字是，男性的

这一比例为3%至4%，而女性为1%至2%。39曾参加过某种同性恋活动的
人员百分比，和表现出强烈偏好同性伴侣的人员所占的百分比之间的
差异，暗示了潜在心理偏好和公开行为表现之间的重要差别。一些原
本偏好异性配偶的男性，因为环境或机会的关系，可能会以同性作为
替代的性伴侣。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强烈倾向于以同性成员作为配偶，但缺
少相关知识并不妨碍人们思考这个问题。一种猜测是所谓的同性恋的
亲属选择理论（kin selection theory），这个理论认为，同性恋之
所以会进化出来，是因为有些人帮助自己的近亲繁衍后代，而不是自

己繁衍后代会更好。40目前没有证据支持这一理论。与男异性恋者相
比，男同性恋者不会在侄子侄女身上投入更多。其他理论则指出母亲
的宫内环境、出生顺序和其他非遗传原因。如果性取向存在一个单一
的大原因，那么科学家们现在很可能已经知道了。同性恋的起源仍然
是一个谜，这表明性取向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和复杂的。

同性恋者对配偶的偏好却远没有那么神秘。研究证明，男同性恋
者非常重视伴侣的年轻和容貌。威廉·扬科维亚克和他的同事要求同
性恋和异性恋的男女个体，评价一些不同年龄、不同容貌魅力的男性



和女性照片。41同性恋和异性恋的男性个体都认为，较为年轻的伴侣
始终更具吸引力。相反，无论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的女性，都没有将
年轻作为影响吸引力水平的重要因素。这个结果暗示，女同性恋者的
配偶偏好与女异性恋者的非常相似，仅仅是喜欢对象的性别不同而
已。男同性恋者与男异性恋者的配偶偏好也类似。

心理学家凯·杜克斯（Kay Deaux）和兰德尔·汉纳（Randel

Hanna）开展了一项系统的关于同性恋配偶偏好的研究。42他们从东海
岸和西海岸的报纸中收集了800条征婚启事，对男异性恋者、女异性恋
者、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进行了平均抽样。他们利用一套编码方
案计算了上述每个群体展示和寻求特定特征的频率，比如容貌吸引
力、经济保障和人格特征等。

女同性恋者表现得与女异性恋者相似，并不强调容貌吸引力，只
有19.5%的女异性恋者和18%的女同性恋者提到了这项品质。相反，有
48%的男异性恋者和29%的男同性恋者表示，他们要寻求有魅力的伴
侣。在这几个群体中，女同性恋者比其他任何一个群体都更少提到自
身的容貌吸引力，其中只有30%的人提到了这一点。相反，69.5%的女
异性恋者在征婚启事上提到了自身的吸引力，男同性恋者是53.5%，而
男异性恋者是42.5%。只有16%的女同性恋者要求回应者提供照片，而
35%的女异性恋者、34.5%的男同性恋者和37%的男异性恋者提出了这个
要求。

女同性恋者与其他三个群体明显不同，她们较少说明自身的身体
特征，比如体重、身高、瞳孔颜色和身材。只有7%的女同性恋者提到
她们对特定身体特征的渴望，而20%的女异性恋者、38%的男同性恋者
和33.5%的男异性恋者对特定身体特征提出了要求。从整体吸引力来
看，女同性恋者也别具一格，因为只有41.5%的女同性恋者在她们展示
的资源中列出了身体特征，而64%的女异性恋者、74%的男同性恋者和
71.5%的男异性恋者展示了特定的身体资本。很明显，男同性恋者与男
异性恋者一样非常看重容貌。在欲求方面，女同性恋者更像女异性恋
者，但她们也有不同之处，就是她们不太看重身体特征，这从她们展
示的和寻求的品质中都能体现出来。

较少有正式研究确认年轻和容貌在男同性恋者眼中的中心地位。
对男同性恋者择偶市场的调查总会发现，容貌魅力是一位潜在伴侣的



赞许性的关键决定因素。男同性恋者非常重视穿着、打扮和身体状
况。而年轻是吸引力的一个关键因素：“在男同性恋者的世界里年龄

说了算。”43

社会学家菲利普·布卢姆斯坦（Philip Blumstein）和佩珀·施
瓦茨（Pepper Schwartz）发现，伴侣的美丽容貌对于满足男同性恋者
和男异性恋者的欲望非常重要，超过了对于女同性恋者和女异性恋者

的重要性，即使在已经成对的个体中也是如此。44他们发现，57%的男
同性恋者和59%的男异性恋者感到，他们的伴侣看起来是否性感是很重
要的。与之相对，只有31%的女异性恋者和35%的女同性恋者声称伴侣
的性感外表很重要。男同性恋者和男异性恋者似乎拥有相似的配偶偏
好，除了他们偏好的伴侣性别不同。他们都很看重外貌，同时都把年
轻和年轻的特征作为定义美丽的核心要素。

达到㠠身欲≸Ⲻ⭭性

尽管大部分男性看重配偶的年轻和美丽，但显然并非所有男性都
能成功地满足自身的欲望。比如，如果男性缺少女性想要的地位和资
源，一般来说他们要吸引年轻美丽的女性会非常困难，所以不得不退
而求其次。证明这种可能性的证据来自一些在历史上处于特殊位置，
因而能够获得自身所求的男性，比如国王、皇帝、暴君和其他地位显
赫的男性。例如，在18世纪初到19世纪初，德国克鲁姆赫恩
（Krummerhörn）的有钱人能比没钱的人娶到更年轻的新娘。与之类
似，无论是18世纪到19世纪的挪威农民还是当代肯尼亚的基普西吉斯

人，地位高的男性总是能比地位低的男性娶到更年轻的新娘。45

国王和暴君的后宫通常云集了众多年轻貌美的妙龄女子。国王会
频繁地与她们发生性关系。例如，残忍嗜血的摩洛哥苏丹穆莱·伊斯
梅尔就承认他生养了888个子女。他的后宫有500名佳丽。每当一个女
子年满30岁之时，她就被更年轻的女子取代，并且被送出皇帝的后
宫，转送给等级较低的领主。古代罗马、巴比伦、埃及、印加、印度
和中国的皇帝都拥有和伊斯梅尔同样的嗜好，命令手下在统治的领土

上搜寻尽可能多的年轻美女。46

现代美国的婚姻模式证明了这个事实，即拥有充足资源的男性最
有可能满足自身的偏好。地位高的男性，比如年长的摇滚明星洛·史



都华、米克·贾格尔和电影明星乔治·克鲁尼、约翰尼·德普，经常
选择比他们年轻二三十岁的女子。一项研究考察了男性的职业地位对
他娶什么样的女子造成的影响。职业地位高的男性能够比职业地位低

的男性娶到外貌远为迷人的女子。47的确，男性的职业地位似乎是他
妻子魅力水平的最佳预测指标。如果男性处于能够吸引年轻女性的位
置，他们往往能做到这一点。

享有高地位和高收入的男性，显然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有能力吸引
较高价值的女子。在一项包括1 048个德国男性和1 590个德国女性的
关于计算机约会服务的研究中，习性学家卡尔·格拉默（Karl
Grammer）发现，随着男性收入的增加，他们会寻求更加年轻的伴侣。
48收入的每一点增长都伴随着所寻求女子的年龄的下降。

然而，并非所有的男性都拥有地位、职位或资源来吸引年轻女
子，而且有些男性最终娶的是比自己年长的女子。许多因素决定着女
性结婚时的年龄，包括女性的偏好、男性自身的年龄、男性的择偶资
本、男性的其他择偶偏好的强度和女性的外貌。并非在任何时候，也
并非对任何人，择偶偏好都能转化为实际的择偶决策，正如食物偏好
一样，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将其转化为实际的进食决定。但
是，如果男性处于一定的位置，能够获得所需，他们通常会娶年轻貌
美的女子为妻。满足了这些偏好的男性祖先，能够比没有满足者更成
功地繁衍子孙后代。

体对标准Ⲻ影ଃ

广告商充分利用了年轻美貌女子的广泛吸引力。一些人认为，媒
体和麦迪逊大道建立了一个单一的、武断的审美标准，每个人都必须

遵守。49人们认为，广告商传达了一些不自然的、经过PS的美丽形
象，并且告诉人们要努力体现这种形象。这种看法可能部分是正确
的，尤其当它描绘不自然的消瘦女模特时，但也至少部分是错误的。
美丽的标准不是任意设置的，而是体现了繁殖价值的可靠线索。广告
商们没有特别的兴趣去反复宣传一套特别的美丽标准，而是要利用一
切手段卖出商品。广告商们让一个皮肤白皙、相貌端正的年轻女子坐
在最新款汽车的引擎盖上，或者让几个漂亮的年轻女人聚集在一起深
情地凝视着一个喝着品牌啤酒的男人，这些画面充分利用了男性的进



化心理机制，因而能使汽车和啤酒畅销，它们并非想要传播哪一种美
丽标准。

但是，媒体形象每天对我们进行轰炸，这会造成一种潜在的负面
影响。在一项研究中，一群男性首先观看了一些照片，照片上既可能
是非常迷人的女子，也可能是相貌平平的女子；紧接着他们评价了对

现任伴侣的承诺水平。50观看了迷人女子照片的男性，比观看了普通
女子照片的男性，随后对自己伴侣吸引力的评价要低一些。也许更重
要的是，观看了迷人女子照片的男性，之后会认为自己对现任伴侣的
承诺更低，对现任伴侣更不满意、更不认真，而且认为与现任伴侣的
亲密程度更低。另一项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该研究让男性观看
容貌迷人的裸女杂志插页——这些男性认为他们的伴侣对他们的吸引

力下降了。51

这些变化之所以发生，乃是因为这些形象的不真实性。广告中的
少数迷人女子，是从几千名申请人中选拔的。在许多情况下，一位当
选的女子差不多要拍几千张照片。例如，《花花公子》据说每月要为
它的杂志插页拍6 000张左右的照片。几千张照片中只有几张会被选作
广告和插页。然后这些图像会被PS。因此男性看到的是最迷人的女子
在最迷人的背景中，摆着她们最迷人造型且经过PS的最迷人的照片。
将这些照片与某位人类祖先所看到的情况进行对比会发现，他生活在
一个不超过150人的群体中。他在那种环境中大概很难看到几百个，甚
至是几十个迷人女子。然而，如果周围有许多迷人的、有生育力的女
子，他可能会合理地考虑换一个配偶，降低对现有配偶的承诺。

我们拥有从远古时期进化出来的那一套评价机制。但是如今我们
每天都能在互联网、杂志、大型广告牌、电视和电影构造的视觉文化
中看到不下几十位迷人的女子，这些古老的机制因此受到人为激活。
这些形象并不代表我们现实社会环境中的真实女性，相反却劫持了为
不同择偶环境而设计的适应性。这些形象可能成为烦恼之源，因为它
们干扰了现实生活中已有的配偶关系。在Tinder、Match.com和
OKCupid等交友网站和应用程序上能够浏览成千上万个潜在配偶，这种
能力可能会欺骗我们的求偶心理，让我们认为只要我们能在足够多的
选项中滑动或点击，总有更好的人在那里。



观看这样的形象会造成一定的后果，男性会变得对他们的配偶更
不满意，而且对配偶的承诺降低。这些形象也会对女性造成潜在的伤
害，因为它们在女性中间造成了一种螺旋式的、不健康的竞争，以展
现她们每天看到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可能是男性想要的，但实际
上比大多数男性认为有吸引力的形象要瘦得多。饮食失调的空前比
例，如神经性厌食症，和外科整容手术，如腹部整形和隆胸，也许部
分源自这些媒体形象；它们使得有些女性不惜采用极端的手段来满足
她们认为的男性的欲望。但是，这些形象会造成这样的不幸结果，却
并不是因为它们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美丽标准，而是因为它们充分
利用了男性在进化中已经形成的美丽标准，也利用了女性的竞争择偶
机制，将其激发到空前的病态程度。

美貌虽然是男性重要的择偶偏好，但它们只解决了一部分适应问
题，即帮助男性识别可能具备较高生育能力的女性，并对她们产生欲
望。然而，挑选一位具有较高生育价值的女性，并不能保证她的价值
只由一个男性独享。下一个关键的适应问题是确保父权。

贞㢸ૂ忠诚

雌性哺乳动物通常只会周期性地进入发情期。它们的发情期经常
伴随着鲜明的视觉信号和浓烈的气味，强有力地吸引着雄性。哺乳动
物的交配主要发生在这段短暂的时期。但是，人类女性在排卵时却没
有任何外在生理表现，也没有证据显示女性会分泌任何一种可察觉的
嗅觉信息。的确，人类女性的排卵活动是隐秘的，这种不同寻常的适

应性在灵长类动物中非常少见。52是的，有一些细微的变化——皮肤
轻微变白，音调更有吸引力，甚至性欲更强。但是相对隐秘的排卵掩
盖了女性的生殖状况。

隐蔽的排卵活动极大地改变了人类择偶的根本规则。在男性看
来，女性不仅在排卵期，而且在整个生理周期都很吸引人。女性隐秘
的排卵活动给男性带来一个特别的适应问题，因为它降低了男性父权
的确定性。设想一下一个灵长类动物的雄性在一个雌性短暂的发情期
中独占着这个雌性。与人类男性不同，它对自己的父权非常确定，尽
管显然不是有意识的。由于发情期是严格限定的，它只需在此期间看
好这个雌性并与之交配。在发情期之外，它完全可以去做其他事情，
不用担心配偶会与其他雄性交配。



人类的男性祖先却不能享受这种待遇。人类祖先从不知道一个女
性什么时候排卵。由于人类生存和繁殖所需的不只是性交这一项活
动，男性不能时时刻刻地看守女性。而且一个男性守在女性身边的时
间越多，他用以解决其他关键适应问题的时间就越少。因此，男性祖
先面临着其他灵长类雄性无须面对的独特的父权问题——当女性排卵
活动很隐蔽时，如何能确定他们的父权。

婚姻或长期承诺的配偶关系提供了一种解决途径。53结了婚的男
性与其他男性相比，能充分提高父权的确定性，从而获得繁殖收益。
如果一个女性在整个排卵期与一个男性反复性交，该女性怀上该男性
的孩子的概率将大大提高。婚姻这项社会传统作为维系夫妻关系的公
共纽带而发挥着作用，家庭成员和伴侣彼此都对婚姻忠贞不渝。婚姻
也提供机会，让男性密切了解配偶的个性和微妙的行为模式，使她很
难掩饰背叛的痕迹。婚姻的这些收益足以弥补单身汉祖先放弃其他性
机会所付出的代价，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是如此。

如果一个男性祖先要获得婚姻的繁殖收益，他必须通过合理的方
式确保妻子对他的性忠诚。男性如果不能察觉有关忠诚的信号，就会
在相对的生育成功率的趋势中输掉。如果不能对这些信号敏感，以确
保伴侣的忠诚，他多年的亲本投资可能转移到另一个男性的孩子身
上。如果男性对自己的妻子与其他男人之间潜在的性接触漠不关心，
那么他们在不同生育成功率的博弈中是不会取得成功的。

我们的男性祖先解决了这个独特的男性适应问题，他们通过寻求
具有某些品质的配偶来提高他们的父权确定性。至少有两种偏好能为
男性解决配偶的忠诚问题：对婚前贞节（premarital chastity）的渴
望和对婚后性忠诚（postmarital sexual loyalty）的追求。在现代
避孕措施出现之前，婚前贞节提供了保障未来父权确定性的信号。假
设女性的贞节倾向不会随时间而变化，那么她的婚前贞节就标志着她
未来很可能也会忠诚。

在现代的美国，男性看重处女新娘超过女性看重处男新郎。但在
过去70年里，随着可靠的避孕措施越来越普及，男性对配偶贞节的重

视程度在不断下降。54在20世纪30年代，男性几乎视贞节为必不可少
的品质，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男性将贞节评价为合意的，但并不至
关紧要。在所评价的18项品质中，在1939年，贞节在最看重的品质中



位列第10；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末以及21世纪头十年，它的
排名下降到第17位。另外，不同宗教信仰的美国男性对贞节的重视程
度有所不同。例如，得克萨斯州的大学生比加利福尼亚州的大学生更
渴望一位贞洁的配偶，在总分值是3.00的评价中，前者将其评价为
1.13，而后者的评价仅为0.73。尽管在20世纪，贞节的价值有所下
降，而且存在信仰造成的差异，但是性别之间的差别保持不变——在
一段潜在的承诺性配偶关系中，男性比女性更强调贞节的重要性。

男性比女性更看重贞节品质，这一趋势在全世界都是如此。但在
不同文化中，男性对贞节的重视程度存在巨大的差异。一个极端是，
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和巴勒斯坦，人们非常看重潜在配
偶的贞节。而另一个极端是，在瑞典、挪威、芬兰以及荷兰、德国、
法国，人们则认为，是不是处女对于一位潜在配偶来说大体上无关紧
要或毫不重要。

不同性别对年轻和容貌魅力的偏好不同，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
致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国际性研究中只有62%的文化表现出
两性对承诺性配偶关系中贞节的重视程度有显著的不同。然而，在两
性对童贞（virginity）有不同重视程度的文化中，男性总是比女性更
加重视它。没有哪一种文化中女性比男性更重视贞节。

不同性别对贞节的偏好表现出的文化差异，可以用几个因素来解
释，包括婚前性行为的普遍性、择偶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要求对方保
持贞节、女性的经济独立程度，以及贞节评估的可靠性。贞节与诸如
女性身体魅力的其他品质不同，因为它无法直接观察到。即使对女性
进行是否为处女的身体检查，也是不可靠的，无法判断究竟是处女膜
发生结构变异，还是性行为以外的原因导致其破裂，又或是蓄意的改

造。55

人们对于贞节的重视程度不同，可能部分是由于女性的经济独立
程度不同，以及女性对自身性行为的控制程度不同。在有些文化中，
比如瑞典，人们并不反对婚前性行为，而且事实上几乎没有人在结婚
时还保有童贞。其中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瑞典女性比其他文化中的女
性更少在经济上依赖男性。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指出，与大部分其

他文化中的女性相比，婚姻给瑞典女性带来的好处很少。56瑞典的社
会福利体制包括儿童的日常照管、长时间的带薪产假和许多其他的物



质帮助。瑞典的纳税人有效地提供了通常由丈夫提供的资源。女性的
经济独立于男性，降低了她们在婚前过自由和积极的性生活所需的代
价，这种轻松的单身生活甚至成为不亚于婚姻的选择。实际上，几乎
没有哪个瑞典女性在结婚时还是处女，瑞典男性对贞节的重视程度也

因此下降到0.25这个世界最低水平。57

女性不同的经济独立程度、丈夫提供的不同收益，还有获得丈夫

的竞争的不同激烈程度，都会导致关键的文化差异。58在女性从婚姻
中获益较多、为了获得丈夫而激烈竞争的地方，女性会竞相显示自己
的贞节，导致婚前性行为的平均数量下降。在女性掌控自己经济命
运、不需要男性投入那么多、不需要为获得可靠的资源提供者而竞争
的地方，女性可以很自由地无视男性的偏好，致使婚前性行为的平均
数量上升。如果可以的话，世界各地的男性可能都会看重长期配偶的
贞节，但是在许多文化中，他们确实无法向新娘要求这一点。

从男性繁殖的角度来看，对于父权确定性来说，比童贞本身更重
要的线索是确保未来的忠诚。男性如果在情理上无法要求他们的配偶
是处女，就会要求她们保持性忠诚。事实上，关于短期和长期择偶的
研究发现，美国男性将没有性经验评价为配偶的合意品质。另外，男
性将乱交视为长期配偶尤其恶劣的品质，在－3.00到＋3.00的量表中
将其评价为－2.07。一位潜在配偶从前进行性活动的实际数量而非童
贞本身，能够为寻求解决父权不确定问题的男性祖先提供极好的指
示。的确，最好的预测婚外性行为的指标就是婚前性放纵——婚前性

伴侣多的人比婚前性伴侣少的人更容易出轨。59

现代男性很青睐忠诚。在一项对短期和长期伴侣的研究中，美国
男性评价了67种特征在一段长期配偶关系中的赞许性，忠贞
（faithfulness）和性忠诚（sexual loyalty）是得到最高评价的特

征。60所有男性对这些特征给予了尽可能高的评价，在－3.00到＋
3.00的量表中，对其评价平均高达＋2.85。男性认为不忠贞是一位妻
子最恶劣的品质，将其评价为－2.93，这反映了男性对忠诚的高度重
视。男性痛恨妻子放荡和背叛。妻子的不忠给男性带来的痛苦超过了
其他任何一种品质。女性对配偶的不忠也极为恼火，但是一些其他因

素，比如说性侵犯，对女性造成的伤痛超过了不忠。61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标榜性自由和拒绝占有，但
是男性对性忠诚的偏好显然没有因此受到多大影响。如今大学校园里
盛行的“勾搭”文化也没有显著改变这些偏好。忠诚的线索仍然标志
着女性愿意将她全部的生育价值贡献给她的丈夫。一个女子未来的性
品行（sexual conduct）在男性的婚姻决策中具有非常突出的影响。
非亲生的比例，即婚内丈夫给孩子“喜当爹”的比例在大多数文化中
非常低，许多低至1%到3%，这一事实表明大多数承诺婚姻的男性在很

大程度上成功地解决了这个关键的适应问题。62

⭭性欲望Ⲻ进ौะ

男性对女性容貌的重视，并非动物世界永恒不变的生物法则。在
许多物种中，比如说孔雀，是雌性更看重外貌。同样，男性对年轻的
偏好，在动物世界也不是普遍的生物现象。有些灵长类动物，比如猩
猩、黑猩猩和日本短尾猿的雄性，偏好年龄大一些的雌性，因为后者
已经通过生育幼崽证明了自己的繁殖能力。这些物种的雄性对于青春

期的雌性兴趣不大，因为后者的生育率较低。63但是，人类男性面临
着一系列独特的适应问题，因此进化出了独特的性心理。他们偏好年
轻女性，因为婚姻在人类择偶中具有中心地位。他们的欲望被设计用
于估测一个女子未来的生育潜力，而不仅仅是能否在短期内怀孕。他
们青睐容貌的吸引力，因为它为潜在配偶的生育潜力提供了丰富可靠
的线索。

全世界的男性都想要容貌迷人、年轻、性忠诚并且长远来看对他
们忠贞不渝的妻子。这些偏好不能归因于西方文化、资本主义或者白
种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偏执，也不能归因于媒体或者广告商持续不断的
洗脑。这些偏好是在不同文化中普遍存在的，任何一种文化都概莫能
外。它们是根深蒂固的、通过演化形成的心理机制，驱动着我们的择
偶决策，正如我们在演化中形成的口味偏好驱动着我们的食物抉择一
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性恋者的配偶偏好提供了一种证据，证明
了进化出来的心理机制的深度。事实上，容貌在男同性恋者的配偶偏
好中具有中心地位，而且年轻是他们美丽标准的关键组成因素，这表
明即使是性取向的变化也不会改变这些基本的男性适应性。



这种情形惹恼了一些人，因为它显得很不公平。我们只能通过有
限的方式来改变我们的容貌吸引力，而且有些人生来就比别人长得好
看。美丽分配得并不民主。女性并不能改变她的年龄，而且随着年龄
的增长，女性的生育价值比男性下降得更快。至少在这一点上，进化
对待女性非常残酷。（稍后我们将看到进化是如何残酷地对待男性，
导致他们早亡的。）女性通过化妆品、整形手术、健身课程来抵抗衰
老。资产高达80亿美元的化妆品产业在美国的崛起，就是充分利用了
这种趋势。

有一次，在我关于两性的配偶偏好差异的演讲结束之后，一位女
士提出，我应该隐瞒我的发现，因为它会给女性制造痛苦。她感到，
即使科学家没有告知她们的择偶问题也许根源于男性的进化心理，女
性在这个男性主宰的世界中也已经生活得够艰难了。然而，隐瞒这个
事实似乎并不会有所帮助，就像隐藏人们对多汁、成熟的水果的偏好
这个事实，并不会改变他们的偏好一样。抱怨男性对美丽、年轻和忠
诚的重视，就像是抱怨肉食者偏好动物蛋白一样。要求男性不因为年
轻和健康的信号而兴奋，就像是要求他们否认舌头上的糖是甜的一
样。

许多人持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观点，那就是美丽的标准是任意设置
的，美丽是肤浅的，不同文化对外貌的重视程度相差巨大，以及西方
的标准源于媒体、父母、文化或其他社会化媒介。但是，吸引力的标
准并不是任意设置的——它们反映了年轻和健康的线索，由此暗示着
繁殖价值。美丽并不是肤浅的，它反映了内在的生育能力。尽管现代
生育技术的进步可能延长女性的生育年龄段，但是男性对显示出明显
的生育能力迹象的女性的偏好在今天继续起作用，虽然事实上它们被
设计适用于早已不再存在的祖先世界。

但是，文化条件、经济状况和技术发明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影响
男性对贞节的重视程度。在女性对男性的经济依赖较少的地方，比如
在瑞典，性是高度宽容的，而男性也并不渴望或要求潜在的妻子保持
贞节。这些变化也凸显出某些配偶偏好对于文化和情境特征是敏感
的。

虽然存在文化差异，但性忠诚仍然在男性的长期配偶偏好中位列
榜首。尽管在西方文化中，许多男性无法要求童贞，他们却依然坚持



要求性忠诚。由于这种偏好的最初功能是确保父权，即使避孕技术的
发展可能使这种配偶偏好变得不必要，这种配偶偏好仍然延续了下
来。一个男人不会因为他的妻子服用了避孕药，就降低他对于忠诚的
欲望。这个不变的事实证明了我们进化出来的性心理的重要性——这
种心理适用于处理祖先世界的关键线索，但在现代择偶世界中，这种
心理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力量。

然而，择偶世界包含的东西远多于婚姻。如果祖先时期的夫妻总
是保持忠诚，就不会出现密切关注忠诚的选择压力。这种关注的存
在，意味着两性大概都会发生随意的性关系，有时还会出轨。因此，
我们应该转向这个人类性活动的神秘领域。



第四章 随意性关系

这种双重标在⭕⢟ᝅ义上具有讽刺ᝅ味，因为，ྸ果有史以来
ྩ性总是ᤈ绝⭭性的乱交欲望，䛙么⭭性的乱交⢯性就不可㜳进化出
来。

——㖍ե⢯·史ᇼ斯（Robert Smith）

《精ᆆ竞争和ڬ։系的╊化》

（Sperm Competi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Mating Systems）

想象一下，如果在大学校园里，一位迷人的异性走过来对你
说：“嗨，我最近一直在注意你，我觉得你很有魅力。你愿意跟我上
床吗？”你会怎么回答？如果你是一名女性，就像一项在佛罗里达进
行的研究中所有的女性参与者一样，你会断然拒绝。突然间遇到这种
请求，你也许感到被冒犯、被侮辱，或者只是单纯地感到困惑。但

是，如果你是一名男性，你有75%的可能性会回答愿意。1遇到这种请
求，你很可能感到受宠若惊。

也许佛罗里达的文化有些奇怪，所以其他研究人员试图重复这些
发现。基于法国和丹麦等性自由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例
如，在法国，女性越来越多地消费色情作品，与她们在互联网上认识
的男性发生性关系，拥有更多的随意性伴侣。但是，当法国女性遇到
性请求时，只有3%会同意与这位提议的陌生人发生性关系，前提是对

方非常有吸引力，如果他相貌一般，那比例降为0。2相比之下，83%的
法国男性同意与漂亮女性发生性关系，60%的男性同意与相貌一般的女
性发生性关系。在丹麦进行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尽管与单身

男性相比，恋爱关系稳定的男性更不愿意发生性行为。3男性和女性对



随意性行为的反应是不同的，男性和女性与陌生人发生性关系的意愿
在不同文化中也有很大差异。

但是，发生偶然的性关系通常需要双方同意。男性祖先不可能在
对方不配合的情况下发生短期的外遇。至少有一些女性祖先在某些时
候是性欲旺盛的，除非是被迫的性行为（这个话题会在第七章进行深
入探讨）。如果所有女性终其一生只守着一个男子——而在大多数传
统文化中，大多数女性在青春期后会结婚——发生随意性关系的机会

似乎已然消失。4所以短期性行为意味着女性有婚外情。女性祖先获得
婚外性机会的关键之一是男性对配偶疏于守卫。狩猎打开了机会之
窗，因为男性为了获取肉食要外出数小时、数天或数周。

尽管随意性行为普遍存在，而且进化意义重大，但直到最近，大
多数关于人类择偶的科学研究集中在长期择偶上。随意性行为通常是
短暂而隐秘的，因此很难研究。例如，在金赛关于性行为的经典研究
中，当人们被问及婚外性行为时，许多人全然拒绝接受访谈。在那些
愿意接受访谈的人中间，也有许多人拒绝回答关于婚外性行为的问
题。

我们对随意性行为的相对忽视，也反映了我们内心深处的价值取
向。许多人回避放荡的人，鄙视不忠的人，因为这些人的行为通常违
背了我们自己的性策略。例如，在已婚的女性或男性看来，放荡的人
会威胁他们婚姻双方的忠诚。在寻求结婚对象的单身女性或男性看
来，放荡的人会降低他们找到愿意承诺的对象的概率。我们将采取短
期性策略的人贬斥为无赖、好色之徒（womanizers）或男妓，因为我
们想要阻止随意性行为，至少在一些人当中是这样。人们也将相应的
女性贬低为羞耻的荡妇。在很多方面，随意性关系仍然是一个禁忌话
题，但是它让我们着迷。我们必须更仔细地考察它，探讨它为何在我
们的择偶剧目中显得如此重要。

尽管女性和男性都有一整套的择偶策略剧目——长期择偶、短期
择偶、窃取配偶、不忠等——但确实存在一些稳定的个体差异，这有
时也被称为⽴会性ੇ（sociosexual orientation）。有些人强烈倾
向于长期、高投入的择偶。他们想要在一段爱与承诺的关系中发生性
关系。其他人更倾向于短期择偶。对他们来说，没有爱情或承诺的随
意性关系感觉很好。长期择偶者寻求“唯一的真命天子”，而短期择



偶者热衷于性的多样性，并倾向于拥有更多的性伴侣。所以现在我们
转向短期择偶在深度进化历史中呈现的线索。

性ㆌ⮛Ⲻ⭕⨼㓵㍘与ྩ性性高▤Ⲻྛ『

在我们的心理学、解剖学、生理学和行为学中存在的适应现象反
映了先前进化选择的压力。正如我们现在对蛇的恐惧揭示出祖先所处
的危险环境，我们的性解剖学和性生理学也暴露了短期性策略
（short-term sexual strategies）的古老历史。通过仔细研究男性
的睾丸大小、射精量、精子产生的变化以及女性性高潮的可能功能，
这个故事的重要线索已经浮出表面。

较大的睾丸通常是激烈的精子竞争的结果。如果女性在同一时期
与两位以上的男性发生过性交，他们的精子会同时占据该女性的生殖

道。5精子竞争给男性制造了选择压力，他们不得不大量射精，使得在
一次射精中包含数量众多的精子。由于更大的射精量意味着释放更多
的精子，在争夺有价值的卵细胞的过程中，这样的射精量具有优势，
可能取代其他男性留在该女性体内的精子。

人类男性的睾丸大小相对于体重来说，远远超过了大猩猩和猩
猩。雄性大猩猩的睾丸重量占体重的0.018%，雄性猩猩的则占
0.048%。与之相比，人类男性的睾丸重量达到体重的0.079%，或者
说，比雄性猩猩的约高60%，而比雄性大猩猩的高4倍以上。人类男性
拥有相对较大的睾丸，这提供了一个确凿的证据，证明在演化的历史
中，女性有时会在数日内与不止一位男性发生性关系。许多文化中形
容的拥有“大球”（big balls）的男性，可能就是一种带有字面意思
的隐喻性表达。但是，人类并不是拥有最大睾丸的灵长类。人类睾丸
的体积比高度滥交的黑猩猩要小得多，黑猩猩的睾丸占到体重的
0.269%，比人类男性的高出3倍以上。这些发现表明人类祖先并没有达

到黑猩猩那样极端的滥交程度。6

随意择偶具有进化意义的另一条线索来自精子产生和射精量的变

化。7有一项研究试图弄清配偶彼此分开一段时间对精子生成量的影
响。在这项研究中，35对夫妇同意提供性交过程中的射精量，包括安
全套中残留的和回流的（性交后不定时从女性体内自然排出的残留胶

状精液）。8所有这些夫妇彼此分开的时间长短也不同。



实验显示，随着夫妻分开的时间增加，男性精液量也显著增加。
分开的时间越久，他们重聚后性交时丈夫的射精量越多。如果夫妻们
100%的时间都在一起，男性每次的射精量只包含3.89亿个精子。但
是，当夫妻们只有5%的时间在一起时，男性每次的射精量包含7.12亿
个精子，大约是前者的两倍。夫妻分开可能会提供妻子发生婚外性行
为的机会。当妻子的生殖道中可能同时留有其他男性的精子时，丈夫
的射精量会增加。如果人类祖先的确存在一段随意性关系和婚姻不忠
的历史，那么精子数量的增加正是可以预料的。

在较长的分离之后，丈夫射精量的增加可以确保他的精子在竞争
卵细胞的过程中能驱逐或取代其他闯入者的精子。一个男子似乎会刚
好射出足够多的精子，来取代他上次与这个女子性交后其体内已经死
亡的精子数量，从而为他的配偶“加满”到一个特定的水平，使他的
精子在他妻子体内保持相对恒定的数量。男性具有一种生理机制，能
够在妻子可能发生不忠行为时提升精子量。

女性性性高潮的生理学为短期择偶的进化历史研究提供了另一条
线索。以前，人们认为女性高潮的功能是让女性产生困倦感，使她保
持躺卧的姿态，从而减少精子外流的概率，增加受孕的可能性。但
是，如果性高潮的功能是使女性保持躺卧姿态从而推迟精子回流，那
么在精子回流延迟后，应该有更多的精子在女性体内保留下来，但事
实并非如此。事实上，回流的时间与精子保留的数量之间没有什么关

联。9

平均来说，在射精后半小时内，女性会排出大约35%的精子。但
是，如果该女性达到性高潮，她能保留70%的精子，仅排出30%。如果
女性未达到性高潮，她们会排出更多精子。这个证据与理论是一致
的，即认为女性性高潮的功能是将精子从阴道吸到宫颈管和子宫，增
加怀孕的可能性。

女性性高潮之谜的关键似乎在于女性性高潮与精子保留之间的联
系，以及女性性行为中隐藏的一面——女性的性不忠。金赛发现，女
性与情人发生关系时达到性高潮的次数几乎是与丈夫一起时的两倍。
在英国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女性与情人在一起时比与丈夫在一起时
更频繁地发生具有高精子保留率的性高潮——那些在男性达到性高潮
后两分钟内发生的性高潮。然而，最关键的可能是匿名汽车旅馆中发



生的午餐恋情的时间安排上：发生恋情的女性似乎将幽会时间安排在
她们最容易受孕的生理阶段——在排卵期前或排卵期内。的确，在生
育力顶峰的时段与情人发生性交的比例，是排卵期之后的低生育力阶

段的3倍。10

女性性高潮似乎发挥着一种选择装置的功能，用以选择最终由哪
个男性使她的卵细胞受精，这个男性并不必然是她的丈夫。从解剖学
上对对称性的测量和对外貌吸引力的判断可以看出，女性与拥有优质
基因品质的固定配偶一起时更容易达到性高潮。但是，如果女性发生
婚外恋，她们更愿意选择具有较高基因品质的情人，在私通时经历更
频繁的性高潮。对于发生婚外恋的女性，性高潮也许激发了一种两全
齐美的择偶策略——从一个男性那里获得养育子女的投资，从另一个
投资较少的男性那里获得优质基因，从而提高她的子女的基因品质。

尽管我读到的科学证据引导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女性性高潮至少
显示出某些适应的痕迹，但对该结论的质疑——支持女性性高潮是类
似于男性乳头的非适应性副产品这一假设——仍然得到大量证据的支
持。例如，目前的适应假设还不能解释为什么女性性高潮的发生似乎
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此外，完全有可能的是，女性性高潮既不是百
分之百的适应性产品，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副产品，而是由副产品结合
了某些适应性的改装后形成的特定功能。

这对于那些寻求婚外性关系的女性的丈夫们来说也许不是好消
息，但它表明女性已经进化出某些策略，在婚外恋的情境中能够用来
为自身的繁殖利益服务。这些策略也许是从一个男人那里获得良好的
基因，同时从她们的固定配偶那里获得资源。

除了解剖学和生理学特征，心理学和行为学证据也表明随意的、
短期的择偶有着漫长的演化历程。

性欲

心理适应表明，人类进化历史上曾有过随意的性行为。但是，由
于暂时的通奸对于两性具有不同的适应价值，演化过程为男性和女性
塑造出不同的心理机制。对于男性祖先来说，随意性行为的首要收益



是直接增加了后代的数量。因此男性面临着一个关键的适应问题，就
是如何与各种各样的女性发生性关系。

对于与各种各样的伴侣发生性关系的问题，一个心理学方案就是
用老套的性欲（lust）概念来解释。男性进化出与各种各样的女性发
生性关系的强烈欲望。当吉米·卡特总统对记者说他自己“内心也埋
藏着性欲”时，他诚实地表达了男性对于性多样化（sexual
variety）的普遍欲望。男性并不总是按欲望行事，但它是一种推动
力。“即便在一千次冲动中只有一次能得到满足，性冲动仍然会促使

男性去进行性交。”11

为了发现人们事实上渴望多少个性伴侣，一项关于短期和长期择
偶的研究要求未婚的美国大学生指出，在不同时期他们拥有多少个性

伴侣较为理想，时间范围从下个月到他们整个一生。12在不同的时间
段，男性都比女性渴望更多的性伴侣。例如，男性平均声称，在接下
来的一年中，理想状态下他们希望能拥有6位以上的性伴侣，而女性说
她们只希望拥有1位性伴侣。在接下来的三年中，男性渴望拥有10位性
伴侣，而女性只希望拥有2位。在整个一生中，男性平均希望拥有18位
性伴侣，而女性只希望拥有4到5位。

戴维·施密特对分布在6大洲和13个岛屿上的52种不同文化进行了

大规模研究，发现了同样的模式。13挪威文化为这些性别差异提供了

一个特别有趣的测试案例，因为它是一种性别高度平等的文化。14在
接下来的30年，挪威女性想要大约5位性伴侣；挪威男性想要大约25
位。一些心理学家认为，性别平等程度的提升将会减少或消除这些以

及其他性别差异。15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况在挪威或其他任何研究过
的文化中都没有发生。男性倾向于清点他们的“战利品”，并像印第
安人“在带子上刻下痕迹”一样逐一进行计数。长期以来西方文化将
男性的这种倾向错误地归因于男性的不成熟或不安全感，事实上这反
映了一种激发短暂的性接触的适应。

对性冲动（sex drive）的研究显示出类似的性别差异。其中规模
最大的一项研究涉及53个国家或地区的20多万人，通过让参与者对诸
如“我有强烈的性欲”和“不需要太多东西就能让我产生性欲”之类

的陈述做出反应，来衡量性冲动。16从泰国到克罗地亚再到特立尼达
和多巴哥，每个国家或地区的男性性欲都高于女性。同样，对自慰率



和色情消费的研究也显示出巨大的性别差异。事实证明，在性别平等
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如瑞典和丹麦，与性别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
或地区，如孟加拉国、埃及和尼日利亚，性冲动的性别差异同样巨大
——这些发现与认为经济上的性别不平等造成了这些性别差异的观点
相矛盾。

为了获得对多个性伴侣的接近，另一种心理解决办法是在性交之
前尽量减少时间损耗。一个男子在获得性交之前消耗的时间越少，他
就能与数量越多的女性成功发生性关系。较大的时间投入会消耗男性
更多的择偶努力，并且妨碍他解决女性数量和类型多样化的问题。在
商业的世界中，时间就是金钱。在择偶的世界中，时间就是性机会。

在关于短期和长期择偶的研究中，男性和女性要进行一项评估：
对于一位合意的对象，如果这位对象与他们结识才一个小时，或者一
天、一周、一个月、六个月、一年、两年或五年，他们是否愿意与这
个人发生性关系？男性和女性都表示，他们很可能会愿意与一位认识
了五年的有魅力的人发生性关系。但是，在每个较短的时间段，男性
报告他们愿意与该对象发生性关系的概率都超过了女性。五年或六个
月对于男性来说是一样的。无论他们认识一位女性多久，他们都表达
出同样强烈的与之发生性关系的渴望。与之相对，女性愿意与一个认
识五年的人发生性关系，但对于与认识六个月的人发生性关系，她们
则感觉一般。

对于一位刚认识一周的潜在配偶，男性平均来说很可能仍然愿意
与她发生性关系。女性与男性形成鲜明对比，她们不太可能与认识刚
一周的人发生性关系。对于认识刚一小时的潜在配偶，男性略微不情
愿考虑性关系，但这种不情愿并不强烈。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她们
根本不可能与认识才一小时的人发生性关系。这些基本的性别差异在

全球范围内都有广泛的记录，包括挪威、丹麦和瑞典。17伴随着男性
的欲望，男性在获得性交之前尽量减少时间消耗的倾向，部分解决了
男性的特定适应问题，即如何获得与多个性伴侣的性接触。

对网上约会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巴里·库勒（Barry
Kuhle）对Tinder——一家主要面向短期择偶的约会网站的用户进行了

研究。18尽管该网站被广泛视为“约炮”网站，但与女性相比，男性
对直接的短期性行为表现出更大的兴趣。男性会直接向右滑动数十甚



至数百名女性的个人主页，希望有少数人会回访。女性则要挑剔得
多，她们只会挑一个或几个潜在的对象。男性的欲望，似乎是永不满
足的，驱使着男性在现代网上择偶的世界中寻求性的多样性。

⸣期配偶Ⲻ标准

男性要获得各种类型的随意性伴侣，另一种解决办法是在心理上
放松对伴侣的可接受标准。如果对年龄、智力、人格和婚姻状况这些
属性设立太高的标准，大部分潜在配偶将会被排除在外。而放松标准
则能够保证有更多的合格选手。

在一项研究中，大学生提供了他们可以接受的短期和长期性伴侣
的最低和最高年龄。对于暂时的性伴侣，大学男生可以接受的年龄范
围大约比女性宽四年。男性在短期关系中既愿意选择16岁的年轻异
性，也愿意选择28岁的年长异性作为伴侣；而女性需要对方至少达到
18岁，并且不超过26岁。男性对于配偶年龄标准的放松，却并不包括
长期配偶在内。男性要求长期配偶年龄最小要达到17岁，最大不超过
22岁，而女性要求长期配偶最小要达到19岁，最大不超过25岁。

男性也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放松了对配偶其他一些特征的要求。在
偶然配偶可能令人称意的67种特征中，男性只要求水平较低的魅力、
运动素质、教养、慷慨、正直、独立、善良、智力、忠诚、幽默感、
交际能力、财富、责任感、自然的举止、协作能力和情绪稳定性。男
性放松标准有助于解决获得多位性伴侣的问题。

大学生们还评价了61种不合意的特征。在短期性行为的情境中，
女性对其中大约三分之一的特征的评价比男性低。在短期关系中，男
性较少受到对方缺点的困扰，这些缺点包括对方的精神虐待、暴力、
双性恋、不讨别人喜欢、酗酒、愚昧无知、缺少教育、占有欲强、滥
交、自私、缺少幽默感、不够性感等。相反，男性只对四种负面特征
做出了比女性显著要低的评价，即性欲低、容貌欠佳、要求承诺和体
毛过多。男性明显比女性放松了对于短期性伴侣的标准。

但是，降低的标准仍然是标准。的确，男性对于性交往的标准揭
示了一种获得性多样化的精确策略。与长期配偶偏好相比，寻求暂时
性伴侣的男性不喜欢一本正经、保守或性欲低的女性。与他们的长期
配偶偏好相反，男性看重潜在的短期性伴侣的性经验。这反映了男性



的一种信念：与没有性经验的女性相比，男性更容易获得与有性经验
的女性的性接触。男性痛恨未来妻子的乱交或性生活的放纵，却认为
潜在的短期性伴侣的乱交并无对错之分，甚至略感合意。某个女性放
荡、性欲强烈并且有性经验，很可能意味着男性能够获得与她的短期
性接触。相反，一本正经、性欲低则意味着很难获得性接触，从而也
违背了男性的短期性策略。

男性对于短期性伴侣标准的放松非常显著，其中包括对承诺的需
求。男性在寻求婚姻对象时，赋予承诺很高的正向价值，在3点量表中
达到＋2.17，而寻求短暂交往的男性不喜欢要求承诺的女性，对该特

征的评价是－1.40，即不合意。19除此以外，男性在评价偶然的性伴
侣时，并不特别在意女方的婚姻状况，因为女性对另一个男人的承诺
会降低她试图从其他男性那里获取承诺的可能性。这些发现证实男性
会改变他们的欲望，使他们在短期择偶中的投入最小化。这提供了一
条附加线索，暗示男性在进化历程中有时会寻求短期的、无须承诺的
性关系。

柯㣓效ᓊ

据说，卡尔文·柯立芝总统和他的妻子格蕾丝（Grace）先后参观
了新建的政府农场。在经过鸡笼的时候，柯立芝夫人看到一只公鸡在
激烈地与一只母鸡交配，她询问这只公鸡担当这项责任有多频繁。向
导回答：“一天有几十次。”柯立芝夫人对向导说：“请告诉总统这
个事实。”随后，总统经过此处，并被告知公鸡的充沛精力。他问
道：“总是与同一只母鸡吗？”“噢，不是，”向导回答，“每次都
和不同的母鸡。”“请将这个告诉柯立芝夫人。”总统说。“柯立芝
效应”（Coolidge effect）由此得名——当出现新的雌性时，雄性倾
向于重新唤起性欲，这激发了雄性与多个雌性交配的冲动。

柯立芝效应在哺乳动物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特性，这种特性已得

到多次证明。20公老鼠、公羊、公牛都显示出这种特性。在一项典型
的研究中，一头母牛被放进一头公牛的牛圈里，在交配之后，这头母
牛被换成另外一头母牛。面对每一头新的母牛，公牛的性反应持续不
衰；但是当同一头母牛留在牛圈时，公牛的性反应迅速下降。雄性面
对新的雌性会持续产生性唤起并达到射精程度，即使在第8次、第10
次、第12次面对雌性时，雄性的性反应也几乎与第一次一样强烈。



面对新出现的雌性而产生的性唤起，通过各种努力都无法消除。
例如，即便把与公羊交配过的母羊用帆布遮盖起来，公羊也绝不会上

当。21面对已经同自己交配过的雌性，它们的反应总是比面对一个新
的雌性时要低。雄性冲动的降低，不是因为雌性已经有过性活动本
身；即使新出现的雌性已经与另一个雄性交配过，雄性也会同样频繁
地出现新的冲动。但是，如果仅仅是原来的雌性再次出现，雄性不会
感兴趣。

不同文化中的男性都显示出了柯立芝效应。在西方文化中，与伴
侣性交的频率随着亲密关系的延长而逐步下降。在结婚一年之后，性
交的频率会下降到结婚第一个月的一半，而在此之后会逐渐下降得更
多。唐纳德·西蒙斯指出：“对于妻子的性欲减退是一种适应……因

为它促使人们用情不专。”22人类的不专情表现为多种形式。在大部
分文化中，男性比他们的妻子更多地追求婚外性行为。例如，金赛的

研究发现，50%的男性有婚外恋，而只有26%的女性有婚外恋。23其他
一些研究显示，这种差距可能要小一些。在一项对8 000个已婚男性和
女性的研究中，40%的男性和36%的女性报告说至少有过一次婚外恋。
《海蒂性学报告》指出，这个比例在男性中高达75%，在女性中也高达

70%，尽管公认该数据所采用的样本不具有代表性。24更具代表性的样
本，比如莫顿·亨特对982个男性和1 044个女性的调查，显示男性婚

外恋的发生率是41%，而女性是18%。25尽管存在不同的评估结果，而
且两性之间的差距可能更小，但所有的研究都显示，两性在婚外恋发
生率和频度上有所差异。与女性相比，男性出轨的人数更多，出轨的

频率更高，拥有的婚外性伴侣也更多。26

配偶交换（spouse swapping）、“性放任”（swinging）和多边

恋（polyamory）几乎总是由丈夫而不是妻子提出。27一个来自印度穆
里亚族（Muria）的男子简洁地概括出男性对于多位性伴侣的欲

望：“你不想每天都吃同样的蔬菜。”28一个来自南非加特拉族
（Kgatla）的男子描述了他对于自己的两位妻子的性欲望：“我发现
她们同样都很诱人，但每当我同她们其中任何一人共度三天之后，第
四天就开始厌倦了。当我去找另一个妻子时，我发现我拥有更大的激
情，她显得比前一个妻子更迷人，虽然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当我回到

前一个妻子那儿时，也会再次燃起同样的激情。”29



人类学家托马斯·格雷戈尔这样描述亚马孙的摩希纳古男性的性
感受：“女性的性魅力各不相同，小到‘乏味’（mana），大到‘可
口’（awirintya）……可悲的是，与配偶的性交被说成‘乏味’，与

情人的性交则恰好相反，几乎总被说成‘可口’。”30福楼拜描写包
法利夫人时，说她“就像任何一位情妇那样；新鲜的魅力像外衣一样
逐渐褪去，仅剩下永恒的、单调的激情，具有永远相同的形式和表达

方式”31。

关于男性对色情作品的性唤起的研究，证明柯立芝效应存在于人

类之中。32通过对阴茎膨胀的生理测量和对性唤起的自我报告，研究
人员发现，男性在反复观看相同的色情图片时，每次观看时的性唤起
都会逐渐减弱。在同一时期，男性在看到不同女性的色情图片后，会
不断地重新唤起性欲。现代网络色情的爆炸式发展，如今已成为一项
数十亿美元的产业，其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劫持了男性进化出来
的性心理。

金赛总结得最好：“虽然看上去不存在问题，但是如果缺乏社会
约束，人类男性在其整个一生中对性伴侣的选择将是淫乱的。……人

类女性对于拥有多位伴侣则兴趣小得多。”33

性ᒱ想

性幻想（sexual fantasies）为男性对低承诺性关系的渴望提供
了另一条心理线索。一段受众为男性青少年的视频表现的是一个男摇
滚明星在一片沙滩上欢腾跳跃，沙滩上有几十位穿着比基尼的美丽女
郎。另一段视频表现的是一个男摇滚明星一边唱歌，一边抚摸着一个
又一个女郎的匀称双腿。还有一段视频表现的则是一个男摇滚明星盯
着几十个只穿着内衣的女郎。由于这些视频是为了吸引男性受众而设
计的，其含义非常清楚。一种突出的男性性幻想是与几十位年轻美丽
的女郎发生性关系，这些女郎都热烈而自愿地做出回应。

在性幻想方面，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日本、英国和

美国的研究显示，男性的性幻想次数大约是女性的两倍。34男性在睡
眠中比女性更容易梦到与性有关的活动。男性的性幻想中通常包括陌
生人、多位伴侣与不知名的伴侣。大部分男性报告说，在一段幻想的
场景中，有时他们会更换好几个性伴侣；而大部分女性报告说，在幻



想中她们很少更换性伴侣。在亨特的研究中，32%的男性和仅仅8%的女
性报告说，他们曾经想象在一生中拥有1 000多个不同的性伴侣。幻想

过群体性交的男性有33%，而女性仅有18%。35在一个男性的描述中，
男性典型的性幻想是：“6个或更多的裸女舔我、亲吻我，给我口

交。”36另一个男性报告，他幻想着“在一个小镇中到处是20岁到24
岁的裸女，而我是这个小镇的镇长。我喜欢到处走走，然后挑选当天
最漂亮的女孩，与她性交。只要我想要，所有的女人在任何时候都会

跟我做爱”37。数量和新鲜感是男性性幻想的关键组成部分。

男性的性幻想是高度视觉化的，注重光滑的皮肤和身体部位，尤
其是胸部、生殖器、臀部、腿和嘴。在性幻想中，81%的男性和仅仅
43%的女性注重视觉画面多于感觉。迷人的女性，裸露着大量皮肤，表
现得容易接近并且不需要任何承诺，是男性性幻想的关键组成部分。
正如布鲁斯·埃利斯和唐纳德·西蒙斯所观察到的，“［男性性幻
想］最显著的特征是纯粹的性欲和身体满足，而没有累赘的关系、情

感的阐述、复杂的情节线、调情、追求和延长的前戏”38。这些幻想
揭示了一种寻求与多位伴侣性接触的心理。

与之相反，女性的性幻想中常常出现熟悉的伴侣。59%的美国女性
和仅仅28%的美国男性报告说，他们的性幻想一般集中于与他们已经有
恋爱关系或性关系的某人身上。感情和个性对于女性来说很重要。41%
的女性和仅仅16%的男性报告说，他们主要看重幻想对象的个性和情感
特征。而57%的女性和仅仅19%的男性报告说，他们专注于感觉而不是
视觉画面。一位女性注意到：“我常常想起和我在一起的男人。有时

我意识到这种感觉快要淹没我、包围我，将我一扫而空。”39女性在
她们的性幻想中强调温柔、浪漫和个人卷入。她们也更加注意伴侣如

何回应她们，而不是伴侣呈现的视觉画面。40

ऴ搭ૂ性悔

男性和女性在性后悔（sexual regret）方面的差异为男性进化出
的短期择偶心理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后悔是一种强大的情感。我们
为我们所犯的错误感到后悔，这种感觉可能有助于我们在未来做出更
好的决定。性后悔发生在两个领域——错失的性机会（性遗漏）和实
施的性行为（性承诺）。在对23 000多人的研究中，男性比女性更多

地报告后悔错过了性机会。41这些包括年轻时没有更多的性生活，单



身时没有更多的性生活，以及没有抓住与特别有吸引力的人发生性关
系的机会。女性更有可能对自己的性行为感到后悔，比如把贞操给错
了人，喝醉后和一个配偶价值很低的人勾搭，以及和一个对关系不感
兴趣的人发生性关系。

在勾搭之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产生负面情绪。男性更容易后悔
的是，他们勾搭的女性想要一段更认真的关系。男性更多地表示，他
们理想的勾搭结果是在未来有更多的勾搭。女性更多地表示，她们理
想的结果是一段浪漫的关系。在勾搭之后，女性比男性更多地感到被

利用，并经历抑郁的情绪。42当然，每种性别内部的个体之间都有重
要的差异；有些女性只想要随意的性关系，而有些男性渴望更深层的
联系。然而，在性后悔和勾搭后的感受方面的所有性别差异，提供了
额外的线索，揭示了男性和女性的性心理的根本差异。

打✀效ᓊ与性高▤Ⲻ变ौ

一些研究考察了单身酒吧里的人对吸引力的判断在整个晚上所发
生的变化。这些研究提供了男性短期性行为策略的另一条心理线索。
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分别在晚上九点、十点半和午夜十二点对137个
男性和80个女性进行了调查，要求他们用一个10点量表评价酒吧里异

性成员的吸引力。43随着酒吧打烊时间的临近，男性认为女性越来越
迷人。在九点钟，男性对女性的评价是5.5，而午夜时则增至6.5。女
性对男性吸引力的评价也随着时间而增加。但女性对男性的整体评价
要低于男性对女性的评价。九点时，女性对酒吧男性的评价低于5.0的
平均值，在临近午夜打烊时也只增加到5.5。

男性在接近打烊时间时对女性吸引力感知的变化，与摄入多少酒
精没有关系。无论男性是喝了一杯酒还是六杯酒，他们在接近打烊时
间时都认为女性更加迷人。人们常常提到的“啤酒透视镜”（beer
goggles）现象——随着醉酒程度增加，会认为女性更加迷人——也许
更应该归因于一种心理机制，即敏感地意识到这个晚上获得随意性关
系的机会在逐渐减少。随着这个晚上逐渐过去，如果一个男人还没有
成功地钓到一个女人，他会认为酒吧里剩下的女人越来越迷人，这种
变化大概会促使他尝试从酒吧中其余女性那里获得性关系。



当男性与一位偶然的性伴侣达到性高潮之后，如果他不想与此人
有进一步的瓜葛，就会发生另一种感知上的变化。有些男性报告说，
他们在自己达到性高潮之前，认为一位性伴侣相当迷人，而在性高潮
之后，仅仅过去10秒钟，就认为她不那么迷人了，甚至觉得她很普
通。马尔蒂耶·哈兹尔顿（Martie Haselton）和我发现这种变化主要

发生在那些倾向于追求短期择偶策略的男性身上。44这些变化不会发
生在长期择偶取向的男性身上，也不会发生在无论采取何种择偶策略
的女性身上。性高潮后吸引力的负面变化可能会促使性交后迅速离
开，以减少男性的风险，比如卷入一场不想要的承诺。

性ੇૂ随意性关㌱

短期择偶在男性的性策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进一步线索，来自
对同性恋者的性行为的检视。唐纳德·西蒙斯指出，男同性恋者不受
女性描述的浪漫、投入和承诺的限制。类似地，女同性恋者也不受男
性的描述和需求的限制。因此，同性恋的行为事实上提供了一扇窗
户，可用以观察男性和女性的性欲望本质，此时欲望可以不为异性的
性策略导致的妥协所遮蔽。

男同性恋者比女同性恋者更喜欢与陌生人发生随意性关系。45男
同性恋者经常寻觅短暂的邂逅，而女同性恋者极少这样做。男同性恋
者频繁地寻找新的、各式各样的性伴侣，但女同性恋者可能更习惯于
亲密的、持续的、承诺的关系。一项研究发现，94%的男同性恋者拥有
15位以上的性伴侣，而只有15%的女同性恋者拥有同样多的性伴侣。
4620世纪80年代在旧金山进行的扩展的金赛研究发现，几乎有一半的
男同性恋者拥有过500位以上的不同性伴侣，大部分是在澡堂或酒吧遇

到的陌生人。47一些现代的约会应用软件，比如Grindr，就是专门设
计来增加这些性机会的。当男性摆脱了一般由女性强加的追求和承诺
要求的约束之后，他们会自由地满足自己与多种多样的伴侣发生随意
性关系的欲望。

在短期择偶倾向和长期择偶偏好中，男同性恋者类似于男异性恋
者，而女同性恋者类似于女异性恋者。同性恋的倾向暴露了男性和女
性在随意性关系的中心地位上的根本差异。西蒙斯指出：“男异性恋
者就像男同性恋者一样，经常想寻求与陌生人之间的性关系，想参与
公共澡堂中匿名的狂欢，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想在公共洗手间停留五



分钟来进行口交，前提是女性也对这些活动感兴趣。但女性对此并不

感兴趣。”48

ঌ␡

男性对于随意性关系的欲望创造了卖淫的需求。许多男性，包括

已婚男性，愿意为随意性关系付费。49卖淫几乎发生在每一个社会。
在美国，活跃的妓女数量估计在100万，尽管卖淫仅在内华达州的部分
郡县是合法的。在卖淫合法的德国，有大约40万名兼职或全职的妓
女。据估计，墨西哥有50万妓女，菲律宾有80万，而印度有300万。在
所有的文化中，男性绝对是主要消费者。金赛发现，69%的美国男性找
过妓女，而15%的美国男性把性行业作为发泄性欲的常规渠道。女性在

这方面的数量如此之低，甚至没有被报告过。50

卖淫的普遍存在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适应的结果，或是进化选择
的目标。它更应该被理解成两种因素同时作用的结果——男性对代价
较低的随意性关系的渴望，以及某些女性选择提供或者因为经济必需
或其他因素所迫而提供性服务以交换财物。

揭示男性的随意性关系策略的心理线索很多：性幻想、柯立芝效
应、性欲、性冲动、寻求迅速的性交、标准的放宽、对于勾搭的态
度、性后悔的情绪、打烊效应、性高潮后对女性吸引力评价的变化、
同性恋的倾向、把卖淫作为性出口的意愿。这些心理线索表明，过去
的演化历程有利于那些在追求长期配偶的同时，在性策略库中也包含
短期择偶的男性。但是，男异性恋者为了获得短期性关系，需要取悦
女性。

ྩ性⸣期性ㆌ⮛Ⲻ隐藏面

短期性关系赋予男性的繁殖收益巨大而直接，但是女性从短期择
偶中获得的收益几乎完全被忽视了，直到进化心理学家开始这方面的
研究。尽管女性不能通过与多位伴侣发生性关系来增加所生小孩的数
量，但她们能够通过短期性关系获得其他的重要优势，并将其作为她

们灵活的性策略库中的策略之一。51女性祖先大概至少在某些时候、
某些情境下，曾经为了利益而寻求短期性关系。因为如果没有愿意发



生短期性关系的女性，男性就不可能在短期性关系中获得他们的利
益。

女性祖先不会像男性那样将所寻求的性关系本身作为结果，对于
短期择偶来说，这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目标，原因很简单——
精子从来不会稀缺。得到更多的精子并不会让一个女性获得更大的繁
殖成功。最低程度的性接触就能满足一个女性的全部需求，而从来不
缺少愿意提供最小性接触的男性。额外的精子对于受精来说是多余
的。

然而，短期性关系给予了女性一个关键好处，就是立即获得资
源。想象一下，在千万年前，一个祖先的部落受到食物短缺的冲击。
猎物稀缺，第一场严寒不祥地降临，灌木也不再结浆果。一位幸运的
猎人打到一只鹿，一个女人望见他打猎回来，腹中受着饥饿剧痛的啃
噬。她和他调情。尽管他们没有讨论任何明确的交换，但她的性诱惑
使他愿意提供给她一部分鹿肉。在人类存在的几千年中，用性来交换
资源，或用资源来交换性——这样的交易出现过几百万次。

在许多传统的社会，比如亚马孙的摩希纳古部落和特罗布里恩群
岛的居民中，男性给他们的情人带来礼物，比如食物、珠宝、烟草、
槟榔果、龟壳指环或臂环。如果不能源源不断地送来礼物，女性就拒
绝发生性关系。一个女孩可能会说：“你没有任何报酬给我——我拒

绝。”52如果未能带来礼物，一个特罗布里恩男性在女性中的声誉会
受损，这会妨碍他今后对情人的吸引力。特罗布里恩女性通过她们的
恋爱关系来获得物质收益。

现代女性对情人的偏好，提供了女性从短暂的性邂逅中获取物质
和经济收益的演化历史的心理线索。女性对于短期情人的四种特征特
别看重，超过了长期配偶——从一开始就在她们身上花大量金钱，一
开始就送礼物给她们，生活风格奢侈挥霍，以及非常慷慨地送出自己

的资源。53女性对丈夫拥有的这些特征的评价仅仅是略为合意，但是
对短期性伴侣拥有的这些特征的评价是相当合意。女性不喜欢节俭和
吝啬的情人，因为这些品质标志着这个男人不太情愿立即把资源投入
给她们。这些心理偏好揭示，确保立即获得资源是女性通过婚外情得
到的一项关键适应性收益。



从短期性关系中获得经济资源的收益，在极端的案例比如卖淫中
得到最彻底的展现。从跨文化的视角来看，许多女性正是出于经济必
需，又缺少合适的婚姻机会，才成为妓女。例如，在索马里文化中，

由于通奸而与丈夫离婚的女性通常无法再婚。54在过去的中国和缅
甸，女性如果不是处女，可能嫁不出去。阿芝台克和依富高
（Ifugao）的女性如果有疾病，也嫁不出去。在所有的社会中，结不
成婚的女性有时会采取卖淫的方式来获得生存所必需的经济利益。

但是，有些女性说她们变成妓女是为了避免结婚后要做苦差事。
例如，新加坡的马来女性之所以成为妓女，是为了避免妻子的繁重工
作，包括收集柴火和洗熨衣物。而在阿姆哈拉和本巴，妓女能通过短
期性交易挣到足够多的钱，来雇用男性完成通常由妻子做的工作。简
而言之，立即获得的经济资源对于参与短期性活动的女性来说，仍然
是一种巨大的收益。

短期性关系也提供了评价潜在丈夫的机会，提供了仅仅通过没有
性交的约会所得不到的额外信息。由于挑选一位正确的丈夫对于生育
后代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女性投入巨大的努力去评估和评价。婚前性
关系使得女性能够评价预期配偶的意图——他是在寻求短期的性邂逅
还是一位婚姻伴侣，由此判断他有多大的可能会抛弃她。一段情使她
可以评估他的个性特征——他是否能顶住压力，他有多可靠。她有机
会戳穿可能发生的任何欺骗——他是真的单身，还是已经有了一段严
肃的关系。她可以评价他作为配偶的价值，或者了解他对于其他女性
有多大的吸引力。

婚前性交使一对情侣有机会了解他们的性生活有多和谐，从而提
供了这段关系是否具有长期生命力的重要信息。通过性关系，女性能
评估一些品质，比如男性的敏感程度、他对她的幸福有多关心，以及
他的灵活性。性生活不和谐的夫妻，离婚的可能性更大，也更有可能

发生通奸。55在性学研究者塞缪尔·贾纳斯（Samuel Janus）和辛西
娅·贾纳斯（Cynthia Janus）询问过的男性和女性中，有29%的人声
称性问题是他们离婚的主要原因，这也是最常被提到的原因。在做出
承诺之前，通过评价性生活的和谐程度，可以避免不忠的配偶和离婚
可能带来的潜在成本。



女性对短期配偶的偏好表明，她们会利用随意性关系来评估可能
的婚姻伴侣。如果女性寻求短期配偶仅仅是为了像许多男性那样获得
性机会，就不会觉得对方的某些特征特别令人烦恼，比如男性已经拥
有的长期关系，或者他的乱交。如果真是那样，女性就会像男性一
样，认为乱交对于一位未来情人来说是无所谓的，或是略显合意的。
56但是，事实上，女性认为一位预期的情人先前就有的关系或乱交倾
向是高度不合意的，因为它们标志着对方不可能成为婚姻伴侣，或者
标志着一种反复追求短期性关系的性策略。这些特征减少了女性与这
个男性发展长期关系的可能性。这些特征强烈地传达出，这个男性不
会保持忠诚，而且具有很差的长期择偶前景。此外，它们妨碍了短期
性关系发挥立即获取资源的功能，因为乱交的男性和已经拥有一段严
肃关系从而将资源牢牢固定的男性，只有较少的自由资产可以分配。

女性对短期性伴侣的渴望与她们对丈夫的渴望非常相似。57在两
种情形下，女性都想要一个和善的、浪漫的、善解人意的、令人兴奋
的、稳定的、健康的、幽默的和慷慨投入资源的人。在两种情境中，
女性都渴望一位高大的、身强力壮的、迷人的男性。男性的偏好与之
对比鲜明，随着择偶情境的不同而发生巨大改变。女性在两种情形下
拥有相对一致的偏好，这证明了女性将短期配偶视为潜在丈夫的假
设，因此对两者都设立了同样高的标准。

配偶更换ૂ༽㜄

通过短期性关系，女性也可能获得另一份保护，帮助她们抵挡与
其他男性之间或者与竞争者之间的冲突。拥有另一位能够防卫和保护
她的配偶，对于女性将是特别有利的，尤其在那些女性很有可能受到
袭击或强奸的社会。在有些社会，比如委内瑞拉的雅诺马马族，如果
女性缺少配偶的保护，她很容易受到男性的暴力攻击，包括身体虐

待、强奸，甚至她们的孩子会被杀害。58一位被雅诺马马男性绑架的

巴西女人的叙述就说明了这种脆弱的处境。59当另一个村庄的男性企
图强奸她时，没有任何一个雅诺马马男性为她出头，因为她没有与他
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结婚，也没有特别的男性朋友来保护她。

在灵长类中，利用这种特殊的友谊来获得保护的先例是热带草原

狒狒。60雌狒狒在它们的主要配偶之外，还与一位或更多的雄性结成
特殊的友谊，这些朋友会保护它们不受其他雄性的骚扰。当雌性进入



发情期时，它们会明显偏好与它们的朋友交配，暗示着一种用性来交
换保护的策略。正如罗伯特·史密斯指出：

一位主䞃ڬ不Ր总在䴶㾷的时ُ出现并ؓ卫他的ᆆ和ᆟᆆ。当
他不在时，ྩ性与另一个⭭性相ժ是有的，因为ྯ㜳㧭得这个⭭性
提ב的ؓᣚ。……主䞃ڬ离开［ׁྸ，当他ཌ出⤟⥄时］可㜳ࡑ造出
另ཌ的ڬ机Ր和䴶㾷。……⭭性可㜳ٴ向于ؓᣚ已႐情人的ᆟᆆ，

因为他的基因可㜳Ր։现在这些ᆟᆆ中䰪。61

情人可以作为女性常规配偶的潜在替代者，以防女性的常规配偶
将她抛弃以及常规配偶生病或受伤，或被证明不具备生育力，甚至死
亡，而这些情况在祖先的生活环境中并不罕见。例如，一位长期配偶
可能在狩猎中一去不返，或者在部落战争中死掉了。男性的地位也可
能随着时间而改变——例如，一个女人嫁给了部落首领，但这个首领
可能遭到废黜，他的地位遭到篡夺，资源也被没收。女性如果能够迅
速更换配偶，她将不必从头开始择偶，因此将从中受益。然而，女性
如果因为从头开始择偶而推迟更换配偶，她将被迫为了寻求一位配偶
而付出代价，因为她自身的赞许性已经下降。如果保留着备用的男
性，女性将会受益。

在明尼苏达州水蛭湖的小鹈鹕岛上，科学家在一种一妻多夫的海
滨鸟类——斑纹矶鹞中间观察到了更换配偶的功能。生物学家马克·
科尔韦尔（Mark Colwell）和刘易斯·奥林格（Lewis Oring）通过4
000小时的田野观察，发现雌性斑纹矶鹞与配偶以外的另一个雄性交配

之后，很可能与这个雄性结成未来的长期配偶。62雌性利用交配来试
探这个雄性的接受度和可获得性。但是，雄性斑纹矶鹞有时会阻挠这
种更换配偶的努力。有些雄性会穿越好几个领地，到离巢穴很远的地
方寻求配偶以外的交配对象，这样对方就不会发觉它们已经有了配
偶。尽管两性之间存在冲突，但通奸者最终成为配偶这个事实，暗示
着婚外择偶能够成为更换配偶的一种方式。

人类的短期性关系具有更换配偶之功能的证据有几个来源。女性
主要在不满于现有关系时发生外遇，与之相对，有外遇的男性并不比

没有外遇的男性更不满于他们的婚姻现状。63第二个证据来自我和海
蒂·格雷林（Heidi Greiling）进行的研究。该研究表明，有时候当



女性试图更换她们现有的配偶，或者为了更容易与现有配偶分手时，

她们会发生外遇。64

短期性伴侣有时能够提升其暂时配偶的地位。女性有时会通过与
有名望的男人发生性关系来提升自己的地位，即使这只是一段风流韵
事。根据择偶市场的经济学，人们会猜测这个女人必定很特别，因为
有名望的男性一般能够挑选到最令人向往的女性。女性可能接触到更
高的社会阶层，从中她们可能会赢得一位长期配偶。女性也能在她们
所处的社会圈子中提升自己的地位，这样也可能赢得一位更加合意的
丈夫。

⸣期性关㌱ਥ㜳Ⲻ遗传收ⴀ

女性也有可能通过偶然的性关系获得更好的基因，并将其遗传给
她们的孩子。考虑到男性的机会主义的性倾向，择偶市场的经济学使
得女性与一位来自更高社会阶层或者拥有更好基因的男性发生性关
系，要比让这个男性娶她容易得多。例如，一个女人可能试图通过嫁
给一位地位较低的男性来获取他的投资，同时通过与一位地位较高的
男性发生随意性关系来获得他的基因。这种双重策略显然存在于英
国，在那里，生物学家罗宾·贝克（Robin Baker）和马克·贝利斯
（Mark Bellis）发现，女性通常与地位比自己丈夫高的男性发生婚外

情。65

好基因理论的一个版本被称为“性感儿子假设”（sexy son

hypothesis）。66根据这种理论，女性偏好对其他女性富有吸引力的
男性，愿意与他们发生短期性关系，因为她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生出
拥有同样魅力的儿子。由此，下一代的女性会认为她们的儿子很有吸
引力。和那些与不能吸引大多数女性的男性发生性行为所生的儿子相
比，她们的儿子也会获得更大的择偶成功。

这个理论的证据来自一项研究，这项研究识别出女性对于长期伴
侣具有更加严格的挑选标准的一个关键的例外。女性对短期性对象的

容貌吸引力的要求，比对长期配偶更为苛刻。67对短期性伴侣容貌吸
引力的偏好可能提供了一种心理线索，暗示着在人类演化历程中，女
性通过她们的性感儿子的成功获得了收益。



好基因假设最有力的证据来自女性偏好在排卵期发生转变的研
究。对30多个周期变化研究的大规模统计回顾发现，不使用激素类避
孕药的女性在排卵期确实更偏好具有男子气概的男性，尤其是男性化

的身体和声音，以及匀称的男性。68然而，只有伴侣的基因品质较低
的女性，才会从与拥有良好基因指标的男性的风流韵事中获得遗传收
益。而且一些研究者认为，其他假设能更好地解释排卵期的偏好转
变。例如，排卵期的女性性欲更强，可能会觉得自己更性感、更有吸

引力，因此觉得自己能成功地吸引具有更高配偶价值的男性。69未来
十年的研究无疑将更深入地探究追求短期性策略带给女性的隐性遗传
收益。

有一种择偶体系对女性的短期择偶及其可能带来的任何好处提出
了尖锐的限制——包办婚姻。尽管我们不能确定，但人类学家相信，
在人类演化历程中，许多女性并不是自己订立婚约。这种观点的证据
是：在今天的许多部落文化中，由父亲和其他亲属安排婚姻的现象仍

然盛行。这些文化被认为与人类演化所经历过的情形具有相似性。70

包办婚姻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仍然很常见，比如印度、肯尼亚和中东。
包办婚姻限制了女性通过短期配偶获取收益的机会。但是，即使在婚
姻由父母和其他亲属包办的地方，女性仍然经常通过左右她们的父
母、发展秘密的恋情、违抗父母的意愿，有时甚至采取私奔的手段，
来对她们的性和婚姻选择施加重大的影响。这些个人选择的形式为女
性短期择偶的收益打开了窗户，包括遗传收益，即使婚姻是由他人包
办的。

随意性关㌱Ⲻ代价

所有的性策略都会带来代价，短期性关系也不例外。男性在短期
性关系中可能会感染上性病，获得一个花花公子或是“男妓”（man-
whore）的糟糕名声，或者受到嫉妒的丈夫的伤害。在不同文化的谋杀
案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嫉妒的男性对他们配偶的忠诚产生了怀

疑。71不忠的已婚男性可能会遭到妻子的报复，并面临昂贵的离婚风
险。短期性策略也会占据时间、精力和经济资源。

女性有时会比男性蒙受更严重的代价。如果女性落得一个放荡的
名声，那么她的赞许性会受到损害，因为男性赞赏潜在妻子的忠诚。
甚至在相对开放的文化中，比如瑞典和阿赫族印第安部落，人们眼中



的放荡女性的名声也会遭受损害。72一个仅仅采取短期性策略的女
性，会有更大的风险遭到身体虐待和性虐待。尽管已婚女性也会遭受
丈夫的家庭暴力，甚至被丈夫强奸，但是约会时遭受强奸的惊人比例
——研究发现在大学女生中高达15%或20%——揭示了没有长期配偶关

系的女性有相当高的风险。73如果将配偶偏好明智地用于避免具有潜
在危险的男性，就能使风险最小化。

追求短期性关系的未婚女性冒着怀孕生子的风险，并且得不到一
个男性的投资。在祖先的时代，这样的孩子很可能冒着更大的生病、

受伤害和死亡的风险。74有些女性在缺少男性来进行投资时会杀婴
（infanticide）。例如，在加拿大，1977年到1983年间，只有12%的
婴儿是单身女性生下的，但在警方报告的64起母亲杀婴案件中，超过

50%是单身女性犯下的。75这种趋势在各种文化中都出现了，比如在非
洲的巴干达人中间。但是，即使是这种解决办法，也不能消除女性实
质上付出的代价：九个月的孕期、声誉损害和失去的择偶机会。

一位不忠的已婚女性冒着被丈夫收回资源的风险，从繁殖的观点
来看，她可能会在婚外情上浪费宝贵的时间，获得对于繁殖来说并非

必要的精子。76另外，如果这些孩子各自拥有不同的父亲，他们之间
的联系会弱化，因此她可能会面临激化孩子之间同辈竞争（sibling

competition）的风险。77

因此，短期择偶对于两性来说都会造成危险。但是，由于短期择
偶中也包含着巨大的收益，女性和男性都进化出了某些心理机制，以
便挑选出代价最小并会增加收益的短期择偶情境。

随意性关㌱Ⲻ有利情ູ

每个人都知道有些男性是花花公子，而另一些男性则完全恪守一
夫一妻制；每个人都知道有些女性享受短期性关系，而另一些女性绝
不会梦想没有承诺的性关系。个体在短期择偶倾向上有所不同，不同
时间和不同情境也会改变他们的倾向。这些性策略的变化依赖于一系
列个人、社会、文化和生态条件。

在童年时期缺少父亲投资是增加随意性关系发生率的一种情境。
例如，父母离异的女性比家庭完整的女性更倾向于乱交。例如，伯利



兹的玛雅人和巴拉圭的阿赫人认为，父亲的缺席与男性不愿投入维持

长期配偶关系所需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有关。78在没有父亲的家庭中
长大的女性和男性可能更早进入青春期，更早开始性交，并在初次性

行为后追求短期策略。79父亲的缺位可能会让女孩断定，男性并不是
可靠的投资者，从而追求一种从多个男人那里获得好处的短期性策
略，而不是试图获得一个男人的持续投资。

关于影响作用的方向，以及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个体在性策略上的
差异，存在着一些科学争议。当父亲由于面临更严酷或更不可预测的
环境而缺席时，是因为缺少父亲的投资所以转向短期策略吗？或者是
因为缺席的父亲把基因传递给了他们的孩子吗？另一种可能性是继父
的出现，而不是父亲的缺席，促使孩子们更早地开始性行为。此外，
生身父亲会对女儿进行更严格的保护，这阻止了女孩按自己的性冲动
行事，并鼓励了一种长期的择偶策略。未来的研究需要找出这些因果
关系的替代品，但很明显，个体之间在短期性行为的倾向上存在着显
著差异。

随意性关系也与人们的人生发展阶段有关系。在许多文化中，青
少年很有可能利用短期择偶这种方式来评估他们在择偶市场上的价
值，试验不同的策略，磨炼他们的吸引技巧，并且探明他们自身的偏
好。由此，他们就为婚姻做好了准备。事实上，在许多文化中，青少
年的婚前性试验是得到容忍的，甚至是受到鼓励的，比如在亚马孙的
摩希纳古部落。这提供了一个线索，即短期择偶与一个人的人生阶段

有关。80

长期择偶的过渡期也提供了发生短期性关系的机会。例如，一个
人在离婚之后，重新评估自己在当前择偶市场上的价值是非常关键
的。一方面，离婚者带着前一次婚姻中的孩子，一般会降低自身的赞
许性。另一方面，伴随着事业的进展，离婚者的地位有所提升，这可
能会提高他们的赞许性。所有这些情形的变化究竟怎样影响一个特定
个体，也许能够通过短期恋情得到评估，这可以让一个人更准确地衡
量其在择偶市场上的赞许性。

合格（eligible）的男性相对于合格的女性是充足还是稀有，这
是短期择偶的又一个关键情境。许多因素影响着这个性别比例，包
括：导致男性死亡数量大大超过女性的战争；对男性影响更为频繁的



冒险活动，比如搏斗；导致男性死亡人数大约比女性多七倍的蓄意谋
杀；伴随年龄增长的不同再婚比例，即女性再婚者相对于男性来说通
常越来越少。在北美和西欧的许多学院和大学中，女生入学率高于男
生，这一现代现象在受过大学教育的求偶人群中造成了性别比例失
衡。例如，在得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2016年学生群体有54%的女
生和46%的男生。这听上去可能不是一个巨大的差距，但事实上这意味
着女生比男生富余17%。

当男性可以与许多女性进行性接触时，他们会转向短期性策略，
因为性别比例对他们有利，而且这能够更好地满足他们对多样化的欲
望。例如，在阿赫族，男性高度乱交，因为那里的女性比男性多50%。
当进行投资的婚姻对象较为稀缺，或者结婚不会带来太多收益时，女

性会转向随意性关系。81在一些亚文化群，特别是在穷人聚集区，男
性通常缺乏女性渴望的一位长期配偶应该拥有的资源。在男性缺乏资
源的地区，女性没有理由只与一个男性交往。类似地，当女性从她们
的亲属那里比从丈夫那里得到的资源更多时，她们更有可能发生婚外

性关系。82在这些情境中，女性抓住机会与不同的男性配对，为她们
自己和她们的孩子获得更多的收益。许多现代大学校园里“勾搭”文
化的兴起，部分原因是性别比例失衡日益加剧，追求高等教育的女性
比例超过了男性。

在食物集体共享的文化中，女性结婚的动机较弱，而且经常转为
寻找短期的性伴侣。例如，在巴拉圭的阿赫族，从打猎获得的大型猎
物中得到的食物是集体共享的。优秀的猎手获得的那份肉并不比差劲
的猎手多。女性得到同样的食物配额，无论她们是否有丈夫，也无论
她们的丈夫狩猎技能如何。因此，阿赫族的女性几乎没有始终与一位

男性配对的动机，她们中间大约有75%的人偏好短期关系。83瑞典的福
利体制提供了另一个例子。由于食物和其他物质资源由政府提供给每
一个人，女性嫁人的动机较弱。结果，生活在一起的瑞典情侣仅有一

半结了婚，而且两种性别的成员都追求短期关系。84

尽管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不同，但还有另一个因素也可能鼓励短
期性交往，这就是一个人作为配偶的未来赞许性。如果一个男性处于
一项大有前途的事业的学徒阶段，考虑到他将来事业接近顶峰时，或
许能够吸引到赞许性更高的长期配偶，他可能只追求短期恋情。一个



当前赞许性较低的女性，可能由于吸引不到具有她渴望的品质的丈
夫，而选择追求无忧无虑的短期关系。

特定的法律、社会和文化许可鼓励短期择偶。例如，古罗马皇帝
经允许能拥有几百个妃嫔，正如嗜血的摩洛哥苏丹穆莱·伊斯梅尔
（见第三章），当她们年满30岁时就被送出后宫，由新的成员替代。
85在西班牙和法国，负担得起的男性在公寓里养情妇，作为婚姻的约
束和联结之外的短期安排，这在文化传统上是可以接受的。一些公社
和隔绝群体的理想形态——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尤为流
行、在今天实行一夫多妻制的人群中仍然存在的一种生活安排方式
——鼓励通过短期关系进行性实验。

其他人采取的性策略也会影响发生随意性关系的可能性。如果许
多男性追求短期关系，就像在俄罗斯的许多人口众多的城市一样，那
么女性实际上被迫进行随意配对，因为只有较少的男性愿意承诺，尽
管一些女性选择完全退出择偶游戏。或者，当配偶的一方发生婚外恋
时，另一方可能也倾向于出轨以使双方扯平。随意性关系从来不会在
真空中进行，它受到人生阶段、配偶价值、性别比例、文化传统、法
律规定和其他人采取的策略的影响。所有这些情境都会影响一个人从
人类择偶策略的菜单中选择随意性关系策略的可能性。

作为一〃权力资ⓆⲺ随意性关㌱

从历史上看，关于择偶的科学研究几乎毫无例外地集中于婚姻。
然而，人体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和行为学，暴露了人类祖先充满
机会主义的性和风流韵事的过去。这些风流韵事对于男性的明显繁殖
利益可能使得科学家无视女性从中获得的收益。参与风流韵事的人也
包括心甘情愿的女性。心甘情愿的女性寻求或要求收益。

人类天性的这幅图景可能会使一些人困扰。想到男性会轻易与几
乎完全陌生的人上床，女性可能会觉得不舒服。想到妻子持续在择偶
地带搜寻，用调情、性可接触的暗示来鼓励其他男性，培养备胎，而
且有时会背叛丈夫而不受惩罚，男性可能也会觉得不舒服。人类的天
性也许是令人担忧的。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拥有的择偶策略的复杂语库，赋予
我们多得多的权力、多得多的灵活性，以及多得多的掌控命运的力
量。我们在一份庞大的清单上进行选择，而不是采取命定的单一不变
的策略。我们根据我们所处的环境来调整我们的择偶策略，无论是性
别比例失衡的环境，还是分手后重返择偶市场的环境。此外，互联网
约会网站和手机应用软件的迅速崛起大大扩展了潜在配偶的范围，为
我们提供了成千上万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永远不会遇到的潜在伴
侣。

现代技术和当代生活条件也允许人们避免我们的祖先可能遭受的
随意性关系的许多代价。例如，有效的避孕措施使得许多人能够避免
不必要的或不合适的怀孕。城市生活相对的匿名性减少了随意性关系
引起的声誉损害。地理迁移降低了父母通常对其子女的择偶决定所施
加的影响。而且，政府的安全网络降低了短期关系产生的私生子的生
存风险。这些成本的降低促进了人类在择偶领域更充分地表达复杂的
策略库。

承认我们择偶策略的多样性，可能违背我们通过社会化习得
的“只有唯一的幸福”的观念。但同时，这样的知识也赋予我们更大
的力量来设计我们自己的择偶命运，这在人类进化历史上是前所未有
的。



第五章 吸引伴侣

䶘䜞有ཐቇ种㺞情，心⚫就有ཐቇ种情绪。㾷ᜩ؎㧭一千仍心，
֖就䴶㾷一千种不同的策⮛。

——ྛ㔪德

《情㢨诗：⡧经》

（The Erotic Poems：The Art of Love）

你即使知道自己渴望从一个配偶身上得到什么，也不能确保你可
以成功得到。成功取决于我们能否发出信号，表明我们将满足我们渴
望的伴侣的需求。例如，因为女性祖先渴望男性拥有较高地位，男性
便进化出了获得地位、炫耀地位的动机。因为男性祖先渴望潜在伴侣
年轻和健康，女性便进化出了显示年轻、健康的动机。因此，在吸引
配偶的竞争中，个体需要在异性最热切渴求的特征上击败竞争者。

在这一协同进化（coevolutionary）的循环中，两性的一方通过
进化出某种心理机制，来解决另一方施加给他们的适应问题。正如成
功的渔夫会使用最符合鱼类的食物偏好的诱饵，成功的竞争者也会使
用最符合异性进化出的欲望的心理策略。因此，男性和女性所看重的
特征，是理解他们用以吸引配偶的方式的关键。

然而，吸引配偶的行为并不会脱离社会而存在。为了赢得迷人伴
侣的欢心，追求者之间会展开激烈的社会竞争。因此，为了成功求得
配偶，个体不但要暗示自己能满足潜在配偶的欲望，还要消除其他竞
争者发出的诱惑信号。人类进化出了一种在动物界中独有的妨碍竞争



者的方法——对竞争者进行言语诋毁。通过贬低、中伤和含沙射影的
嘲讽来损害对手的名声，是成功吸引配偶的策略的一部分。

像吸引策略一样，诋毁策略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它充分利用了人
们的心理适应能力。这种能力使人们敏感于潜在配偶的某些有价值的
品质，比如他们的资源或是容貌。只有当女性倾向于拒绝那些获取资
源的潜力很低的男性时，男性向女性传达他的竞争对手缺少抱负才会
有效果。与此类似，只有当男性倾向于拒绝那些难以保持忠诚的女性
时，女性策略性地羞辱竞争对手才会发挥作用。

吸引和诋毁策略能否成功，都取决于欲望的目标是寻找一个随意
的性伴侣还是要寻找一位长期承诺的配偶。考虑这样一个案例：一位
女性为了诋毁她的竞争者，不经意地提到她和很多男人上过床。如果
该男性正在寻找一位婚姻配偶，这一诋毁策略将高度有效，因为男性
厌恶未来的妻子滥交。但是，如果该男性正在寻找一个随意的性伴
侣，那么该女性的策略可能会产生相反效果，因为大多数追求简单性
关系的男人不介意短期伴侣过去的滥交。与此类似，女性公开炫耀性
能力是有效的短期择偶策略，但在长期择偶中却收效甚微：这样的炫
耀虽然能获得男性的性关注，但是不会驱使他们投资或承诺。简言
之，能否有效吸引配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择偶的时间情境。男性
和女性根据他们所寻求的关系的长短来调整他们的吸引技巧。

性领域的游戏规则在本质上区别于婚姻市场的规则。在长期择偶
中，男女两性都偏好长期的求爱过程，这一过程容许双方评估对方拥
有的资产性质和数量，以及自己要付出的代价。在长期的求爱过程
中，最初对地位和资源的夸大可能会败露，在此之前对其他配偶的承
诺可能浮出水面，与之前配偶所生的孩子也可能出现。长时间的评估
也能让双方了解彼此的和谐度，这对于长期择偶是至关重要的。

随意的性关系省略了这种评估，使得欺骗发生的概率显著增加。
对方在声望、地位和收入方面的夸大难以被察觉；在此之前对其他人
的承诺可能继续隐瞒；损害声誉的信息可能来得太迟。简言之，随意
择偶就像一片岩石地带，一步不慎就可能遭到操纵或欺骗。使这一问
题更为复杂的是，欺骗往往发生在那些最重要的领域——对于女性来
说是地位、资源和承诺，对于男性来说是外貌和性忠诚，对两性都重
要的是人格品质。



两性都会参与短期性关系的竞争，但是不会同等参与。男性比女
性更多地寻求短期性伴侣，这一事实为男性制造了一重障碍，即愿意
发生短期性关系的女性少于男性。因此，与婚姻领域相比，女性在短
期关系中显得更有控制力。每一个迷人并且有性意愿的女性常常都能
找到几十个愿意同她发生性关系的男性。女性可能变得非常挑剔，因
为她们拥有大量男性可供选择。相反，在承诺关系中，这种程度的挑
剔是一种奢侈品，只有非常有魅力的女性才能负担得起。

吸引长期或短期配偶都需要进行炫耀（display）。就像织巢鸟炫
耀自己的巢、蝎蛉炫耀自己的结婚礼物一样，男性和女性在择偶市场
上都必须宣传他们的资产。因为男性和女性的欲望不同，所以他们炫
耀的品质也必然不同。

慷慨与资Ⓠኋ⽰

雄性进化出积累和炫耀资源的策略，这在整个动物界都很普遍。
例如，雄性走鹃抓住一只耗子或幼鼠，将它敲晕甚至敲死，然后送给

雌性作为下一餐。但它并没有真正将礼物交给雌性。1相反，雄性会摇
着尾巴，嘎嘎叫着，装作要把老鼠从雌性那里拖走。只有当两只鸟交
尾过后，它才会把礼物留给雌性，雌性则会用它来滋养雄性刚刚授精
的卵子。不能提供这种食物资源的雄性在吸引雌性的努力中会失败。

同样，人类男性也要努力炫耀资源以吸引配偶。我的实验室进行
的配偶吸引研究识别了男性和女性用来吸引配偶的几十种策略。我们
要求数百名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以及密歇根大
学的学生尽量描述自己在他人身上观察到的或是自己曾经使用过的策
略。他们列举的策略包括：吹嘘自己的成就，谈论自己在工作中的重
要性，对他人遇到的麻烦表示同情，主动进行视线接触，以及穿戴性
感的服饰。四名研究人员组成的小组将100多种行为简化为28个相对不
同的类别。例如，“展示运动能力”这一类别包括：举起重物，拧开
很紧的罐子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以及谈论自己在体育方面取得的成
就。随后，100名成年已婚夫妇和200名未婚的大学生评价了每一项策
略在吸引配偶时的有效性，评价该策略是在短期关系中使用更有效，
还是在长期关系中使用更有效，并描述他们自己、他们的朋友和配偶

使用这一策略的频率。2



男性常用的技巧之一就是炫耀有形资源：炫耀自己有极高的赚钱
潜力，一掷千金，驾驶昂贵的汽车，告诉女性自己在工作中有多么重
要，以及巧妙地展示他们的成就。另一种男性常用的技巧是通过误导
女性，例如他们的职业前景，或者夸大他们在工作中的声望，来欺骗
女性他们拥有的资源。就像雄性走鹃提供猎物一样，男性向女性提供
资源，这是吸引她们的主要方法。

男性也会诋毁自己的竞争对手所拥有的资源。典型的诋毁行为包
括：散布关于竞争对手的虚假谣言，取笑竞争对手的容貌，嘲笑竞争
对手的成就，以及告诉别人竞争对手患有性传播疾病。所有这些行为
都归属于我的研究团队划分的28个类别之一。例如，贬低竞争对手的
智力这一类别包括以下行为：让竞争对手显得笨拙，告诉别人竞争对
手很愚蠢，以及提到竞争对手是一个傻瓜。

男性还通过贬低竞争对手的资源潜力来抵消其他男性的吸引策
略。通常，男性会告诉女性某位竞争对手很穷、没有钱、缺乏抱负或
者驾驶廉价汽车。而女性几乎很少去贬低她们的竞争对手的资源；即

使她们这样做，这一策略也不如男性运用时那样有效。3

时间（timing）是决定不同的资源炫耀方式是否有效的一个关键
因素。即时的财富炫耀——如挥霍金钱、为女士购买礼物或是第一次
约会时带她去昂贵的餐厅——事实证明对于吸引短期性伴侣比长期配
偶更加有效。在酒吧里，展示资源的机会是有限的，男性为了接触潜

在的性伴侣，经常主动提出请她们喝酒。4

慷慨给予资源无论对于随意还是承诺的配偶吸引都是至关重要
的。例如，给女服务员一大笔小费，不仅表明自己拥有财富，还表明
愿意分享它的关键意愿。一项研究发现，当男性受到女性的关注时，

他们会为慈善事业提供更多捐款，而当他们受到男性关注时则不会。5

相比之下，女性的慈善捐款在不同的观察条件下没有什么变化。男性
对资源的慷慨大方使他们受益，因为在所有的择偶情境下，女性都对

吝啬的表现感到厌烦。6

展示获得资源的潜能，比如在大学里表现得勤奋或是向一位女性
描述自己的抱负，对于吸引长期配偶而不是短期性伴侣更为有效。诋
毁策略同样揭示了时间的重要性。诋毁竞争对手的经济潜能在长期择



偶中最为奏效。告诉一位女性某男性在专业上将毫无建树或是该男性
缺少抱负，在婚姻市场上会非常有效，但是当它用于竞争短期性关系
时，就相对不那么有效了。这些发现都完美地契合了女性在两种情境
下的偏好——渴望从短期关系中获得即时的资源，而从长期关系中获
得可靠的未来的资源。

穿着昂贵的服装在两种情境中能够同等地发挥作用。当女性观看
了不同男性的幻灯片后，她们更容易被穿着昂贵服装的男性所吸引，
比如三件套西装、运动夹克和名牌牛仔裤，而不是穿着宽大上装或是T

恤等廉价服装的男性。7无论女性是把某男性作为婚姻伴侣还是作为性
伴侣来评价，服装都有这个效果，可能因为昂贵的服装同时标志着即
时和未来的资源潜力。人类学家约翰·马歇尔·汤森（John Marshall
Townsend）和加里·利维（Gary Levy）证实，小到仅仅一起喝咖啡，
大到结婚，男性衣着的花费和档次在吸引女性时所产生的效果在任何

情形下都很显著。8同一群男性先是穿着一套汉堡王快餐店的制服、一
件polo衫并戴着一顶蓝色棒球帽，然后穿着一件白色礼服衬衣搭配一
条名牌领带，加上海军运动夹克和劳力士腕表拍下了两组照片。基于
这些照片，一些女性表示她们不愿意同穿着廉价服饰的男性约会、发
生性关系或是结婚，却愿意考虑同服饰昂贵的男性发生上述所有三种
关系。

资源对于吸引力的重要性不仅限于西方文化。在玻利维亚东部的
西里奥诺人中，某个男性是一个极其糟糕的猎人。他的地位下降，还
被那些狩猎技能更优秀的男性夺走了几位妻子。人类学家霍姆伯格
（A.R.Holmberg）开始与这个男人一起打猎，送给他一些猎物，告诉
别人这是他打到的，并教他使用短枪打猎的技能。最后，由于这个男
人提升了自己打猎的技能，他“开始享受最高的地位，获得一些新的

性伴侣，并开始羞辱他人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被人羞辱”9。

输送资源具有的力量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两千年前奥维德就观
察到完全相同的现象，证明该策略在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中存在已
久：“少女赞美诗篇，却被贵重的礼物所吸引。任何一个不识字的蠢
人都能通过展示财富来抓住她们的目光。当下的确是黄金时代：黄金

可以买到荣誉，黄金可以获取爱情。”10今天的我们仍然生活在那个
黄金时代。



ኋ⽰承诺

展示爱、承诺和奉献都能够有力地吸引女性，它们标志着男性愿
意长期对她投入时间、精力和努力。做出承诺相当困难，其代价也高
昂，因为对承诺的评价取决于一段时间内重复出现的信号。仅仅对短
期性关系感兴趣的男性，不大可能投入如此多的努力。展示承诺作为
一种信号的可靠性使它成为吸引女性的一种尤其有效的技巧。

关于配偶吸引的研究证实了展示承诺在长期择偶市场上的力量。
谈论同居或婚姻标志着一位男士愿意将女性纳入他的社会和家庭生
活，对她投入自己的资源，还可能和她生孩子。主动皈依她的宗教表
明愿意适应她的需要。对她的问题表现出深切的关心，传达了情感的
支持以及在需要时出现在她身边的承诺。我们调查的100位新婚女性报
告说她们的丈夫在求爱过程中展示了这些信号，证明它们在使用时非
常有效。

承诺的一个强烈信号是男性在求爱时的坚持。它可以是花很多时
间与某位女性在一起，经常看到她，在很长一段时期和她约会，经常
和她通电话，以及经常发短信或电子邮件给她。这些策略在追求长期
伴侣时非常有效，在7点量表上的平均效力为5.48，而在追求一位短期
性伴侣时，仅为适度有效（4.54）。此外，男性在求爱中的坚持比女
性更为有效，因为这表明他的兴趣不仅仅是随意性关系。

求爱过程中坚持不懈的有效性，在一位新婚女士讲述的故事中得
到很好的阐明：“起初，我对约翰一点也不感兴趣，我觉得他很无
趣，所以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他。但他不断地给我打电话，在我工作的
地方出现，故意安排与我邂逅。后来我同意和他一起出去玩，只是为
了让他不要再烦我了。但一件事情又引发了另一件。六个月后，我们
结婚了。”

坚持在一位德国大学教授身上也奏效了。当这位大学教授结束了
波兰的学术会议、坐上回德国的火车时，他开始同一位比他小12岁的
迷人医生聊天。随着他们对彼此的吸引力一点点增长，他们的谈话变
得越来越愉快活泼。医生正要去阿姆斯特丹而不是德国，不久之后，
她就要换乘另一列火车。医生与教授告别，但是教授一再坚持帮她搬
运行李，并为她把行李提到车站的行李寄存处。当教授乘坐的火车离



开车站时，他斥责自己没有抓住时机。他决定付诸行动。他在下一个
车站下了车，搭上另一列火车回到他和医生分别的地方。他徒然地找
遍了整个车站，却没有发现任何她的踪迹。他又步行搜寻了车站附近
的所有大小商店，但还是不走运。后来，他回到车站，如同生根一般
守候在他为她存放行李的那个行李寄存处前。最终她回来了，很意外
地看到教授，也被他坚持追寻的行为所感动。一年以后，她离开了她
的故乡波兰，来到德国嫁给了他。如果没有执着的坚持，这位教授可
能不可挽回地失去她。坚持是有回报的。

展示善良也是承诺的信号，在有效的吸引技巧中占有重要地位。
男性对女性遇到的问题表示理解、对她的需要表现得敏感、对她表现
出同情以及用行为给予帮助，往往能够成功地吸引女性成为他们的长
期配偶。善良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表明男人关心女人，无论顺境逆
境都会在她身边，而且愿意对她投入资源。它象征着对于长期恋爱的
兴趣而不是纯粹的性兴趣。

另一种显示善良的手段是对小孩表现得关怀备至。在一项研究
中，研究者向女性展示了同一个男性在三种不同情况下的幻灯片——

独自站着，与一个婴孩积极地互动，以及无视痛苦悲伤的婴孩。11热
情对待婴孩的男性对女性最有吸引力，无视痛苦婴孩的男性对女性最
没有吸引力。然而，当研究者向男性展示处于同样三种情况下的女性
的幻灯片时——无论是独自站着、对婴孩表现积极的感情，还是无视
痛苦悲伤的婴孩，在所有情境下女性对男性的吸引力都是一样的。显
然，对于幼儿表现出关爱的吸引手段主要适用于男性。这一手段之所
以有效，是因为它暗示了对孩子关爱和负责的倾向。对可爱的小狗或
小猫表现出热情可能也有类似的效果。

男性也会通过展现忠实和忠诚来显示他们的承诺。相反，滥交的
迹象表明，男性在采取纯粹的性择偶策略。短期策略的使用者一般会
将他们的资源分给好几个女性。在男性吸引配偶的130种可能方式中，
女性将展示忠诚看作第二有效的行为，仅次于对女性遇到的问题表示
同情理解。

因为忠诚标志着承诺，所以诋毁竞争对手的一种有效手段就是质
疑竞争对手的性意图。例如，当一个男人告诉一个女人他的竞争对手
只是想要随意的性关系时，女人就不会考虑与该竞争对手发展长期关



系。与之类似，说一个竞争对手欺骗女性，不能只对一个女人忠诚，

对于降低竞争对手对女性的长期吸引力也是非常有效的。12

展示爱意提供了承诺的另一种信号。男性能够通过为一位女性做
一些特别的事情、对她表现得一往情深或是说“我爱你”来吸引她。
男性和女性都认为，这些手段的有效性在吸引一位女性成为长期伴侣
的所有手段中位列前10%。爱意的表露能传达长期的意图。

由于承诺的信号在吸引长期配偶时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制造承
诺的假象也可以有效地吸引和诱惑女性。寻求随意关系的男性通过模
仿女性渴求的持久伴侣关系来竞争。当女性用随意的性关系来评估未
来的丈夫时，这一策略尤其有效。即使在短期关系中，女性也更愿意
接纳看上去体现了她们对于长期配偶的理想的男人。

一些男性会利用这一手段吸引短期性伴侣。心理学家威廉·图克
（William Tooke）和洛丽·卡米雷（Lori Camire）在大学生中研究

了利用和欺骗的吸引策略。13从一项类似于吸引研究中采用过的提名
程序中，研究者收集了一份清单，上面列举了男性和女性为了吸引配
偶而欺骗对方的88种方式。参与者列举诸如在自己的职业前景上误导
异性，经过异性成员时收紧自己的肚子，表现得比实际上更值得信赖
和更加体贴，以及脑中想着性时却表现得对性关系毫无兴趣，等等。

单身酒吧研究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四名研究人员花费大约100人时
（person-hours），守在密歇根州的沃什特瑙县的多家单身酒吧里，
记下他们观察到的每一种吸引策略。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共观察到109
种吸引手段，例如诱人地吸吮吸管，主动提出请某人喝酒，挺起自己
的胸部，以及凝视某人的身体，等等。随后，来自另一样本的100名大
学生评价了异性使用这些策略吸引他们时的可能有效性。女性表示，
吸引她们的最有效的策略是表现得彬彬有礼，主动提供帮助或是表现

出同情和关心。14简言之，模仿女性对丈夫的需求而表现出善意和真
诚的兴趣，也是一种引诱女性进入短期性关系的有效技巧。

上述欺骗研究发现，男性会使用几种策略来欺骗女性相信他们的
意图。男性装作对发展一段关系很感兴趣，而实际上并非真的感兴
趣；装作关心一位女性，实际上并非真的关心。大部分男性充分地意
识到假装承诺是一种有效的短期性吸引策略，而且他们也承认通过这



种方式欺骗了女性。使用Tinder、Hinge和其他约会应用软件的男性承
认，他们装作对恋爱持开放态度，尽管他们的真正兴趣在于获得大量
的短期性征服。一名男子估计自己在过去一年里通过约会应用软件勾
搭了三四十名女性，他承认，为了赢得她们，“我装作我可以做个男
朋友之类的人”，“但后来她们开始希望我给予更多关心……而我没

有”15。

生物学家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写道：“任何具有感
知能力的动物都能被欺骗。”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在描述技巧如何生效时评论说，“欺骗包括模仿真
实”，“［它］寄生于既存的系统以传达正确的信息”。无论何时，
只要雌性在寻找愿意投资的雄性，就会有一些雄性假装具有投资意愿
来欺骗它们。某些雄性昆虫向雌虫提供食物，结果完成交尾后马上将

食物收回。16然后它们会用相同的资源向另一只雌虫求爱。对于雌性
来说，雄性的这一策略使它们面临识破欺骗、发现不真诚和戳穿伪装
的问题。人类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是重视诚实。

事实上，展示诚实是男性获得长久伴侣的有力手段。这种策略传
达出男性不仅仅是在寻求一位暂时的性伴侣。在识别出的吸引女性配
偶的130种策略中，有三种名列前茅的策略提到了坦率和诚实——对女
性真诚，直接和坦诚地与她交流感受，以及简单地做自己。所有这些
策略都属于男性可以使用的所有吸引策略中最有效的前10%的手段。

由于男性在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中使用双重性策略，给女性带来
了历史性的适应问题，能帮助女性清楚评价男性的真实特征和意图的
策略被证明是高度吸引人的。不诚实的信号隐藏了那些特征和意图，
使得评价的窗口变得模糊或不透明。

如果承诺的信号是高度有效的，那么资源已经投入其他地方的信
号将削弱吸引力。Tinder软件被广泛认为是一款短期约会应用软件，
使用这个应用软件的男性大约30%为已婚人士。经常光顾单身酒吧的男
性中，许多是已婚的或已经拥有稳定关系的。这些男性报告说他们会
在进入单身酒吧前摘下自己的结婚戒指。在对单身酒吧的男性进行深
入盘问后，研究者发现：“有12名男性承认他们已经结婚。……基于
一些不太容易定义的品质，再联系到有时对日常生活方式的各种信息

的神秘保留，我们怀疑其他一些男性也已经结婚。”17已经结婚无疑



会妨碍吸引女性，所以对于未能隐瞒它的男性来说，这就成了一种负
担。

大学生们证实，先前的承诺阻碍了男性吸引女性的努力。事实
上，在男性能用来降低其竞争对手对女性的吸引力的83种策略中，提
及竞争对手已经有一位认真的女朋友被认为是最有效的一种策略。

承诺的信号之所以能帮助男性吸引女性，是因为它们表明男性在
采取长期性策略。这些信号传递的是男性拥有的资源将无一例外地输
送给她。

ኋ⽰体㜳

现代男性将展示身体和运动能力作为吸引女性的战术武器之一。
新婚夫妇和大学约会情侣都同样报告，作为一种求爱手段，男性展示
他们力量的频率大约是女性的两倍，展示运动技能的频率比女性高
50%。此外，人们认为男性使用展示力量和运动技能的策略来吸引配偶
要有效得多。收紧肌肉、做运动、夸耀自己的运动技能以及抬举重
物，在男性的吸引策略中都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大学生对诋毁策略
的评估揭示了展现身体和运动能力对于吸引短期性伴侣比吸引长期配
偶要有效得多。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男性更喜欢在Tinder这样的交友网
站上，而不是eHarmony或OKCupid这样更严肃的交友网站上，展示自己
裸露上半身的照片，照片上的男人有着鼓鼓的肱二头肌和六块腹肌。
在短期情境中比在长期情境中更有效的诋毁策略包括贬低竞争对手的
力量和运动技能。提及竞争对手身体孱弱，在运动中胜过竞争对手，
以及在体能上支配竞争对手，都被看作有效的短期而不是长期策略。
这些研究支持这一普遍观点，即男性运动员，尤其是明星运动员在吸
引女性发生短期性关系方面非常成功。

在雅诺马马部落，一位男性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武艺，
包括猛击胸部的决斗、斧斗、与邻村的战斗，以及在打斗中胜过竞争
对手。通过体能获得的地位转化成更多的性接触机会，在历史上是获
得更大繁殖成功的关键路径。的确，通过杀死其他男性而证明自己力
量的男性（unokai，“乌诺卡”）比同龄的非“乌诺卡”（non-

unokai）男性拥有更多的妻子和儿女。18简而言之，无论在传统社会
还是现代社会，身体和运动能力的展示都一直是强有力的吸引因素。



੯ૂ㠠信

男性在吸引配偶时展现自信被证明是有效的，但是这一手段在吸
引随意而非承诺配偶时效果更加显著。大学生们认为，对男性而言，
表现得自负或是有男子气概、吹嘘自己的成就和自我炫耀，对于吸引
性伴侣比吸引妻子更加有效。吹嘘和自信的有效性在一个去过单身酒
吧的女性讲述的故事中得到了反映：

我ආ在一个䀈㩳的桌ᆆ，一边与我的ྩժ交谈，一边呷着杜松
ᆆ䞈。䛙时勃勃走了进来。他仿֑是这个地ᯯ的㘷板一样走进了䞈
吧，开朗地微笑着，㙂且䶔常㠠ؗ。他ᦋࡦ我的㿼线，于是我也微
笑了一下。他在我们的桌ආ下并开ခ㚀起他ޱ傢的⡧ླ。他不时地
提及他ᤛ有一座⢝傢的ߒ൰。当最后一杯䞈送ࡦ时，他还在谈论他的
傢ྸ昂贵，并说我们应该一起去僇傢。他说：“事ᇔ上，我们现在
就㜳去僇傢。”䛙是ࠂ晨2⛯䫕，我离开了䞈吧并和他发⭕了性关系。
我从未弄他是否真的ᤛ有傢匹。

男性的自信是其拥有地位和资源的信号。19例如，在新婚夫妇
中，自信程度高的男性比自信程度低的男性挣的钱要多得多。自信有
助于成功寻找到性伴侣。单身酒吧中的一位女性这样描述：“有些家
伙就像是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知道怎样接近你并让你感觉愉快。
然后就是那些书呆子……他们什么事也不能做好。他们刚开始时很强
大，但后来就不行了。……他们一直在你身边转来转去，直到你抛下

他们去洗手间或是去和朋友聊天。”20女性会区分虚张声势和真正的
自信，她们发现“正品”男性更有吸引力。拥有较高自尊的男性倾向
于接近外貌迷人的女性并要求同她们约会，无论自己的外貌是否具有
吸引力。相反，拥有较低自尊的男性避免接近吸引人的女性，因为他

们认定自己的机会渺茫。21

自信容易受到反馈的影响。在单身酒吧里，如果男性最初的尝试
遭到女性拒绝，他们紧接着会采取不那么自信的方法。拒绝造成了一
个怨恨、敌意以及停止所有策略的恶性循环。一个男人在单身酒吧被
三个女人拒绝后，给出了这样的评论：“在这个地方，你需要足够有
种。”显然，被拒绝的男性所经历的心理伤痛和自信下降，触发了一
种心理机制，导致他们重新评价自己的性吸引技巧，放低他们的眼光



去关注那些诉求更低的女性，然后等到条件更有利时再采取进一步行

动。22

另一种策略是假装自信。根据欺骗研究，男性会自我夸耀和吹嘘
以使自己看上去更好，会表现得比实际上更有男子气概，以及在女性
周围表现得比真实的自己更加自信。男性大摇大摆是有原因的——为
了增加他们在性方面的成功率。

并非所有吹嘘和自信展示都是为了吸引异性。这些炫耀同样也指
向其他男性，炫耀者试图以此提高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和名声。大学
男生会夸大他们拥有的性伴侣的数量，以误导他人认为有许多女性对
他们表现出欲望，夸大他们自己的性吸引技巧，并表现得比他们真正
感觉到的更勇敢。这些都是地位竞争的策略。男性为了地位、资源和
声望的提升而竞争。如果男性可以通过提升自己在性领域的地位来获
得其他男性对他的尊重，他的地位通常意味着更容易接近心仪的女
性。

男性主要在短期择偶情境中使用这一策略，这一事实为性感儿子
假设提供了间接的支持。在女性面前吹嘘和展示自己的性征服，是暗
示他们通常对于女性具有性吸引力。如同炫耀自己羽毛的雄孔雀，这
些自负的男性更可能生下对下一代女性有吸引力的儿子，假设这些倾
向具有一定的遗传性。

这种吸引力的展示有时也被其他雄性利用。例如，为了吸引雌
性，雄性牛蛙会在池塘边发出响亮的蛙鸣。雌性会仔细倾听雄性的声
音汇成的合唱，然后挑出一个作为前往的目标。蛙鸣声越大、越洪
亮，对于雌性的吸引力也越大。而体形越大、越健康、越占优势的牛
蛙，发出的蛙鸣越洪亮。因此，牛蛙最主要的吸引手段，就是发出尽
可能大声、洪亮的蛙鸣。一只较小、较弱的雄性会悄悄坐在占有优势
的雄性附近。它不发出任何叫声，所以吸引不到任何注意。但是，当
雌性循着鸣声接近有优势的雄性时，那只安静的雄性会从它的藏身之
处冲出来，截住雌性，并迅速与它交配。这一策略被称作伴随或潜随
策略（satellite or sneak strategy），说明了无法直接竞争的劣势

雄性对优势雄性的利用。23



人类也会使用这一策略，这在伍迪·艾伦的电影《性爱宝典》中
被幽默地描绘出来。电影中的男性装扮成一群雄性精子，为了接近一
枚卵细胞而打斗。有男子气概的精子激烈地战斗着。当他们打败了彼
此、筋疲力尽地躺在地上时，一个由伍迪·艾伦扮演的小型精子小心
地从它退缩躲藏的布帘后走了出来，并且径直跳到了卵细胞上。

我们在关于窃偶（mate poaching）的研究中发现，男性有时也会
使用这一伴随或潜随策略。我们询问了50名男性和50名女性在吸引一

个已经拥有配偶的异性时会使用什么样的手段。24使用最频繁的策略
之一就是假装与那对情侣或夫妇做朋友，然后伺机转变为求偶模式。
一旦关系变得密切，窃偶者就会促使夫妻关系出现裂痕：“我认为你
的另一半不欣赏你。”“你太好了，他配不上你。”“我认为你值得
一个更好的人，有人会把你当公主一样对待……比如我！”

一个使用频率略低的雄性窃偶的策略是假装具有雌性特征。例
如，在安大略湖中有一种太阳鱼，它们之中体形较小的雄性会模仿雌
性并进入一个优势雄性的巢穴地。这种模仿减少了它被攻击的可能
性。但是，一旦这个小型的雄性进入领地，它就会迅速让雌性产下的
卵细胞受精，给支配这一领域的雄性戴绿帽子。在人类中间，假装具
有同性恋倾向而不招致优势男性的怀疑，然后趁该男性不在附近时与
女性发生性关系的手段极少有人使用。但有趣的是仍然有一些大学男
生报告说曾观察到这一策略。通常来说，作为潜在窃偶者，假装不具
有威胁性——例如，假装自己是这个男人的朋友，或者假装已经对另
一个女人有了承诺——更加常见。就像牛蛙和太阳鱼一样，人类有时
会使用伴随或潜随策略。

改ཌ貌

正如男性成功吸引女性的策略取决于女性对配偶的欲望，女性的
吸引策略也取决于男性的偏好。女性会通过发出身体和行为信号，暗
示年轻和身体魅力，由此使自己看上去具有繁殖价值，从而在吸引异
性的努力中取得成功。不具备这些品质的女性将失去竞争优势。

因为男性对容貌格外看重，女性之间吸引男性的竞争主要集中于
改善她们的外表吸引力，使自己显得更年轻、更健康。化妆品产业支
持这一做法，该行业主要由女性支持；尽管男性在化妆品上的花费越



来越多，但女性在这方面的花费仍然是男性的9倍。女性杂志上刊登了
大量的美容产品广告。相反，男性杂志则为汽车、电子产品和酒精饮
料做广告。男性杂志上承诺改善外貌的广告，通常是针对强壮肌肉的
产品，或针对香体露或沐浴露，称其香味对女性有吸引力。

女性不会为了向男性传达准确信息而竞争。相反，她们通过竞争
来激活男性进化出来的与年轻和健康息息相关的审美心理标准。因为
红润的脸颊和鲜艳的颜色是男性用来衡量女性健康的信号，所以女性
会在脸颊上涂胭脂来吸引男性。因为光滑、洁净的皮肤是男性进化出
的欲望之一，于是女性遮掩斑点，使用保湿乳液、紧肤水，做面部拉
皮手术。因为有光泽的头发是男性进化出的欲望之一，女性会加亮、
漂白、淡染或浓染她们的头发，而且她们会用护发素、蛋黄、啤酒或
编织物来给头发增添额外的质感。因为丰满的红唇能激发男性进化出
的欲望，于是女性巧妙地使用唇膏，甚至用胶原注射来使她们的双唇
更加丰满，让自己看起来像被蜜蜂蜇过一样。此外，因为坚挺、傲人
的乳房能刺激男性的欲望，于是女性做隆胸手术，戴上托起式文胸。

女性报告使用化妆品来凸显外貌的次数是男性的20倍。女性通过
节食来改善身材，做新鲜有趣的发型，并且每天花费一小时以上的时
间来打扮自己——比男性所用时间的两倍还多。她们躺在阳光下或是
去参加日光浴沙龙，以获得所谓健康的皮肤光泽。女性通过改善外貌

来吸引配偶的有效性是男性的两倍。25相反，投注大量精力来改善外
表的男性会损害他们的竞争机会；人们有时推断他们是自恋狂或是在

自我陶醉。26

女性在容貌改善方面做的比表面上看到的更多。她们会使用一些
欺骗手段来巧妙改变自己的外表。她们会佩戴人造指甲让她们的双手
看起来更修长；穿高跟鞋来突出腿的长度、臀部的挺翘和小腿的形
状；穿深色和直条纹的衣服以显得更苗条；喷上古铜色喷雾，让自己
看起来阳光健康；收腹或束腰，以提高腰臀比；穿塑身服饰，让自己
看起来苗条结实；穿有衬垫的文胸让自己看起来更性感；突出自己的
头发以显得更年轻。

女性非常清楚外表在择偶市场上的重要性。采访了单身酒吧里的
女性后，研究者报告说：“许多女性说她们下班后，会先回家做一
个‘整体换装’，然后再去酒吧。”通常，她们会洗个澡，清洗她们



的头发，重新化妆并且试穿三套衣服，然后才会外出去酒吧。“打扮
对于我们比对于男人更重要——他们不需要为他们的外表操很多

心。”27让男人回头率高的能力表明某人是一位受到高度赞许的配
偶，会引发更多男性的追求。这种效应扩大了男性的数量，反过来，
也让女性更能够选择高配偶价值的男性。

女性不仅努力改善她们自己的外表，她们也会贬低其他女性的外
表。在诋毁研究中，女性说她们的竞争对手身材肥胖、相貌丑陋、姿
色平庸，长着“大粗腿”，而且一点身段也没有。对于女性来说，取
笑竞争对手的容貌在性交易市场上比在婚姻市场上更有效。而且无论
在短期择偶情境还是在长期择偶情境中，女性使用这一手段都比男性
更加有效。

女性贬低其他女性的外貌，不仅在自己渴望得到的男性面前，在
她们社交圈中的其他女性面前，也直接当着她们的竞争对手本人的
面。在一家高档酒店的酒吧里，一名女子描述她习惯于直视一个竞争
对手的精心制作的发型，一句话也不说，然后拿出一把梳子递给她。
她的竞争对手有时会起身离开酒吧。通常这一行为会成功地赶走她的
竞争对手。破坏竞争对手的自我形象是扫清障碍的一种方法。

公开一个人对一个女人外貌的蔑视，能增强这种诋毁策略的有效
性。一名来自兄弟会的男性报告说，他曾被他的兄弟无情地嘲笑过，
因为他们得知他与一位特别没有吸引力的女性发生了性关系。被发现
与没有吸引力的女性发生过性关系的男性将遭受社会的羞辱，并在同

龄人眼中失去地位。28

身体魅力是男性容易直接观察到的一种属性，这些发现提出了一
个有趣的谜题：当男性可以用自己的眼睛来判断一个女性的魅力时，
为何贬损女性的言语会奏效？贬损部分通过引导男性对女性的感知而
产生作用。女性会让人们关注竞争对手的那些一般不为人注意或是不
明显的缺点，比如粗壮的大腿、长鼻子、短手指、眼距近以及不对称
的面孔，并且让这些缺点变得显著。没有人是不存在缺陷的。将人们
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些缺陷上将放大它们的重要性，尤其当人们注意到
个体为了隐藏和掩饰缺点而做出的努力之时。女性还充分利用我们对

吸引力的评价会受其他人评价的影响这一事实。29得知其他人认为一
位女性没有魅力会导致我们对该女性外貌的评价下降。此外，得知我



们所处社会环境中的其他人认为一位女性没有魅力，的确会导致她的
配偶资本价值降低。即使在外貌和身材等容易观察到的素质方面，还
是有足够的空间供贬低策略发挥效用。

现代整容术充分利用了女性进化出来的竞争配偶的心理，如果女
性不能有效地利用各种方法来改善她们的容貌，那么她们吸引有价值
配偶的机会就会减少。这一情形导致一场失去控制的美丽竞赛。在这
一竞赛中，花费在外貌上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在人类演化的历史上
达到空前的比例。所有文化中的女性都改变着她们的外貌，但也许没
有人像西方社会中的女性改变得那样多，这是因为西方社会拥有这样
一种技术：通过视觉媒体来发掘女性对于迷人外表的欲望，而这是传
统社会所没有的。与其说化妆品产业制造了欲望，不如说它利用了早
已存在的欲望。

记者娜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将媒体广告描述为创造着一
种被称作“美丽迷思”（the beauty myth）的虚假理想，目的在于从
性、经济和政治上征服女性。美丽迷思被认为掩盖了真实的动因，隐
蔽地破坏着女权主义在改善女性处境中取得的所有成就。丰胸和面部

拉皮的外科手术是为了在医疗上控制女性而设计的。30减肥食品、化
妆品和整容手术这些产业联合起来，一年总收入达530亿美元，据说这
产生于控制女性的需要。该观点还认为，美丽的标准是随年龄变化而
变化的，在不同的文化中也高度多变，在本质上不是广泛适用的，因
此并不是演化的结果。

这些天真的论点与科学证据背道而驰。迷思不可能有因果力，只
有信奉迷思的个体才可能有。权力结构不可能有因果力，只有掌握着
权力的个体才可能有。沃尔夫对美丽迷思的描述是非常不讨女性喜欢
的。这暗示着女性是被动的棋子，没有自己的偏好，也没有个性，被
企图征服她们的权力结构、迷思和男性之类的力量所冲击和洗脑。

相反，进化心理学方法揭示，女性在运用吸引策略方面拥有多得
多的自主性和选择性，远超过美丽迷思的拥护者要我们相信的。例
如，寻求持久伴侣的女性拥有范围广泛的策略可供使用，包括展示忠
诚、暗示共同兴趣以及用行动表现自己的才智。此外，女性购买美容
产品并不是因为她们被媒体洗脑，而是因为她们确定使用美容产品将
增强自己获取想要事物的力量。女性并不是容易轻信、被麦迪逊大道



的力量所操控的蠢人，而是通过她们的偏好来决定她们要消费什么产
品——那些她们感到将会提升她们作为配偶、朋友或群体成员价值的
产品。

但是，广告确实损害了女性。女性被改造过、PS过的图片狂轰滥
炸，这些图片描绘了大多数女性不可能获得的理想。这一切放大了女
性对外貌的关注，同时也使一些对于男性的欲望来说同样关键的内在
个人品质受到忽视，比如才智、个性、社交技巧和同情心。化妆品产
业充分利用了女性进化出来的对容貌的关注，然后通过大量看上去毫
无缺陷、实际上被过度PS过的世界级模特来提升女性渴望的魅力标
准，增加女性的不安全感。这一欺骗手段让其他女性的外观变得更加
美丽，包括她们的竞争对手，却可能降低女性的自尊。它也可能扭曲
女性和男性对真实的配偶池和择偶市场的理解。

今天的所有女性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从500万年性选择的美丽竞
争之中脱颖而出的优胜者。每一位读到这些文字的读者的女性祖先都
有足够的魅力来获取足够的男性投资，以抚养一个以上的子女达到生
育年龄。每一位男性祖先都有足够的吸引力来赢得一位女性为他生育
子女。当我们面对择偶游戏的重重困难时，值得记住的是，我们每个
人都是一个演化成功的故事。

ኋ⽰忠诚

考虑到男性对承诺关系中的忠诚的重视，展示忠诚应该是女性极
为重要的吸引策略。忠诚的表现，如诚实和值得信赖，表明女性正在
追求一种长期的择偶策略，以及她在追求过程中没有欺骗且只同一名
男性在一起。

在130种吸引策略中，保持忠贞、避免与其他男性发生性关系以及
表现出忠诚，被证明是吸引承诺配偶的最为有效的三种策略。在最高
有效性分值为7.0的量表中，它们的有效性都被评定为6.5以上。忠诚
的信号为男性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以解决他面临的最重要的择偶挑
战之一——确保他是他孩子的父亲。

忠诚在承诺的择偶情境中的重要性间接地反映在女性用来诋毁竞
争对手的策略中。说一个竞争对手不能对一名男性保持忠诚，被认为
是婚姻市场中女性使用的最为有效的一种诋毁策略。称呼一名竞争对



手为荡妇、说她很放荡或是告诉别人说她到处乱搞，其有效性在女性

诋毁手段中都位列前10%。31

如果一位男性要寻求短期性关系，这一手段可能适得其反。梅·
韦斯特曾经注意到：“男性喜欢有经历的女性，因为他们希望历史能
够重演。”寻求短期性关系的男性并不会为一名女性的性混乱而感到
烦恼，事实上他们会感到适度合意，因为这增加了他们成功的机会。
因此，声称另一名女性很淫乱并不会对追求短暂性邂逅的男性产生预
期的劝阻作用。错误判断男性择偶目标的女性将不能成功降低竞争对
手的吸引力。

男性渴望忠诚的配偶，女性也充分利用这一点来削弱竞争对手，
人类语言中带有贬义的性词汇的盛行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事实。尽管用
来描述男性乱交的词语也有不少，比如花花公子、妇女之友、好色之
徒（洛斯里奥，Lothario）和风流浪子（唐璜，Don Juan），但是它
们的数量及贬损的力度都不及那些描述女性的同类词汇。而且将这些
说法运用在男性身上有时并不意味着贬损，而是带着钦佩和忌妒。与
之相对，约翰·巴思的《烟草代理商》中展示了女性对其他女性吐露

的种种恶言。32一个英国女人在与一个法国女人对抗时，使用以下标
签来中伤对手的人品：荡妇、妓女、母猪、老鸨、柴火妞、杯子、垫
背、橱窗女郎、江湖丫头、破鞋、娇气鬼、上夜班的、短脚跟、皱屁
股、舵手、骗子、浪女、淫妇、骚货、长舌妇、臭虫、失贞者、情
妇、贱女人、尿托盘、野樱桃、花柳病盒子、贱妇、哄骗佬、肚皮情
人、堕落的娼妓、玩物、咸熏肉、讨厌鬼、卖淫者、野丫头、洗管
器、热罐子、弯背者、出租件、展翼鹰、香肠研磨机、角落女郎、眨
眼骗子、胡桃钳、勾栏娼妓、煮肉锅、暖床者、轻佻女以及撞桩者。
法国女人则使用同等数量的法语词汇来回敬她，包括屁股、共鸣器、
小鸡、磨坊女郎、娼妓、荡妇、淫妇、整流管、野姑娘、妓女、骆驼
和沼泽地。文学与生活中一样，诋毁一名竞争对手滥交将降低她在婚
姻市场上的吸引力。

情境的重要性也体现在展示腼腆或是不可接近的吸引策略上。女
性装作对喜欢的人不感兴趣或是表现得难以追求，被认为比男性更有
效。此外，女性展示腼腆的策略在长期择偶的情境中比短期情境中更

有效。33



这一结果完美地契合了男性和女性的性策略。女性的腼腆策略之
所以对寻求承诺配偶的女性有效，是因为它同时传达了合意和忠诚的
信号。男性认为如果他们能够轻易与一名女子发生性关系，那么其他
男性也可能轻易得到这名女子。例如，大学男生指出，可以轻易得到
的女性很可能强烈地渴望一位配偶，而且也可能身染性传播疾病——

这分别是低赞许性和高度滥交的信号。34

另一项研究发现，在有选择地使用的情况下，“欲擒故纵”是吸
引配偶策略中最成功的一种。也就是说，一名女性通常表现得难以接

近，但是唯独能被一个特别的男性所接近。35例如，一名女性可能公
开拒绝所有男性的追求，除了她想要的那个特定的男人。这表明他在
择偶市场上获得了一笔绝佳的交易，更重要的是，从长远来看这名女
性也很可能是忠诚的。成功的女性传达出的是一种区别对待，而不是
拒绝她们渴望的特定男性。“欲擒故纵”作为一种长期吸引技巧之所
以有效，是因为它为男性提供了两项关键的繁殖资产：在择偶市场上
的赞许性，以及唯独他可以获得性接触的信号。

如果一名女性有长期的随意性关系史，那么表现出贞洁、忠诚和
投入对她而言可能是困难的。吸引配偶的策略并不是在没有社会关系
的真空中展开的，而且人们对于传播有关他人性声誉的信息怀有强烈
的兴趣。花边新闻专栏作家、脱口秀主持人以及他们的读者和观众都
热衷于谈论谁与谁睡过觉之类的新闻，并且热衷于品味其中的每一个
细节。声誉受损是难以修复的。

在人类演化所处的小社会群体中，个人声誉受到的损害可能持续
很长一段时间。在一个小群落里，要想在别人面前隐瞒性信息是不大
可能的。比如，在阿赫族印第安人中间，每个人都知道谁和谁睡过
觉，所以这里几乎没有欺骗发生的空间。一位男性人类学家向阿赫族
男性询问谁和谁发生过关系，然后一位女性人类学家也同样地询问了

阿赫族女性，他们的表述是完全一致的。36在现代西方文化中，由于
城市居住方式的高流动性和匿名性，人们有更多的机会重塑自己的名
声，或是在一个没人认识他们的新社会环境中重新开始。在这样的情
形下，拥有性乱交的过去可能并不会妨碍个体随后使用忠诚的信号来
吸引配偶。

性信ਭ



大多数男性主要想从短期择偶中得到一项好处：和有魅力的女性
发生低成本的性关系。因此，女性明确的示好，即暗示性可获得或可
接受是非常有效的策略。这些包括挑逗地说话，让男性想到和她上
床，以及简单地问男性他是否想上床。这些吸引策略对女性在随意择
偶情境中是最有效的。

单身酒吧的男性证实了这些发现。他们评价了103种吸引配偶策略
的有效性，他们认为女人的如下行为对男性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比如
进行直接的视线接触，充满诱惑地凝视他，与他擦身而过，用手穿过
他的头发，撅起嘴唇吹出飞吻，吮吸一根吸管或是手指，向前倾斜以
暴露她的胸部，以及俯身来凸显她的曲线。与之对比鲜明的是，当男
性做出相同行为时，女性认为这很倒胃口。男性的性挑逗行为越公
开，女性越觉得他们没有吸引力。在一个7点量表中，男性将女性用胸
部或骨盆摩擦男人的动作评定为6.07分，是103种行为中第二有效的行
为，仅次于同意与他发生性关系。但是，女性对男性做出这一行为的
评分只有1.82，说明这一行为非常无效。一些男人发送所谓的屌图，
错误地认为这些照片能让女人兴奋，事实上大多数女人不喜欢这些照
片。

女性有时也会让自己的外表显得性感。接受调查的单身酒吧里的
男性认为，女性穿着性感、暴露、紧身的衣服，穿着露胸或露背的低
领上衣，让衣服滑下露出肩膀，穿短裙，扭着臀部走路，以及挑逗地
跳舞，均属于所有策略中前25%最能吸引他们的手段。由乔尔·韦德
（T.Joel Wade）和詹尼弗·斯莱普（Jennifer Slemp）开展的一项研
究也有类似的发现：女性最有效的调情手法包括触摸，穿暴露的衣

服，靠得更近，亲吻脸庞，以及摩擦男性。37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
对女性而言，有效的非言语诱惑手段包括穿紧身裙，穿低领衬衫，以

及通过短裙露腿或穿引人注目的黑色或红色尼龙袜。38女性让自己的
外表和行为变得性感，借此成功地吸引男性接近。

女性外表性感化的力量在有关服饰风格和皮肤暴露的研究中得到
了进一步的展现。男性和女性分别观看了一些异性模特的不同皮肤暴
露程度和不同衣物贴身程度的照片。被试在观看了每一张幻灯片后，
都要评价其中的模特作为约会对象、婚姻伴侣和性伴侣的吸引力。男
性认为，穿着紧身和暴露衣物的女性比穿着保守衣物的女性作为约会
对象或性伴侣更有吸引力，但是作为婚姻伴侣却不同。相反，女性却



认为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穿着紧身和暴露衣物的男性都不如穿着保守
的男性有吸引力，也许因为这些男性正在显示他们主要对随意性行为

感兴趣。39

在单身酒吧里，女性对自己外表的性感化是很明显的。研究者娜
塔莉·阿隆（Natalie Allon）和戴安娜·菲谢尔（Diane Fishel）报
告说女性会“经常在屋里来回走动，站得高高的，挺起她们的胸部，
收紧她们的小腹，抚摸着她们自己的胳膊或头发——她们就像在公开
展览中展示自己”。有时，一名女性的性感外表如此有效，以至于占
据了所有男性的思维。阿隆和菲谢尔这样描述一位非常苗条、诱人而
且拥有大胸脯的女性：

ྯղ乎经常谈论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㙂且ྯՐ神经质地咯咯发
笑。ྯ的谈话和ྯ古怪的笑༦在单身䞈吧里䜳显得䶔常次㾷，因为ཝ
ཐᮦ和ྯ交谈的⭭性Ր俌先㻡ྯ的㜮䜞以及ྯᢣ来ᢣ去展示㜮䜞的ᯯ
式ᡶ迷օ。一些⭭༡向我们诉说，他们几乎ᇂޞ⋗有听ࡦ䛙个ྩ人在
说些什么——ᡌ㘻在䛙种情߫下，⭐至根本不关心ྯ在说些什么。这

些⭭性ղ乎更喜欢⌞㿼这位ྩ性的㜮䜞，㙂不是ٴ听ྯ谈话。40

主动进行视线接触也被证明是女性吸引性伴侣的一项高度有效的
策略。热切地凝视一个男性的眼睛，并且允许对方看到她的凝视，被
认为是女性吸引短期性伴侣的策略中前15%的最有效的手段。相反，这
一手段在吸引承诺伴侣时被证明仅仅适度有效，在7点量表中的得分接
近中点。

一个女人如果主动进行视线接触，就表示很有可能获得性成功。

在一项研究中，男性和女性互动的场景被录制下来。41经过一段很短
的时间后，女性注视男性的眼睛并对他微笑。然后，另一些男性和女
性观看了这一录像并判断该女性的意图。男性将视线接触和微笑解释
为性兴趣和引诱意图的标志。观察了同一行为的女性则更倾向于将这
一行为解释为友好而不是引诱的标志。很明显，目光接触和微笑常常
是含糊的——有时它们标志着性兴趣，有时它们又没有这样的含义
——但是男性更容易在推断性兴趣的方向上犯错，表现出男性的夸大
型的性知觉偏误（sexual overperception bias）。也就是说，当面
对模棱两可的暗示时，男性往往过度推断性兴趣，而实际上没到那个
地步（见第七章有关错误管理理论的内容）。



虽然女性把暗示性可获得（sexual availability）作为一种策
略，但她们也会质疑其他女性的性可获得性，将之作为诋毁她们的一
种手段。当一名大学女生在短期情境中诋毁她的竞争对手时，她会提
及她的对手仅仅在戏弄人，表明她的对手引诱男性，并且告诉这个男
性她的对手性冷淡。所有这些诋毁行为都暗示，这个男性难以在性方
面接近那位女性，如果他要追求那位女性作为短期性伴侣，很可能只
会浪费他的时间和精力。

女性也称她们的性竞争对手为假正经的、自负的或者禁欲主义
的。因为难以接近的女性对于寻求短期性关系的男性来说代价过高
——他们冒着投入时间和资源却前景可疑的风险，所以质疑对手的性
可获得性是一项有效的女性策略。

女性用来质疑对手的性可获得性的一些方式，比如声称竞争者爱
戏弄人、惯于引诱男性、看起来特别聪明，因为与此同时这些评价并
没有暗示她们的竞争对手忠诚、贞洁或是有良好的长期关系前景。相
反，她们暗示对手采用了一种策略：假装性可获得，也许是为了得到
资源和关注，随后并不会给予。此外，谈及一位竞争对手性冷淡或是
假装正经，暗示着她是一位有问题的随意性伴侣，但是没有暗示她是
一位合意的长期配偶，因为男性同样不喜欢一位性冷淡的妻子。这些
手段是特别有效的，它们能够同时诋毁竞争对手在择偶市场上的短期
和长期价值。

梅·韦斯特曾经这样说：“你的聪慧在他人不知道时才是你的财
富。”在短期性关系的情况下，可能确实如此。女性有时会表现得顺
从、无助甚至愚蠢来吸引短期配偶。女性报告说她们曾经装作无助，
让男性来控制交谈，表现得迟钝和“糊涂”并且装作温顺。女性的顺

从暗示男性无须担心他的接近会引起敌意的反应。42顺从标志着女性
默许男性的接近。由于男性更可能主动去接近，女性的顺从和无助的
信号降低了接近的障碍。顺从的行为能吸引更多男性接近，扩大了潜
在配偶的范围，从而制造了更多选择的机会，最终将提高获得的配偶
的质量。

女性表现得顺从、无助或是迟钝，可能也暗示着男性能够为了自
己的目标控制或操纵女性。女性表面上的无助可能暗示她们较容易受

到性利用——不需要付出承诺就能发生性关系。43“头脑简单的金发



美人”（bubble-headed blonde）的刻板印象可能是误导性的；这种
公开的展示是有意为之的，是作为一种暗示可接近甚至性可获得的策
略，而不是真正的智力不足。女性有时出于自己的策略目的而表现得

脆弱以具有诱惑力。44

事实上，暗示性可获得有时是引诱男性进入长期关系的更大策略
的一部分。有时女性能获得男性的注意和兴趣的唯一方式，就是将自
己作为性商品提供，而不附加任何明显的条件。如果资源和承诺的代
价降得足够低，大体上不少男性会屈服于这个性机会。一旦一名女性
获得了与一位她中意的男性的性接触，她与该男性的近距离就为她自
己提供了逐步渗透的机会，使得该男性在多方面依赖于她，并且逐步
增加该男性保持这段关系所能获得的好处，提高如果他离开她所要遭
受的损失。那些起初看上去似乎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零成本性行为，
最终变成了承诺。

女人有时用性来引诱男人上钩。因为男性的心理适应使他们对短
期的性机会非常敏感，所以女性能够充分利用这些心理机制，作为引
诱男性进入承诺关系的第一步。

健ᓭ信ਭ假设：ᒳ默、创造力、㢰术、音乐ૂ道德

因为女性偏好拥有良好幽默感的配偶，男性在他们的吸引策略中

应当展示幽默。45幽默有很多方面，其中两个方面是制造幽默（评论
诙谐，爱讲笑话）和欣赏幽默（当别人制造幽默时大笑）。在长期择
偶中，女性偏好制造幽默的男性，而男性偏好能接受他们幽默的女

性。46女性究竟为什么看重配偶的幽默呢？有一种理论认为，展现幽

默表明对方有兴趣发展和维持一段配偶关系。47这种理论预测，幽默
预示着长期意图以及对特定个人的承诺线索。让某人大笑和欣赏他们
的幽默感，传达了优秀的读心术、同理心、趣味感、语言技巧、相处
默契和良好的长期配偶潜力。然而，不是每个人都相信，幽默对于吸
引配偶非常重要。喜剧演员吉米·麦克法兰（Jimi McFarland）
说：“女人声称男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幽默感。在我做喜剧演员的这
些年里，我了解到她们通常指的是布拉德·皮特、汤姆·克鲁斯和罗
素·克劳等人的幽默。显然，那些家伙很搞笑。”



另一种理论认为，幽默是一种暗示，表明幽默使用者拥有良好的
基因。这是一种健康指标，表明复杂认知技能在良好运转，没有受到

高变异负荷的损害。48根据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的健康
信号假设（fitness signaling hypothesis），幽默是人类特有的一
系列能力之一，向潜在配偶传递了基因品质。其他能力包括高语言灵
活性（词汇量大且表达流利，熟练掌握语言及其细微差别）、智力、
艺术能力、音乐能力和创造力。甚至表现出诚实、合作、公平和责任
心等道德品质也可能是一种信号。健康信号假设以雄孔雀的尾巴作为
类比——雄孔雀的尾巴浮华、笨重、昂贵，但只有状况最好的雄孔
雀，即那些最健康的雄孔雀，才有能力做出这些迷人的展示。例如，
高突变和寄生虫负荷会使羽毛光泽黯淡。雄孔雀不投资于雌孔雀，也
不帮助后代，所以这些雄孔雀能提供的唯一好处就是高质量的基因。
在性方面选择基因最好的男性的女性会生育更健康的下一代，她们的
儿子会遗传那些吸引女性的特质，而她们的女儿会遗传女性的性偏
好。换句话说，女儿们照样会选择能将高度健康的基因传递给她们自
己后代的配偶。

健康信号假设建立在遗传学家罗纳德·费希尔和生物学家阿莫茨
·扎哈维（Amotz Zahavi）等进化论者的工作基础之上。扎哈维认

为，要想让健康信号可靠、诚实，它们的生产成本必须很高。49如果
它们容易产生，而且代谢成本低廉，那么每个人都会生产它们。正是
它们昂贵的成本使它们成为基因品质的真实信号。米勒认为，同样的
逻辑也适用于求爱过程中的创造性、艺术、音乐和智力表现。这些能
力并不能带来直接的生存益处，但确实传递了关于基因品质的线索。
米勒认为，它们是通过一个配偶相互选择的过程进化而来的。在这个
过程中，男性和女性在选择配偶时都表现出高度的挑剔。的确，男性
和女性在智力、音乐才能、创造力和许多其他品质上非常类似。

虽然人类毫无疑问通过相互的配偶选择而进化，如同我在这本书
中所认为的，而且配偶的基因品质毫无疑问是整个图景的一部分（例
如，性感儿子假设），但健康信号假设的批评者还是发现关于音乐、
艺术、幽默等进化的解释有一些问题。例如，进化心理学家史蒂芬·
平克认为，艺术、音乐、文学等没有特定的适应性。相反，它们是为
其他目的进化而来的适应性的非功能性副产品，允许人类享受“形

状、颜色、声音、笑话、故事和神话”50的乐趣。例如，模仿水果颜
色模式的绘画，可以愉快地激活为定位成熟水果而设计的颜色视觉的



适应性。平克认为，音乐是“听觉上的芝士蛋糕，一种精心制作的精

美甜点，可以刺激我们至少六种心智感官的敏感部位”51。因此，人
类的艺术和音乐能力可能只是为适应其他功能而进化出来的副产品，
而不是为了吸引配偶而表现出来的昂贵的健康信号。

对健康信号假设的另一个批评是，它旨在解释的诸如智力和道德
等品质确实具有令人信服的适应性功能，而不仅仅是作为基因品质的
线索。考虑智力，它与良好的资源获取技能、良好的父母养育技能、
预测危险的先见之明、良好的健康习惯以及获取和熟练使用文化知识
的能力有关。选择一位聪明的配偶会给自己和孩子带来上述适应性的
好处。智力为后代提供的遗传优势可能也很重要，但如果忽视智力如
何帮助解决配偶挑选者和孩子的一系列适应问题似乎有些草率，这些
适应问题关系到配偶和孩子的生存和成长。道德的表现，无疑对吸引
配偶很重要，也表明某人将是一个好的慷慨的伴侣、一个好的公平的
合作者、一个自我牺牲的父母，以及一个高质量的长期盟友——所有
这些品质都能直接解决实际的适应问题。

健康信号假设的第三组问题集中在它的可验证性和它带来前所未
知的新发现的能力上。这个假设在解释有性别差异的特质时遇到了麻
烦。例如，如果男性和女性都选择同样的健康指标，为什么女性看重
潜在配偶能否制造幽默，而男性看重潜在配偶能否欣赏幽默？一些评
论者认为，健康信号假设是对一些现象的事后解释，这些现象是众所
周知的，比如人们讲笑话、发现有趣的事情、在公共场合展示道德品
质、在音乐和艺术创作上投入看似浪费的时间等。他们认为，这并没
有带来新的经验发现，而这是评估科学假设的关键标准之一。尽管如
此，健康信号假设确实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配偶选择的基因品质上，
而这在历史上相对被忽视了。它可能会成为进化心理学家拥有的理论
工具的一个重要补充，用来解释人类配偶吸引力的复杂性。

悖Ⲻ两性ⴤⲺ

成功地吸引一位配偶，所依赖的不只是把握择偶的情境和潜在伴
侣的意图，还取决于击败竞争对手。由于这一原因，男性和女性不仅
会提高自身的吸引力，还会诋毁竞争对手。他们通过展示异性所寻求
的特征而使自己显得更有吸引力，同时也使竞争对手显得缺乏类似特
征而贬低对手。



在短期性关系中，男性和女性因为异性的策略所吃的苦头，也许
超过了择偶领域的其他任何一部分。男性会通过假装对承诺感兴趣来
欺骗女性，从而迅速地获取性关系。他们也会假装具有自信、地位、
善意以及他们实际上缺乏的资源。受骗的女性会以最低的价格交出贵
重的性利益。但是，女性也会进行回击。她们会坚持获得更强的承诺
暗示，或者假装对短期性关系感兴趣从而隐藏她们的长期意图。正如
男人通过策略在性方面利用女人一样，女人反过来也利用男人的性欲
望。一些男性会上钩，并且有可能被诱入隐藏代价的罗网。

但是，用性做诱饵也会为女性带来风险。毫无疑问，展示性可获
得是女性用来吸引男性进入短期关系的最有效的方式。但是，因为男
性不喜欢长期伴侣的乱交信号，所以女性运用在短期关系中收效颇佳
的策略，在女性寻求承诺配偶时常常起到相反效果。因为男性在两种
情境中会使用相似的策略，所以无论他们需要一位女性作为短期伴侣
还是长期伴侣，他们都能够稍后再做决定，从而掌握更多的信息。女
性如果在性策略方面犯错，她们往往会遭受更多的损失。

男性和女性都对异性的欺骗十分警觉。女性有时在性方面非常保
守，寻求意图和投资的证明，并且戳穿可能的欺骗。男性隐藏他们的
真实感情，伪装出表面的承诺，保持沉默而且不做承诺。他们试图获
得性利益而不付出承诺的代价。

可获得的女性与男性的比例影响着吸引伴侣的普遍手段。诸如
Tinder 和Hinge等在线约会网站中的典型比例对女性有利，因为寻求
短期性伴侣的男性数量远多于女性，所以寻求短期关系的女性能够拥
有更多的选择。性别比例的不平衡加大了男性的压力，他们要用更好
的台词、更好的欺骗手段，以及通过更好地模仿女性施加给异性的标
准来击败其他男性。失败者的人数通常超过胜利者，许多人三振出
局。

在性别比例颠倒的地方，即可获得的女性数量多于男性时，权力
的平衡转移到男性身上，因为他们能够更容易地吸引女性发生随意性
关系。这一不平衡在今天的大学校园和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中尤其严
重。上大学的女性比男性多，而且女性比男性更不可能选择教育程度
比自己低的配偶。两种情况结合使得择偶市场上高学历的女性过剩。
Tinder及其他约会应用软件和约会网站的兴起，反映了高学历男性在



今天短期择偶市场上的优势。52对于寻求长期配偶的女性来说，这些
不利条件给她们的吸引策略带来压力并使得她们之间的性竞争变得更
为激烈。

这一趋势被女性设置得很高的配偶标准所加剧：她们的挑剔，急
剧缩小了合格男性的范围。许多男性甚至不能通过最初的考验而被淘
汰出局。只有很少的幸存者留了下来——拥有合理的社会地位、足够
的自信和良好的资源潜力并愿意做出承诺的男性——然后女性就会为
了争夺这些男性而竞争。那些成功吸引到一位持久伴侣的人，将面临
下一个适应问题，那就是如何长相厮守。



第六章 长相厮守

当两个人๋ࡓ⡧⋩时，他们的心中⡧⚡正⟹，◶情ྊ放。一段时
䰪之后……他们ד❬⡧着ሯᯯ，ռ却是以另ཌ一种ᯯ式——情款款
且互相ؗ赖。

——⧑乔丽·㛌斯ຊށ（Marjorie Shostak）

《㩞：一名昆ᰅྩᆆ的⭕⍱与心༦》

信守承诺的伴侣能得到很多收益。因为只有这样的结合才能有效
地实现能力互补、劳动分工、资源共享、一致对外，拥有适合养育子
女的稳定的家庭环境，以及更广阔的亲属网络。为了获得这些好处，
人们必须尽可能留住他们已经成功吸引的伴侣。

同样，不能相守的人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拓展的亲属网络破裂，
核心资源丧失，子女被置于具有潜在危险的继父母的控制下。无法留
住伴侣就意味着在择偶、吸引、求爱和承诺过程中的所有努力都是白
费。男性如果没办法阻止配偶出轨，就很有可能失去宝贵的传宗接代
的机会以及母系投资（maternal investment）。女性如果没能留住她
们的配偶，就很可能失去配偶的资源、保护以及父系投资（paternal
investment）。两性都要付出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s），因为
他们失去了很多重新择偶的机会。

考虑到西方社会的高离婚率，而且离婚在各种文化中都普遍存
在，显而易见，长相厮守的承诺既非自觉也非必然。竞争者在四周蠢
蠢欲动，伺机勾引那些离开配偶的人。已经拥有配偶的人有时不能兑
现自己的承诺，而另一些人则开始给对方加之难以承受的代价。伴侣
们身边总会有些各怀鬼胎的人伺机挑拨离间。大部分情况下，相守的



承诺很脆弱，除非伴侣们能想出一套适应进化的策略为他们的结合保
驾护航。

留住配偶策略（Mate-keeping tactics）在动物择偶体系中占有
很重要的位置。虽然昆虫和人类在种系上差别很大，但是它们的手段
极其丰富，并且与人类在解决留住配偶这一适应问题上有惊人的相似

度，这可以为人类提供颇有助益的对比。1对竞争者隐藏配偶（mate
concealing）就是昆虫们最常用的策略之一。隐藏的手段诸如：让配
偶远离竞争者密集的地区，掩藏配偶的吸引力，在求爱期不动声色、
暗度陈仓。雄黄蜂在沿着雌性的气味成功追踪到雌黄蜂的栖息地之

后，会立即带着雌黄蜂离开那里，以避开其他寻味追踪而来的雄性。2

如果雄黄蜂没能先行一步带走雌性，它就很有可能要与到达那里的其
他雄性展开肉搏。雄甲壳虫通过释放气味来降低其配偶的吸引力，阻
止其他雄性关注它，或者说是促使其他雄性去寻找没人竞争的雌性。
公蟋蟀刚出现时总是大张旗鼓，但在接近异性时会收敛很多，以免其

他公蟋蟀打扰它的美事。3所有这些隐藏手段都可以减少配偶与闯入者
之间的接触。

另一种策略就是用身体阻挡其他雄性取代自己。大部分昆虫不仅
要保持与配偶亲密接触，还要击退滋事的竞争者。例如雄水黾，它会
紧抓自己的配偶，有时还会骑在它身上几小时甚至几天，即使没在交
媾也是如此，就是为了防止其他雄性乘虚而入。面对竞争的雄性，昆
虫们可能会用触角痛鞭对手，纠缠扭打，也可能只是简单地赶走对

手。4也许最不寻常的用身体阻挡雄性竞争者的方式，就是插入交配栓
（copulatory plugs）。例如，有种蠕虫会在精液中添加一种特殊的
物质，使精液一旦射入雌性体内就会凝固，从而防止其他雄性使它受
孕并切实地巩固了自己和配偶的生殖纽带。还有一种叫
作“Johannseniella nitida”的苍蝇，其雄性在交媾后会脱落生殖器
并留在雌性体内，以堵住雌性的生殖口。这些阻碍精子竞争的适应都

昭示了雄性为了阻止竞争者取代自己的生殖地位所经历的漫漫征途。5

尽管昆虫和人类的种系差异很大，但两者择偶行为背后的基本适
应逻辑却惊人地相似。两个种群的雄性都竭力使雌性受孕，同时防止
通奸的发生。而雌性都竭力保护其用择偶接触（mating access）换来
的投资。不同的是，人类留住配偶的手段（mate retention



tactics）是一种精妙独特的心理操纵，这足以使得人类区别于动物王
国中其他的种群。

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是因为人类能够形成长期的高度承
诺的配偶关系。长久的结合对男人和女人来说同样重要。尽管在昆虫
中上演留住配偶策略的主要是雄性，可对于人类来说，两性都谙熟此
招。实际上，女性在解决相守的适应问题上，和男性付出了同等的努
力。而这种同等是符合进化逻辑的，即衡量分手给个体所带来的繁殖
资源价值的得失。一般来说，做出承诺的两性都希望配偶能有同等程

度的赞许性，8分配8分，6分配6分，而分手会使两性都蒙受损失。6

ス偶㘻Ⲻ့㛷

长期存在的窃偶（mate poaching）威胁是留住配偶策略之所以重
要的一个原因。合心意的配偶总是供不应求。那些迷人的、风趣的、
引人注目的、社交经验丰富的人总是很热门，很快就“名花有主”。
那些成功吸引9分和10分配偶的人，为了抓紧配偶，要不断分配更多的

精力去守卫配偶（mate guarding）。7美丽的人在恋情间切换自如。
在现代一夫一妻制社会中，那些在择偶舞台上被边缘化的人，择偶会
随年龄增长更加困难。而在传统的一夫多妻制的社会中，心仪的女性
一到青春期就会结婚，这让单身男性饱受煎熬。当所有这些因素齐心
协力把有吸引力的人请出择偶市场时，一个人要怎样才能找到心仪的
配偶呢？

对于这个反复出现的困境，一个不怎么光彩的解决办法就是窃
偶。尽管很多人认为企图勾引人出轨的人应该遭受道德上的谴责，但

这种做法却有很长的历史记载。8窃偶的最早文字记载是《圣经》中
的“大卫与拔士巴”。一天，大卫王碰巧发现了美丽的拔士巴——乌
利亚的妻子——在隔壁房子沐浴。对她热切的思念几乎吞噬了大卫。
他终于成功地引诱了她，并最终让拔士巴怀了孕。大卫王打算除掉乌
利亚，就把他送到战场前线，并要求他的部队后退，把乌利亚置于必
死的危险境地。在乌利亚被杀之后，大卫王赢得了拔士巴。尽管他们
的第一个孩子死了，但他们结合后仍然子孙满堂，相继生育了四个子
女。



窃偶是一种常用的择偶策略。戴维·施密特和我发现，60%的男性
和53%的女性承认，他们曾经试图勾引他人的配偶并展开一段有承诺的
恋情。尽管这种努力一半以上都失败了，但仍然有接近一半成功了。
窃偶并建立长期恋情，两性在这种尝试中表现出的相似性，与他们寻
求短暂性行为的差异形成了鲜明对比——60%的男性和仅仅38%的女性
报告，他们曾经试图勾引他人配偶，建立随意的性关系；两性中都有
更高比例的人说，曾有人试图勾引他们离开现有恋情——93%的男性和
82%的女性是为了建立长期恋情，而87%的男性和94%的女性是为了寻求
短暂性关系。

报告说有人企图偷走他们配偶的比例稍微小些，这说明窃偶行为
的开展通常能逃开没有戒心的“受害者”的窥探。样本中大约有三分
之一——35%的男性和30%的女性——报告说配偶曾经被窃偶者成功带
走了。戴维·施密特通过一项涉及超过30个国家或地区的大型跨文化

研究，再次验证了这些发现。9窃偶的成功率可能足以让它进化为一条
明确的择偶策略。

人们窃偶的原因有很多与他们最初择偶的原因相同——寻找情感
的亲密、体验有激情的性爱、确保安全、获得资源、提升社会地位、
坠入爱河或是生育子女。但是窃偶者认为，有些附加收益只有在窃偶
过程中才能获得。其中一个就是通过偷走对手的配偶来ੇ对手གྷ仇。
当然，作为一种已经发展成型的动机，复仇之所以发展出来，是因为
它可以满足某种适应功能，比如通过让对手付出更高代价来降低对手
的繁殖成功率，或是震慑其他对手使其不敢对自己施加损害。另外一
项收益是⮏住一个㔅过预先核准Ⲻ配偶，因为这样的配偶已通过他人
的筛选标准，具备明确的可靠性。尽管引诱已经“名花有主”的配偶
可以获得这些收益，但有时这也会让窃偶者付出代价。窃偶者可能会
遭受来自妒火中烧的配偶的暴力而受伤甚至死亡。窃偶者一旦被界定
为欺骗者，他们的社会声誉也会受损。欺骗事件被传开后，他们可能
被排挤，这会损害他们吸引潜在配偶的能力。不仅如此，窃偶者即便
是成功了，也必须承担潜在的风险，因为其配偶有再被偷走的可能，
这就需要他们付出更高代价来守卫配偶。

施密特和我发现，很多用在其他场景下的追求配偶的策略，也可
以有效地达成窃偶的目标——改善外表、炫耀资源、表现和善、有幽
默感、有同情心等。不过，有两项策略是特别设计出来引诱他人配偶



的。第一项是钻グᆆ（temporal invasion），这项策略有以下表现：
更改自己的时间表，这样自己陪伴偷窃对象的时间就多于该对象的现
有伴侣，或是在偷窃对象现有伴侣工作或出城的时候造访。第二项是
制造隔阂（driving a wedge）——让自己慢慢介入偷窃对象现有的恋
情，积极主动地促成分手。制造隔阂的一种方式就是提升偷窃对象的
自尊，传递信息来增加该对象对自身赞许性的感知。同时，窃偶者还
要告知该对象，其并不被现有配偶所欣赏：“他对你不好”，或
是“你配得上更好的”，或是“你太好了，他配不上你”。不断上升
的自尊和未被赏识的感觉形成鲜明对比，很多时候，这已经足够扩大
恋情中的细小裂缝了。通过这种双管齐下的策略，窃偶者就把已
经“名花有主”的配偶变成了自由身，他只要坐享其成就可以了。

尽管不怎么光彩，仍有充分证据表明窃偶是一种有效的择偶策
略。实际上，那些使用窃偶策略的人有大量的终身性伴侣和约会对

象。10

人类进化出他们特殊的策略来防范窃偶者并留住配偶。恋爱中的

女性会对竞争者特别警惕，而男性会更警惕地监视他们的配偶。11一
种最重要的留住配偶策略就是不断满足配偶的欲求——导致择偶行为
发生的欲求。不过，如果竞争者也如法炮制，仅仅满足配偶这些欲求
就不够了。人类祖先需要一套专门的心理机制，去提醒他们来自外界
的潜在威胁，并指示他们何时调动执行配偶守卫策略（mate-guarding
strategies）。这种机制就是性嫉妒（sexual jealousy）。

性别关Ⲻ性ჿ࿈适ᓊ功㜳

当男性作为父亲尽责的时候，他们总是要面对父权不确定性
（uncertainty of paternity）的困扰。女性受精和怀孕的时候，这
个困扰就无处不在；而在子代出生之后，每当男性做出亲本投资时，
困扰都在不断加重。与其他雄性哺乳动物相比，男性为子代做出了巨
大的投资。通奸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适应问题，在整个人类进化过程中
男性都不得不解决它。这个问题普遍存在于动物王国之中，以至于只

有极少数的雄性哺乳动物会为子代倾其所有。12雄性黑猩猩——与人
类最接近的灵长类亲属——可以保护自己的群落抵御同种侵袭者，但
它们不会为后代做出任何投资。而人类的男性可以在父权不确定的情
况下对子女进行投资，这看起来是非常不符合进化规律的，因为男性



会因此招致双重惩罚：他们的亲本投资不仅付诸东流，且很有可能是
流向竞争对手的后代。人类男性对子代的大量投资有力地证明：我们
的祖先进化出了有效的确定父权的适应机制。在关于性嫉妒的研究
中，所有的现象都直接证明嫉妒就是那种适应机制。

想象一下你提早下班回到家中，进入房间时听到里屋有动静，你
喊伴侣的名字，但没人答应。你走向里屋，粗重的喘息声和呻吟声越
来越清晰。你打开卧室门，看到床上躺着一个赤裸的陌生人，正和你
的伴侣翻云覆雨。你当时会是什么感觉？只要你是人，你肯定会五味

杂陈，经历耻辱、愤怒、背叛、失望、悲伤等各种情绪。13

性嫉妒中所包含的情绪是由一种可感知的、对性关系的威胁引起

的。这种对威胁的感知引发了一系列减少或消除威胁的行动。14从保
持警惕——监察配偶婚外情的蛛丝马迹，到拳脚相加——这会让配偶
或竞争者为他们的不忠和偷情付出严重的代价。当一个人发现其他人
可能对其配偶感兴趣，或是其配偶有不忠的迹象，比如和别人眉来眼
去时，性嫉妒就会被激发。愤怒、悲伤、羞辱紧随其后，促使这个人
有预谋地去除掉竞争者、阻止配偶不忠，或有时，减少损失。

不能解决适应问题的男性不但要承受随之而来的繁殖代价，更有
可能失去他的地位和声誉，而这会严重影响他吸引其他配偶的能力。
想想希腊文化对通奸的态度：“妻子的背叛会给丈夫带来耻辱，使他
沦为‘乌龟’（Keratas）——对希腊男性最糟糕的羞辱——因为这暗
示着软弱和无能。……尽管社会认为女性应该忍受丈夫的不忠，但社
会不能接受男性容忍妻子的背叛。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他会被嘲笑

太不够男人了。”15通奸的男性通常也是被嘲弄的对象。因此不能留
住配偶的惩罚还包括失去社会地位，这会大大降低一个人在危险的择
偶游戏当中的成功率。

大部分关于嫉妒的研究集中于男性的性嫉妒，这可能是由于男性
和女性在亲权确定性的问题上有差异。尽管如此，女性同样会嫉妒。
配偶和其他女性接触可能使他撤走资源和承诺而转向别的女性和那名
女性的孩子。男性和女性嫉妒体验的次数和强度都没什么差别。在一
项研究中，有150对情侣被要求评价一般情况下他们的嫉妒情况：当面
对伴侣和其他异性的关系时有多嫉妒？这种嫉妒在多大程度上困扰着



两人的关系？结果，两性都表现出同等程度的嫉妒，这证明两性都会

体验到嫉妒，并且在强度上没有差别。16

这样的反应并不仅存在于美国。来自匈牙利、爱尔兰、墨西哥、
荷兰、美国、苏联、南斯拉夫的2 000多人被问及他们对各种不同的性
场景的反应。当他们假想配偶与他人调情或发生性关系时，这七国的
男女都一致地表达了消极情绪反应。如果性伴侣和他人相拥或共舞，
两性也同样会有嫉妒的反应，尽管这次可能不像对调情和性关系的反
应那么消极。和美国一样，全世界的男性和女性都把嫉妒作为一种适

应机制，当备受珍视的恋情受到威胁时就激活它做出反应。17

尽管有众多相似，两性嫉妒的内容和关注点仍存在很多有趣的差
别。在一项研究中，要求20名男性和20名女性扮演他们嫉妒时的场

景。18这些参与者事先被要求单独在一组备选场景中做出选择，其中
包括典型的嫉妒场景：伴侣和他人发生性关系，以及伴侣对他人投入
时间和资源。有17名女性把资源和时间的转移作为嫉妒的诱发事件，
而只有3名女性认为性背叛才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16名男性认为
性背叛是嫉妒的诱发事件，而只有4名男性选择了资源和时间的转移。
这项研究得出的第一条推论就是：尽管两性都有嫉妒的适应机制，但
诱发事件不尽相同，这正暗合了两性的适应问题——男性要确保亲权
确定性而女性要确保资源和承诺。

在另一项研究中，要求15对情侣列出令他们嫉妒的情境。男性认
为配偶与第三者的性关系是嫉妒的首因，而次因是配偶拿自己和竞争
者做比较。相反，女性表示伴侣花时间在其他女性身上、与女性竞争

者交谈或亲吻会引发她们的嫉妒。19女性的嫉妒，简而言之，就是担
心配偶的资源转向其他女性；而男性的嫉妒主要来自配偶性关注的转
移。

这样的两性差异在心理和生理方面都有体现。在一项有关嫉妒性
别差异的研究中，我和我的同事要求511位大学男生和女生比较两件困
扰事件——伴侣和他人发生性关系，伴侣和他人建立深厚的情感依

恋。20 83%的女性在发现她们的伴侣情感背叛后会更烦恼，而只有40%
的男性会这么想。相反，60%的男性觉得伴侣的性背叛更困扰，但只有
17%的女性有同样想法。



为了区分60名男女参与者的差异，我们运用了分析两性面对性和
情感背叛时的躯体不适的方法：把电极放在被试额头的皱眉肌上，因
为这块肌肉在皱眉时会收缩；右手的第一和第三根手指可以测量皮电
和出汗状况；而拇指可以测量脉搏和心跳。接着，我们要求每名被试
都想象同样的两种背叛：性和情感。性背叛使男性有更多的躯体不
适：他们的心脏每分钟大约多跳5次，相当于一次喝掉三杯咖啡；想象
性背叛时他们的皮电会增加1.5微西门子，但他们想象情感背叛时皮电
接近基线水平；而且他们会增加皱眉强度，想象性背叛时会有7.75微
伏的收缩，相比之下，面对情感背叛时只有1.16微伏的收缩。女性则
呈现出相反的情况：想象情感背叛时表现出更多的躯体不适。以皱眉
为例，情感背叛让女性增加了8.12微伏的收缩，而性背叛只有3.03微
伏的收缩。其他研究者用多种测量手段印证了两性生理反应的差异。
21两性面对困扰的心理反应和生理唤醒模式同步，这表明：经过多
年，两性已经可以很好地适应为了留住配偶而必经的威胁。

两性在嫉妒诱因上的差异不限于美国人。在中欧进行的一项关于
男女嫉妒的研究中，80%的男性表现出对性的担心，例如担心他们的配

偶和其他男人交媾或关注他们自己的性满足。22只有22%有嫉妒情绪的
女性表现出对性的关注；相反，大部分女性更关注情感联系，例如配
偶和其他女性的亲密程度。当配偶有和其他男人的性幻想时，匈牙
利、爱尔兰、墨西哥、荷兰、苏联、美国和克罗地亚的男性都会比女

性呈现出更大程度的嫉妒。23这种嫉妒诱因上的差异可以说是整个人
类物种的特质。

对ჿ࿈性别ᐤᔸⲺ互⸑ⴴⲺ解释

对嫉妒的性别差异的进化论解释受到了挑战。24有些观点认为性
背叛和情感背叛通常是相关的，而事实上它们就是相关的。人们倾向
于和发生过性关系的人发展感情，相对地，倾向于和那些情感上亲密
的人发生性关系。但是男性和女性对于这种关联的信念可能有所不
同。基于这样的假设，女性可能对于伴侣对他人的情感投入会更加不
安，因为她们觉得这意味着伴侣也会和他人发生性关系。相反，女性
可能相信男性会在没有情感投入的情况下发生性关系，所以想象伴侣
和他人的性行为就不会那么不安。男性的信念就不同了。男性可能在
伴侣和其他男性发生性关系时感到更为不安，因为他们认为女性只有



在建立情感关系后才会发生性关系，同时，他们认为女性可以在不发
生性关系的情况下轻易地和一个男性建立情感关系。

我的团队和我在三种文化背景下进行了四项经验研究，用来验证

相互矛盾的进化假设和信念假设。25第一项研究邀请了美国东南部一
所文科院校的1 122名大学生。最初的背叛场景经过了调整，使得两种
背叛是相互排斥的。参与者需要报告他们对于伴侣没有情感联系的性
背叛和没有性背叛的情感联系的相对痛苦程度。正如进化假设所预测
的，出现了巨大的性别差异。如果信念假设是正确的，那么性别差异
应该消失。但是它没有。

我们的第二项研究包括四项附加的测验，用三种研究策略检测这
两种模型的预测。一种策略是通过三种方法使两种背叛彼此互斥。第
二种策略假定两种背叛都发生了，并让参与者陈述哪种背叛更让他们
不安。第三种策略会用一个统计程序，检测性和信念在解释哪种背叛
更加让人忧虑时所具备的独立的预测价值。结果是决定性的：巨大的
性别差异精准地显现了出来，正如进化假设所预测的那样。无论问题
被怎样表述，无论使用哪种方法论策略，无论条件概率被怎样严格地
控制，性别差异依旧显著。

第三项研究是在一个非西方的本土韩国人样本中重复背叛的两难
困境。最初的性别差异再次显现。我们用两种策略控制了性和情感背
叛的同时出现，性别差异依旧显著。进化假设经受住了这次实证考
验。在第四项研究中，我们在非西方的日本人样本中测试了关于嫉妒
和信念本质的预设。结果再一次证明了进化假设。在另一项研究中，
布鲁克·谢尔扎（Brooke Scelza）调查了一个小规模的群体——纳米
比亚的辛巴族，她也发现，当两种形式的背叛都出现时，对于性方面

的背叛，男性会比女性更加忧虑。26最后，进化心理学家巴里·库勒
分析了在实际发生背叛之后自发的嫉妒质问。他发现男性比女性更想
知道“你是不是和他做爱了？”，而女性比男性更想知道“你爱她

吗？”。27

可能比任何研究细节都更重要的是对关键性科学标准的评价——

证据的效力。28通过数量惊人的多种多样的方法，我们发现了嫉妒的
性别差异。通过迫选方法发现的嫉妒的性别差异，在不同文化中都很
显著，比如巴西、英国、罗马尼亚、韩国、日本、荷兰、挪威和瑞



典，这说明了它存在的普遍性。29当性背叛和情感背叛都发生时，参
与者被询问背叛的“哪个方面”最让人忧虑，结果也显示出显著的性
别差异。尽管不是全部，但大多数研究者在调查对嫉妒的心理反应时
能发现心理忧虑的性别差异。实际生活中经历过真实背叛的参与者，
以及在调查程序中被要求生动地想象背叛经历的参与者，他们的性别
差异会更加显著。比起情感背叛，男性比女性更难原谅性背叛，这说
明他们更可能会因为性背叛而不是情感背叛去结束一段恋情。

相较于女性，男性在认知上对性背叛的线索回忆比情感背叛要
多，会优先研究性背叛而不是情感背叛的线索，对性背叛线索的关注
是不由自主的，对性背叛的反应比情感背叛更迅速。

在一项研究中，当参与者想象性背叛和情感背叛的情景时，研究
者对他们进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大脑扫描（f MRI brain scan），结

果发现了显著的性别差异。30在杏仁核和下丘脑——主管性和攻击的
脑区，男性比女性显示出更强的激活。相反，女性在后上沟显示出更
强的激活，这个脑区负责心理解读（mind-reading），比如推断伴侣
的未来意图。如果男性和女性的嫉妒适应是为了解决有些不同的适应

问题，那么这些发现恰恰印证了我们的预期。31总的来说，性别差异
的显著性适用于不同文化，也经受住了各种方法的考验，包括心理两
难法、心理记录、认知实验，以及f MRI大脑扫描。

关于嫉妒适应的其他一些性别差异的设计特征已被记录在册。男
性的嫉妒心对有地位和资源的竞争者特别敏感，女性的嫉妒心则对有

身体吸引力的竞争者特别敏感。32一名男性表示：“想到我的前女友
和别人做爱太折磨人了。……如果我持续想这件事，我会感到自己体

温上升，就要爆发了。”33一名女性表示：“我特别不喜欢他和漂亮

的女孩在一起，或者他说她们很漂亮。”34有趣的是，这些关于对竞
争者特质的困扰的性别差异——女性对竞争者吸引力的愤怒和男性对
竞争者地位和资源的愤怒——在被诊断为有“病态”嫉妒症状的女性

和男性身上也会出现。35

在过度评价伴侣性背叛的可能性方面，男性比女性更多地展现出
一种夸大型的不忠感知偏误（infidelity overperception bias）。



36最后，在经常嫉妒和很担心恋情威胁的男性和女性中，对性背叛和

情感背叛的反应的性别差异尤其显著。37

通过┗足伴侣欲≸来⮏住配偶

一旦配偶关系受到威胁，嫉妒就会被激发，所采取的手段可能是
针对配偶的、竞争对手的抑或是针对自己的。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有
很多种手段去留住配偶。而伴侣对配偶的原始偏好帮他们形成了一条
主要策略：满足配偶的喜好，即提供配偶想要的资源，可以十分有效
地维持与配偶的关系。

为了验证这个假设，我进行了一系列关于“留住配偶”的研究。
38首先，我请恋爱中的男女描述人们会采取哪些特殊做法把伴侣留在
身边并阻止伴侣和其他人接触。他们的回答有104种之多，我们的四名
调查员将这些回答分为19类。以“警惕”这一类为例，包括不定时地
给伴侣打电话看看他/她和谁在一起，让朋友帮忙盯梢，偷看伴侣的私
人物品，不打招呼就跑过来看伴侣在干什么。最后，我请102位正在谈
恋爱的大学生和210对夫妇来评价自身采取类似行为的频率。尽管结婚
五年了，夫妇们仍然会用这样的手段来留住配偶。一个独立的评审小
组就两性用这些手段留住配偶的有效性做出了评价。

满足伴侣的原始择偶欲望毫无疑问是有效的留住配偶的手段。女
性在她们首次择偶中渴求的是爱和亲切，因此，要是一名男性想要留
住他的配偶，那源源不断地提供爱和亲切绝对是高度有效的手段。只
要男性向配偶述说爱意，在她们需要时伸出援手，一以贯之地表达关
切和爱慕之情，他们总能成功地留住配偶。这些行为被评为男性所能
施展的最有效的策略，因为在有效性的7点量表中它们获得了6.23的高
评，显著高于女性使用相似的策略的有效性（5.39）。不仅如此，能
否表达自己的诚意直接关系到恋爱关系的维持以及经历“五年之
痒”后婚姻的维系。如果丈夫没能表达自己的爱意和承诺，他们的妻
子会比那些享受着爱与呵护的女性更想要离婚。表达爱意和关切的行
为能够成功，是因为它们暗示着对恋情的情感承诺，它们赋予利益而
非造成代价，它们满足了女性对心仪伴侣的心理偏好。

另外，女性还看重经济和物质资源，所以源源不断地提供这些资
源也可以有效地帮助男性留住配偶。参与研究的男性都表示，为了达



到目的，他们在配偶身上花了很多钱，还不惜重金给她们买贵重的礼
物。在那些认真交往的恋人中间，男性比女性供给更多的此类外部资
源。不仅如此，在男性留住配偶的手段中，提供资源的有效性排第
二，平均为4.50，而女性使用时只有3.76的有效性。为了留住配偶，
男性在新婚阶段总是提供更多的资源，而且在“五年之痒”之后，他

们仍然会比妻子更常使用这种手段。39就像成功吸引配偶的手段一
样，成功留住配偶的手段满足了异性的欲望——在这里就是满足了女
性对经济和物质资源的渴求。

同样，由于男性看重配偶的身体吸引力，我发现女性会认为改善
外表是她们留住配偶的首选手段之一。这项发现在多种文化背景中得

到验证，包括巴西、克罗地亚和美国。40紧随爱和亲切之后，改善外
表在19类手段中排名第二。女性会用尽浑身解数吸引伴侣：化妆美容
让自己看起来很漂亮，穿衣打扮来维持伴侣的兴致，举止性感以转移
伴侣对其他女性的注意力。不仅仅是新婚的女性，就连结婚五年的女
性也会通过改善外表来留住配偶，这说明不断满足男性的择偶欲望就
是长相厮守的关键。

外表的重要性在一项研究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研究要求两性观

看一部情侣坐在沙发上聊天的录像。41这对情侣拥抱、亲吻、爱抚对
方，45秒后其中一方起身离开屋子去重新倒酒。几秒钟后，一个人闯
进来，参与者会被告知，闯入者是留在沙发上那人的前男友或前女
友。（男性参与者看到的版本是闯入者为前男友，而女性参与者看到
的则相反。）沙发上的人起身抱了一下闯入者，然后两人坐到了沙发
上。在下面一分钟内，他们都表现得很亲密，比如亲吻或爱抚。这时
倒酒的那人回来了，看到沙发上的两人正互诉衷肠，录像播放到这里
结束了。女性在看完录像后更倾向于报告说，面对这种威胁，她们会
让自己看起来更有魅力来留住配偶。而男性，相反，会变得很愤怒，
并表示会用更有攻击性的方式留住配偶。女人改善外表是因为这调动
了男性固有的欲望。

情感操㓫

当其他手段，像提供资源、关爱、亲切都不起作用的时候，人们
有时会求助于增加绝望情绪的手段来留住配偶，尤其当他们的配偶价
值比伴侣低时。这一类手段，例如在伴侣说爱上别人的时候痛哭，让



伴侣对自己的移情别恋有负罪感，然后告诉伴侣自己已经无可救药地
依赖着他/她了。

屈从恭顺（submission）或者自贬身份（self-abasement）也是
情感操纵（emotional manipulation）的手段之一。比如，配偶说的
他/她都会照办，让配偶牵着鼻子走，承诺自己会做出改变，这真是非
常绝望的手段了。尽管刻板印象中都是女性更屈从于男性，但留住配
偶的研究却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为了留住配偶，大概有多于女性
25%的男性会在配偶面前屈从或自贬。这样的性别差异在大学恋人、新
婚夫妇乃至结婚几年的夫妇当中都存在。此外，自贬的性别差异可以
排除男性报告偏误（male reporting bias）的因素，因为他们的配偶
也报告了同样的差异。

严格地说，为什么男性会更多使用这样的策略来留住配偶始终是
个谜。可能那些男性认识到自己的配偶价值比他们的伴侣低，就用屈
从来阻止她甩掉他。也许屈从象征着一种抚慰和挽留即将离去的伴侣
的尝试。但这些推测都不令人满意，因为它们无法解释为什么男性会
比女性更多采用这种手段。只有进一步的研究才能解开这个谜。

另外一种用于留住配偶的情感操纵的手段就是有意激起配偶的性
嫉妒。比如和别人幽会，在聚会中和异性聊天，或者是表示对其他异
性感兴趣来激怒配偶。女性使用这些手段去留住配偶的有效性远远高
于男性。女性可以通过和别人调情来使配偶嫉妒继而紧紧抓住他们，
但这尺度的把握非常微妙。如果她这招用得不那么高明，就很有可能
让配偶实施暴力或者觉得她水性杨花，真的把她甩了。

尽管女性承认比男性更多使用激发嫉妒的手段，但并不是所有女
性都会这么做。一项研究发现了女性有意激发性嫉妒的一种重要情

境。42这项研究旨在考察两性对恋爱关系的投入程度的差异。这种差
异说明伴侣双方的赞许性有差别，因为投入较少的一方一般来说配偶
价值更高。相反，在所有觉得自己对恋情投入较多的女性中，有50%会
有意激发嫉妒情绪；而在投入较少或和伴侣投入相等的女性中，只有
26%会用这种手段。女性承认她们激发配偶的嫉妒情绪是为了让两人关
系更亲密，检验他们的爱情是否禁得起考验，看看伴侣是否还在乎她
们，激发他们的占有欲。伴侣对恋情投入程度的差异证明了他们在赞



许性上的差异，而很明显，这又促使女性把激发嫉妒当作手段去试探
男性做出的承诺，并且刺激承诺的提升。

击退ス偶㘻

人类，像许多物种一样，总想独占他们的财产和配偶。一种显示
独占权的方法就是给配偶做一些公开标记（public marking），告诉
异性竞争者躲远一点。公开标记可以是口头的，比如说在介绍时说他/
她是自己的配偶或爱人，再向朋友夸耀他/她。公开标记也可以是身体
的，比如在众人面前牵手或搂着配偶。公开标记也可以是装饰性的，
比如让配偶穿自己的外套，送给配偶饰品，在Facebook上显示恋爱状
态，表明他/她已经名花有主。

尽管两性在使用这些公开标记击退窃偶者的频率上没有差别，但
我们的专家小组认为，男性用这种方法来留住配偶要比女性有效得

多。43可能是因为公开标记会给女性一个强烈的暗示——这名男性愿
意做出承诺。比如一枚订婚戒指，就能向潜在的窃偶者输送强烈的信
号。口头、身体以及装饰性的表示，都能有效地让潜在的竞争者知难
而退，就像雄昆虫会把自己的气味和雌性的混合在一起，迫使竞争者
去追求其他没人竞争的雌性。这些表示同时也代表一种承诺，而这种
承诺正好满足了女性的长期择偶欲求。

保持警惕也是两性用来留住配偶的方法。在加利福尼亚海岸的雄
性海象中也有类似的现象。它们总是在女眷周围巡视，以防竞争者侵
入和雌性出轨。人类保持警惕的方法则是不定时地给配偶打电话，或
者偷看他/她的邮件，或者监控他/她的Facebook。保持警惕说明他们
努力想知道配偶是否不忠。同时，配偶的警惕也告诉另一方一旦他/她
的奸情东窗事发，后果会很严重。同样，我们有理由推断，在我们的
进化历史中，不警惕的人总比那些警惕的人遭受更多的背叛。

隐藏配偶的策略和警惕密切相关。就像雄黄蜂会立刻带走它的配
偶以避开其他雄性的追踪，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会隐藏他们的配偶，
不带他们参加有同性竞争者参加的聚会，不向可能窃偶的同性朋友介
绍配偶，带他们远离潜在竞争者聚集的地方。隐藏的方法的确有效，
它减少了配偶和其他竞争者的接触，而且减少了配偶寻求其他择偶机
会的可能。



独占配偶的时间和隐藏配偶如出一辙。这种手段包括和配偶一起
度过所有的休闲时间，在社交场合一直和配偶在一起。独占配偶
（monopolization of mate）是为了阻止他们和潜在竞争者接触，因
为这些竞争者很有可能挖墙脚，或是提供一个比现在的恋情更诱人的
机会。

这些留住配偶的方法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中都有体现。独占配偶
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通过幽禁（claustration）或隐藏女性来阻止
她们和潜在的性伴侣接触。历史上，印度男性把女性隔绝于深闺之
中，阿拉伯男性让女性用面纱和长袍遮住脸和身体，日本男性绑住女
性的脚来限制她们的行动。在流行戴面纱的社会中，最为严格的面纱
仪式会要求女性尽可能把皮肤都遮起来，这样的仪式一般会发生在婚
礼上，因为此时女性的繁殖价值近乎或已经达到顶峰。青春期以前的
女孩和更年期之后的老妇就不会被严格隐藏起来，因为她们对其他男

性没什么吸引力。44

人类历史上还有一种通用的习俗，那就是男性会把女性集中在看
守森严的后宫之中。“后宫”（harem）这个词意味着“幽
禁”（forbidden）。实际上，就像宫外的男性很难进来一样，宫内的
女性也很难离开那里。国王和其他统治者用阉人来看守后宫。在16世
纪的印度，商人定期向富人提供孟加拉阉人奴隶，这些奴隶不仅被阉

割了，而且整个生殖器都被切掉了。45

无论以哪种标准来衡量，囚于后宫之中的女性数量都大得惊人。
印度王公巴平德·辛格（Bhuponder Singh）死的时候，后宫有332个
女人。“所有人都对王公（Maharaja）唯命是从，她们当中任何一个

都可以在一天当中任何时候满足他的性欲。”46在16世纪，印度国王

的后宫大概有过4 000到12 000名居住者。47在帝制时期的中国，大约
公元前771年时，“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

一御妻”48。在秘鲁，一个印第安酋长至少有700个女人“来服侍他起

居或取悦于他……这些女人给他生了很多孩子”49。

所有这些留住配偶的公开标记都只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阻止配偶
和潜在竞争者接触。因为自古以来高位男性一直握有权力，他们能够
使用很强硬的手段，这使得女性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选择的自由。在



现代工业社会，男女更加平等，两性都会应用公开标记来留住配偶，
尽管没有中世纪君主的方式那么激烈。

加诸代价Ⲻ⮏住配偶ㆌ⮛

另一种留住配偶的策略，就是通过诋毁、要挟甚至暴力让竞争者
和配偶都付出代价。这远不同于以前那种能给配偶带来好处的提供资
源、殷勤献媚的方法。但无论是阻止竞争者挖墙脚还是避免配偶出
轨，破坏性手段都表现不俗。

有一套加诸代价的手段是针对对手的。对竞争者口头上的诋毁恐
怕是最轻的了，尽管《德训篇》（28：17）中这样写道：“鞭笞只能
留下伤痕，但积毁可以销骨。”为了阻止配偶被对手迷惑，无论男性
还是女性都会诋毁竞争者的外表和才智，或是散布谣言毁损竞争者的
声誉。即使是结婚以后，对竞争者的诋毁还会继续，因为更换配偶
（mate switching）的事情总会发生。如果这招用得巧妙，就能有效
地降低对手的吸引力，减少配偶出轨的概率。

代价更加高昂的手段是向对手进行口头要挟和施加暴力。黑猩猩
会向对手龇牙好让它们快点离开雌性；同样，新郎也会朝盯着新娘的
对手大吼，警告向配偶献殷勤的对手，或者是仇视那些老盯着配偶的
男性。所有这些威胁性的保护方法几乎只适用于男性。尽管不常发
生，但仍有46%的丈夫承认，他们在过去一年中要挟过同性竞争者，而
只有11%的妻子这样做过。这些手段向窃偶者们传递了强烈的信号，他
们的行为会付出沉痛的代价。

当然，男性能让对手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丈夫们会殴打那些向
他们的配偶献殷勤的男性，还会纠集一帮朋友群殴对手，给心怀不轨
的男性一巴掌，或者是恶意毁坏对手的财产。这些行为都会让挖墙脚
的对手付出沉痛的代价，比如身体伤害，有时甚至是死亡。同样，这
也会使施暴者声名远播，让其他对手再不敢接近他们的配偶。的确，
大部分男性不敢轻易招惹那些体型健壮、面目粗犷的凶悍暴徒的女
友。

破坏性手段并不只针对竞争者，有很多是阻止配偶出轨的。雄狒

狒和其他灵长类都会撕咬和殴打与其他雄性通奸的雌性。50婚后，两



性看到配偶和别人调情都会很气愤，斥责配偶对别人动心，而且要挟
说一旦配偶出轨就离婚。那些被伴侣判定为配偶价值较低的男性，尤
其可能对伴侣进行言语侮辱，也许是因为这些男性，没有什么利益可

以给予配偶，所以试图让他的配偶认为她也不是那么心仪的伴侣。51

不仅如此，两性都会要挟配偶说，如果抓到配偶和别人在一起，就再
也不和配偶讲话了；有时看到配偶和别人调情还会大打出手。比起那
些不想和眼前人相守的男性，感情认真和已经结婚的男性会更常使用
这种手段。

惩罚配偶能起到很好的威慑作用，因为这可以让配偶认识到对别
人动心要付出严重的代价。这代价可能是身体上的，比如身体伤害；

也可能是心理上的，比如因遭受斥责或言语虐待而导致自尊下降。52

因为一个人的自尊，部分体现了人们对自身配偶价值的认知，这种形
式的羞辱在留住配偶策略中是功能性的，尽管这些行为在道德上让人
不齿。

在一些特殊情境下，我们能发现对伴侣羞辱的手段是功能性的。
53一种情境是觉察或发现性背叛。第二种是双方配偶价值不相称：低
赞许性的一方会侮辱另一方来降低其对这种不相称的认知。第三种是
女性怀孕，但男性怀疑孩子不是他的。这种情境中对女性的殴打，通
常直指腹部，这说明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可能性：这种暴力的功能是使
对手的孩子夭折。

这些恶意的配偶虐待在不同文化中都会发生。例如在印度的拜加
（Baiga）部落中有这样的案例：丈夫会用点燃的木条殴打妻子来惩罚

她们和别的男性调情，而嫉妒就是导致对女性施暴的关键因素。54在
对加拿大受虐妇女的研究中，55%的女性报告说嫉妒是丈夫对她们施暴
的原因之一；有一半的女性都认为嫉妒就是动机，是她们的性背叛导

致了丈夫的暴力。55

野蛮地殴打不仅出现在背叛后，有时是为了预防背叛的发生。更
有甚者，在北非和中非、阿拉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文化中，
人们发明了很多方法来防止婚外情的发生，比如生殖器致残。阴蒂切
开术（clitoridectomy）就是通过手术切除阴蒂使女性无法享受性愉
悦，数以万计的非洲妇女遭受过这样的手术。此外，非洲还流行一种
阴部扣锁法（infibulation），就是缝合女性的阴唇。据统计，今天



在北非和中非的23个国家或地区中，有2亿妇女因为遭受阴部扣锁而导

致生殖器残疾。56

阴部扣锁法可以有效阻止性交。有时候，手术会由女性的亲属进
行，就是为了向她未来的丈夫证明她是贞洁的。婚后，这些女性的阴
部必须被切开才能行房。要是丈夫离家一段时间，那她就必须再进行
这样的手术。在苏丹，女人生过一个孩子后其阴部会被再次扣锁，然
后又必须要再切开行房。尽管阴部扣锁的决定一般都是由丈夫做出
的，但有些女人会自动要求在分娩后扣锁，她们觉得这样可以取悦丈
夫。要是一个苏丹女人不能取悦她的丈夫，她就很可能被休掉，进而

失去孩子、经济来源，而且给她的家族带来耻辱。57

没有哪个社会中的男性是不会产生性嫉妒的。在所有据称没有嫉
妒的文化中，原本只要不犯乱伦的忌讳，性交都不会被干涉，可现在
却有了性嫉妒的证据。例如马克萨斯群岛的居民，一直被认为不会给
通奸设障。但一个民族志的报告反驳了这一理念：“如果一个女人承
诺和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她就把自己置于了这个男人的掌控之下。
如果她未经允许就和另一个男人同居，她会被殴打，如果她的丈夫醋

意大发，她会被杀死。”58

另外一个被认为不存在嫉妒的例子来自施行共妻（wife
sharing）的因纽特人。他们做的绝不像说的那么好听，男性的性嫉妒

是因纽特人杀偶的最主要因素，而且杀害率之高实在令人忧虑。59因
纽特男性共妻的条件之所以极其苛刻，就是为了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好
心会得到善意的回报。很明显，交换妻子可以缓和男性嫉妒导致的攻
击。所有这些发现都证明这世上不存在共享配偶却不嫉妒的性自由的
天堂。

如果丈夫捉奸在床，有些社会要求奸夫对丈夫做出赔偿。即便是
在美国，奸夫也要为自己“挑拨感情”而向丈夫做出经济赔偿。在北
卡罗来纳州，一名眼科医师就被要求赔偿一名女性的前夫20万美元，
因为他勾引这名女性离开丈夫。这些责难是法律对人类进化心理本能
的体谅：通奸就是非法掠夺一名男性的资源。各地的男性都会把妻子
当作受自己支配的资产。所有的男性都会把通奸当作一种偷窃，而且

有时这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一连串的灾难。60



ধ险且㠪ળⲺ愤怒

男性的性嫉妒对于人类生活来说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小情绪。相
反，这种情绪有时会变得非常强大，甚至唆使它的主人杀掉配偶或第
三者。在一个杀妻的案例中，丈夫显然是在意识到通奸可能带来的繁
殖威胁之后受了刺激，他解释道：

֖看，我们总是为了ྯ႐ཌ情的事情争吵。可事情并不这么简
单，䛙ཟ我下⨣回ࡦᇬ，一进屋就ᣧ起我的ቅྩݵᤛ在怀里。⋗ᜩࡦ
ᆆ转过身来ሯ我说：“֖真是۱透了，֖不知䚉ྯ根本就不是֖的
ᆟᆆ，是ࡡ人的。”我真的㻡◶怒了！我变得很疯⣸，ᤵ起枪就杀了

ྯ。61

妻子的背叛有时被视为一种过强的刺激，让一个“理智”的男人
有权做出合法的致命反击。以得克萨斯州为例，直到1974年，丈夫可
以把捉奸在床的奸夫淫妇杀死而不负法律责任；他们的被杀被当作是
在过强刺激下的合理反应。实际上，丈夫杀掉通奸的妻子而被法律赦
免的事遍及整个世界以及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比如在雅浦岛，如果
丈夫将奸夫淫妇捉奸在床，习俗允许他杀死他们并焚尸屋内。居住在
苏门答腊的多巴-巴塔克族（Toba-Batak）也为被激惹的丈夫们设立了
类似的条款。在古罗马，只有通奸行为在他家里发生时，法律才赋予
丈夫杀人的权利；在今天的部分欧洲国家，很多类似的法律仍被实

行。62

在所有对妻子施暴的情况中，包括殴打和事实性的谋杀，男性的
性嫉妒是最常见的诱因。在一项对44名寻求庇护的受虐妇女的研究

中，55%的妇女承认嫉妒是丈夫殴打她们的关键诱因。63性嫉妒也是谋
杀的主要诱因。研究者对蒂夫人（Tiv）、索加人（Soga）、吉苏人
（Gisu）、尼约罗人（Nyoro）、卢西亚人（Luyhia）、卢奥人
（Luo）这些非洲英属殖民地上的居民进行过一项关于杀人案的研究，
在70起杀妻案件中，有46%明显是由性事件引起的，包括通奸、妻子离

弃丈夫以及妻子拒绝和丈夫发生性行为。64

很多女性杀人事件究其根源受到男性性嫉妒的影响。女性杀害男
性往往是为了保护自己，因为丈夫的暴怒、威胁和虐待让她们害怕自
己会受到肉体上的伤害。由男性嫉妒所引起的47起杀人案中，有16名



女性由于背叛或被怀疑背叛丈夫而被杀害；17名奸夫被暴怒的丈夫杀

害；还有9名男性在指责妻子不忠后，妻子出于自卫杀死了他们。65

这样的行为绝不止于美国或西方国家。在苏丹、乌干达以及印

度，性嫉妒仍是杀人案背后的主导动机。66以一项在苏丹的研究为
例，研究者发现在300起男性犯下的谋杀案件中有74起是出于性嫉妒。
67在所有得到研究的社会当中，很明显，大部分婚后杀人事件的催化
剂是男性告发通奸或女性离弃或要挟离弃丈夫。不仅如此，大约20%的
男性之间的凶杀事件是由于他们想要竞争同一名女性，或是一名男性

企图接近另一名男性的配偶、女儿或女性亲戚而使对方恼羞成怒。68

嫉妒的适应功能——防止不忠和确保亲权，很难与杀妻这种看似
逆适应的行为相提并论，因为这样的行为毁坏了关键的繁殖资源进而
阻碍了繁殖的成功完成。可能的解释有很多种。由于绝大多数不忠的
妻子并没有被杀，所以真正的杀妻行为只不过是整个机制中的意外疏
漏。由此看来充满暴力的嫉妒是病理性的，它发展得过快，有意或无

意地导致了死亡。69尽管这一理论可以解释部分案例，但却无法解释
众多杀妻行为在世界范围内所具有的一致性。很多男人承认他们想要
杀掉妻子，就算是追到天涯海角也要这么做。

另外一种解释是，由嫉妒引发的杀害虽然过于偏激，但仍然可以
说明此机制符合进化的规则。纵观人类进化史的全貌，杀妻并不一定
会危及繁殖。首先，如果妻子要离弃丈夫，他一定会失去她的繁殖资
源，而且他还要承受随之而来的代价：眼睁睁看着这些资源流向他的
竞争对手，这是对成功繁殖的双重打击。

此外，容忍通奸的男性将沦为被嘲讽的对象而且声誉受损，尤其
是当他们不采取任何报复行动的时候。在一夫多妻制的婚姻中，杀掉
不忠的妻子能挽救一名男性的声誉，而且可以有力地震慑其他妻子的
不忠行为。多妻的男性如果不采取行动，通奸行为很有可能会由于不
受惩罚而再次发生。在进化历程的某些情境下，杀妻象征着挽回声誉
的努力，借此来控制繁殖资源的流失。

面对杀人行为的利弊矛盾，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某些情况下，比
起忍气吞声地遭受背叛和抛弃，杀死不忠或离意已决的配偶能带来更
大的繁殖收益。也许，经过漫长的进化，杀人的想法和偶然性的杀人



行为已经具备适应性并成为男性进化机制的一部分。这种可能性让人
担忧甚至害怕，这当然不是让谋杀合法化或为谋杀开脱，但如果社会
真的想成功应对杀偶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就必须面对产生它的心理
机制，尤其是激发这些机制并使之变得十分危险的背景环境。

㜼弱Ⲻ㔉ਾ

两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却能形成一个团结的整体，长达数
年、几十年甚至一生，这的确是人类社会的伟大成就。因为实在有太
多的因素会使两人分离，所以，相守的关系十分脆弱，这其中包含着
一连串棘手的进化问题。这些问题能否成功解决，取决于多种因素。
首先，必须要防止提供进化资源的配偶出轨。其次，要牵制竞争者，
比如公开标记自己的所有权或是隐藏配偶以避免配偶与他人接触。另
外也可以用情绪控制、激发嫉妒来提高自己的赞许性，向配偶屈从或
自贬，或让配偶相信别人的怀抱并不更有吸引力。最后，破坏性方法
还是有可能登场，比如惩罚配偶的不忠或是攻击对手的身体。

这些五花八门的手段之所以会成功，是因为它们利用了配偶和对
手的心理机制。那些增加收益的手段，比如示爱和提供资源，很适用
于男性，这样他们可以通过满足女人的欲求心理来抱得美人归。而对
于女人来说，改善外表和提供性资源是行之有效的，因为这满足了男
人魅力优先的欲求心理。确实，我们对已婚夫妇的研究发现，男性在
发现他们的伴侣有吸引力时，会加强他们留住配偶的努力，就像女性

对于身居高位、收入丰富的伴侣也会加强留住配偶的努力。70

不幸的是，那些会让配偶和对手付出沉痛代价的威胁暴力手段，
也是利用了他人的心理适应机制。就像身体伤害会让人规避环境灾害
一样，心理的恐惧也会让人尽量不去激怒配偶。人们要为伤害他人付
出代价。

男性的性嫉妒是许多留住配偶策略背后主导的心理机制，这种危
险的情绪也是男性对配偶拳脚相加的主要原因。这样的机制有时候看
起来很矛盾，它们本来是为了维持两人的关系，结果却造成了这么多
破坏。这都是因为繁殖的风险太高，而参与者的利益却不能共享。已
婚男性和他们对手的目标是抵触的，因为这个人千方百计想拐走他们
心爱的妻子。同时，已婚男性的目标也可能与妻子或女友的目标相抵



触，这就很可能让她们成为性嫉妒暴行的牺牲品。当一方想要相守，
而另一方想要分手的时候，两人都在承受折磨。这就把我们引向了一
个更广泛的话题——两性冲突。



第七章 两性冲突

现在我们越是了解䛙些形ງ我们的模式和结构，就越㿿得⭭性ླ
变成了ᮂ人和暴君，ᡌ㘻至ቇ是ྸཌ星人䛙㡢让人不透的⢟܅
种。

——卡㖍·卡ດቊ（Carol Cassell）

《一ᢡ㙂空》（Swept Away）

小说、流行歌曲、肥皂剧还有花边新闻中的男女总是在斗智斗
勇，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妻子抱怨丈夫冷落自己，丈夫被妻子的多
愁善感搞得晕头转向。女人说：“男人太吝惜自己的感情。”男人
说：“女人的感情就像火药桶。”男人的性欲来得快去得也快，可女
人总是令人扫兴地拖拖拉拉。这些都仅仅只是刻板印象吗？

我首次接触两性冲突的话题时，就想对这一领域进行一次大型调
查。为了达成夙愿，我请几百名男女简单地列出异性的哪些行为会激

怒和惹恼他们。1人们谈到这个话题总是滔滔不绝。他们列出了147种
会激怒、惹恼异性的行为，从傲慢、无礼、身体虐待到性侵犯、性抑
制、性别歧视、性背叛。以这张清单为基础，我的同事和我发起了一
项由单身和婚恋中的男女参与的研究，希望能找到最高频的冲突来源
和最令人困扰的冲突。

两性冲突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冲突背景下得到了最好的解释。只要
一方干扰另一方达成目标就会形成社会冲突。干扰可以有很多种形
式。以男人为例，当他们竞争同一项资源时，冲突就会出现，比如阶
级地位或是接近心仪女性的机会。因为年轻貌美的女性总是供不应
求，所以部分男性最终将被判出局。一个男人的成功就注定了另一个



男人的失败。同样，如果两名女性同时爱上了一个负责、善良又有成
就的男性，她们也就陷入了冲突之中。要是其中一个美梦成真，那另
一个必然是空手而归。

同理，两性之间的冲突也是由于双方的目标和喜好相悖。在两性
的战场上，男性总在寻求“免费”的性生活，这让很多女性的择偶目
标大打折扣，因为她们本来想要更多的感情承诺和更高的物质投入。
这种干扰是双方面的：想要长期恋情和重本投资的女性也干扰了男性
的性策略，因为他们总想尽量少地承担责任。

冲突本身不是进化的目的，而且一般来说，和异性发生冲突是无
法增加个体适应性的。相反，大多数冲突是要付出代价的。冲突更多
情况下是两人性策略相悖而产生的不良后果。好在我们已经从祖先那
里继承了这些心理机制来进行冲突管理（conflict management）。

气愤、困扰、烦闷这样的消极情绪是关键性的人类心理机制，经
过进化，它们已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醒人们，他们的择偶目标正遭
受威胁。这些情绪同时还具有很多相关功能。它们将我们的注意力转
移到问题事件上，集中精神迅速从众多事件中筛选出少量相关事件。
它们给这些事件做标记，便于记忆存储和提取。情绪同样会引发行
动，让人们竭力清除问题的根源或阻止争斗的发生。

男人和女人的性策略不同，会引起他们消极情绪的事件也不尽相
同。那些处处留情却不愿意承诺和投入的男性总会让女性心烦意乱；
而如果女性在一段时间内，引诱男性让他投资却不让他满足性趣，男
性也会很不爽。

性ਥ接触性ૂ配偶价值Ⲻ感⸛冲シ

两性在性可接触性和性可获得性上存在差异，这可能是最常见的
两性冲突的诱因。一项研究请121名大学生在四周内持续记录他们的约
会活动，其中有47%报告说他们不止一次地因为性亲密程度而产生分

歧。2男性有时会寻求成本最低的性接触。他们谨慎地守着自己的资
源，挑剔地选择投资对象，“羞涩”地把自己的资源留待投入长期配
偶或者是一连串的随意性伴侣，有时是连续的，有时是轮流的。而女
性的手段大部分是为了服务于她们的长期性策略，所以她们总是在给



予男性性接触之前，想方设法地先获得他们的投资或者投资的暗示。
这样看来，最令女性垂涎的恰恰就是男性谨慎守护的投资。而男性所
追求的性接触也正是女性最为珍视的。

双方对彼此赞许性的感知也会引发冲突，忽略对方作为潜在配偶
的价值，这自然会让对方怒火中烧，继而打响“战争”第一炮。有较
高赞许性的一方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也就可以吸引更有价值的配
偶。而那些价值较低的就不得不接受低赞许性的配偶。当然，有的时
候，有人会觉得自己挺不错，可别人不一定这么想。

有个经常出入乡村音乐酒吧的女同事的案例很好地解释了这一
点。她说，有时那些蓝领工人会请她跳舞，他们一般都穿着T恤，戴棒
球帽，胡子拉碴还喝着啤酒，她要是拒绝，他们就会骂她：“臭娘
们！怎么，老子配不上你？”尽管她只是简单地背过身去，这也明确
地表示，她觉得那些人配不上她。这种无声的拒绝表示她觉得自己挺
不错，能配上更好的人，这当然会激怒那些遭冷遇的男人。大门乐队
的摇滚明星吉姆·莫里森曾说过没人要的女人是邪恶的。可见，要是
人们对某人作为配偶的价值的感知有差异，冲突就会发生。

性心⨼解读Ⲻ认⸛偏误

人类所生存的择偶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必须对彼此的意图
和情感状态做出推断。他对她有多少吸引力呢？她对他承诺有多深？
那个笑容是挑逗还是友好？有时，明明已经对某人点燃爱火，却要刻
意隐藏起来，这让不确定变得更加不确定，让猜测变得更加变幻莫
测。我们被迫对隐藏的意图和行为进行推断，就像在拼一副线索模糊
的拼图，只有一定概率能够找到真实。比如恋爱对象身上一抹无法解
释的香气，可能代表着性背叛，也可能只是在闲谈或在商场闲逛时无
意获得的。

在解读他人的心理时，有两种犯错的可能。你可能推断出一种并
不存在的心理状态，比如并不存在的性兴趣。或者你可能没能推断出
一种存在的心理状态，比如对某人炙热的情感或求欢视而不见。错误
管理理论（error management theory，EMT）认为，这两种错误的众

多表现都表明，它们绝对不可能导致相同的成本-收益结果。3从烟雾
报警器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对此理论有直观的理解。烟雾报警器对任



何烟雾迹象都十分敏感。与没有侦察到真的火灾而引发的灾难性代价
相比，偶尔错误警报的代价是很轻微的。错误管理理论将这种成本-收
益逻辑应用于进化适应性的研究上，尤其在解读异性的择偶心理时。

根据错误管理理论，心理解读式推测的成本-收益结果存在不平
衡。这种不平衡如果在进化史中重复出现，将会造成自然选择的压
力，而这种压力必然会产生认知偏误（cognitive biases）。就像烟
雾报警器的“偏误”是“宁可误报不要漏报”一样，错误管理理论认
为，人类进化出的心理解读机制会更倾向于产生两种推测错误中的一
种。ཝශⲺ性⸛觉偏误（sexual overperception bias）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此时男性拥有的心理解读偏误让他们将误解性暗示的代
价最小化。错误管理理论提供了一条令人信服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
男性在女性只是微笑、轻触他的手臂或者只是表示友好时，会错误地
推断为她对他有性兴趣。

一项研究请98位男士和102位女士观看了一段10分钟的录像，内容

是一位男性教授和一位女性学生之间的对话。4这个学生到教授的办公
室请求延期提交学期论文。短片中的演员是一名女戏剧学生和一名男
戏剧教授。尽管两人被要求表现得亲切友好，但两人都没有显露轻浮
或挑逗。观看影片后，参与者需用7点量表评价这个女人的意图。女性
在看完之后更倾向于认为这个学生想要表现得很友好（6.45），而不
是性感（2.00）或者诱惑（1.89）。男性虽然也同意友好（6.09）这
一项，但在诱惑（3.38）和性意向（3.84）的推断上明显多于女性。
另外一项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研究使用了一张男女共同学习的

照片。5男性认为照片中的女性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性感（4.87）和诱
惑（4.08），而女性对同样的照片则更少认为有性感（3.11）和诱惑
（2.61）的意图。

有趣的是，认为自己具有较高配偶价值的男性更倾向于产生夸大

型性知觉偏误。6倾向于使用短期择偶策略的男性展现出更显著的夸大
型性知觉偏误——这种偏误让他们减少了错失良机的机会，促进了他

们的短期择偶策略的成功。7一项由卡琳·佩里厄（Carin
Perilloux）主持的快速约会（speed-dating）研究发现，男性在遇到
外形性感的女性时，更容易受夸大型性知觉偏误的影响——这是一个

很讽刺的发现，因为性感的女性往往更挑剔。8这些男人恰恰在最不可
能对他们产生兴趣的女人身上发现了契机。然而，他们按照自己的推



断行动时，有时也能获得性机会。在整个进化史中，哪怕只有极少部
分的“误解”会导致性行为，也会提高男性推断女性有性兴趣的可能
性。男性的夸大型性知觉偏误是一种进化出的激励倾向。

这种男性机制一旦启用，就很容易被操纵。女性有时候会用她们
的性特征作为操纵的策略。在一项200名大学生参与的研究中，报告用
微笑和调情来获得异性特殊待遇的女性显著多于男性，尽管她们并没

真的想和这些男人发生性行为。9简而言之，女性有时会为了自己的目

的利用男性的夸大型性知觉偏误。10男性对女性的性兴趣的误解，加
之女性有意利用这种心理机制，就形成了一种潜在的不稳定组合。这
些性策略导致了性亲密程度的冲突：女性觉得男性在性方面太过强
求，而男性觉得这正是女人想要的。

性粗鲁（sexual pushiness）有时会升级成为性侵犯（sexual
aggressiveness）——因为对性接触的渴求会让男性不顾女性的勉强
和抗拒。性侵犯是男性在性接触过程中使成本最小化的策略，当然男
性也要为这种策略本身付出代价：断绝关系和声誉受损。性侵犯的行
为包括苛求或强迫性亲密、非自愿的性行为，以及未经许可就触摸女
性身体。在一项研究中，我们请女性对147种男性可能做出的令人厌恶
的行为进行评价。女性对性侵犯的评价均值高达6.50，接近痛苦的最
大值7.00。男性可能做出的其他行为，例如言语虐待和与性无关的身
体虐待，都没有像性侵犯那样让女人厌恶。和男性通常认为的不同，
女性并不喜欢被强暴。女性有时会幻想被富有帅气的男人强暴，有时
强暴的情节还会出现在浪漫小说之中，但这并不表示女性喜欢强迫或

被动的性行为。11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男性对于女性的性侵犯并没有那么困扰。他
们觉得，与其他不适相比，性侵犯是无关痛痒的。在同样的7点量表当
中，男性对被女性性侵犯的评价是3.02，即轻度困扰。部分男性自发
地提出，他们觉得女性的这种行为会让他们产生性兴奋。而其他困扰
诱因，比如配偶不忠（6.04）以及言语或身体虐待（5.55），让男性
恼怒的程度远远高于女性性侵犯带给他们的困扰。

男性和女性之间有一种令人担忧的差异，那就是男性固执地认
为，女性并不会对性侵犯感到那么反感。当男性在7点量表中评价性侵
犯对女性的消极影响时，他们只给出了5.80，这显著低于女性给出的



6.50。这样的两性冲突是令人担忧的，有些男性会由于低估性侵犯对
女性的伤害而实施这样的行为。不能正确认识性侵犯对女性的心理伤
害，不仅会让两性在交往过程中产生冲突，也是男性对强奸受害者缺

乏同情心的一个原因。12得克萨斯州某位政客曾经很冷酷地说，要是
一个女人无法从强奸犯手中挣脱，她还不如躺下来享受。只有那些无
视性侵犯给女性带来的伤害的人，才会有如此麻木不仁的言论。

相反，女性总是高估女方的性侵犯给男性带来的困扰，她们对此

给出了5.13，即中度不适的评价，而男性只给出了3.02。13男性和女
性都在对异性的心理解读中犯了错。这种感知偏误源于对异性的错误
信念，双方都基于自身的反应对异性妄下定论。男性和女性都会认为
对方比实际上更喜欢自己。了解两性面对性侵犯存在的感知差异，也
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两性冲突。

与性侵犯相反的是性抑制（sexual withholding）。男性总是抱
怨女性的性抑制，她们挑逗男人却拒绝发生性关系，让男人兴奋再把
他们晾在一边。在那份评价困扰程度的7点量表中，男性给性抑制打了
5.03，而女性给出了4.29。可见，两性都对性抑制耿耿于怀，但显然
男性比女性更困扰。

对女性来说，性抑制有多重功效。一是可以保存实力去选择那些
愿意做出情感承诺或物质投入或贡献高质量基因或三者兼有的优质男
性。她们对某些男性采取性抑制，是为了把机会留给她们选中的男
性。除此之外，女性通过性抑制提高了性行为的价值，使其成为稀缺
资源。而稀缺又提高了男性愿意为她们付出的代价。就算男性获得性
接触的渠道只有高昂的投资，他们也会心甘情愿。因为在性机会稀缺
的情况下，不能投资的男性就找不到配偶。但这种情况也会产生另一
种两性冲突：女性的性抑制干扰了男性短暂而不带感情牵绊的性接触
策略。

性抑制的另一种功效是：在男性评价女性作为配偶的价值时，女
性能够操纵他们的评价。因为男性一般认为与高赞许性的女性进行性
接触的机会较少，女性就可以用性抑制来左右男性对自己赞许性的评
价。实际上，高赞许性的女性难以企及，男性用获得性接触的难易程
度来判断女性的配偶价值。最终，性抑制会让男性觉得这名女性适合



做长期配偶而不是暂时性的。刚开始就允许性接触，会让男性把这名
女性当成随意的性伴侣。

女性用性抑制给男人加码。她们规避了男性择偶策略中的很多手
段，包括低成本的性行为。当然，女性有权选择性行为的时间、地点
和对象。可不幸的是，这种选择和男性深谙的策略相悖，这让男性很
困扰，也是导致两性冲突的关键要素。

情感承诺

从最抽象的意义上讲，适应问题可以由以下两种方法中的一种解
决——通过自己的劳动或者获取别人的劳动。理论上，可以成功地用
最小的承诺获取他人劳动的人，在解决适应问题上最成功。比如对女
性最有利的情况是，一个很爱她的男性愿意为她和她的孩子倾其所
有。而对男性最有利的情况是，对每个女人只投入一部分资源，剩下
的资源留待解决其他的适应问题，比如寻找其他的配偶或者获得更高
的社会地位。因此，两性经常会为对方的承诺产生分歧。

关于承诺的冲突有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女性很讨厌男性不表露自
己的情感。女性对男性抱怨最多的就是他们总是吝啬自己的情感。比
如在新婚夫妇中，45%的女性抱怨说她们的配偶不表露自己的真实情
感，而只有24%的男性会这么抱怨。在约会阶段，大概有25%的女性会
抱怨她们的伴侣忽视她们的情感；在她们婚后第一年，这个数字上升
到了30%。婚后第四年，59%的女性抱怨丈夫忽视她们的情感。相反，

只有12%的新婚丈夫和32%的结婚四年的男性会有这样的抱怨。14

从女性立场考虑，要是男性表达自己的情感，对她会有什么好
处，要是男性没能表达，她又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从男性立场考
虑，抑制情感表达有什么益处，而表达情感又有什么坏处呢？这种性
别差异的一个原因是，男性的繁殖资源比女性的资源更容易被分割。
在一年时间当中，女性只能为一名男性怀孕生子，所以她这部分繁殖
资源是不能被分割的。但在同样的一年当中，男性可以将他的资源分
割成很多部分，投资给两名甚至更多的女性。

男性不表达情感的一个原因是，对一段感情投入得越少，就能留
出越多的资源投给其他女性或其他目标。在很多交易磋商过程中，对



男性最有利的方法是，掩藏自己的渴望、真实出价以及急切签约的心
情。土耳其毛毯商戴深色眼镜来隐藏自己的兴趣。赌徒们努力摆出一
本正经的样子，生怕他们不安分的情绪会出卖自己的手。情绪经常会
暴露投资的意愿。要是情绪掩藏得好，那么择偶策略也会被掩藏起
来。信息的缺乏让女性很痛苦，所以她们抓住所有能接触到的线索来
探求男性的真实想法。大学女生报告说，她们会花时间与朋友回想和
分析与约会对象的对话及行动，力图发现对方的“真实”想法、意

图、情感和动机，这么做的大学女生远远多于大学男生。15承诺冲突
发生在女性对男性情感压抑的抱怨中。

隐藏择偶策略不是迫使男性禁欲的唯一原因，而且男性也不是注
定在表达情感时这么笨拙。同样，女性有时也会把隐藏情感当作策
略。在求偶的战场上，比起男性，探寻潜在伴侣的长期意图对女性更
重要。评价有误的女性祖先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即准许不愿做出承诺
的男性进行性接触。让一个男性表达自己的情感是女性的一种手段，
她们能利用它来获得她们所需的重要信息，从中可以识别该男性在多
大程度上会做出承诺。这也许就是歌星麦当娜劝说女人用男人的情感
表达来检验爱情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知道他的爱情是否真实。

女人抱怨男人对感情太吝啬，而男人总抱怨女人太感性、太喜怒
无常。大概30%正在约会的男性抱怨他们的伴侣太感性，而只有19%的
女性这么认为。这个数字在婚后第一年变成了34%，而在婚后第四年则

跃升至49%；相比之下，只有25%的女性在婚后会这么抱怨。16

喜怒无常的伴侣会占用你很多时间和精力。要抚慰他们，就要暂
时搁置自己的计划帮他们摆脱坏情绪，这会用掉本应花在其他事情上
的精力。女性用这种增加成本的手段来诱导男性做出承诺。一个喜怒
无常的女人会这样说：“你最好对我做出承诺，否则我就用反复无常
的情绪让你付出代价。”这是女性诱导男性做出承诺的众多手段之
一。但男性可不喜欢，因为它会耗掉他们本该用于应对其他适应挑战
的精力。

喜怒无常也会被用作检验感情纽带的评价工具。17女性会用喜怒
无常让男性付出小小的代价，再通过男性对这个代价的反应评价他们
的承诺。男性不愿承受这种代价，就说明他们承诺的程度低。男性愿
意承受代价，并对这些投资的附加要求反应敏感，说明他们对这段感



情的承诺水平较高。任何一种手段，都可以帮女性得到有关他们感情
纽带强度的重要信息。

无论是喜怒无常策略还是情感保留策略，都不需要演员本身有意
识的思维。女性没必要意识到她们在测试男人的承诺。男性也没必要
意识到他们在最小化对配偶的投资以留待他用。就像大多数心理机制
一样，情感压抑与情感表达之间的冲突所具有的功能并没有显现出
来。

资Ⓠ投入

除了情感承诺，配偶也会因为时间、精力和资源的投入而发生冲
突。忽视和失信就是投资冲突的表现。婚恋中的女性有超过三分之一
抱怨配偶忽视、拒绝或者敷衍她们。她们通常抱怨说，男性没有花足
够的时间陪伴她们，没按约定的时间打电话，约会迟到，在最后一分
钟才告诉她们要取消安排。大约有两倍于男性的女性这样抱怨，说明
这种忽视是男性让女性付出的代价。恋爱中的女性大约有38%抱怨她们

的伴侣没能按约定打电话，但只有12%的恋爱中的男性会这么说。18

由忽视和失信产生的不愉快，反映出两性在时间和精力投入上的
冲突。守时是需要付出精力的。要守信就需要放弃那些本来可作他用
的时间和资源。忽视代表低投资，说明男性承诺的深度不够，导致他
不愿为了满足女性的利益而付出哪怕一点代价。

婚姻无法消除投资冲突。实际上，从新婚到婚后第四年，女性对
忽视和失信的抱怨会逐渐增多。大约有41%的新婚女性和45%的结婚四
年的女性，抱怨说伴侣没有花足够的时间陪伴她们。而相对应的男性

的统计数字只有4%和12%。19

与忽视相对的就是依赖（dependency）和独占
（possessiveness）。当伴侣消耗对方太多精力以至于限制了对方的
自由时，冲突就会升级。已婚男性会抱怨配偶占用了他们太多的时间
和精力，这个数字远远超过女性。36%的已婚男性抱怨说配偶要求他们
投入的时间太多，而只有7%的已婚女性会这么想。29%的已婚男性抱怨

说配偶总是要求被关注，而只有8%的已婚女性这样认为。20



两性在对时间和关注的需求方面所表现出的差异，反映了长期存
在的投资冲突。女性试图独享伴侣的投资，但很多男性会拒绝这种垄
断，会想方设法抽出部分精力来解决其他的适应问题，比如提升社会
地位或是获取其他的伴侣。有超过女性3倍的男性抱怨这种独占。在历
史上，分配资源去获得地位和更多配偶给予男性的繁殖回报是巨大而
直接的。而对于女性来说，这种收益相对微弱，也不那么直接，而且
有时会付出更高的代价，因为她们很可能会失去现有伴侣的时间和资
源投入。妻子们的独占和苛求是因为她们不想让丈夫的投资流向他
处。

投资冲突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抱怨伴侣自私。在已婚者中，有38%
的男性和39%的女性抱怨伴侣表现自私。同样，37%的已婚女性和31%的
已婚男性抱怨伴侣以自我为中心。自我中心的表现有，为自己聚敛资
源，却让包括配偶或子女在内的其他人买单。婚姻的进程伴随着对自
我中心抱怨的激增。婚后第一年，只有13%的女性和15%的男性抱怨伴

侣以自我为中心。到婚后第四年，这个数字已经超过先前的两倍。21

要解读这种急剧的变化，就要考虑求爱期间投资的关键信号。吸
引潜在伴侣的有效求爱信号就是甘愿无私，比如先人后己、优先考虑
伴侣的利益，或者至少将伴侣利益视为与自身利益同样重要。这些信
号都是吸引伴侣的强有力的手段，并在求爱期表现得最为精彩。当婚
姻已经顺理成章地确定下来时，暗示无私的手段就要退场了，因为这
些手段的首要功能——吸引伴侣已经不重要了。两性都更无拘束地放
纵自己，在伴侣身上耗费的精力也少了。也许这就是已婚夫妇所抱怨
的“他们把我们当作是理所应当的”。

前景并不乐观，但自然选择所造就的人类，并不是在美好的婚礼
祝福声中实现共存的。他们是为了实现自我生存和基因繁殖而造就出
来的。而由这种无情的标准塑造出的心理机制，通常是自私的。

投资冲突的最终表现是金钱分配方面的冲突。一项针对美国夫妇
的研究发现，金钱的确是最易引发冲突的诱因。72%的已婚夫妇每年至

少要为金钱争吵一次，15%的夫妇每个月都要吵几次。22有趣的是，这
些夫妇吵的是他们的钱该怎么分，而不是他们到底一共挣了多少钱。
23



美国男性抱怨说配偶花在衣服上的钱太多了，抱怨人数远超过女
性。新婚时，有此抱怨的男性占12%，而在婚后第四年，这个数字上升
到26%。相比之下，只有5%的女性在新婚时、7%的女性在婚后第五年会
抱怨丈夫在衣服上的开销。但两性都会抱怨配偶的开销太大。将近三
分之一的男性和女性，在婚后第四年抱怨配偶对共享资源的花销太
大。

女性更多抱怨配偶没有把他们赚到的钱用在自己身上，尤其强调
他们没给自己买礼物。在婚后第五年，大约三分之一的已婚女性这么

抱怨；相比之下，只有10%的丈夫表达了同样的不满。24两性冲突与双
方最初的配偶偏好紧密相关。女性选择配偶是为了他们的经济资源，
一旦结婚她们就比男人更容易抱怨资源来得不够。

欺骗

当一方欺骗另一方时，由性接触、情感承诺和资源投入而产生的
两性冲突会更加激化。欺骗的手法在动植物世界十分丰富。例如，有
些兰花拥有色彩艳丽的花瓣和花蕊，酷似一种土黄蜂（Scolia

ciliata）的雌蜂的颜色、形态和气味。25雄黄蜂被这种气味和颜色强
烈地吸引，会像降落在雌黄蜂背上那样降落在兰花上。紧随其后的就
是拟交尾（pseudo-copulation），雄性会迅速爬过兰花表面的坚硬茸
毛，这些茸毛酷似雌黄蜂腹部的绒毛。它在兰花上搜寻相应的雌性生
殖结构，同时花粉会附着其身。雄性没能找到它想要的部位完成射
精，只得到下一朵花上进行拟交尾。兰花通过这种方式欺骗了雄黄
蜂，来完成异花传粉（cross-pollination）。

人类也会使用性欺骗的手段。一个同事经常出入高级酒店的酒
吧，挑选那些能邀她共进晚餐的男士。晚餐时，她会表现得亲切、轻
浮、性感而且迷人。晚餐即将结束时，她会谎称去洗手间，然后从后
门溜掉，消失在夜色中。有时她独自行动，有时她会和女伴一起行
动。她的目标多是从外地来的商人，这样的人她以后很少有可能再遇
到。尽管她没有说谎，但她确实是一个性欺骗者。她用性暗示来换取
资源，接着在发生性关系之前开溜。不过你也不用太为那些男人可
惜，因为他们大部分是已婚人士，也在进行着性欺骗。



尽管这出戏看起来不同寻常，但它背后的主题却在多种司空见惯
的行为方式的掩盖下反复上演。显然，女性意识到了她们对男人产生
的性影响。104名女大学生被问及是否经常通过和男人调情来获得她们
想要的东西，比如帮忙或是优待，同时她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并不想和
这个男人发生性关系。平均下来，她们在4点量表中给出了3的评价，3
代表“有时”，而4代表“经常”。相比之下，男性的评价只有2。当
女性被问及是否用性暗示来获得帮助和注意，尽管她们并不想和对方

发生性关系时，她们给出了类似的回答。26有些女性承认成为性欺骗
者（sexual deceiver）是她们的众多择偶策略中的一种。

女人比较容易成为性欺骗者，而男性则更容易成为承诺的欺骗者
（commitment deceiver）。想象一个33岁的男人在爱的宣言中要做出
怎样的承诺吧：

֖ᡌ许㿿得⋗必㾷䶔得⭞“我⡧֖”这三个字来诱惑和ᢉ动ྩ
人。可事ᇔ不是这样。这三个字就܅是一ࡸ强心䪾。每当◶情迸发的
时ُ，我䜳Ր情不㠠禁地说出⡧的宣言。很ཐ时ُ我并不是这么ᜩ
的，ռ在当时的情߫下，这种话两人䜳受⭞。ሯ于我来说这并不算是
欺働，因为我必亱㾷ሯྯ有㿿ᢃ㺂。ᰖ论怎样，这绝ሯ是当时最该

说的话。27

当我的实验室问及112名大学男生他们是否曾经通过夸大对女性的
感情来哄骗她发生性行为时，有71%的人承认这么做过。而对于同样的
问题，只有39%的女性承认这么做过。当女性被问及是否有男性通过夸
大对她们的感情来哄骗她们发生性行为时，97%承认见识过男性这种把

戏；相反，只有59%的男性遇到过女性使用这招。28

在已婚夫妇之间，有关承诺的欺骗以性出轨的方式继续上演。男
性出轨的动机很明显，那些有婚外情的男性祖先更容易多子多孙，这
就比那些老实忠诚的对手获得了更多的繁殖优势。女性对丈夫出轨非
常不满，这意味着他可能将资源转移到别的女性那里，甚至完全摆脱
他们的婚姻。她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本来有婚姻保驾护航的投资就这样
流走，换个丈夫并不那么容易，尤其当她们有孩子的时候。基于这些
考虑，女性对那些有感情投入的婚外情更加恼怒，因为感情投入意味
着彻彻底底的背叛，而不仅仅是简单的资源分流。要是丈夫没有对婚

外情投入什么感情，妻子会更宽容，也没那么生气。29男性似乎看清



了这些。要是被当场抓住，男性通常会辩白说那个女人“什么都不
是”。

在人类的求爱期，如果女性被潜在配偶的资源和承诺所欺骗，她
们所要背负的代价要更沉重。男性祖先如果选错了性伴侣，失去的只
是少量的时间、精力和资源，不过他也有可能因为招惹了这名女性，
而激怒了爱吃醋的男朋友和疼爱女儿的父亲。但是，要是女性祖先随
随便便选错了伴侣，任由自己相信男性长相厮守的鬼话，她就要承担
怀孕、生育和独自抚养孩子的风险，而且她们不太可能吸引到其他伴
侣，因为现有的孩子会被择偶市场上的潜在配偶视为是一种代价。

因为被欺骗者要承担严重的损失，自然选择赐予了人类用来探查
和防止欺骗的心理警惕机制。两性间的欺骗与防卫就像是一场无休止
的演化的军备竞赛，当今一代不过是这漩涡中新的一环。骗术日趋狡
诈的同时，揭穿骗术的才智也越来越精妙。

女性时刻提防欺骗。当她们寻求一段稳定的恋情时，第一道防线
就是在同意发生性行为之前给对方施压，要求其付出更多的时间、精
力并做出承诺。时间可以让你更了解对方。它给了女性更多的机会去
评估一名男性，看他对她有多忠诚，查查他是不是被先前做出过承诺
的女性和孩子拖累着。想要对女性隐瞒真实想法的男性，会厌倦长期
恋情。他们会去寻找其他更容易到手的性伴侣。

女性已经发展出一套策略来识破男性的骗术，男性也不会轻易上
女性的当。尤其在男性想要寻找配偶的时候更是如此。准确评价女性
的繁殖价值、资源、亲属以及忠诚度就变得十分重要。田纳西·威廉
斯的戏剧《欲望号街车》就鲜明地展示了这一幕：米奇（Mitch）正和
布兰奇（Blanche）约会，他想和她结婚，却不知这位前中学教师向他
隐瞒了自己和其他男人的风流史，这些男人中就包括那个令她被学校
开除的学生。一个朋友提醒了米奇有关布兰奇的过去，所以那晚米奇
挑衅地对她说，他们每每都只在夜晚昏黄的灯光下见面，他从没在明
亮的屋子中看过她。他点亮了灯，这让布兰奇害怕，因为他看到的她
比她说的要老。他挑明说自己已经听说了她的风流史，她哀伤地问米
奇是不是还愿意娶她。他说：“不，现在我不会娶你了。”接着胁迫

她发生了性关系。30



因为男性非常重视潜在配偶的外表和忠贞，所以他们对女性年龄
和性生活的谎言会更加敏感。他们会全力搜寻信息来了解女性的性声
誉。对于寻求长期伴侣的男性而言，心理警觉会提醒男性小心女性的
谎言，尤其是在具有繁殖重要性的两方面——繁殖价值以及这种价值
只属于他一个人的可能性。

不幸的是，两性冲突并不止于性接触程度的矛盾，也不止于承诺
和欺骗，它会以更加暴力的形式呈现。

亲ᇼ伴侣暴力

暴力的方式有很多。一种是心理虐待，这会让妻子觉得自己在这
段恋情中没有价值，让她降低对自身赞许性的评价，觉得能留住丈夫
已经很幸运了，如果她真的出轨，那么自己在择偶市场上的前景会很

悲观。31

心理虐待的功能性策略有两种，分别是傲慢和贬低。傲慢有两种
形式。第一，男性更关注自己的意见，这仅仅因为他们是男性。第
二，男性觉得配偶很傻、低人一等。大约有两倍于女性的新婚男性会
表现出这样的傲慢。这种表现会让妻子觉得自己的赞许性比丈夫的

低。32傲慢的一种形式就是“男人说教”（mansplaining），它有可
能增加受害者对恋情的投入和承诺，让受害者屈从而全力为施虐者服

务。33受害者通常认为，自己更换伴侣的前景并不乐观，她们必须要
通过增加投资来全力安抚现在的伴侣。她们安抚配偶以防他更加愤
怒。

心理虐待有时会从言语侮辱升级成为身体暴力。男性对女性进行
肉体折磨的主要目的就是高压控制。一名研究者参与了对100对加拿大
夫妇的审讯，起诉的理由都是丈夫对妻子施暴。研究者总结，几乎所
有案例的核心都是丈夫因为没有能力控制妻子而觉得很沮丧，而且频

繁地指控妻子是妓女或者和别的男人发生性关系。34另外一项对31名
美国受虐妇女的研究发现：嫉妒是配偶争论的主要焦点。在52%的案例
中，嫉妒导致身体虐待；而94%的案例表示，嫉妒是家庭暴力事件的常

见诱因。35另一项涉及60名受虐妻子的研究，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家
诊所的帮助下，提出了“病态嫉妒”（morbid jealousy）的概念，即
如果妻子由于任何原因离开家，或者如果她保持与别的男性或女性的



友谊，有95%的可能会招致暴力回应。36达到对女性的强行控制，尤其
在性活动方面，是身体虐待的主要原因。

虐待配偶显然是一项危险的游戏。施虐者要寻求更多的承诺和投
资，但这个策略可能事与愿违，甚至导致出轨。抑或，这种虐待可以
被当作一种孤注一掷的手段去留住即将离开的配偶。这样的话，施虐
者将会如履薄冰。他可能会让受害者觉得这段恋情代价太高。这也说
明了为什么施虐者在虐待之后频繁地道歉，他们哭泣、恳求、承诺说

再不会再这么做了。37

虐待妻子并不是西方的发明，这在不同文化中都有体现。比如在
雅诺马马人中，丈夫经常因为妻子的小过失而殴打她们，有时只是因

为她们倒茶倒慢了。38有趣的是，雅诺马马人的妻子会把身体虐待当
成丈夫对自己的爱——当代美国妇女绝对不会认同这种解释。无论采
用何种解释，殴打确实会让雅诺马马女性屈从于丈夫。

男人对配偶的虐待还表现为侮辱她们的外表。尽管只有5%的新婚
丈夫会这样侮辱他们的配偶，但到婚后第四年，这个数字会涨到原来
的三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只有1%的新婚妻子会侮辱丈夫的外表，
即使结婚很多年后，也只有5%的女人会这么做。考虑到对于女人来
说，外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的赞许性，所以女人听到这方面的诋
毁会尤其伤心。男人诋毁女人的外貌，可能是想降低她对自身赞许性
的评价，这样可以在恋情中保持对自己更有利的力量均衡。

鉴于种种破坏性的倾向，尽管虐待的确符合适应逻辑，但不表示
我们能够接受它、需要它或是放松对这种行为的管制。相反，对虐待
策略的背后逻辑和其产生背景的更好理解，会引导我们最终找出一种
更有效的方法来减少它。具备某种人格特质比如情绪不稳定的男人，

会比那些情绪稳定的男人更容易对妻子施暴。39配偶双方的赞许性差
异、居住地远离妻子的亲属、对虐待的法律制裁的缺失，都将女性置
于更大的风险之中。

性骚扰

尽管虐待和其他形式的冲突常见于夫妻之间，性冲突在配偶关系
之外也经常发生。例如，性接触程度的分歧会发生在工作地点，人们



经常在这里寻找随意和短期的性关系。这种寻找有可能越线，进而演
变成性骚扰，即“在工作地点，某人未经许可就主动表现出令人厌恶

的性关注”40。它包括一些较为缓和的形式，如令人厌恶地注视女性
的胸部和身体，这被女性评论为男性“从上至下”从头到脚审视她们
的身体；也包括性评论，比如“屁股不错”或者“身体很美”；还包
括身体暴力，如触摸胸部、臀部或胯部。性骚扰明显引发了两性冲
突。

进化心理学让我们了解到激发性骚扰的心理机制以及诱发机制的
背景。性骚扰一般是由短期性接触的冲动导致的，但也有可能是由权
力或是在寻找长期恋爱关系时诱发的。从受害者的典型特征就可以知
道，性骚扰是两性择偶策略演化的产物，这些特征包括：她们的年
龄、婚姻状况和外表吸引力，她们对意愿之外的性接触的反应，以及
她们受骚扰的环境条件。

性骚扰的受害者不是随意挑选的。一项研究整理了伊利诺伊州人
权署两年内收到的骚扰控诉，其中有76起是由女性提出的，只有5起是

由男性提出的。41另一项研究涉及10 644名联邦政府的雇员，研究发
现，42%的女性在她们的职业生涯中遭受过性骚扰，而男性只有15%。
42在加拿大人权法的诉讼中，93起个案是女性提出的，男性提出的只

有两起。在这两起控诉中，骚扰实施者也是男性而非女性。43很明
显，女性一般是骚扰事件的受害者，而男性则是骚扰者。不过，在经
历性侵犯后，女性可能会比男性更痛苦，因此在遭受骚扰后，女性比
男性更有可能提出官方控诉。

性骚扰的受害者大量集中于年轻、外表迷人的单身女性中。45岁

以上的女性成为受害者的可能性比较小。44一项研究发现，提出性骚
扰控诉的人中有72%是20岁到35岁的女性，尽管她们只占同时期女性劳
动力总人数的43%。超过45岁的女性占劳动力的28%，只有5%控诉性骚

扰。45性骚扰的目标多是那种符合男性的性要求的较为年轻的女性。

单身或是离婚的女性比已婚女性更容易遭受性骚扰。在一项研究
中，43%正在控诉性骚扰的女性是单身，不过她们只占劳动力的25%；

而占劳动力55%的已婚女性中只有31%控诉性骚扰。46导致这种现象的
原因很多。丈夫有时能充当“保镖”来抵御潜在的骚扰。不止如此，
男性认为单身女性会更容易接受性挑逗或性亲近。



对性骚扰的反应似乎也遵循着进化心理逻辑。当男性和女性都被
问及，如果他们的异性同事说要和他们发生性关系，他们会做何反应
时，63%的女性会觉得自己被侮辱了，只有17%的女性会觉得很荣幸。
47男性的反应正好相反——只有15%觉得受到侮辱，67%都觉得受宠若
惊。这个反应是符合人类择偶的进化逻辑的，男性对随意的性关系抱
有积极的情绪反应，而当女性觉得自己只是个性爱对象时，会有很消
极的反应。

实际上，女性从性亲近中感受到的懊恼程度，是由骚扰者的地位
所决定的。我的实验室询问109名大学女生，当陌生男性以轻度骚扰的
口吻反复要求她们约会的时候，她们会感到有多反感。这些男性的职
业地位呈从低到高的变化。在7点量表中，来自建筑工人（4.04）、垃
圾清理工人（4.32）、清洁工（4.19）和燃气站服务员（4.13）的性
亲近会最让她们难受。而来自医学预科学生（2.65）、研究生
（2.80）或是成功摇滚明星（2.71）的持续亲近最不会让她们反感。
48来自不同地位男性的相同骚扰行为给女性所带来的痛苦程度是不一
样的。

骚扰者的动机是性行为还是谈恋爱？这个差异也会影响女性对性
骚扰的反应。与那些有可能超越单纯性关系的行为，例如非性指向的
接触、称赞式的注视或调情相比，性贿赂、将性与职位晋升相关联，
以及其他一些行为暗示，更可能表明这个人只想发生随意的性关系，

所以他的行为就更容易被标定为性骚扰。49 110名大学女生使用7点量
表来评价一些行为的性骚扰程度，触碰女同事的胯部（6.81）和周围
无人时企图围堵女性（6.03）被认为是最具骚扰性的行为。相反，真
诚地向女同事表达爱意或是下班后请她喝咖啡的行为，获得的评定只

有1.50（而1.00就代表没有骚扰）。50很明显，短期性行为和强迫倾
向比真诚的求爱更具有骚扰性。

以上关于性骚扰受害者的描绘、情绪反应的性别差异以及骚扰者
社会地位重要性的研究发现，都遵循人类择偶策略的进化心理。男性
的进化让他们更愿意寻求随意性关系，而他们的性知觉偏误让他们能
够推断出本来不存在的性兴趣。这种进化出来的性机制在工作场所中
的应用率，不亚于其他的社交场所。

性侵⣥



强奸是指运用暴力或要挟运用暴力来发生性行为。对被强奸妇女
的人数估算取决于研究者使用定义的严格性。有些研究者使用宽泛定
义，会包含这种情况：女性当时并不认为自己被强奸了，但稍后她承
认自己并不是真的想要发生性行为或者后悔这样的行为。另一些研究
者使用较严格的定义，会把强奸限制为违背女性意愿的强制性行为。
例如，一项涉及2 016名女大学生的大型研究发现，她们中有6%被强奸

过。51而另外一项380名女大学生参加的研究发现，将近15%的女生有

过不情愿的性行为。52考虑到强奸会给受害者带来严重的社会污名，
这个数字有可能低于真正被强奸妇女的人数。

强奸事件与人类择偶策略相关，因为很多强奸事件发生在伴侣之
间。约会是强奸发生的常见情境。研究发现，约15%的女大学生在约会

时经历过不情愿的性行为。53另一项347名妇女参加的研究发现，63%

的性欺骗事件的施害者都是男友、情人、丈夫或是实际上的配偶。54

规模最大的婚内强奸研究发现，在将近1 000名已婚妇女当中，14%曾

被丈夫强奸过。55很明显，强奸不能被简单定义为发生在阴暗巷子里
的、由陌生人实施的行为。

强奸事件中，几乎都是男性为施害者，而女性为受害者，尽管有
些受害者也包括儿童和男性。科学界争论的焦点是，强奸究竟是男性
进化出的性策略，还是男性寻求低成本随意性关系的普遍性策略的骇

人副产品。56不过，在蝎蛉中，强奸作为进化策略的证据非常有力。
雄性蝎蛉有一种结构特殊的钳子，只有在强奸雌性时才使用；而在正

常择偶时，雄性给出的是彩礼。57通过实验把钳子用蜡封起来，就可
以有效地阻止雄性强迫交尾。蝎蛉进化出了强奸适应机制，那么人类
呢？

人㊱进ौ出了强ྮ适ᓊ机制੍？

2000年，生物学家兰迪·桑希尔和人类学家克雷格·帕尔默
（Craig Palmer）出版了新书《强奸的自然历史：性强制的生物基
础》（A Natural History of Rape：Biological Bases of Sexual

Coercion），就此引爆了关于男性进化出了强奸适应的可能性的争

论。58尽管早在该书发行的20年前，人类强奸的进化理论就已经公之
于世，但他们的书仍然成了引爆点。作者勾画出两种相抵触的强奸理
论，两位作者各主张其中的一种。兰迪·桑希尔提出的理论认为，男



性已经进ौ出强ྮ适ᓊ机制——详细说明了男性的这种心理机制，即
把与不情愿的女性发生强制的性关系作为繁殖策略。克雷格·帕尔默
提出的理论则认为，强ྮ是其他进化机制的副产，比如男性对性多
样化的欲望、对低成本的两相情愿之性关系的欲望、对性机会的心理
敏感性，以及男性一般使用身体侵犯来达到众多目标的能力。

强奸适应理论指出男性心智中可能已经进化出六种特殊适应机
制：

●评估潜在强奸受害者的弱势处境（例如，在战争中或是在非战
争环境中缺乏丈夫及亲属保护的女性）。

●拥有“背景开关”，当男性无法得到自愿的性伴侣时，强奸就
会诱发（例如，社会地位较低的男性无法通过正常的求爱渠道获得配
偶）。

●偏好生育力最强的强奸受害者。

●强奸中射出的精子数量多于两相情愿的性交。

●强暴或者女性拒绝性交，都会诱发男性特殊的性唤起。

●精子竞争的出现会诱发婚内强奸，例如怀疑或证实女性不忠
时。

支持这一适应假设的证据切实存在。强奸在战争中很常见，显然
在这样的场景下女性通常容易受到伤害，就像容易发生偷窃、抢劫和
财产损失一样。所有这些行为是否有专门的适应性，或者它们是其他
心理机制的副产品，又或者只是更为一般的成本-收益评估机制的产
物？还没有决定性的研究可以回答这些问题。

尽管没有结论性的证据能够证明强奸适应理论，但很多心理学和
生理学实验的确得出了令人担忧的结果。实验室研究对比了男人被分
别置于强奸的声音和影像中，以及两相情愿的性交场面中的反应，经
过自我报告和阴茎勃起这两种测量评价后，发现在自愿和非自愿的两
种场景下男人都有性唤起。显然当男性被置于性爱场景中时就会被性
唤起，无论该行为的发生是否属于自愿，不过在另外一些场景下，比



如使用暴力，有证据表明受害者在经历痛苦并呈厌恶反应时，男性的

性唤起会被抑制。59

这些发现仍然无法区分以下两种可能：在目睹性交场面时，男性
都会有性唤起，因此不会对强奸有特别的适应；也有可能男性已经进
化出一套特殊的强奸心理。用食物来打个比方。人类和狗一样，在闻
到或看到可口的食物时就会分泌唾液，尤其是当他们有段时间没有进
食的时候。假如有一个科学家假设人类有一种特殊的适应，就是抢别
人的食物。然后他进行了这样的实验，被试被断食24小时，然后给他
们呈现两段影像中的一段：一段是，一个人自愿地给另一个人可口的
食物；另一段是，一个人从另一个人那里强行取走同样可口的食物。
60如果这个假想的实验得出的结果是，被试在两种情境下分泌了相同
容量的唾液，我们就不能下结论说人们对“抢夺食物”有特别的适
应。我们所能得出的结论是，无论场景中取得食物的方式是怎样的，
人们在饥饿时都会在食物影像的刺激下分泌唾液。这个假想的例子和
先前的资料是相类似的，就是无论画面中呈现的是双方自愿的性行为
还是强迫的性行为，这些场景都会让男性产生性唤起。这个数据并不
能证明强奸是男性特别进化出的策略。

关于强奸适应理论的另外一种可能的证据是，已定罪的强奸犯较
多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这支持了所谓的“配偶剥夺假

设”（mate deprivation hypothesis）。61对强奸者的一些访谈证实
了这个观点。例如，一名强奸惯犯表示：“我认为我的社会地位会让
她拒绝我，我觉得我没法能够接触这个人。我不知道要怎么和她见

面。……我利用她的恐惧强奸了她。”62对于缺少地位、金钱和其他
资源的男性来说，强迫也许是一种绝望的吸引女性的方式。由于缺少
吸引心仪配偶的资质而被女性轻视的男性，会对女性产生敌意，这种
态度会导致他们正常的同情心短路，进而诱发强迫的性行为。

但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也可能是较高社会阶层男性的强奸行为上
报率较低，或者可能是这些有特权的男性可以聘请昂贵的律师，帮助
他们免遭逮捕和定罪，又或者可能是被较高地位的男性强奸的女性很
少提起诉讼，因为这种案件使公众相信并得到公正审理的机会很小。

并且，也有直接的证据可以ਃ驳有关强奸的“配偶剥夺假设”。
一项研究涉及了156名平均年龄为20岁的男异性恋者，进化心理学家马



丁·拉吕米埃（Martin Lalumiere）和他的同事用以下项目测量了采
取性强制的情况：“你曾经在女性不情愿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程度的

身体暴力和她们发生性关系吗？”63同时，他们也测量了择偶成功的
程度。在择偶成功程度上得分高的男性，在性侵犯上的得分也很高。
有很多性伴侣的男性更有可能使用暴力。不仅如此，那些预期自己将
来能赚更多钱的男性，报告自己在择偶策略中会更多而非更少地使用
身体强制。尽管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我们仍然可以暂时得出这样的
结论：用配偶剥夺理论的简单版本来解释强奸是错误的。

尽管如此，这些结论也不能排除更为复杂的假设——也许男性进
化出了两套背景特异的强奸适应机制。一是当他们在择偶中经历失败
时，二是当强奸的代价很低，他们可以轻松摆脱时，比如发生在较高

的社会经济阶层中的强奸。64不过现在还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种解
释，但也没有证据能够推翻它。

强奸受害者多集中在年轻、处于繁殖年龄的女性中间。虽然实际
上每个年龄段的妇女中都存在强奸受害者，不过受害者仍然大量集中
在年轻妇女群体中。一项研究调查了10 315名强奸受害者，结果发

现，16岁到35岁的女性比其他年龄段的女性更容易遭受强奸。6585%的
强奸受害者小于36岁。比较发现，其他犯罪行为，如严重伤害和谋杀
受害者的年龄分布，与强奸受害者的差别很大。比如，40岁到49岁的
妇女和20岁到29岁的妇女，都有相同的可能成为严重伤害的受害者，
但是年龄较大的妇女被强奸的概率就小多了。实际上，强奸受害者的
年龄分布与女性生育价值的年龄分布，能达到近乎完美的契合，这与
其他暴力犯罪的受害者的年龄分布有显著差异。这些证据有力地证
明，强奸并不能完全脱离男性进化出的性策略。

尽管如此，强奸犯挑选年轻、能生育的女性这一事实，并不能成
为支持或反对任何一种强奸理论的决定性证据。这种发现可以归因为
男性对有生育能力的女性的偏好，这种偏好产生于常规的择偶情境，
而不是对强奸的特殊适应。尽管有很多证据显示，在各类择偶情境
中，男性都会被年轻、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吸引，但仍没有证据表明这
种吸引是强奸的特殊适应机制。很多科学家所相信的有关强奸理论的
证据来自强奸发生后的怀孕率。如果强奸是作为繁殖策略进化出来
的，那么在历史上它肯定在某些时候导致了繁殖的发生。当然，现代
的强奸-怀孕率并不一定像过去那样与强奸是否导致怀孕直接相关；常



规的现代避孕手段可以降低现在的强奸-怀孕率，使其低于古代。因
此，最近一项研究的结果就更让人震惊，阴㥄-阴道强ྮ导致㑷殖年龄
ྩ的怀孕率非常高——6.42%——而每次双方自愿的性交的怀孕率仅

为3.1%。66这一发现可以部分解释为强奸犯对目标受害者的偏好——
年轻、能生育的女性。尽管如此，在控制了年龄变量之后，研究仍发
现强奸-怀孕率比双方自愿性交的怀孕率要高出大约2%。ྸ果这一有悖
ᑮ⨼Ⲻਇ⧦再次得到验证，它就急需相应的解释。

乔纳森·戈特沙尔（Jonathan Gottschall）和蒂芙妮·戈特沙尔
（Tiffani Gottschall）提出了一项假设，认为应用正常择偶策略向
女性求爱的男性“会受制于那些挑剔的女性”，而强奸犯就不会。尽
管强奸犯的机会有限，也会遭遇女性的反抗，不过他们还是可以选择
那些原本会拒绝与他们结合的女性作为受害者。因此，强奸犯也会选
择那些不仅年轻，而且外表很有魅力的女性。有魅力的女性更有繁殖
能力（见第三章），这可以部分解释普遍较高的强奸-怀孕率。

不过，强奸-怀孕现象的发现并不能直接支持强奸适应假设。我们
已经知道，在双方自愿的择偶情境中，男性会被与生殖力相关的特征
所吸引，例如年轻和健康的特征，所以并不需要专门的强奸适应机制
来解释这些结果。但这些强奸-怀孕现象的发现驳斥了“不能受孕的论
据”，有些强奸适应假设的反对者宣称强奸不是进化的结果，因为它

几乎不能导致受孕。67

每名男性对强奸的倾向是不同的。一项研究要求男性幻想自己可
以在不被抓住也不会被人发现的情况下对女性实施强暴，而且没有感
染疾病或污损声誉的危险。35%的男性表明，这种情况下强奸有可能发

生，不过发生概率很小。68另一项研究也运用了类似的手法，结果有

27%的男性表示，要是能不被抓到的话，是有可能发生的。69尽管这个
比例高得令人担忧，它仍然证实大部分男性显然不是潜在的强奸犯。

实施强制性行为的男性具有某些性格特征。他们对女性表现出敌
意，荒谬地认为女性私底下是希望被强奸的。他们的人格图谱表现为
冲动、敌意、不随和、没有同情心、大男子主义并混合着高度的性迷

乱。70



当丈夫觉察到潜在的性不忠时，婚内强奸更有可能发生，即便两

人正要分手或分手不久后也是如此。71这一发现说明，强奸有可能是
为了适应精子竞争而进化出来的。不过，这一因果关系的方向还不明
确——可能女性更倾向于离开企图强奸她们的伴侣。简单来说，唐纳
德·西蒙斯在1979年得到的结论现在似乎派上了用场：“我相信现有

的资料绝不足以证明强奸本身是可供人类男性选择的适应机制。”72

我认为，理论家应当区分出强奸的不同类型，而不仅仅是把性强
制视作单一的整体，这样科学发展才能推进。科学家应当区分约会强
奸、陌生人强奸、战争强奸、丈夫强奸、同性强奸以及继父对继女的
强奸。一种强奸的诱因会和其他种类的诱因有本质上的差异。比如约
会强奸，可能是由现代居住状况导致的：年轻女性所居住的社会环境
通常缺乏亲属网络的严密保护——我们已经知道，亲属网络可以防止
针对女性的暴力。很多陌生人强奸的连环实施者能够不被发现，通常
是受益于现代独有的地域流动情况和匿名的都市居住状态。我们的祖
先在地域流动上受限，并采取小群落的聚居方式，这使得某些形式的
陌生人强奸无法真正实施。相反，战争时的强奸似乎具备跨文化的普
遍性和历史的共性——战争会助长强奸的发生。有些强奸可能是由进
化机制的病变或功能不良导致的，有些则可能是进化机制的副产品，
而另外一些可能是由特殊的强奸适应引发的。把所有强制性行为都笼
统地标定为“强奸”，会阻断研究的进程，也就无法发现各种不同犯
罪形式背后隐含的特定因果关系。

ྩ性进ौ出了针对性侵⣥Ⲻ防御机制੍？

女权主义作家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曾经这样写
道：“我从来无法消除对强奸的恐惧。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像大
多数女性那样，认为强奸就是自然存在于我们周围的——就像火或者
光一样，让你害怕并祈祷它不要发生。我从来没问过为什么男性要强

奸，我简单地认为它只是人性众多谜题中的一个。”73

虽然有关强奸的科学研究的争论早期关注的是男性强暴女性的诱
因，几乎丧失了对强奸受害者的心理进行关注的热情，但还是有一种
观点是关于受害者心理的。在这里，所有的争论都达成了共识：强ྮ
是一项令人ূ恶Ⲻ暴行，通ᑮ会㔏受ᇩ㘻ᑜ来极ཝⲺ伤ᇩ。我们并不



需要正式的理论来证明这一观点。不过，重要的一点是探究为何强奸
会带来如此巨大的伤害。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强奸的代价是从限制女性的选择开始的，而
选择是女性的性策略的核心组成部分。遭受强奸的女性，可能会在错
误的时机为错误的男性怀孕——这个男性违背她的意愿硬来，他可能
不会为她的孩子投资，而且他的基因也可能劣于她本应该选择的男
性。遭受强奸的女性可能会被她的伴侣责骂、惩罚或是抛弃，因为她
的伴侣可能会认为这是她自愿的，或是她自己招致的。

遭受强奸的女性在心理上也承受着煎熬。她们经受恐惧、羞辱、
窘迫、焦虑、沮丧、愤怒和狂躁。她们感到罪恶、被利用、被冒犯、
被玷污。女性认为强迫性行为比其他至少147种男性伤害女性的方式都

更令人不安，甚至比男性的野蛮但不涉及性的殴打更加令人不安。74

遭受强奸的女性在事后还要继续承受折磨。有些受害者不敢离开房
屋，避免和男性接触，把自己与外界隔绝，将自己丢弃在没有缓刑的
心灵监狱当中。

在心理折磨之上，遭受强奸的女性还要承受来自社会的折磨。受
害者有时需要为别人犯在她们身上的罪行负责。她们的声誉受损，也
会丧失在择偶市场上的赞许性。亲属会因为她们给家庭带来耻辱而拒
绝甚至驱逐她们。有时她们会被社会孤立。无论强奸的起因如何，只
有无知和麻木的人才会怀疑强奸给受害者带来的可怕的伤害。

看看这些灾难性的代价，ྸ果强奸真的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而
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又没能让女性形成防御措施来阻止强奸的发生，
那它必然会成为进化逻辑的挑战。这和“男性是否进化出强奸适应
性”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理论上，即便强奸完全是非强奸机制的副
产品，女性也应该进化出反强奸适应性。我们永远无法百分之百地确
定，强奸的发生是否频繁到让女性形成反强奸心理。但是我们可以收
集可用的历史和跨文化证据来进行一些经验推断。有文字记录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圣经》，里面就有强奸的情节。甚至还曾有宗教领袖介
绍在何种情况下男性可以强迫女性发生性行为。例如：

身༺ߑޛ䱕中的༡ޫ，在欲⚡❐身时可以和一名ྩ性؎㲅交
ჴ……［ռ是］在他ၬྯ之ࢃ，他不可以和这名ྩ性߃次交ჴ。……



只有在ྯ㻡؎时，ᢃ可与该ྩ性发⭕性㺂为……不㜳在ᡎ൰上ᇔ᯳强

暴……即，他应当带ྯࡦ私ᇼ的൰ᡶᯯ可与ྯ交ჴ。75

对于传统社会中发生强奸的数量和频率，研究者并没有进行过系
统的跨文化研究。不过，在对已出版的民族志进行简单的检索后人们
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强奸的报告。事实上，从巴西的亚马孙丛林到更
为和平的博茨瓦纳昆族的桑人，强奸的案例充斥于各种文化背景的资
料之中。马来西亚中部的赛迈人（Semai）经常遭到马来入侵者的侵

扰，他们埋伏突袭，杀戮男性，强夺女性。76托马斯·格雷戈尔所研
究的亚马孙居民，有专门的词语表达“强奸”（antapai）和“轮

奸”（aintyawakakinapai）。77开始有文字记录时，战争强奸就已经
存在，苏珊·布朗米勒在她的经典著作《违背我们的意愿》中就有很

多描述。78早在800多年前，成吉思汗就饶有兴致地谈论过强奸所带来
的快感：“人生乐事，莫如战胜仇敌，驱仇敌于马前；尽掠其财物，

悉夺其骏马；目睹其亲人以泪洗面；搂其妻女伴吾寝室。”79进化人
类学家芭芭拉·斯马茨对各文化背景下的资料进行了这样的总
结：“尽管世界各地男性对女性施暴的普遍程度不同，但跨文化的调
查表明，男性不殴打和强奸女性的社会实属罕见，绝不是普遍现

象。”80

众多支持进化论的科学家致力于证明，女性已进化出潜在的反强
奸防御性。设想出的反强奸适应机制包括：

●强奸带来的心理创伤会促使在未来避免强奸的发生。

●和其他男性以“特别好友”的身份组成同盟来保护自己。

●结成女性联盟来保护自己。

●特殊的恐惧会促使女性避免将自己置于有强奸危险的情境之
中。

●因为排卵期女性更容易受孕，她们会尽量减少在这段时期进行
冒险的活动，以减少遭受性侵犯的概率。



女性已经进化出阻止强奸发生的适应机制，支持这一可能性的第
一条证据来自两项分析强奸在女性月经周期中的分布的研究。一项研
究涉及785名强奸受害者，这项研究表明，女性在生理周期的中期遭受
强奸的比例比较小——生理周期中期指第10天到第22天（不幸的是，

这段时期较长，因此无法精确定义）。81另一项研究发现，处于排卵

期的女性较少成为性侵犯的受害者。82为了检验这两项结果，塔拉·
夏凡纳（Tara Chavanne）和戈登·盖洛普（Gordon Gallup）调查了

300名女大学生的冒险活动。83她们需要说明是否会进行研究者指出的
18种活动，这些冒险活动会在不同程度上导致她们遭受性侵犯。低冒
险活动如去教堂和看电视，高冒险活动如去酒吧或者在光线昏暗的地
方行走。

夏凡纳和盖洛普发现，对于服用了避孕药的女性来说，性周期对

冒险活动并没有影响。84但是，对于没有服用避孕药的女性来说，她
们会在排卵期减少冒险活动。研究者认为“避免冒险”（risk
avoidance）可以支持反强奸适应假设，它可以有效地排除对冒险活动
减少的其他替代性解释。例如，冒险活动的减少并不是排卵期性接受
能力降低的表现；事实上，如果面对的是心仪的配偶，女性在生理周
期中期的性接受能力通常会达到顶峰。在周期中期避免冒险的活动，
也不能解释为女性普遍活动水平的降低，因为根据计步器的记录，女

性的活动水平在排卵期会提高。85总之，处于排卵期的女性会避免那
些可能会招致强奸的行为，这说明有意൦避免冒险（specialized
risk avoidance）可能就是一种反强奸的适应机制。

很多女性会ᇐ期采取一些“避免冒险”的策略，这样可以帮自己

规避风险。86在一项对都市女性进行的研究中，41%的女性报告说使
用“隔离策略”（isolation tactics），比如晚上不上街；71%的女
性报告说使用“街头生存策略”（street savvy tactics），比如穿
一双在遇到危险时方便逃跑的鞋。另外一项在西雅图进行的研究发
现，67%的女性会避免去城市中的一些危险地区，42%报告说不会独自
外出，27%有时会拒绝回应敲门声。一项对希腊女性进行的研究发现，
她们中有71%不会冒险在夜晚独自外出，78%会避开城市中的危险地
区。女性也会小心提防那些经常讨论“性”的男性、有性侵犯倾向的
男性，还有以和很多女性发生性关系而闻名的男性。女性报告说她们
在和不熟悉的男性约会时，会选择公共场所。她们会有意避免给这种



男性错误的性暗示。她们有时会带着防狼喷雾、手杖、哨子甚至武

器。有不太熟的男性在场时，她们也会控制酒量。87

这些避免冒险的策略会促使女性采取谨慎的防范措施，比如在听
到社区有盗窃事件发生时，就安装防盗报警铃。同样，从某种程度上
讲，避免冒险的行动也可能是由对强ྮⲺ⢯殊恐惧引发的。这是第二
种潜在的反强奸适应机制，它会促使女性避开可能受到性侵犯的环
境。能证明这一特殊恐惧的证据来自两个变量的强正相关，即女性对

强奸的恐惧和她们为避免强奸而采取各种预防措施的数量。88比起对
强奸没那么恐惧的女性，对强奸充满恐惧的女性更有可能避免与不太
熟的男性单独相处，少搭男性的车，当男性表现出迫切的性需求时离
开，避免独自进行户外活动，控制自己的酒量。一项在新西兰进行的
研究发现，年轻女性比年长女性更害怕性侵犯；年长女性更害怕被抢

或被偷，而不是被强奸。89居住在强奸案件高发社区的女性比居住在
安全社区的女性更害怕强奸。当然，这些研究并不能确定女性进化出
对强奸的特殊恐惧是否取决于她们的年龄和弱势，也不能确定这些恐
惧是否源于更普遍的机制，如对危险的理性评估，以及所有人都具备
的恐惧机制。

心理学家苏珊·希克曼（Susan Hickman）和夏琳·米伦哈德
（Charlene Muehlenhard）发现，比起熟人，女性更害怕被陌生人强
奸。尽管存在这种差异，但事实上陌生人强奸很少发生，只占所有强

奸案件的10%到20%，更加普遍的是熟人强奸，约占80%到90%。90希克
曼和米伦哈德因此得出结论：女性的恐惧和强奸事实并不相符。一种
替代性的解释是，女性的恐惧实际上发生了作用：对陌生人的恐惧激
发了预防措施，降低了陌生人强奸的实际发生量，而这些案件在没有
这种恐惧机制时就会发生。根据这一观点，女性对陌生人的恐惧，在
防止强奸的发生方面发挥了作用。抑或，女性对陌生人强奸的恐惧有
可能是在古代战争环境中进化出来的，那里的强奸者实际上大部分是
陌生人——这与现代环境完全不同。这些假设很可能只有部分准确，
而且需要实证检验。

莎拉·梅斯尼克（Sarah Mesnick）和马戈·威尔逊（Margo
Wilson）发现了第三种潜在的反强奸适应机制，他们称之为“保镖假
设”（bodyguard hypothesis）。该假设认为，女性与男性进行异性
恋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降低她们遭受其他男性的性侵犯的风



险。91根据保镖假设，因为女性受到性侵犯的威胁，她们应当对体型
健壮和社会地位高的男性特别着迷。为了检验保镖假设，威尔逊和梅
斯尼克对12 252名女性进行了调查，每位女性都通过电话接受专业女
性访谈者的访谈。有关性侵犯的问题开始于“是否有陌生男性通过威
胁、压倒或某种形式的伤害，来强迫或企图强迫你进行任何形式的性
行为？”。随后的问题关注非自愿的性接触：“［除去你刚才提到的
情况］是否有陌生男性在你非自愿的情况下，对你进行过任何形式的

性接触，如非自愿的接触、拥抱、亲吻或爱抚？”92统计分析关注的
是访谈前12个月内发生的性迫害情况，但不包括丈夫和男朋友的性侵
犯。

总计有410名未婚女性和258名已婚女性报告说遭受过一次或多次
这样的性暴力。这证明婚姻的确对性迫害有巨大的影响力。最小年龄
段，即18岁至24岁的女性中，每100名未婚女性中，就有18名遭受过陌
生人的性迫害；而每100名已婚女性中，只有7名遭受过性迫害。梅斯
尼克和威尔逊认为，他们的调查结果支持“保镖假设”。不过，他们
承认尚未查明为何已婚女性比同龄的单身女性更少遭到强奸。已婚女
性比单身女性遭受强奸的比率低，这也许只能反映她们生活方式的差
异——可能单身女性有更多时间会在公共场所度过，比如酒吧或聚
会，这些地方都提供酒精饮料，而不是在家里，这让她们更容易成为
强奸犯的猎物。这也可能反映了择偶策略的个体差异，因为单身女性
更有可能选择短期择偶，所以她们置身的环境更容易遭受性胁迫。又
或者，这反映了保镖假设中提出的丈夫对潜在强奸犯的威慑作用。不
过，保镖假设需要更直接的检验：当女性处于强奸风险相对较高的社
会环境中时，她们会特别倾向于选择体型健壮的男性吗？当女性和这
样的而非弱小的男性在一起时，她们被强奸的概率会变小吗？尽管一
项研究发现生活在城市高犯罪地区的女性更偏好体型健壮的伴侣，但
这种转变有可能代表着一种普遍的抵抗犯罪的保护反应，而不是特别

针对强奸的抵御。93

第四种所设想的反强奸适应机制是⢯殊Ⲻ心⨼创伤（specialized
psychological pain），它在桑希尔和帕尔默的著作《强奸的自然历

史》中得到了详细阐述。94该假设认为，强奸给女性带来的巨大心理
创伤，会促使她们在将来避免发生类似的情形。一项研究的结果为该
假设提供了证据，该研究旨在发现，哪类女性会体验最强烈的痛苦和
心理创伤：（a）年轻且有生育能力的女性，而非青春期之前或更年期



之后的女性；（b）已婚的而非单身的女性；（c）遭遇阴道强奸而非
口交或肛交强奸的女性。此外，女性在强奸中遭到身体暴力而留下的
伤痕越明显，体验到的心理创伤越小，可能因为这样她们被谴责或怀
疑与强奸犯共谋的可能性更小。心理创伤假设的倡导者还提出了另外
一种猜测——被配偶价值较低的男性（如不迷人、社会经济地位低的
男性）强奸的女性所体验到的心理创伤，高于被配偶价值较高的男性
（如更迷人、地位较高的男性）强奸的女性。

即使不考虑这些理论和经验争论，有一点也是十分明确的——没
有很好的证据能证明女性有专门针对强奸的防御机制。因此我们急需
关注女性的反强奸策略和它们的相对有效性，考察这些策略是专门进
化而来的适应机制的产物，还是一般认知和情绪机制的产物。

进ौⲺ军༽ㄔ赛

在择偶市场上、在工作场所中、在婚恋关系里，男性和女性的冲
突普遍存在。这些冲突包括约会对象之间关于性接触的冲突、已婚夫
妇之间对承诺和投资的争斗、工作场所中的性骚扰、约会强奸和战争
强奸。对于如何更好地解释强奸，尽管还有许多科学问题亟待解决，
但两性冲突中的绝大部分可以追溯到两性进化的择偶策略。一方所奉
行的策略往往会干扰另一方的策略，因为双方都想引导对方实现自己
的择偶目的。

两性都进化出了心理机制，如气愤、悲伤和嫉妒，用于提醒自己
调整择偶策略。当男性扰乱女性的择偶策略，比如对她颐指气使或进
行辱骂、控制、性侵犯，并限制她的个人权利和选择自由时，女性会
尤其气愤。而男性也在女性扰乱他们的择偶策略时最为生气，比如女
性藐视他们的亲近举动、拒绝发生性行为或是给他们戴绿帽子时。

不幸的是，这些争斗在进化的历史上发起了一场盘旋交错的军备
竞赛。每当男性的欺骗技艺长进时，女性总能进化出相匹敌的能力来
击破骗术。而击破骗术能力的提升，又成为推动异性发展出更精良的
骗术的条件。女性考验男性承诺程度的测验在不断升级，而男性也发
展出更加详尽的策略来假装或最小化承诺。这一发展又帮助女性用更
精良巧妙的测试，来淘汰弄虚作假的人。施加在异性身上的每一种策
略，他们都会有方法逃脱。当女性进化出更好、更复杂的策略来达到



择偶目的时，男性会进化出更加复杂的策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两性
的择偶目的在进化的领域中是彼此冲突的，因此这个进化螺旋是不会
有尽头的。

好在像气愤、心理创伤这样的适应性情绪，可以帮助男性和女性
在干预对方的择偶策略时，降低他们自己的代价。而在约会和婚姻的
情境中，这些情绪有时会导致关系的终结。



第八章 分手

ྩ人结႐时相ؗྯ们的丈夫Ր᭯变，⭭人结႐时相ؗ他们的ᆆ
永远不Ր变：他们䜳䭏了。

名——

人类择偶并不是一生只有一次。在美国，离婚和再婚的情况非常
普遍，大约50%的孩子并不是和亲生父母双方一起居住的。继亲家庭迅
速地成为正常而不是个别现象。这种情形并不像某些观点认为的那样
是新近出现的，也不能说明家庭价值的骤然下降。具体到离婚，或者
广义上的长期配偶关系终结，是普遍存在的跨文化现象。大约85%的美

国人经历过至少一次配偶关系的破裂。1比如，在博茨瓦纳的昆族的

331桩婚姻中，有134桩以离婚告终，约占40%。2而在巴拉圭的阿赫

族，男人和女人在40岁之前结婚和离婚的平均次数超过11次。3

人们终结承诺关系的理由有很多种。比如配偶开始索要更多资
源，或是有更好的择偶机会出现。要维持一段错误的婚姻，就要承受
高昂的代价：失去资源、失去择偶机会、遭受身体虐待、子女缺乏关
爱以及遭受心理虐待，导致最终无法成功解决有关生存和繁殖的关键
适应问题。而当人们脱离错误的婚姻时，就能得到很多收益，如新的
择偶机会、优质的资源、对孩子的更好照顾以及更可靠的社交圈。

ሲ㠪分手Ⲻ适ᓊ问题

在古代，很多配偶在年老之前就受伤死去了。例如，男性在部落
战争中有受伤和被杀的危险。古生物学记录向我们展示了很多引人入
胜的男性互相攻击的证据。在人类遗骸的胸腔中，发现了矛和刀的碎
片。比起女性，在男性骨骼中更容易发现头盖骨和肋骨上的伤痕，这



说明身体搏斗主要是男性的活动。最有趣的是，分布于左侧头盖骨和
胸腔的伤痕居多，这说明当时的攻击者多为右利手。古生物学记录中
最早的被害人，是一名尼安德特男子。在大约50 000年前，他被一名

右利手的攻击者刺中了胸部。4这些特征明显的伤口不能被解释为意
外。相反，它们说明他人伤害和谋杀是人类进化史中重复出现的危
机。

即使在今天的传统部落，仍然不能避免男性复仇所造成的破坏。
例如，在阿赫部落，宗教社团的战斗只有男性可以参加，而且他们经

常会造成永久的残疾甚至死亡。5当丈夫去参加社团战斗的时候，妻子
从来不确定他们是否能完好地回来。在雅诺马马部落，男孩在杀死另
外一个男人之前，无法取得成为男人的完全资格。雅诺马马男性骄傲

地展示着他们的伤疤，经常会在上面涂上明亮的色彩来吸引注意。6人
类历史上的战争都是由男性发动的，这可以让他们经历勇敢的冒险。

并非只有来自其他男性的暴力才能使男性祖先丧命。狩猎一向都
是男性参与的事业，男性祖先在狩猎中必然会有受伤的危险，尤其是
猎取大型猎物，比如野猪、野牛、水牛的时候。狮子、豹、老虎在非
洲草原上游荡，攻击那些缺乏准备和经验的不幸的鲁莽猎手。他们还
有可能意外地从树上坠入悬崖和瀑布。在古代的生存环境中，丈夫很
容易先于妻子死去，或是严重受伤以至于不能打猎和保护妻子。在这
种情况下，妻子考虑甚至追求其他伴侣的行为就具有很高的适应性。

古代女性从不参加战争，也很少打猎。女性进行采集，供给了家

庭食物的60%到80%，这种活动的危险性要小得多。7但是生育却让女性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没有现代医疗科技的保证，很多女性在怀孕和生
产的危险过程中不幸死亡。除非男性具备心理机制来预料这种情况的
发生，并打好基础以确保找到替代者，不然在妻子死后，鳏夫们就必
须重新踏上寻找和求爱的旅程。等到配偶死后才开始考虑潜在替代
者，会让两性都付出代价。

不是只有伤害、疾病以及配偶死亡这样的危险，才会迫使古代配
偶们另寻新欢。一名女性的丈夫很可能失去他在群体中的地位，被放
逐、被竞争对手控制，也可能是不称职的父亲，或者不忠、不会狩
猎、辱骂妻子、搞外遇、把资源分给其他女人或者是性无能。而一名
男性的妻子可能不会采集食物、胡乱掌管家庭资源，也可能是不称职



的母亲，或者不育、性冷淡、不忠或是怀了别人的孩子。此外，两性
都有可能疾病缠身而日渐衰弱。弄人的造化会让你当初选择的那个精
力充沛的伴侣付出沉重的代价。当你选择的配偶失去价值时，替代者
就变得很有吸引力。

配偶价值下降和濒临死亡，只是导致人们将注意力转移到替代者
身上的众多情况中的两种。另外一种重要的情况就是配偶一方赞许性
的提升，这使其能接触到一群以往不可企及的替代者。例如，男性可
以通过勇敢非凡的举动急剧提升自己的地位，比如捕获一头大型动
物、在战斗中击败对手，或是于危难中挽救他人的孩子。突如其来的
地位提升，给男性提供了新的择偶机会，使他们能够寻找更年轻、更
漂亮的配偶或是多个配偶，这都让现在的配偶黯然失色。地位迅速提
升的男性，选择配偶的机会也会迅速增加。由于女性作为配偶的价值
和她们的繁殖价值紧密相关，所以她们通常没办法像男性那样大幅提
升自己的赞许性。不过，女性仍然可以通过获得地位或权力来提升自
己的配偶价值，比如在应对危机时表现出非凡的经验、展现卓越的智
慧、子女或亲属在群体中的社会地位提升等等。这些改变配偶价值的
可能性在今天依然存在。

另外一个促使分手的重要因素就是出现了更加迷人的配偶。名花
有主的迷人配偶可能突然变成了单身。从前不起眼的人可能大放异
彩。无缘得见的相邻部落成员可能现身眼前。这其中任何一个人都有
足够的魅力拆散现在的婚姻纽带。

总而言之，这三种最重要的情况会导致祖先们离开长期配偶：现
在的配偶变得不再迷人，比如能力和资源下降，或是没能提供在最初
选择时所承诺的与繁殖相关的资源；人们经过资源和声誉的提升，接
触到先前无法企及的择偶机会；引人注目的替代者变得可以接近。因
为这三种情况都有可能在我们的祖先中间有规律地反复出现，我们有
理由相信，人类已经进化出了一套心理机制来衡量现存恋情和替代者
的利弊。这些机制会根据配偶价值的变化而变化，会继续鉴别和评价
配偶替代者，会引发对潜在替代配偶的追求。

分手适ᓊ



造成配偶关系破裂的古代环境，造成了人类进化历史上反复出现
的适应问题。有些人忘了自己的配偶价值在下降，或是在配偶死后完
全没有更换配偶的准备，或是没能抓住机会换取更优质的配偶。比起
那些及时感知和应对状况的人，他们会遭受巨大的繁殖损失。

这样的事实可能让你觉得不安，不过人们确实会既维持承诺的恋
情又考虑其他可能的配偶。男性的调侃，如果不是关于体育和工作，
那一定是关于周围女性的外表和性可获得性。已婚女性也会讨论到底
哪名男性迷人、容易到手或是地位高。这样的谈论可以达到交换信息
和品评择偶圈子的目的。为寻求择偶机会而实时监控替代者是有好处
的。那些历经疾苦与磨难仍坚持在不如意的配偶身边的人，的确值得
我们敬重。不过在祖先时代这种人的繁殖不会那么顺利，今天在我们
中间也并不多见。两性都会考虑寻找替代者的择偶机会，即使他们现
在并不想立即更换配偶。正所谓有备无患。

在婚姻中，男性的偏好会继续发挥作用，不仅是为了比较众多潜
在配偶，更是为了比较替代者和当前的配偶。男性并不是在婚礼宣誓
后就不再偏好那些年轻漂亮的女性了，女性也不会因此就不再关注其
他男性的地位和名望。一项由丹·康罗伊-比姆（Dan Conroy-Beam）
主持的研究发现，配偶关系是否幸福部分取决于现有配偶和周围潜在
配偶价值的差异。人们会评估自己的配偶有多少竞争力，如果发现配

偶相形见绌就会感到不快。8决定留住或是甩掉配偶，取决于这些计算
的结果，而这些计算很可能是无意识中进行的。

一名因为地位提升而获得更好择偶机会的男性，并不会这么告诉
自己：“要是我⿱ᔶ⧦൞Ⲻᆆ，ৱ找个更年轻、㑷殖价值更高Ⲻྩ
人，我一ᇐਥ以໔加㠠ᐧⲺ㑷殖成功⦽。”他们只是会发现其他女人
更有吸引力，而现在的恋情乏善可陈。要是一名女性的配偶虐待她，
她不会这么想：“ྸ果我⿱ᔶ这个代价高昂Ⲻ配偶，我ૂ我ᆟᆆⲺ㑷
殖成功⦽会໔加。”她只会想，她得让自己和孩子更安全。当这些婚
姻破裂机制发挥作用时，我们也不会意识到它们所要解决的适应问
题。

人们一般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离开长期配偶，这个理由可
以帮助他们向亲朋好友解释，也能给自己一个交代。同时这个理由还
能帮助他们维持社会声誉，或者至少把损害降到最小。尽管有些人会



简单轻易地摆脱婚姻，但一般人不会用这么直截了当的做法。从进化
心理学角度看，一个有效的甩掉配偶的方法就是打破配偶对自己的幻
想，这样配偶就不会想要维持关系了。也就是说，有些人不会自己离
开，而是想方设法让他们的配偶迈出这一步。男性祖先会扣留资源，
并且暗示对方他已经在向其他女性投资了。女性会用出轨来降低男性
的父权确定性，或是对配偶采取性抑制的方法。冷酷、不友善、不体
贴、恶意、伤害和刻薄的行径，对两性来说都是甩掉配偶的有效手
段，因为它们违背了两性对配偶的普遍偏好——友善和善解人意。这
些手段都应用了异性已有的心理机制——这些机制用来提醒人们，他
们有可能选错配偶了，他们的配偶正在变质，或许是时候摆脱他们来
止损了。

在古代，两性从长期配偶那里得到的收益是有差异的。男性的收
益来自独占一名女性的繁殖能力，而女性的收益来自垄断一名男性的
资源，其中暗藏着分居和离婚的导火索。这表明，男性和女性在评价
配偶历经岁月后的变化时，具有十分不同的标准。例如，一名女性从
25岁到40岁，她的繁殖价值会急速下降，不过她其余的配偶价值的增
加可能会弥补这些损失。而男性在同样的时期，可能地位得到提升，
享受随之蜂拥而至的择偶机会；也有可能屡遭失败，甚至不能留住现
在的伴侣。这样，男性祖先和女性祖先会因为不同的原因想要离婚，
而背后的实质就是，两性都必须要解决成功择偶这一适应问题。

关于分手问题的一份主要资料来源于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有关离
婚原因的跨文化研究，在这个研究中进化人类学家劳拉·贝齐格
（Laura Betz-ig）分析了来自160个不同社会背景的资料。研究划分
出了43种婚姻破裂的原因，这些个案是由生活或居住在当地的民族志

学者和报告者共同提交的。9研究中的各种限制，比如缺乏收集资料的
标准方法以及资料不完整，影响了对离婚原因的绝对频率的统计。不
过，我们已经获得了相对频率，而出现某一离婚原因的社会越多，该
原因就越有可能是离婚的普遍原因。处于离婚原因列表顶端的两个事
件——不忠和不育与繁殖高度相关。

不忠

女性的不忠是男性未能获得她的繁殖能力的有力标志。而男性的
不忠则是女性不能再利用他的资源的有力标志。在从男性后代缺失到



性忽视的43种原因中，通奸是婚姻破裂的最普遍的原因，它存在于88
个社会中。在存在通奸行为的社会中，它的普遍性有很大的性别差
异。尽管在25个社会中，离婚可能是由配偶中任何一方的通奸导致
的，但在54个社会中，只有妻子通奸才会导致离婚；仅在两个社会
中，只有丈夫的通奸才导致离婚。不过，即便是这两个社会，也不能
算作男女双重标准的例外，因为不忠的妻子是很难逃脱惩罚的。在这
两种文化中，男性在发现妻子不忠后都会殴打她们，有时甚至将她们
殴打致死。这两种文化中的妻子都不会被休掉，但她们也不能轻易过
关。

妻子不忠是更为普遍的离婚原因，这样的发现令人吃惊，因为男

人通常更容易不忠。10阿尔弗雷德·金赛发现，调查中有50%的丈夫和

仅仅26%的妻子有过不忠行为。11最近的一些研究发现，在不忠发生率

方面也存在类似的性别差异。12对不忠的反应有双重标准，这并不是
美国文化或是西方社会的特例，它在全世界都有体现。这种现象的普
遍性可能是由三种原因导致的。首先，男性有更大的权力强行实施他
们的愿望，所以女性会被迫比男性忍受更多的配偶不忠。其次，全世
界的女性可能都会更宽容丈夫的“一时性起”，如果丈夫不会同时分
走他的资源和承诺，那么在人类进化史上，性不忠实质上给女性带来
的损失比男性要小。最后，全世界的女性都更可能被迫忍受丈夫的不
忠，因为离婚的代价太高了，会进一步减少她们在择偶市场的价值，
尤其是当她们有孩子时。基于上述理由，妻子的不忠更有可能造成不
可挽回的裂痕，最终导致离婚。

因为人们知道不忠可以导致婚姻的破裂，所以他们有时会故意使
用不忠来摆脱错误的婚姻。在一项关于配偶离异的研究中，我询问100
名男女会用什么手段摆脱错误的婚姻。随后，另外54名参与者对这些

手段在完成目标中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价。13一种摆脱不如意配偶的普
遍方法就是婚外恋，比如公开性乱交，或是故意让人发现自己在可疑
场所和异性见面。

有时，婚外恋并没有真正发生，只是暗示和影射。人们用类似手
段，比如和别人调情，或是告诉配偶他们爱上了别人，来促使配偶结
束婚姻。一个相关的手段是表达想和其他人约会的愿望，以确认他们
两个是否真的彼此适合，这是一种通过逐渐转变和摆脱承诺来优雅地
退出婚姻的方式。



不忠是一个甩开配偶的如此冠冕堂皇的理由，所以即使有时不忠
并没有真的发生，人们也会使用它。比如在特鲁克群岛，如果丈夫想
要结束婚姻，他只需要散播谣言说他的妻子通奸。他会假装相信，并

怒气冲冲地离开。14很明显，人们急于向他们的社交圈证明，婚姻破
裂是情有可原的。假装发生婚外情是个很好的理由，因为不忠是大家
公认的导致分手的不得已的苦衷。

不㛨

尽管比起其他鸟类，斑尾林鸽更多地恪守一夫一妻制，但它们每
季还是会有25%的离婚率。它们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是不育——无法生

养后代。15斑尾林鸽在繁殖季节产下幼鸟后，很有可能会为下一季重
新择偶；而那些没能在本季产下幼鸟的个体，也会在下一季寻找其他
配偶。

不能生育子女也会导致人类离婚。没有孩子的夫妇比有两个或更
多孩子的夫妇更容易离婚。根据联合国对45个社会中数百万人的调
查，39%的离婚是在没有孩子的情况下发生的，26%是在只有一个孩子
时发生的，19%是在有两个孩子时发生的，有四个以上孩子后离婚的夫

妇少于3%。无子女导致的婚姻终结，无论结婚时间长短都会发生。16

孩子增强了婚姻纽带，减少了离婚的可能，他们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
人之间所创造的共同遗传收益是极其丰厚的。如果未能产生这些将双
亲基因传递到未来的小小媒介，夫妻就将缺少这种强大的共同纽带。

在各个社会都频繁提到的离婚原因中，只有通奸的发生率超过了
不育。在有关婚姻破裂的跨文化研究中，有75%的社会报告说，不育是
婚姻破裂的原因之一。其中12个社会强调，夫妻中任何一方的不育都
会导致离婚。不过，就像通奸那样，不育所带来的后果也有严重的性
别差异。由男性单方引起的不育而导致离婚的社会有12个，而由女性
单方引起的不育导致离婚的社会有30个——这也许体现了另外一种双
重标准：让女性承受比男性更多的责任。在21个社会中，我们无法判
断是由男性、女性还是双方的不育造成了婚姻破裂。

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都允许离婚。在禁止离婚的社会中，没有生育
的男性和女性要提前做好准备。例如在亚洲的安达曼群岛，没有孩子

就不算结婚。17日本很多村落的人会在婚礼举办过很长时间后才注册



结婚，在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前，很多婚姻没有写进村政府的家庭档案

之中。18在孩子出生前，婚姻不被法律认可，不育就顺理成章地成为
婚姻破裂的原因。

年老和低生育率相关，不过这个关联程度对于女性来说更为明
显。尽管随着年龄的增大，每次射精的精子浓度都会降低，但男性在
60岁、70岁和80岁的时候仍然可以有孩子，而且他们也是这么做的。
在雅诺马马部落，一个生殖能力很强的男性所生的孩子，年龄跨度长
达50年。在澳大利亚北部的提维岛，年老的男性经常会独占30岁或者
更小的女性并生养孩子。尽管西方文化中的夫妇比提维和雅诺马马夫
妇年龄更相近，但男人和已经停经的妻子离婚，并和年轻女性组建家

庭的事件也不在少数。19

男性和女性繁殖的生物性差异会产生这样的后果，即妻子年龄较
大会比丈夫年龄较大更容易导致离婚。尽管关于婚姻破裂的跨文化研
究并未发现年老是离婚的常见原因，但它确实在8个社会中出现了，而

且在这8个社会中女性的年老——而非男性——是离婚的原因。20当男
性离婚后，他们都毫无例外地娶了更年轻的女性。

从进化角度来讲，不育和不忠成为世界范围内普遍的离婚诱因是
很有道理的。两者都是繁殖资源传递失败的最有力和最直接的证明，
它们让长期择偶失去了进化意义上的存在理由。人们不会有意识地计
算这些事件给适应带来的影响。相反，不育和不忠这样的适应难题，
给人类祖先施加了选择压力，使他们产生了一种与繁殖失败相一致的
心理状态。就像发生性行为是为了生孩子，但是没有人会意识到繁殖
逻辑包含于其中一样，当气愤导致一个人离开不忠或不育的配偶时，
也不需要他/她清晰地意识到这其中的适应逻辑。那些有意不要孩子的
夫妇，仍然会因为不忠而分开，这就证明我们的心理机制在现代社会
依然发挥着作用，即便有些机制早已经摆脱了导致它们发生的选择压
力。

性拒㔓

如果妻子拒绝和丈夫发生性行为，她就在有效地剥夺丈夫获取其
繁殖价值的权利，只不过两性都没有用这些专业名词来思考这件事
情。由于在人类进化史上，性活动是繁殖所必需的，剥夺男性性行为



的权利，会让他投资于妻子所获得的繁殖收益大打折扣。这也可能暗
示着她已经把性的权利分配给了其他男性。男性应当进化出一套心理
机制，来提醒自己提防这些干扰他们性策略的行为。

有关婚约解除的跨文化研究发现，有12个社会把性拒绝列为婚姻
破裂的原因。在这些社会中，破裂都被归咎于妻子的拒绝而不是丈夫

的拒绝。21我的实验室在关于伴侣分手的研究中也发现，性拒绝是甩
掉不如意配偶的主要方法。女性说她们分手的手段有很多，比如拒绝
和伴侣进行身体接触、在性生活上表现得冷淡疏远、不让男性触碰自

己的身体、减少性要求。这些手段只有女性才会使用。22

在有关伴侣分手的研究中，一名女性的报告证明了这种手段的成

功。23她向朋友抱怨她有好多次都想和丈夫分手，但是都失败了。她
想要些建议。进一步的讨论发现，她虽然很想摆脱自己的丈夫，但是
从来没有拒绝过他的性亲近。她的朋友建议她应该试试。一星期后，
她报告说她丈夫对她的性拒绝很生气，两天后，他就打包走人了。之
后他们很快就离婚了。如果说女性用性来换取爱，而男性用爱来换取
性，那么剥夺男性的性权利可能的确是让男性收回爱并离开的可靠手
段。

㕰乏㔅⎄保障

男性有能力和意愿向女性提供资源，这是他配偶价值的核心，是
她选择他作为结婚伴侣的重要依据，是男性用来吸引配偶的主要手
段，也是男性用来留住配偶的主要手段。从进化角度讲，男性未能向
妻子和孩子提供资源，会成为婚姻破裂的一个主要的与性别相联系的
原因。男性不能或不愿提供资源，就违背了女性当初据以选择他们当
配偶的标准。

事实上，在全世界范围内，男性不能提供资源都是离婚的诱因。
有关解除婚约的跨文化研究发现，在20个社会中，离婚的主要诱因都
是经济支持不足；在4个社会中是住房不足，3个社会中是食物不足，
而在另外4个社会中是穿衣不足。所有这些原因全都被归咎于男性。没

有一个社会将女性不能提供资源作为离婚理由。24



一名接近30岁的女性参加了一项婚后分居的研究，她的报告向我
们证明了男性不能提供经济资源会带来怎样严重的后果：

我丈夫丢了ླཐ份工֒，他䶔常⋤丧。他一份工֒䜳⮏不օ。他
，了一年ڐ，了几年，❬后就结束了。后来又ᢴ了一个ڐ一个工֒ڐ
又结束了。他就߃ᢴ。后来他⢯ࡡ⋤丧，就去ᢴ社Ր工֒㘻，不过也
⋗什么⭞。后来他总是睡㿿。我ᜩ总有一ཟ我Ր受不了他㘷这么睡
的。我ᜩ出去一晚߃回来，结果他䜳⋗㜳从床上下来ᣀᆟᆆ们哄上
床。我走的时ُ，他们在看⭫㿼，我回来的时ُ他们还在䛙看。第二

ཟ我就让他走，㙂且是䙲他走的。25

在当代美国，要是女性比丈夫的收入高，她们很可能会离开丈
夫。一项研究发现，那些妻子收入高的美国夫妇的离婚率，比丈夫收

入高的夫妇的离婚率高50%。26事实上，要是妻子事业发展得好，男性
有时会表现得很愤慨。在一项关于女性离婚原因的研究中，一名女性
报告说丈夫“讨厌我比他挣得多，这样他觉得自己不够男人”。女性
也很讨厌丈夫没有野心。另一名女性说：“我整天都在工作，而他只
做兼职，还整天喝酒；最后，我意识到我需要更多的帮助，就走到了

今天这步。”27男性如果不能满足女性对配偶的首要需求，即提供资
源，他们就只能被判出局，尤其是当女性挣得比男性多的时候。

ཐⲺ冲シ

一夫多妻是在很多文化中广泛流行的习俗。在分析853种文化后，
研究者发现83%的文化允许一夫多妻。在西非很多社会中，25%的年长

男人会同时拥有两个以上的妻子。28即使在那些一夫多妻不合法的文
化中，这种情况也会出现。一项研究估计，在美国有25 000到35 000

桩一夫多妻的婚姻，多数在西部地区。29另外一项研究涉及437名经济
成功的美国男性，研究发现他们中有些有两个单独的家庭，彼此都不

知道对方的存在。30

从女性角度来看，丈夫有其他妻子的最大不利就是：资源给了一
个妻子和孩子，就不能再分给另一个妻子和孩子。虽然有时多妻的出
现会带来重要的收益，比如她们可以共同抚养孩子，但多数时候，一
个女人的收获就代表着另一个女人的损失。有关婚姻破裂的跨文化研



究发现，在25个社会中，一夫多妻都是离婚的原因——绝大部分是由
一个男性的多个妻子间产生冲突导致的。

多个妻子之间的冲突是一个适应问题，在古代，一夫多妻的男性
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才能控制他的妻子们。问题是怎样让所有的妻子
都高兴，这样她们才不会离开；出轨会剥夺男性重要的繁殖资源。有
些多妻的男性会采用严格的规则来管理资源的分配，给每个妻子以同
等的关注和性生活。在肯尼亚的基普赛吉斯人中，男性的妻子们拥有

自己的一块土地，这是由丈夫平均分配给她们的。31基普赛吉斯男性
拥有独立的住所，不和妻子同住。他们会和每一个妻子都住几天，谨
慎地平均分配时间。一名关注中东地区古伊斯兰文化的作者这样写
道：“你应该有四个妻子，当然，你的财产要足够多，能给她们每个

人相同的关注、日常所需的生活费和一个独立的门户。”32所有这些
手段都是为了让妻子之间的冲突最小化。姐妹共夫（sororal
polygyny）即妻子们是姐妹，也是为了使冲突最小化，这说明基因的

相似性使得女性的利益趋于一致。33

尽管男性努力让妻子之间保持和睦，但在像冈比亚这种社会中，
女性在知道她们的丈夫想娶别人时，仍然会离开，即使一夫多妻在那

里是合法的。34女性还是很难和别的女性共享丈夫的时间和资源。

冷酷ૂ不近人情

在世界范围内，一个有责任的配偶的最重要的品质就是亲切和
善，因为这象征着他共结连理的意愿，这种意愿是长期择偶获得成功
的重要因素。脾气坏的人很难成为好配偶。一个易怒、有暴力倾向、
爱辱骂或贬损他人的配偶，或是一个打骂孩子、毁坏财产、无视家
务、疏远朋友的配偶，都会给对方的心理、身体和社交造成很严重的
影响。

考虑到以上代价，在跨文化研究中，冷酷、虐待和无情是出现频
率最高的导致婚姻破裂的原因，存在于54个社会中。事实上，在所有

文化中，这些品质作为导致婚姻破裂的因素，仅次于通奸和不育。35

根据一项对女性离婚原因的研究，63%的离婚女性报告说丈夫在情感上

虐待她们，29%报告说丈夫对她们进行身体虐待。36



在婚姻旅途中，冷酷和不近人情有时是与某些事件相关的，尤其
是通奸和不育。比如在印度的部落中，不育经常会引发配偶间的唇枪
舌剑。一个印度丈夫说：“我们在一起七年了，双方都感到很疲倦，
但我们始终没有孩子。每次我妻子来例假都会骂我：‘你还是不是个

男人？怎么一点本事都没有？’这总是让我很难受也很羞愧。”37最
终，这对夫妇离婚了。

通奸也会引发冷酷和不近人情。要是一个奎契族（Quiche）女性

承认通奸，她的丈夫会责备、侮辱、斥责、虐待甚至饿死她。38在全
世界，通奸的女性都会被愤怒的丈夫殴打、强奸、鄙视、辱骂或是伤

害。39看来，有些形式的不近人情是由婚内发生的有损繁殖的事件引
发的。换句话说，冷酷和不近人情在某种程度上是离婚诱因的外部表
征。心理机制和行为策略能帮助解决这些由配偶引发的代价高昂的问
题。

在另外一些案例中，不近人情是配偶的人格特征，不会随时间流

逝而改变。40在对新婚夫妇的研究中，我的实验室测试了配偶人格特
征与他们给伴侣造成的问题之间的关系。拥有一个坏脾气的丈夫，会
让妻子很沮丧，因为这样的男性总让你觉得你欠他的，他会进行身体
虐待、言语虐待，会不忠、不善解人意，还会情绪化、无礼而且以自

我为中心。41拥有坏脾气丈夫的妻子，总会抱怨丈夫对待她们像对待
下人一样。这样的男性要求她们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却不关注她们
的想法。他们扇她们耳光，打她们，给她们起下流的名字；和其他女
性发生性关系；从不帮忙做家务；酗酒，侮辱妻子的容貌。无怪乎有
个脾气坏的配偶就会导致另一半对婚姻感到痛苦与不满。等到婚后第
四年的时候，很多人就想要分居或是离婚了。

因为人们如此看重配偶的亲切友善，无怪乎最有效的甩掉不如意
配偶的方法之一就是表现得卑鄙、残酷、刻薄、怒气冲冲。男性和女
性都表示，促成配偶离开的有效手段包括对他们不好、当众侮辱、有
意伤害他们的感情、制造争吵、没理由地大喊大叫或是把琐碎的分歧
上升为争吵。

在全世界，冷酷和不近人情都是甩掉配偶的手段。在奎契族，要
是丈夫想甩掉妻子，通常是因为妻子不忠。他会想方设法让她受不
了：“不理想的妻子会被责备、辱骂甚至被饿死，她的丈夫会责骂和



虐待她，会公开出轨。他会娶别的女人，或是把妓女带到家里来，就

为了侮辱妻子的自尊。”42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冷酷的表现，与亲切友
善这一全世界男女都有的择偶偏好截然相反。

配偶抛ᔹㆌ⮛

想从一段相互承诺的配偶关系中解脱出来十分艰难。被拒绝的伴
侣不想轻易放手。亲朋好友会施加压力避免分手。两人的孩子会让羁
绊更加复杂。而在我们当代社会中，离婚法律和错综复杂的财务关系
也会把分手的进程拉长到几个月甚至数年。

有些进化心理学家认为，我们已经进化出专门的配偶抛弃策略

（mate ejection tactics）来促成分手。43尽管对配偶抛弃策略的科
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它仍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见解。一
种策略是开门见山地告诉伴侣彼此应该另寻他人了。另一种策略是开
始和他人发生性关系并且让伴侣撞破——这种策略虽然危机四伏，却
被认为是最有效的。这包括和伴侣的朋友发生性关系，在社交场合和
潜在伴侣出双入对，或者故意留下显而易见的出轨证据让伴侣发现。

第三种策略是撤回所有资源。有些配偶只是简单地不再表达爱
意，不再说“我爱你”，不再和伴侣发生性行为。有些人会在伴侣被
他人羞辱或被当众诋毁时不再挺身而出。撤回配偶关系所带来的收益
有时会让伴侣离开去寻找更青葱的草原。可想而知，男性会比女性更
倾向于用停止送礼物或提供经济资源的办法来驱逐配偶。女性会更倾
向于使用拒绝发生性行为或减少伴侣性接触的方法。

撤回收益的反作用就是付出代价。两性都会对配偶更不耐烦，还
会因为小事就大打出手。当言语侮辱升级成身体虐待，比如掌掴或殴
打时，配偶会迅速逃离以规避代价。因为冷酷和不近人情是分手的关
键诱因，人们有时会使用这些不讨喜的策略来促成分手。

在现代社会，一种常用的策略是“人间蒸发”（ghosting）——
中断一切联系，比如短信和邮件。有些人会在Facebook上将伴侣
从“好友”中删除，或者将Facebook的状态从“恋爱中”变成“单
身”。这些行为都向伴侣发出了强烈的拒绝信号，同时也向更广阔的
社交圈表明恋情已经结束了。



所有的配偶抛弃策略都潜藏着代价，包括声誉受损甚至前任寻
仇。俗话说“地狱之焰不及被拒女人之怒火”，这对男人同样适用。
事实上，男性更倾向于使用某些出格的策略来复仇，比如尾随或者在

报复网站上张贴前任的裸照。44最终，挑起分手的人总会尝试减少这
些代价。“不是你，是我的错”或者“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做朋
友’”，这些话都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有时也会成功。

不论是被分手的还是提出分手的，都将面临分手后的新的适应问
题——需要应对策略的问题。

ᓊ对分手Ⲻㆌ⮛

斩断旧爱是人一生中所能体会的最具创伤性的经历之一。在有关
应激性生活事件（stressful life events）的研究中，它总是排在前
五位。只有诸如丧子或丧偶的压力才会超过它。社交网络会变得紧
张，而仓促间被重新推进择偶市场也让人胆怯。分手会威胁一个人的
社会地位，因为我们的配偶通常会被他人视作构建我们现有尊严的重
要因素。甚至，分手常常会终结我们习以为常的收益，无论是经济层
面、性生活层面还是社交层面。

关于应对策略的科学研究刚刚起步。45两性通常会尽力和前任保
持朋友关系，这样恋情所带来的收益就不会完全终止，或者可以把前
任复仇的概率降到最低。但有些人会反其道而行之，与前任断绝往
来。比起男性，女性更愿意和朋友一起讨论旧日恋情，她们条分缕
析，深思熟虑，找出分手的根源，谋划未来的前景。两性有时都会和
他人同床共枕。正如我们访谈的一名女性所说：“忘掉一个男人最好

的方法就是躺在另一个男人身下。”46

相比于男性，女性更愿意用购物来作为应对策略。47血拼新装和
化妆品可以提升一个女人的自尊，同时增加她的外表吸引力，为她重
入择偶市场铺路。

有些人应对分手的方法是向酒精和药物寻求慰藉。有些人会辗转
反侧寤寐思服，密切关注前任的行踪和约会活动，或者探查他们的网
络动态，不断加深自己的痛苦。有些人追踪前任是为了复合，干扰前

任重新择偶的尝试，或者他们只是想寻仇。48



最终，大部分人会渡过情关，重新进入择偶市场，重启挑选、吸
引和求爱的征程。

持久႐ေⲺ㮪⏫

在全世界范围内，婚姻破裂都会让配偶付出繁殖代价或是扰乱配
偶的择偶策略。在历史上，它们会影响配偶成功完成繁殖这一任务。
最具破坏性的事件和改变就是不忠，这会降低丈夫的父权确定性，也
会让妻子部分或全部失去丈夫的资源；不育会让这对夫妇无后；性拒
绝剥夺了丈夫获得妻子繁殖价值的权利，也暗示妻子她们的丈夫正让
资源流向别处；没能提供经济保障的男性，剥夺了女性当初择偶时所
寻求的繁殖资源；男性多妻，就会分散原来只给特定配偶的资源；而
冷酷和不近人情，则意味着虐待、背叛、外遇以及不能或不愿共结连
理。

人类择偶心理的基本倾向是寻求长期婚姻，这其中的含义是很深
远的。要维持婚姻，夫妻双方就要忠贞不渝，共同生养后代，有充足
的经济资源，和善、慷慨、善解人意，关注配偶的性欲求和心理需
求。这样做并不能保证婚姻成功，但可以切实地提高成功率。

不幸的是，并不是所有破坏事件和改变都可以避免。环境强加的
敌对力量，是人力所不能控制的——不育、年老、性欲缺失、疾病、
地位下滑、社会孤立甚至死亡。无论意志如何坚强，这些敌对力量都
能够无可挽回地击垮一个人作为配偶的价值。潜在的替代配偶有时能
提供缺失的东西，所以由进化塑造的心理机制——配偶更换适应
（mate-switching adaptations）帮人们决定，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

必须要离开爱人。49

心理评价机制之所以被设计出来，就是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择偶
环境，它是不会轻易失效的。在古代，如果配偶没能提早准备好替代
者或是没能完成一场本来有价值的配偶转换交易，他就要付出繁殖代
价。那些没有准备好就变成猎物的人，那些没能在这片不可预知的战
场上胜出的人，还有那些不想离开繁殖利益受损的配偶的人，都不会
成为我们的祖先。因为我们要不断权衡现有配偶和替代者各自的利与
弊，因此更换配偶的心理机制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比较的功能。终身幸



福是那么遥不可及，现有的配偶可能并不尽如人意，比不上有魅力的
替代者。

今天，这些敌对力量大部分仍然存在。配偶的地位可能上升也可
能降低；不育折磨着原本快乐的夫妻；不忠潜滋暗长；年轻时不计回
报的爱所带来的挫折，在经历了无可奈何的岁月后，变成了无法得到
的爱所生发的绝望。这些事件激活了心理机制，它们不断进化发展以
应对婚姻破裂，让人们避免对自身繁殖的威胁。这些机制看起来很难
停止运行。它们驱使人们去寻找新的配偶，而且有时不断地离婚，因
为生命中出现了有关适应的重要事件。



第九章 时过境迁

这世⮂的人总是在ᣧ怨，ռ事ᇔ是——⋗有什么事情⭕来就是⌞
ᇐ的。

——⭫影《㹶迷ᇡ》中的ל᧘

在荷兰的阿纳姆有一片大型动物聚集区，而伊莱恩（Yeroen）就

是这里成年雄猩猩的领袖。1它走路时步伐极其沉稳，而且它的体形看
起来比实际上要大。它只需要偶尔显示一下权威，竖起毛发全速向其
他猩猩冲去，猩猩们就会从它的领地上四散而逃。伊莱恩的权威也延
伸到性方面。尽管在群落中有四头成年雄猩猩，但在雌性发情期，伊
莱恩能和其中的75%交配。

当伊莱恩年老时，所有的事情都开始改变。一只年轻的雄性——
鲁伊特（Luit），迅速地成长起来，并开始挑战伊莱恩的权威。鲁伊
特渐渐不再对伊莱恩表现出恭敬顺从，而是厚颜无耻地展示着自己的
勇敢无畏。一次，鲁伊特走近伊莱恩并给了它沉重的一击。还有一
次，鲁伊特用它强有力的、足以致命的獠牙把伊莱恩咬出了血。不过
大多数时候，这样的攻击只是象征性的威胁和虚张声势，并非真正的
杀戮。起初，所有的雌性都站在伊莱恩这边，支持他巩固自己的地
位。可后来它们都顺势一个接一个地投向了鲁伊特。两个月后，局势
完全扭转了。伊莱恩的霸主地位被废，它转而对鲁伊特表现得恭敬顺
从。而交配情况也随之变化。在伊莱恩统治时，鲁伊特只能得到25%的
交配机会，而到它接管时，它的性接触获得率跃升至50%以上。而伊莱
恩的性接触获得率下滑至零。

尽管被剥夺了权力也失去了性接触的机会，伊莱恩的生活并没有
结束。渐渐地，它和一个后起新秀尼克依（Nikkie）结成了同盟。虽



然伊莱恩和尼克依都不敢单独挑战鲁伊特，但它们在一起时却是一个
强大的组合。几个月后，这个组合在挑战鲁伊特时变得越来越大胆。
最终，双方展开了一场肉搏。尽管所有参与其中的猩猩都负了伤，尼
克依和伊莱恩的组合还是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伴随成功而来的，是尼
克依获得了50%交配权；而伊莱恩，作为尼克依的盟友，现在享有25%
的交配权。它不得接近雌性的禁令只是暂时的。虽然它永远无法再获
得统治地位，但他能够从挫败中重整旗鼓，这足以保障它在群落中的
竞争地位。

人类就像猩猩一样，在择偶过程中没有什么是一生不变的。一个
人作为配偶的价值会随着性别和环境而改变。因为人们经历的很多改
变在人类进化历史上一直反复出现，这给我们的祖先带来了反复出现
的适应问题，所以我们进化出心理机制来应对它们。一个稳步提升自
己地位阶层的人，可能迅速地被一个有能力的后来者超过。一个猎手
的豪言壮语，可能被突如其来的重伤打破。一个老妇的儿子可能变成
部落的族长。一个经常被忽视的沉默寡言者，一向被认为作为配偶的
赞许性极低的人，会因为他令人眼花缭乱的发明在群体中派上了用
场，就声名远播。一对年轻夫妇本来健康幸福，却突然发现其中一方
不能生育。这些变化如果遭到忽视，会导致适应不良，阻碍祖先们解
决适应问题。我们已经进化出心理机制来警告我们，小心这些变化。
这些机制会触发解决问题的适应行为。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择偶行为都要承担时间带来的变迁，从
青春期引发的荷尔蒙躁动，到祖父母尝试着去干涉家族中的择偶决
定。要弄清一个人的择偶欲求，需要花费时间。培养吸引力，需要不
断练习。择偶不会一生不变。这一章的目的在于讲述求偶历程中会降
临在所有男性和女性身上的更为重大的变迁——关于失败和成功，关
于变化无常和无可避免的事件。

ྩ性配偶价值Ⲻ变ौ

因为女性作为配偶的赞许性是由她的生殖能力决定的，所以这种
价值会随着她的衰老而减少。在其他方面相同的情况下，女性在20岁
时可以吸引一位非常迷人的丈夫，而在40岁时她只能吸引一位不那么
迷人的丈夫。在很多社会中，女性会经历这样的低谷，因为男性追求
她们，就是为了从她们身上获得回报来弥补结婚时的开销，肯尼亚的



基普赛吉斯人就是这样。2新娘的聘礼包括大量的牛羊，还包括新郎和
婆家给新娘家付的肯尼亚先令，这是用于交换新娘的。准新郎的父亲
会和准新娘的父亲讨价还价，确定首次交付的牛羊数量和先令。新娘
的父亲会考虑所有人的竞价。之后他会反悔，要求的聘礼比所有求婚
者给的都高。讨价还价可以持续好几个月，新娘的父亲决定最终的新
郎人选。这时聘礼也确定了，主要是根据新娘的质量决定的。新娘的
繁殖价值越高，她能要求的聘礼就越高。年龄大的女人，哪怕只大四
五岁，也只能获取较低的聘礼。如果准新郎认为还有其他因素影响了
这个女人的价值，也会降低她作为准新娘的价格，比如身体状况差或
是身体残疾、怀有身孕以及之前生了其他男性的孩子。

这种优先考虑女性年龄和身体状况的风俗，并不只存在于基普赛
吉斯人中。在坦桑尼亚，图鲁人（Turu）在离婚时会退还一部分聘

礼，年老的妻子只能要求较少的退款，因为“妻子的身体贬值了”。3

在乌干达，赛贝人（Sebei）为年轻寡妇付的钱要多于年老的寡妇，这

清楚地说明，年老寡妇的繁殖时间所剩无多。4

衰老给女性配偶价值带来的影响，表现为她的可被感知的魅力随
着年龄而发生变化。在德国进行的一项研究拍摄了32张女性的照片，

她们的年龄从18岁到64岁。5一组由252名从16岁到60岁的男女组成的
参与者，用9点量表来评价每一张照片上女性的魅力。不论评价者的年
龄和性别如何，拍摄对象的年龄都严重影响了他们对该对象的女性魅
力的判断。年轻女性得到了最高评价，而年老女性得到了最低评价。
这种年龄影响在男性做评价时更为明显。女性可被感知的魅力随着年
龄而发生变化，这样的影响的确伤害了女性，但这并不是来自某个男
性至上主义文化的恣意评论。相反，这种感知上的变化反映出男性普
遍的心理机制，即认为女性的年轻特征等同于她的配偶价值。

当然，也有很多例外。有些女性的地位、名望、财产、人品或社
交网络，能让她们在年老后依然魅力不减。对很多人来说，美国超模
辛迪·克劳馥在她50岁的时候就比大多数20岁的女人有魅力。而平均
情况只能说明个体世界中的普遍变化趋势。总而言之，一个人的配偶
价值是由自身决定的，同时也取决于个人在做选择时的特殊需要、价
值和环境。想想现实生活中的案例吧，一位非常成功的50岁的商务经
理，和妻子生有六个孩子。他的妻子患了癌症，很年轻就死了。后来
他娶了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女人，他的新妻子把主要精力都用于照顾他



的孩子。对于这个男人来说，年轻女人照顾孩子的经验不足，而且她
想要自己的孩子，这就降低了她的价值，还有可能影响他照顾自己的
孩子。一名53岁的女性对一个带孩子的男性来说有特别的价值，因为
他需要她。而对一名没有孩子并想组建家庭的男性来说，她的价值就
小得多。个人在选择配偶时，具体情况比平均情况更重要。

当男性的境遇发生变化时，对他来说同一名女性的价值是不同
的。在商务经理的例子里，等他的孩子们都上了大学，他就和那个帮
他带孩子的女人离婚了，然后娶了一个23岁的日本女人，建立了第三
个家庭。或许他的行为很无情也不值得称赞，但他的境遇的确改变
了。从他的个人角度来看，当他的孩子长大成人后，他第二个妻子的
价值就急剧地下降了，而有魅力的年轻女性的价值则上升了，正符合
他新的境遇。

尽管平均情况会掩盖真实的个体境遇，但它的确给出了许多人生
命趋势的整体轮廓。不仅如此，它还指出了形塑人类择偶心理的适应
问题。从妻子的角度来看，当她的繁殖价值随着年龄下降时，她的繁
殖成功就和养育子女息息相关，子女是她把基因传递至未来的媒介。
从她丈夫的角度来看，她培养子女的能力就是一项很有现实价值的无
可替代的资源。女性总是不断地提供经济资源、家务劳动、社会地位
以及其他资源，其中很多不像她的繁殖价值那样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急
剧下降，其中一些还会提升。比如在提维部落中，年老的女性可以成
为配偶的有力政治同盟，可以接触到更大范围的社会同盟网络，甚至

可以帮丈夫获得其他妻子。6但是对于择偶市场上的其他男性来说，如
果年老女性再次进入择偶市场，她作为潜在配偶的价值是很低的，这
不仅仅是因为她的直接繁殖价值已经降低，还因为她的精力已经全部
用在照顾子女或孙辈上。

性欲Ⲻ变ौ

随着时间流逝，性生活的改变可以被列为婚姻中最显著的变化之
一。对新婚夫妇的研究表明，丈夫对妻子性抑制的抱怨一年多过一
年。虽然只有14%的男性抱怨他们的新娘在结婚第一年拒绝发生性行
为，可是四年后有43%即三倍于之前的男性，表达了同样的感受。而女
性中抱怨丈夫拒绝性生活的，在结婚第一年是4%，到第五年是18%。无



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对伴侣的性抑制越来越不满，尽管有此抱怨的男

性是女性的两倍还多。7

夫妻性卷入（sexual involvement）程度降低的一个迹象，就是
性交频率的下降。如果妻子不到19岁，平均每月大约会有11次到12次

性交。8到30岁时，这个数字下降到每月9次，到42岁时是每月6次，可
以说当已婚女性年龄翻一番时，她们的性交频率会减少一半。在50岁
之后，夫妇间的性交频率下降到平均每周一次。这个结果反映出的性
需求下降，可能来自女性也可能来自男性，但最有可能的是双方都在
下降。

来自盖洛普的一项民意调查测量了夫妻双方的性满意程度和性交
频率随时间的变化，其结果也很好地证明了夫妻的性卷入程度随着年

龄增长而降低。9在30岁时，每周至少有一次性交的夫妇约占80%，而
这个数字到他们60岁时下降到约40%。性满意度也呈同样的下滑态势。
在30岁时，约有40%的夫妇报告说对他们的性生活“非常满意”，但到
60岁时，只有20%的人这样评价他们的性生活。

孩子的降生严重影响了性交的频率。在一项研究中，21对夫妇从

结婚那天起，三年以来每天都记录他们的性交情况。10婚后一年的性
交频率，只是他们婚后第一个月的一半。孩子的降生让性生活频率继
续下降，只有婚后第一个月的三分之一。尽管这个结果需要更大规
模、更长时间的研究来证实，它仍然告诉我们，孩子的出生会给婚姻
性生活带来长期的影响，因为此时双方的精力都转向对孩子的培养。

婚姻时间长短对夫妻性生活的影响，取决于女性的外表。根据一
项超过1 500名已婚人士参加的研究，两性对衰老给外表所带来的正常

变化有不同的反应。11当女性年龄增加时，丈夫对她们的性兴趣在减
少，从性生活中感受到的快乐也在减少。而丈夫认为妻子非常有魅力
时，会保持高频率的性生活，对性生活的满意度也比较高。另一项研

究证明，结婚几年后，丈夫比妻子更容易对配偶失去性兴趣。12男性
比女性性欲更强，这种说法有点陈词滥调，随着时间变化，这种性别
差异也可能反转。这些变化可能源于婚姻的长短，而非年龄本身。而
更换新的配偶总会带来性欲的复燃。

承诺Ⲻ改变



两性都会因为伴侣没能表达爱意和关注而闷闷不乐，因为这表明
他们对感情的承诺正在减少。女性会比男性更介意爱意的逐渐减少。
在新婚时，只有8%的女性会抱怨配偶没能表达爱意，而当她们结婚四

年时，有18%的女性会这样抱怨。13相比之下，只有4%的新婚丈夫会因
为妻子没有表达爱意而闷闷不乐，而在四年后这个数字上升至两倍，
即8%。有64%的新婚妻子会抱怨丈夫在她们说话时心不在焉，而在婚后
第四年或第五年，受此困扰的妻子达到80%。丈夫们较少因为妻子疏忽
自己就变得很郁闷，但是像他们的妻子一样，这种抱怨也在逐年增
长，在婚后头四年，这个数字从18%涨到34%。

承诺缩水的另一个迹象就是忽略配偶的感受。在新婚妻子中，有
35%的人会因为受到忽视而苦恼，而在结婚四年后，这个数字跃升至
57%。这个数字反映在男性身上，是从新婚时的12%上升到婚后第四年
的32%。这些变化都说明，对配偶的承诺会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减少，
对两性来说都是如此，只不过这种困扰对女性来说更明显。

男性总是不能通过表达爱意和关注来展示承诺，会让女性越来越
心烦。而女性不断提高的承诺需求，也让男人很苦恼。有22%的新婚男
性抱怨妻子要求他们付出的时间太多，而在婚后第四年，有36%的男性
这么抱怨。相对应的女性统计数字只有2%和7%。同样，16%的新婚男性
抱怨妻子要求过多的关注，而婚后第四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9%。相对应
的女性统计数字是3%和8%。这样看来，虽然两性都会抱怨伴侣苛求承
诺，但男性显然更受此事困扰。

与这些变化相伴随的是男性守护配偶方式的转变，这是测量情感
承诺的另一个指数。从进化角度来讲，当配偶最年轻、繁殖价值最高
的时候，男性会投入最多的精力去守卫配偶，因为没能在女性繁殖价
值最高时留住她，将会遭受最严重的繁殖惩罚。不过，女性为留住配
偶所付出的努力强度，不一定会随着男性的衰老而变化。从20岁到40
岁，男性的配偶价值不一定会像女性那样下降，因为他获取资源的能
力很可能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所以，与年龄相比，男性能否提供女
性所需的宝贵资源，会更大程度地影响女性为留住他所付出的努力程
度。

我的实验室的一项研究可以很好地证实两性的这些行为差异，研

究内容是夫妻留住伴侣的方式。14参与者是一组新婚夫妇，年龄从20



岁到40岁。我们考察了19种手段的使用频率，从积极手段，如赠送礼
物和给予关注，到消极手段，如威胁和使用暴力。我们把各种手段的
使用频率和一些因素做相关分析，如使用者的年龄、配偶的年龄以及
婚姻的长短。结果发现，妻子的年龄对丈夫努力的频率和强度有直接
影响。丈夫对35岁到40岁妻子的守卫强度，明显低于20岁到25岁的妻
子。年轻妻子的丈夫，尤其容易摆出架势提醒其他男性站远点。娶了
年轻妻子的男性，可能会直接告诉其他男性，他老婆已经名花有主
了；可能在其他男性面前表现出身体亲密；可能让她戴上戒指或其他
饰物，表明她已经和别人许下承诺。年轻女性的丈夫比年老女性的丈
夫更有可能仇视那些关注自己妻子的男性，有时甚至用身体伤害要挟
他们。相反，女性用于留住年老配偶的精力和用于留住年轻配偶的一
样。不管丈夫的年龄多大，女性都同样警惕，独占他们的时间，或是
使用改善外表的手段。女性守卫配偶的努力强度和男性的年龄无关，
这和男性根据女性年龄来调整守卫强度的做法截然相反。

对这种两性差异的貌似最可信的解释，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女性
繁殖能力降低。如果配偶放松守卫只是因为人们年纪大了，所有功能
器官都在衰老，所以厌倦了这种做法或者变得自满，那么配偶守卫的
强度就应该和守卫者的年龄直接相关。但是有关留住配偶的研究显
示，男性和女性的年龄都不能有效地影响他们留住配偶的努力程度。
此外，如果男性守卫的热情和婚姻的长短相关，那么守卫就应该随着
婚姻变长而减少。但研究显示，婚姻的长短也与守护的努力程度无
关。总而言之，关于女性年龄对男性守卫她的努力程度的影响，最可
信的解释是不同年龄段的女性赞许性也不同，所以男性会对年老配偶
投入较少的精力。

特立尼达岛上的居民就表现出这种行为模式。15人类学家马克·
弗林（Mark Flinn）对480名居民进行了定期观察，发现如果妻子的生
殖力旺盛（年轻且当时没有怀孕），丈夫和妻子在一起的时间会更
长，和竞争对手的争斗也更多。相反，如果妻子生殖力较低（年老，
怀孕或刚刚生完孩子），丈夫和妻子在一起的时间会减少，和其他男
性相处得也更好。弗林总结说，配偶的繁殖潜力是决定男性守卫配偶
强度的关键因素。

中东社会推崇隔绝（sequester）女性的习俗，青春期后的女性要
佩戴面纱，她们越年轻就包裹得越严实，这个习俗的实行随着女性年



龄增长会越来越宽松。16在全世界范围内，如果丈夫有个年轻的妻
子，那么不论他的年龄多大，他因为真实的或是可能的不忠而杀人的
可能性都更大。妻子小于20岁时，由于丈夫嫉妒而被杀害的可能性，

是那些20岁以上的女人的两倍还多。17这只是男人所使用的极端策略
中的几种，用来阻挡其他男性与自己年轻妻子的性接触。随着妻子老
去，男性守卫配偶的努力程度也会降低。

႐ཌ情ਇ⭕频⦽Ⲻ改变

由于男性放松了对配偶的严密守卫，女性与其他男性的性行为也
不再受丈夫那么多的约束。有人曾打趣说道：“西方传统的一夫一妻

制就是，有一个妻子并几乎没有情妇。”18要收集可靠的婚外情信息
是很困难的。与其他问题相比，这类问题会让更多的人不愿参加阿尔
弗雷德·金赛的性研究，而即便参加了研究，拒绝回答这类问题的人
也很多。所以尽管关于婚外性行为的研究很多，它仍然蒙着神秘的面
纱。

因为对于婚外情人们会少报，所以婚外性行为发生率的数据一定
是较为保守的。金赛的报告指出，婚外情的实际发生率可能至少比上

报的高10%。19另外一项有750对配偶参加的研究发现，实际发生率可
能会更高。只有30%的参与者一开始就承认婚外情，但在随后的密集调
查攻势下，又有30%表示他们有过婚外情，这就把总数提升至约60%。
20

女性婚外性行为的发生率有很明显的年龄变化趋势。年轻妻子很
少有这种行为，16岁到20岁的妻子只有6%，21岁到25岁的有9%。而到
26岁至30岁时，婚外情的发生率上升至14%，在31岁到40岁时达到顶峰
17%。40岁后，女性的婚外性行为会稳步下降，在51岁到55岁时有6%，
而在56岁至60岁时只有4%。可见，在年龄和女性婚外情之间，存在着
曲线关系：当女性繁殖价值最高和最低时，婚外情发生得最少，当繁
殖年龄接近尾声时发生率最高。

女性性高潮随年龄的变化趋势，也呈现类似的曲线。金赛列表记
录了可以导致女性性高潮的性行为占所有性行为的百分比，包括婚内
性行为、自慰和婚外情。对女性来说，婚外情带来的性高潮也随年龄
呈曲线变化。21岁到25岁女性的婚外情性高潮，只占所有性高潮的



3%，到她们繁殖年龄即将结束时，即36岁到45岁时，这个比例上升到
11%，而在女性停经后，即56岁到60岁时，这个比例又下降到4%。

女性在繁殖年龄即将结束时，其婚外情和性高潮会达到峰值，这
是很多原因导致的。丈夫对处于这段时期的女性看管得没有那么严
格，所以她们会比年轻女性更有可能利用现有的性机会。同样，年老
女性从醋意大发的丈夫那里遭受的惩罚比较少，这很难震慑住想要尝

试诱人的婚外情的女性。21因为被捉奸在床的惩罚减小了，所以年老
女性会更加随性去满足婚外的欲求。她们还有可能尝试在生育力降为
零之前再生最后一个孩子——这种现象被进化心理学家朱迪丝·伊斯
顿（Judith Easton）称为繁殖加速（reproduction expediting）。
22还有一个事实也支持繁殖加速的解释：女性在30岁后会经历一个性
幻想和性冲动的高峰，众所周知的生物钟会警铃大作。

婚外情也反映出女性在自己繁殖价值直线下降之前，为更换配偶
所做的努力。一项由205名有过婚外情的已婚人士参加的研究支持了这
一观点。有整整72%的女性和仅仅51%的男性表示，他们的婚外情是出

自情感承诺和长期爱情，而不是性欲求的冲动。23另一项研究发现，

有两倍于女性的男性认为，婚外情只有性，没有情感联结。24还有一
项研究发现，有过婚外情的女性中只有33%认为她们的婚姻是幸福的，

而有过婚外情的男性中有56%认为他们的婚姻幸福。25婚姻幸福的男性
比婚姻幸福的女性更容易发生没有情感联结的婚外情，而且也不会觉
得他们的婚姻不尽如人意。女性有婚外情多数是因为婚姻不幸福，她
们也更愿意为婚外情投入感情，这说明她们可能用婚外情来达到更换
配偶的目的。

男性婚外性行为的方式和女性不一样。男性一生中发生的婚外性
行为，比女性更频繁也更持久。我们可以看出，在已婚人士中男性对
婚外性生活的欲望更大。在一项研究中，48%的美国男性表明他们想要

婚外性行为，而相对应的女性统计数字只有5%。26另外一项关于婚姻
幸福的研究，调查了769名美国男性和770名美国女性。在该研究中，

72%的男性和仅仅27%的女性承认，他们有时会想要婚外性行为。27一
项对德国工人阶级的研究也显示出同样的趋势：46%的已婚男性和仅仅
6%的已婚女性承认，如果可以的话，他们愿意和有魅力的异性发生随

意性关系。28



这些欲求经常会转化为真实的婚外情。金赛的报告统计了从16岁
到60岁的人所发生的婚外性行为，在每个年龄段，丈夫的婚外情都要

多于妻子。29在最年轻的年龄段——16岁到20岁，有37%的男性报告曾
有过至少一次婚外情；而在同样的年龄段，有过婚外情的妻子只有
6%。丈夫婚外情的次数在几年中都相对稳定，只是在最后几年有轻度
下降。

婚外性行为并不是由于男性偶尔“一时性起”。相反，在男性一
生中的每个年龄段，婚外情都是很重要的性发泄方式。从16岁到35
岁，婚外性行为占男性性发泄方式的五分之一。从36岁到40岁，这个
数字稳步上升至26%，41岁到45岁时是30%，而到46岁至50岁时是35%。
30与朋友或妓女发生婚外性行为的男性，会把这种形式的性行为看得
越来越重要，而且会逐渐取代和妻子的性行为，这会让夫妻性生活所
占的比例越来越小。考虑到我们已了解的男性性心理，这些男性之所
以会把婚外性行为看得越来越重要，可能是因为他们厌倦了反复同一
个配偶发生性行为，或者是逐渐衰老的妻子对丈夫的吸引力逐渐减
少。

男性和女性一生中发生婚外情的比例是由择偶体系的性质决定
的。在一夫多妻的择偶体系中，很多男性没有配偶，而大多数有生殖
力的女性都结婚了，这样一来，两性发生婚外情的比例必然和一夫一
妻制社会中的不同。单身汉只能和已婚女性发生性行为。不仅如此，
在历史上和各种文化中，一小部分地位高的男性给大批地位低的男性
戴绿帽子的现象是很普遍的，比如法律允许古罗马独裁者尤利乌斯·

恺撒和其他男性的妻子发生性行为。31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发生婚外
情的比例必然高于男性。

我们进化出的性策略的要点是，男性并不一定会发生更多婚外
情，不忠也不是只有男性才有的行为。相反，男性的性心理决定他们
会寻求性多样化。当代价和风险都很低的时候，男性就会寻求婚外性
行为。女性也会寻求短期性行为，包括婚外性行为，这些婚外情可能
源于繁殖加速机制或配偶更换机制。但她们对这种性行为的欲求、幻
想以及动机都不像男性那么强烈。马克·吐温观察到：“大部分男性
是色鬼，他们有机会通奸时都不能自持；但当女性缺乏吸引力时，很

多男性的秉性会让他们把持住，而宁愿让机会溜走。”32尽管男人们



一再狡辩称出轨的欲望不能等同于不忠，但相比于女性，婚外性行为
在男性一生的欲望中占有更大的比例。

更年期——⭕⢟钟Ⲻ㓾极警

女性的繁殖能力在更年期结束时会下降至零。女性的所有生命变
化中最让人捉摸不透的一个事实就是，更年期会在生命结束前很早就
到来。多数女性在50岁时就完全停止繁殖了，不过也有些女性会在七
八十岁甚至90多岁的时候还保持着活力。这种情况和其他任何灵长类
动物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使是寿命长的哺乳动物，后繁殖阶段在
它们的整个生命历程中所占的比例也只有10%或者更少。比如，只有5%
的大象能活到55岁，但此时雌性的生育力依然是它们最大生育力时期

的50%。33

雌性的其他机能也会随年龄增长而逐渐变得衰弱。比如心肺功
能，在20岁出头它们的能量接近100%，但在50岁时会下降到只有80%。
34相比之下，女性的生育力在25岁左右时达到顶峰，而在接近50岁时
会下降至零。相比于所有的其他身体机能，女性生育力的急速下降的
确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历史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女性应该为更年期停经负责，因为“过

量透支多是由于奢侈，以及不稳定的情绪导致的”。35今天大多数人
认为这种说法是性别歧视和陈词滥调。现在，一种理论认为，导致这
种奇特现象的原因是：营养和健康护理的改善，让女性的后繁殖阶段
被人为地延长了。根据这一理论，就算我们的人类祖先能活到更年
期，他们在更年期之后活的时间也不会很长。不过这种解释听起来很
不可靠，因为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主要是因为婴儿死亡率的下降。
一个20岁古代人所能享受的最长寿命和我们几乎是一样的，即七八十

岁。实际上，没有证据能证明医疗技术改变了人类的最长寿命。36此
外，更年期是寿命延长的意外副产品，这种说法并不能解释女性繁殖
机能的急速下降，因为如果所有机能都是为了适应延长的寿命，那为
什么其他所有的生命机能都只是缓慢地衰老？如果人类祖先无法活过
50岁，那么优胜劣汰是不会让身体机能一直活跃到五六十岁的。更何
况，寿命延长的观点也不能解释这其中的两性差异，因为男性的生育

力下降缓慢，而女性的却是直线下降。37



女性拥有很长的后繁殖时期，对此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更年期是
女性的一种适应机制，这可以帮助她们从择偶和直接繁殖，转变为履
行母亲角色、祖母角色以及进行其他形式的亲本投资。这种解释被称
为祖母假设（grandmother hypothesis），认为持续繁殖会影响女性
祖先的繁殖成功，因为这会阻碍她对已有的子女、孙辈和其他血亲的
投资。它还假设年长女性对她们的子女和孙辈有特殊的价值。例如，
在健康之道、亲属关系和压力应对方面，年长女性比年轻女性有更丰
富的经验和知识。她们也能更好地掌管资源和影响他人。这些增长的
权力和技能都能传授给子女和孙辈，以及这名女性的整个扩展的亲属

网络。38

早先在巴拉圭阿赫族中对祖母假设的检验表明，在这个群体中，
从直接繁殖到教养孙辈的转变所带来的繁殖收益，不足以弥补女性不

能生育所带来的损失。39更多近期的研究为祖母假设提供了更可靠的
支持。一项对传统冈比亚人的研究发现，相比于祖母，外祖母的存在

能够提升孙辈在出生前两年里的存活率。40一项针对18、19世纪芬兰
人的研究发现，女性生命中的后繁殖时期越长，她的孙辈的存活率越

高。41

另外一种假设认为，女性更年期是以下两种情况的折中，即在生
命相对较早时期迅速繁殖和在整个生命周期完成长期繁殖。过早地生
育多个健全子女，可能会损坏女性的繁殖机能，所以更年期本身不是

适应机制，而是过早和过快生育的意外副产品。42这样看来，找出导
致女性祖先过早、过快繁殖的环境就变得十分重要。

过早繁殖、在短期内多次生育，或是平均三四年就生育一次，这
些情况都可能发生在女性祖先的身上，因为她们要依靠配偶的投资来
获得食物和保护。男性会向子女和配偶提供大量的抚育资源，这就为
过早和过快繁殖提供了有利的环境。相反，雌性黑猩猩和大猩猩只能
自己觅食，所以它们不能如此频繁地生育。在这些物种中，雌性的整
个成年阶段都会用于繁殖，即每五到六年生育一个后代。人类女性生
命中的变化导致她们停止直接繁殖，转而投资血缘亲属，这可能会直
接导致男性付出高水平的抚育投资。这种对男性投资的需求可以追溯
到最初的择偶阶段，女性有意选择有能力和意愿来进行投资的男性作
为伴侣。可以说，女性生命过程中发生的繁殖变化和两性的择偶决定
密不可分。



⭭性配偶价值Ⲻ变ौ

女性作为配偶的赞许性会随着年龄下降可以预知，不过同样的情
况不会发生在男性身上。原因在于，很多影响男性价值的关键品质与
年龄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密，也不可预知。这些品质包括男性的才智、
协作能力、父性、政治联盟、亲属网络、同盟伙伴，还有也是最重要
的，就是向女性及其子女提供资源的能力和意愿。

男性在提供资源方面的价值，可以由收入和社会地位等线索来指
示。而且，与女性的繁殖价值相比，男性的价值在年龄分布上的差异
很大。比较重要的两性差异有两方面：在整个生命过程中，男性资源
和社会地位通常会比女性的繁殖价值更晚达到顶峰；另外，男性所获
得的资源和社会地位，更能帮他们和竞争对手区分开来。男性的资源
和地位有时会急速下跌，有时会保持不变，有时会随着年龄扶摇直
上，而女性的繁殖价值会随着年龄持续、无情地下滑。

对于男性来说，要理解他们在一生之中作为配偶的价值，就必须
区分社会地位和资源的增长。在古代的狩猎者-采集者社会中，有限的
狩猎技能和被杀猎物的短暂储存期，都会限制男性能够积累的肉食总
量。此外，在当今犹存的狩猎者-采集者社会中，男性拥有的土地和储

存的肉食总量差异不大。43事实上，尽管男性的狩猎技术不同，但某
些群体，比如巴拉圭的阿赫族，他们会共享肉食，因此男性并不会在
狩猎获得的资源上有明显的区别。

不过，在肉食共享的社会中，熟练猎手仍然会比蹩脚猎手获得更
大的繁殖成功。这么说是因为两个理由。对女性而言，好猎手会比差
猎手更有魅力，好猎手会得到更多婚外情的机会，因为女性愿意和好
猎手发生性关系。同样，好猎手的子女也会得到族人更好的照顾。尽
管阿赫族的男性所拥有的肉量没有明显差别，但狩猎给他们带来的社
会地位是不同的，这给了他们接近迷人配偶的机会而且能更好地照顾

子女。44因此，地位和资源占有量是两项不同的指标。

约1万到1.5万年前，农业的出现和货币经济的发明，让资源储备
远远超出了狩猎者-采集者祖先们的所能。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
伯格与乞丐在有形资产上的差异，要远远超过阿赫部落中地位最高的
首领和地位最低的、不能狩猎的老人之间的差异。但在社会地位方



面，类似的情况就不会发生。尽管货币经济丰富了男性的资源，但当
代男性之间的地位差异并不一定超过我们祖先的地位差异。

尽管社会地位比收入更难测量，但当代的狩猎者-采集者社会还是
为社会地位的年龄分布提供了线索。没有任何社会让十几岁的男孩享
有最高的社会地位。在提维部落中，男性至少要到30岁或者中年，才

能拥有足够的社会地位以娶一到两位妻子。45年轻的提维男性缺少政
治同盟来获得这样的地位。

在昆族，男性在二十几岁时要磨炼技能，并且获取有关狩猎的知

识和经验。46昆族男子在30岁之前，不会在部落的大型狩猎活动中受
到重用。在巴拉圭的阿赫部落，男性的声望也和狩猎能力相关，而狩

猎能力一般要到30岁左右才能达到顶峰，持续到近50岁。47在昆族和
阿赫部落，超过60岁的男性一般就无法成功狩猎了，他们不会再带弓
和箭，而且他们的政治地位和吸引妻子的能力会有明显的下降。阿赫
男性的地位在25岁到50岁的某一时期会达到顶峰，这与他们的狩猎技

能息息相关。48在阿赫、雅诺马马和提维部落，年长男性获得尊重、
地位和年轻男性的敬畏，因为他们能从无数次部落战争的长矛对决和
石斧较量中幸存下来。如果一名男性能一直从他人的猛烈攻击中存活
下来，那他的地位可以一直维持至中年。

在当代西方社会，我们也能观察到同样的随年龄变化的趋势。当
代西方社会中，实际的金钱收入预示了男性一生的资源。不幸的是，
没有一份世界范围内的统计资料，能够体现男性和女性的资源与年龄
之间的函数变化。不过，最近几年在美国出现了一种特殊的随年龄变
化的收入分布。例如，用年龄变量来分析美国男性的平均收入分布，
发现十几岁和20岁出头的男性收入非常低。在25岁到34岁的10年间，
男性的收入只达到他们一生中最高收入的三分之二。直到35岁到54岁
的20年间，美国男性的收入才会达到顶峰。从55岁开始，男性收入开
始下降，这无疑是因为有些男性已经退休、失去工作能力或是已经没

有能力再维持以前的工资水平。49这种收入变化的平均趋势，隐藏着
很大的变数，因为有些男性在年老后仍然能够增加收入，而有些男性
一辈子都很贫穷。

因为年老男性一般比年轻男性拥有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资源，所
以同年龄的男性和女性平均来说在配偶价值上有所差异。在16岁到25



岁的10年间，女性的生育力和繁殖价值都达到顶峰，男性的收入和地
位却处于他们成年生命中的最低阶段。大多数35岁到44岁的女性很快
接近她们繁殖年龄的尾声，而相同年龄段的男性才刚刚开始达到他们
赚钱能力的顶峰。因为女性赞许性的中心元素是繁殖价值，而男性赞
许性的中心元素是取得资源的能力，所以年龄相当的男性和女性并不
一定具有相当的赞许性。

男性和女性在不同年龄段的配偶价值具有的另一个重要差异，就
是男性价值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这也减少了年龄对男性择偶的影响
力。在西方社会中，男性的职业地位划分，是从门卫和加油站服务人
员到公司总裁和成功企业家。相同年龄男性的收入差异，从乞丐讨到
的几个铜子，到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或者沃伦·巴菲特拥有
的亿万存款。在20岁到40岁之间，男性获取资源的能力会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

尽管如此，这些趋势还是不能充分展现女性做出选择时面临的瞬
息万变的个体状况。从女性角度来看，分量最重的不是平均趋势，而
是特殊情形。很多中年女性偏好年老的男性，不是因为他们的资源，
而是因为女性相信年老男性会比同龄男性更珍惜她们。比如在非洲的
阿卡族，在人生中取得很高地位和很多资源的男性，在婚后对子女的
直接照顾都很少。相反，没能为妻子和孩子取得较高地位和较多资源

的男性，会花更多时间直接照顾孩子以作为补偿。50父亲的投资的一
个重要指标，就是一天当中怀抱婴儿的时间，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行
为，因为这要耗掉很多能量而且还要放弃其他活动。怀抱可以使婴儿
避免受到周围的危险、气温变化、事故的伤害，以及避免遭到他人的
攻击。能够在群体中保持地位的阿卡男性，一天中怀抱婴儿的时间平
均只有30分钟。而失去地位的男性，一天可以怀抱婴儿超过70分钟。
尽管女性一般会偏好有地位和资源的男性，但男性的哺育意愿也是一
个很重要的资源，有时可以弥补其他品质的缺失。

有些女性，因为她们自身就掌握着大量经济资源，在选择时可能
不需要考虑对方获取的外在资源。男性的赞许性必须经由女性的心理
机制来评价，而且这些机制对环境十分敏感。这并不是要否定平均趋
势的重要性；事实上，这些趋势正是人类进化历史千百年来选择的结
果。我们进化出的心理机制，不仅会按照两性各自的典型需求来促成



择偶机会，也会适当地剪裁择偶机会，使我们的选择更加适应个体状
况。

⭭性Ⲻ早亡

人类的择偶机制告诉我们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所有的社会文化环
境中，男性都比女性更快、更早地死亡。这样看来，对男性的自然选
择要比女性更难。男性比女性的寿命短，而且在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
都会因为更多的原因而更大数量地死亡。比如在美国，男性平均比女
性早亡4年到6年。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感染疾病，而且致死的疾病种类
也更多。男性比女性发生的事故多，包括跌落、意外中毒、溺水、中
弹、撞车、火灾以及爆炸。男性在生命的前四年中，意外死亡率比女

性高30%，而到成年时，意外死亡率比女性高400%。51男性被谋杀的概
率是女性的3倍。男性因为冒险而亡的概率更高，而且自杀率也大约是
女性的3倍。从16岁到28岁，同性之间的竞争会变得十分激烈，而这种
情况对男性来说更严重。在这个年龄段，男性的死亡率是女性的
200%。

男性高死亡率的原因，同时也是所有哺乳动物雄性高死亡率的原
因，可以直接追溯到男性的性心理，尤其是他们对配偶的竞争。随着
竞争带来的繁殖结果的差异越来越明显，竞争中所使用的冒险手段也
越来越多。有些雄性占有不止一个雌性，那么作为成功者，他所获得
的繁殖收益是非常巨大的，而失败者要承担的繁殖惩罚也是非常巨大
的。红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体型和鹿角都比较大的雄鹿，一般会
在择偶时更胜一筹。它们可以在头抵头的较量中战胜竞争对手。但是
成功也会给它们的生存带来威胁。同样的特征给它们带来了择偶的成
功，也带来了更多丧命的可能。比如在资源匮乏的寒冷冬季，雄性常
常因为没有足够食物供给它们较为庞大的身躯而丧命。大块头还容易
被捕食者盯上，而且不能灵活地逃走。由同性竞争而直接导致的死亡
也要算在这些可能之中。所有这些冒险行为都是由红鹿的性策略导致
的，这会使它们在争夺配偶的竞争中获益，也会导致它们比雌性更短
命。

作为在动物王国通行的一种规则，择偶体系越是遵行一夫多妻

制，两性死亡率的差异就越大。52在一夫多妻制的择偶中，敢于冒险
的雄性会得到选择——冒险与其他雄性竞争，冒险获取雌性需要的资



源，冒险在追求雌性和求偶的过程中暴露自己。即使是在人类这样隐
性的一夫多妻择偶体系中，有些男性也会通过一系列的婚姻和婚外情
获得诸多配偶，而其他男性只能打光棍。男性之间的竞争，以及女性
对较高地位和较多资源的男性的挑选，最终使男性进化出冒险的品
质，来帮助他们成功择偶，只是这要以短命为代价。

因为男性所下的繁殖赌注要高于女性，所以男性比女性有更大的
风险会被踢出择偶竞赛。在任何社会当中，终生没有配偶的单身汉比
老处女的数量都要多。比如在2015年的美国，有67%的男性和仅仅54%

的女性，在25岁到29岁这个年龄段没有结过婚。53在30岁到34岁这个
年龄段，有41%的男性和仅仅31%的女性从没有结过婚。这样的两性差
异在高度崇尚一夫多妻的社会中发展到极致，例如在提维部落，实际
上每一个女性都结婚了，少数男性甚至有29个妻子，致使很多男性只

能打光棍。54

适应逻辑告诉我们，冒险越大，死亡率也就越高。这种情形适用
于处在择偶人群底层的男性，他们有被完全踢出局的风险。从赌博到
决斗，从事这种冒险活动的绝大多数人是没有工作、没有结婚的年轻

男性。55例如，在1972年底特律的杀人犯中，41%的成年男性罪犯是没
有工作的，而整座城市的失业率是11%。69%的男性受害者和73%的男性
施害者没有结婚，而整座城市的未婚率是43%。这些杀人犯的年龄也高
度集中于16岁到30岁之间。总之，赞许性低的男性，具有没有工作、
没有结婚且年轻的特征，他们似乎有很强的冒险倾向，有时他们会因
为不小心玩过了火而丢掉性命。关键不是谋杀本身是一种适应机制，
而是男性进化出的性心理会让他们通过增加冒险来应对某些特殊环
境。

在古代，敢于冒险的男性会获得巨大的繁殖收益，而谨慎的男性
会丧失繁殖机会。这些都选择出男性祖先在竞争中获胜的品质，哪怕
这要以短命为代价。当涉及纯粹的生存问题时，通过同性竞争而进行
自然选择是非常严酷的。

择偶ধ机——ቚ其针对受教㛨Ⲻྩ性

男性的早亡是择偶市场上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而
且这种失衡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愈演愈烈。这种现象被称为“婚姻排



挤”（the marriage squeeze），不过实际上无论是否结婚，这种现
象都会出现。很多因素会影响到这个比例。婴儿期、童年期、青少年
期、成年期的死亡率是不一样的，而且在这个生命历程中，男性都保
持着更高的死亡率。男性比女性更频繁地移民和迁徙，进一步造成了
性别比的失衡。婴儿潮也会造成性别比的失衡，婴儿潮中出生的众多
女性可选择的对象很少，因为她们要选择比自己年长的男性，即那些
出生在婴儿潮之前的、数量较少的一辈人。从男性的角度来看，那些
出生在婴儿潮之前的男性，有相对较大的女性群体可供选择，因为他
们一般会选择年轻女性，也就是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女性。此外，进入
监狱的男性人数远远超过女性，这进一步加剧了择偶市场上两性比例
的失衡。男性被战争夺走生命的概率也远高于女性，这造成战后择偶
市场上出现大批剩余的女性。

生命中的离婚和再婚模式，也是造成婚姻排挤的一个重要原因。
男性离婚后再婚，会选择比自己年轻的女性。例如，2013年的一项研
究发现，初婚男性中，只有10%会和比自己小10岁甚至更多的女性结

婚，5%会和比自己小6岁到9岁的女性结婚。56而再婚群体中，这个数
字会跃升至20% 和18%，所以有整整38%的男性在再婚时会选择比自己
小6岁甚至更多的新娘。俗话总说，男人年纪越大，再婚时娶的老婆就
越年轻。现在看来，这种刻板印象被数据验证了。

这些再婚的事例并不是北美洲国家特有的现象，而是在各种社会
中都普遍出现的，有足够的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一项对47个国家或

地区的调查发现，年龄对女性再婚行为的影响都超过了男性。57从25
岁到29岁，再婚的两性差异并不明显，因为年轻女性对于潜在伴侣来
说仍具有较高赞许性。但到了50岁到54岁，再婚率的两性差异就十分
显著了。在埃及，这个年龄段中，再婚男性的数量是女性的4倍；在厄
瓜多尔，再婚男性的数量是女性的9倍；在突尼斯，这个数字是19倍。

这样的择偶危机在受教育女性中尤为显著。每年接受大学教育的
女性远多于男性。这种差异遍及北美至欧洲，而且这种趋势开始在世
界范围内盛行。我所任教的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2016年的学生
总数中，有54%的女性和46%的男性。乍一看，这种失衡并不大。但你
如果仔细计算，会发现这代表了当地择偶市场上，多出的女性有17%之
多。受教育女性的择偶危机的关键诱因在于，女性在忠诚的配偶身上
寻求某些品质。大多数女性不愿意屈就低教育程度、低智商、不如自



己事业成功的男性。而男性恰恰不那么在意这些方面，不论好坏，他
们优先考虑的都是其他进化标准，比如年轻和外表。这种性别失衡起
于大学受教育群体，而对于高成就的女性来说，它会变得更严重。她
们只能被迫在有限的受教育男性的池子里挑选，不仅要和众多受教育
的对手竞争，还要和那些没受过什么教育但是男人们觉得很有魅力的
女人竞争。好在受教育的女性和男性结婚后，会拥有更幸福、稳定、
富足的生活。

随着女性衰老而产生的性别比例失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两
性的性心理的结果。排挤的中心问题是女性繁殖价值随年龄急速下
降，这促使自然选择引导男性祖先偏好年轻女性作为伴侣，而引导女
性祖先偏好有资源的年长男性作为伴侣。在现代社会，才智和受教育
程度预示了向上流动的可能。年轻、健康、漂亮的女性，根据她们的
欲望选择年长、资源丰富的男性，霸占着那些原本会成为年长女性伴
侣的男性。有地位和资源的男性会尽量满足自己对年轻、健康、漂亮
女性的偏好。因为女性祖先偏好有资源的男性，这让男性承担着要更
具竞争力和冒险精神的自然选择压力，导致男性死亡率比女性高，而
这会进一步增加男性的稀缺性。

在一生之中，男女比例的变化导致了可预期的两性的性策略变
化。首先要改变的是挑剔程度。当男性数量较多时，较少男性会挑剔
异性，他们不得不将就于那些不太迷人的配偶。而如果男女比例较为
平衡，他们就能找到更好的配偶。相反，男性比例的降低会限制女性
的选择，因为可供她们挑选的男性变少了。因此，这些比例会让两性
认识不到自己的理想偏好是什么。

男性的低比例也会导致婚姻的不稳定。男性可获得的女性相对过
剩，就意味着很多女性不能确保男性的有效承诺。能接近很多女性的
男性，会迅速而泰然自若地追求随意的性关系。最近在大学校园兴起
的“勾搭”文化，一定程度上也是由女性的过剩导致的。美国历史上
男女比例的变化印证了这一点，因为1970年到1980年的离婚率上升时

期，也是择偶市场上女性过剩的时期。58

相反，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新婚离婚率比上个十年要低，而同

时期男性的比例在上升。59这段时期内，美国女性的婚姻幸福感也比
她们的丈夫高，而在之前的15年中，即在男性的短缺时期，她们的婚



姻幸福感一直低于丈夫。60从1973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从事商业
的男性人数翻了一番，同期男性的比例也在上升，这表明男性更加关
注他们的经济成功了。尽管缺乏相关资料，但这个时期的男性对孩子
投入的直接关爱也在上升。当可接近的女性相对较少时，男性会尽力
表现得更和善、更温柔，来满足女性的择偶偏好。

缺乏可接近的男性，也会让女性分担更多提供资源的责任。原因
之一就是女性不能依靠男性获得资源。不仅如此，不断增加的经济资
产可能也是女性增加赞许性的策略，就像传统社会中的嫁妆竞赛。纵
观历史，在男性相对比例较低的时期，有更多女性从事有偿工作。在
20世纪20年代，因为移民法的变化，美国社会中外籍女性多于外籍男

性，此时作为劳动力的外籍女性数量骤然上升。61由于能够投资的男
性较少，所以女性承担着更多责任来储备自己的资源。

择偶环境中男性数量较少也会加剧女性内部的竞争，她们会改善
外表、增加健身活动，甚至提供性资源来吸引男性。比如发生于美国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使得很多女性开始抛弃性保
守的观念，在性关系中不要求男性做出郑重的承诺。性道德发生转
变，而同一时期年长男性的数量也少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女性。女性
改善外表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表现为这样一些趋势，如节食产业的崛
起、女性化妆和美容产业的迅速扩张、整容外科手术的增长——包括
收腹、抽脂、隆胸、面部祛皱手术。而同一时期的男性数量也相对较
少。

当较多男性竞争较少女性的时候，制衡的权力就转移到女性手
中。女性能更轻易地从男性那里索取她们想要的东西，结果男性之间
会为了吸引和留住有魅力的女性而进行更激烈的竞争。婚姻和其他长
久坚实的恋情会更稳定，因为男性会更愿意做出承诺，而且不愿离
开。男性能找到的替代伴侣变少，所以当女性稀缺时，他们就不能轻
易寻求随意性关系。因此，男性会更努力竞争去满足女性追求长期配
偶的愿望，最主要的方式是努力获得资源，并且表现得愿意做出亲本
投资。

不过，在男性相对比例较高的时期所发生的转变，并非都对女性
有利。一个重要的不利就是他们对女性的暴力倾向可能会增加。在男
性过剩的时期，很多男性会被排斥在择偶市场之外，因为没有足够的



女性分配给他们。不仅如此，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吸引到女性的男性，
会小心翼翼地守卫女性，不让竞争者接近。已婚女性这时会有更多的
替代伴侣，所以她们有可能离开的威胁会增加丈夫的可靠性。这样的
环境会激发丈夫们的性嫉妒，也会促使他们用威胁和暴力来控制妻

子，更会对那些想要勾引伴侣的男性暴力相向。62

因为存在大量无法吸引到伴侣的男性，所以性侵犯和强奸事件会
增加。对于没有资源来实现愿望的人来说，暴力就是他们唯一的资

产。63强奸犯大部分是那些没有地位和资源的边缘男性，而女性从长

期配偶那里追求的正是地位和资源。64不仅如此，在男性相对比例较
高的社会，更有可能爆发战争，这也印证了那种说法，即在男性过剩

的时代，男性之间的竞争也会变得激烈。65

在一生之中，男女比例的变化也会导致择偶策略的变化。在年轻
男性的世界里，可接触的女性很少，因为女性喜欢有地位、有资源的
成熟男性。年轻男性的策略也能够反映女性稀缺的状况，因为他们会
采取很冒险的竞争策略，成为性强暴、抢劫、殴打和谋杀的主要犯罪

人群。66例如，一项研究发现，因为强奸被捕的男性中有71%年龄在15

岁到29岁之间。67男性的这些暴力犯罪行为都是针对女性的，因为他
们无法通过积极手段吸引和控制女性。

当男性到三四十岁变得成熟时，只要他们能从冒险中存活下来，
而且获得了合理的地位，性别比例就会倾向于对他们有利。他们拥有
更多的潜在伴侣可供选择，而且他们在择偶市场上的价值会比年轻时
更高。他们更有可能吸引到多个伴侣，不论是通过随意性关系、婚外
情、多次结婚还是一夫多妻制度。不过，赞许性低的男性，无论在哪
个年龄段都不能享受这些好处，而且有些男性会被永远排除在择偶市
场之外。随着女性年龄增大，她们所体验到的性别比例会越来越倾
斜，所以她们不得不通过降低标准、增加同性竞争、自力更生获取更
多资源或者干脆决定退出择偶市场来妥协性地调整她们的择偶策略。
所有这些伴随时间而来的变化，都源于我们进化出的择偶策略。

㓾⭕择偶Ⲻ预期

从青春期的内心萌动，到把遗产留给尚在人间的配偶，人类一生
当中的择偶行为会发生很多改变。两性都进化出心理机制来解决这些



变化带来的问题——这些机制对繁殖价值的变化、地位和资源的变化
以及择偶机会的变化都很敏感。这些变化对两性的影响是不同的，而
且有些变化并不令人愉快。女性的青春期比男性早两年开始，但是她
们却比男人早二三十年失去繁殖能力。在她们即将失去繁殖能力的几
年中，仍然没有子女的女性会很着急——就像生命时钟正敲起越来越
响的警报——这不是由某些特定文化中的专制习俗导致的，而是与繁
殖现实协调一致的心理机制的反映。

女性一生当中繁殖价值的变化，不仅会影响自身的性策略，而且
会影响她社交圈中的男性的性策略，包括她的现任配偶和其他潜在配
偶。当女性年轻时，丈夫会严密地守卫她们，紧紧抓住他们成功获得
的珍贵繁殖资源。这样严密的守卫会让女性失去外遇的机会，而且女
性一般会把这视为男性负责任或对现状缺乏安全感的表现。很多夫妻
的性生活在开始时会很来电，而且当有意介入的竞争者出现时，夫妻
性生活会更加频繁。但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女性繁殖价值的下降，
夫妻性生活的频率也在下降。醋意十足的严密守卫阶段已经过去。男
人变得越来越不满足，他们开始对妻子失去兴趣。女性哀叹说配偶对
她们的关注减少，不断抱怨自己被忽视。同时，对于妻子所要求的时
间和关注，男性会变得越来越不耐烦。

随着女性的衰老，男性严密守卫的手逐渐放开，越来越多的女性
开始发生婚外情，并在她们的繁殖价值即将降为零时达到顶峰。对于
男性来说，婚外情的主要诱因是追求性生活的多样化；而对于女性来
说，婚外情更多是由情感目标导致的，她们想在自己还具有繁殖能力
的时候更换伴侣。女性似乎知道，她们越早离开丈夫，在择偶市场上
的赞许性就越高。在更年期之后，女性把精力从为人母转向为人祖
母，帮助子女生存和繁殖，而不是继续直接繁殖。女性要为她们过
早、过快生育的繁殖策略付出代价——生育期的缩短。

就像那些雄性大猩猩一样，在涉及择偶成功问题时，男性在一生
当中的变化更不稳定。男性可以通过提高地位和声望来让自己的赞许
性经年不衰。无法获得资源和地位的男性会在择偶市场中被越来越边
缘化。大约有一半的已婚男性会发生婚外情，而对于有婚外情的男性
来说，私通就意味着牺牲和妻子的性生活。不仅如此，很多男性一生
都在为获得新的伴侣而竞争，和年老的妻子离婚，然后迎娶更年轻的
女性。男性年纪越大，就越努力迎娶年轻的女性。传统的科学家一直



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脆弱的男性自尊、性心理的不成
熟、“男性更年期”或是崇尚年轻的文化，但也许这一现象只是反映
了男性在经历长期进化历史后形成的普遍欲求。

两性择偶策略差异的一个惊人结果，就是男性比女性早亡。为了
择偶成功，男性在追逐地位和资源的过程中，会比女性更冒险，同性
竞争也更激烈，这样早亡就成了可预见的结果。择偶市场中的竞争，
会逐渐榨干男性身上的油水，性别比例会越来越倾斜，进而造成女性
数量过剩，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对于重新进入择偶市场的女
性来说，婚姻排挤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越来越严重。两性都进化
出心理机制，以便根据性别比的变化而改变策略。

看看所有这些将要降临在两性身上的生命变迁，仍有50%的夫妻在
风风雨雨中相濡以沫，这样的事实格外引人注目。两个没有共同基因
的个体，为着共同的利益相守一生，这是人类进化史上最伟大的壮
举。就像我们进化出的机制会让我们陷入冲突一样，有些机制同样可
以帮我们同异性和平共处。比如，我的实验室在众多跨文化的研究中
发现，当两性走向衰老时，他们都不再把配偶的外表看得那么重了，
他们更重视的是那些持久的品质，比如可靠或是性格讨人喜欢，这些
品质对长期择偶成功非常重要。那些促进两性策略和谐共存的机制，
就像那些产生冲突的机制一样，来自人类择偶的适应逻辑。



第十章 两性和谐

在᮪个人类历史以及有史ᯏ记载之ࢃ，每个个։ᡶڐ的每一件事
䜳只触及了我们可㜳ࡦڐ的最低䲆度。㙂最儎䲆度，即ֵ存在，ሯ我
们来说也是ᇂޞ未知的。

——杰㖍·巴ቊ科（Jerome Barkow）等

《适应的心智》（The Adapted Mind）

要了解人类的择偶，就要承认我们的策略是多样的、灵活的且随
机应变的。我们复杂的心理机制由漫长的进化历史所塑造，给了我们
无所不能的行为百科全书来解决择偶的适应问题。有了这本百科全
书，我们就可以勇往直前，根据自身和社会的状况去调整我们的择偶
决定来满足自己的欲求，甚至，某些特殊人群的欲求。因此，在两性
的战场上，没有什么行为是必然的或是天生注定的——无论是不忠还
是一夫一妻制，无论是性暴力还是性冷淡，无论是因嫉妒而守卫还是
对配偶漠不关心。男性并不是因为对性多样化贪得无厌而注定发生婚
外情。女性也不一定会抛弃失去地位与荣誉的男性。我们更不是在进
化的命令下扮演性别角色的奴隶。只要了解我们包罗万象的欲求以及
不同策略的代价与收益，我们就可以从丰富的择偶菜单中做出选择。

了解性策略诞生和它们能够解决的适应问题，是行为调整的关键
所在。例如，皮肤在经过反复摩擦后会长出茧，但人类进化出这样的
生理机制并不表示人类长茧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可以而且已经制造出
无摩擦的环境。同样，我们已经知道嫉妒可以帮助男人确保父权，也
可以帮助女人留住配偶的承诺，所以两性都会关注那些最能激发对方
嫉妒的情境，比如性不忠和情感不忠。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营造一
段恋情来尽量减少嫉妒，就像我们可以创造出一个尽量减少摩擦的环



境一样。那些尝试一夫多妻制的人都致力于此，而有时，他们确实成
功了。不过如果你认为能把这么强烈的情感回路叫停是一件轻而易举
的事，你就太天真了。

在整本书当中，我都使用人类择偶行为的经验研究作为建造人类
择偶心理理论的基石。尽管我从没有一刻停止过思考，但之前的讨论
都还只是停留在经验资料上。现在我将要超越这些研究发现来描述我
的所见，进行更广泛的推论。这些推论广义上是针对社会互动的，狭
义上是针对两性关系的。

两性ᐤᔸ

只有穿透两性相似和两性差异的迷雾，才能真正了解男性和女性
之间的关系。因为两性在进化历史中要面对很多相同的问题，所以他
们可以共享很多适应策略。两性都会通过流汗和颤抖来调节体温，两
性都认为才智和可靠性是长期配偶的重要品质，他们也都会追求协
作、可靠、忠诚的配偶，而且他们都希望配偶不要让自己付出灾难性
的代价。我们属于同一个星球同一个物种。能够认识到我们共享同样
的心理和生理机制，有助于两性之间的和谐。

与以上提及的共享适应（shared adaptions）的背景相悖，两性
差异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而且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只有两性在漫长的
进化历程中反复面对的适应问题不同时，他们的择偶心理才会不同。
因为女性祖先承担了哺育子女的主要任务，所以只有女性的乳房有分
泌乳汁的功能。因为受精过程是在女性体内完成的，所以男性祖先要
面对父权不确定的繁殖问题。因此，男性进化出的择偶偏好尤其注重
性忠诚，嫉妒心理也围绕着性不忠而产生。在妻子出轨后，他们倾向

于收回承诺，这和女性的适应机制不同。1

有些两性差异让人很不愉快。女性不喜欢被当作性对象，也不喜
欢用年轻、美貌这些远远超出她们掌控的指标来衡量自身的价值，当
然，有些人也会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这些欲求。很多男性不想在竞争
过程中用钱包大小和地位高低来评价自己，但同样，他们有时也会利
用这些欲求达到自己的目的。要是一个男人为了追求性多样化而出
轨，那他的妻子会很痛苦。要是一个女人为了追求情感亲密而和另一



个男人亲近，那她的丈夫也会很痛苦。仅仅因为不具备异性所偏好的
配偶品质，就被视作不受欢迎，这会让两性都很郁闷。

曾经，传统社会科学一般会假设男性和女性在心理上是相同的，
现在某些过时的科学圈子也依然这样认为，但这违背了我们已知的性
心理机制。在性选择的力量下，两性都要为接近迷人的异性配偶而竞
争。如果发现男性和女性在择偶方面的心理机制是相同的，这个结果
就是违背科学逻辑的，因为几百万年来两性面对的很多繁殖问题是不
同的。进化史走到今天，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男性和女性在配偶
偏好上是不同的：男性偏好年轻貌美的异性，而女性偏好有地位、成
熟、成功、能保护自己和有经济资源的异性。两性还有很多不同，如
面对不带情感联结的随意性关系的态度、对性多样化的欲求，以及性
幻想的性质。

交友网站是我们在当代进化出的性心理的表现形式。Tinder中充
斥着的寻求随意性关系的男性多过女性。Ashley Madison.com吸引的
主要是寻求性多样化的男人。Seeking Arrangement.com迎合了那些有
地位、资源的男性和年轻、漂亮的女性，让他们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
资质。

对两性偏好的性行为进行干扰的方式是不同的，而且能够激发他
们的强烈情感——如生气和嫉妒的事件也是不同的。男性和女性吸引
配偶的策略不同，留住配偶、抛弃配偶和更换配偶的策略也不同。这
些两性差异是我们进化后共有的特质。它掌控着两性之间的社会交往
和基本关系。

有些人会抱怨这些差异，或者无视科学证据否认它们的存在或是
希望它们能够消失。但是希望和否认都不会让两性的心理差异消失，
就像我们无法让胡须不再生长，也不能让乳房停止发育一样。只有当
我们不再否认并且直面两性不同的欲求之时，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和谐
才能实现。

⡬权制Ⲻ进ौ起Ⓠ

性别差异的进化不可避免带有女权主义意味，正如女权主义进化
论者帕特里夏·高瓦蒂（Patricia Gowaty）、玛丽安·费希尔-麦克
唐奈（Maryanne Fisher-MacDonnell）、简·兰开斯特（Jane



Lancaster）、芭芭拉·斯马茨和格里耶·万德马森（Griet
Vandermassen）所指出的那样。根据很多女权主义者的信条，父权制
——粗略地界定为男性控制资源，而女性在身体、心理和性方面处于
从属地位——是两性战争的主要诱因。压迫和对资源的控制，被说成
是由男性控制女性的性行为和繁殖资源的欲望所推动的。人类性策略
证实了这一女权主义观点的主要成分。男性的确想控制全世界的资
源，尽管这一点在很多追求经济平等的文化中有所改变。男性压迫女
性的方式并不仅仅只有控制资源，有时还包括性强制和性暴力。男性
控制女性所付出的努力，主要以她们的性和繁殖价值为目标。而女性

和男性一样，经常会参与维持这种压迫。2

性策略的进化观点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机会，来了解男性控制资
源和他们试图控制女性性行为的起源，以及维持控制的手段。性策略
的一个惊人结果是，男性在控制资源方面的优势地位，恰恰在一定程

度上和女性的择偶偏好相吻合。3这些偏好在千百代间重复运转，引导
女性去选择有地位和资源的男性，而抛弃那些不具备这些资质的男
性。不能获得此类资源的男性祖先都没能成功吸引到女性祖先作为配
偶。

因此，女性的偏好为男性之间的竞争建立了一组至关重要的基础
规则。现代男性从他们的祖先那里继承了一些心理机制，使他们不但
对资源和地位情有独钟，更会为了获得资源和地位肝脑涂地。不能对
这些目标给予高度重视的男性都无法成功吸引到配偶。

男性的一项重要策略就是和其他男性结成同盟。这些经过精心策
划的联盟，可以帮助男性在追逐资源和获取性接触的过程中战胜其他
男性。在动物世界中，狒狒、黑猩猩和海豚的族群中都会形成强大的

联盟。4例如，雄性宽吻海豚会联合起来把雌性聚在一起，这样会比单

独行动获得更多的性接触。5雄性黑猩猩——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灵
长类亲属——在和其他黑猩猩肉搏时，同盟联合可以增加它们的胜
算，也可以帮它们取得族群中的地位，以及与雌性的性接触。很少有
雄性黑猩猩可以在缺乏雄性同盟帮助的情况下，取得族群中的领导地
位。落单的、没有同盟的雄性，处境十分危险，它们会遭受来自其他

族群的雄性的猛烈攻击甚至杀戮。6



人类男性也会结成同盟以获取资源，如获得大型的猎物、拓展群
体网络内部的权力，防卫其他男性联盟的攻击，以及获得与女性的性

接触。7这种联盟行动会带来生存和繁殖的收益，这给人类进化史上的
男性造成了巨大的选择压力，迫使他们和其他男性结成同盟。因为女
性祖先不参与大型狩猎，也不会对其他部落宣战，更不会试图从相邻
部落中强行俘虏男性，所以她们并不会在联盟中承受同等的选择压

力。8尽管女性之间也会结成同盟来照顾子女或共同抵御意图不轨的男
性，可是当她们离开亲属群体，和丈夫及其宗族生活在一起时，这种
同盟就会减弱。根据芭芭拉·斯马茨的研究，正是由于男性之间强大
的联盟和女性之间相对脆弱的联合，才在历史上造成了男性相对于女

性的统治地位。9女性对成功、有野心、有资源的配偶的偏好，与男性
富有竞争性的择偶策略是一同发展起来的。男性的竞争策略包括铤而
走险、夺取地位、消灭对手、结成同盟以及一系列的个人努力，这都
是为了使自己在女性关注的领域胜过其他男性。这些两性共同发展的
机制交织在一起，创造了男性在资源领域的支配地位。

男性控制资源的由来，绝不仅仅是历史为了某些一闪而过的奇异
事件所做的偶然性脚注。相反，这个问题对今天依然有着深远的影
响，因为它向我们展现了男性持续控制资源的早期原因。女性今天依
然偏好有资源的男性，拒绝那些缺少资源的男性。这种偏好反复不变
地出现在由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个体参与的数十个研究中。而在日常
生活中，它们也无数次地出现。在任何一年里，在相同年龄的男性
中，女性愿意嫁的男性都比那些她们不愿意嫁的男性要赚得多。即便
是那些事业成功的女性，她们实际上并不需要从男性身上获得资源，
也不甘愿嫁给不如她们成功的男性。赚得比丈夫多的女性的离婚率更
高，不过，这种趋势至少在美国有所改变。不仅如此，男性会不断与
其他男性联合或竞争，来获取地位和资源，好让自己在女性面前变得
迷人。两性资源不平等的原始推动力——女性的配偶偏好和男性的竞

争策略——也是今天资源掌控不平等的推动力。10

女权主义者和进化论者的结论，都暗含着这样的推断：男性控制
女性的努力的核心是控制女性的性行为。我们进化出来的性策略解释
了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出现，也解释了为什么男性如此重视对女性的性

行为的控制。11在人类进化历程中，不能成功控制女性性行为的男性
——比如，不能吸引配偶、不能阻止通奸或是不能留住配偶——都会



比那些成功控制女性性行为的男性享受更少的繁殖成功。我们都来自
一条漫长的、从未间断过的进化谱系，开启并延续这谱系的父系祖先
都成功地获得了配偶、阻止了通奸而且提供了充足的资源来防止她们
离开。而开启并延续这一漫长谱系的母系祖先，都把性接触机会留给
了能提供有利资源的男性。

女权主义者的理论有时会描绘说，所有男性会为了达到压迫女性

这一共同目的而联合起来。12但是人类择偶策略的进化告诉我们这种
描绘不会是真的，因为两性的首要竞争对手是同性成员。男性努力控
制资源，主要会造成其他男性的损失。他们从其他男性那里抢夺资
源，将其他男性排挤出位高权重的位置，而且为了让其他男性在女性
面前失去魅力而贬损他们。的确，将近70%的杀人事件是男性对男性

的，这一事实仅仅显露了男性为竞争所付出的代价的冰山一角。13在
每一种文化背景下，男性都比女性平均早亡数年，这一事实进一步证
明了男性为彼此间的争斗所遭受的惩罚。

女性也无法逃脱同性成员带来的伤害。14女性之间的竞争是为了
接近地位高的男性，为了和其他女性的丈夫发生性行为，或是为了勾
引男性离开他们的妻子。窃取配偶性策略在我们的族群中屡见不鲜。
女性诽谤和诋毁她们的对手，尤其是那些使用短期性策略的女性。男
性和女性都是他们自身性策略的牺牲者，所以很难说他们会和同性因
为某些共同的目的联合起来。

不仅如此，两性都可以从异性的策略中获益。男性把资源慷慨地
提供给某个特定女性，包括他们的妻子、姐妹、女儿或是情妇。一名
女性在选择了有地位和资源的配偶之后，她的父亲、兄弟和儿子都可
以从中受益。与其说男性或女性会联合同性的所有成员共同压制异
性，不如说每一个个体都会和两性中的特定成员分享一些重要的利
益，而和两性中的其他成员形成冲突。同性共谋（same-sex
conspiracy）这种观点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尽管今天的男性性策略有助于他们控制资源，但这些策略的起源
是无法同女性的欲望分开的。这些分析并不是要暗示我们把男性控制
资源的事实归咎到女性身上，也不是要苛责男性在追逐资源时的冷酷
无情。相反，如果要达到和谐与平等，男性和女性必须都要意识到，
在螺旋交错的协同进化过程中，他们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一过程在很



久以前就伴随着欲望的演化开始了，而在今天它会通过我们择偶策略
的发展继续运转下去。

择偶ㆌ⮛Ⲻཐ样性

两性欲望的差异是人类多样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过每种性别自
身也有巨大的可变性。尽管追求纯粹的随意性关系的男性多于女性，
仍然有些男性会一生都恪守一夫一妻，而有些女性也会发现多角恋、
随意性关系抑或是多元化的择偶策略比一夫一妻的生活更诱人。有些
男性是为了女性的经济资源而追求她们，而有些女性是为了男性的外
表而追求他们，尽管这与整体趋势正好相反。尽管大多数男性和女性
会被异性所吸引，但有时他们也会对同性感兴趣，有时会对同性和异
性都感兴趣，或都不感兴趣。这些性别内的差异不能被当作统计上的
意外而加以排除，它们对于了解人类择偶策略的丰富语库具有十分重
要的作用。

性多样化会因为个体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这些环境可以帮助每个
人从他们的剧目中选择一种策略而放弃另一种——这种选择可能并不
能被有意识地清晰表达出来。例如，阿卡男性在缺乏经济资源的情况

下，会采取高亲本投资的择偶策略。15昆族女性如果足够迷人，可以

一直吸引愿意投资的男性，她们会选择持续择偶的策略。16我们的配
偶价值，即我们在择偶市场上有多少魅力，决定了在多大程度上，我
们可以把我们的欲望修成正果。尽管择偶策略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进
化心理之中，但是没有一项策略的实施可以不考虑社会背景或配偶价
值。了解促进两性性策略的关键社会背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性别内
部和两性之间的择偶行为差异。

关于这些多样性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仔细地审视那些由自私利益
引发的价值判断。在西方社会，终生的一夫一妻常被标榜为典范。任
何人如果不能遵从这些惯习，就会被当作是不正常、不成熟、不道德
或是失败的。这样的评价正表明了支持这一观点的人心中暗藏的性策
略。例如，通常情况下，最能满足女性利益的就是说服他人相信终生
相爱的理想可以实现。乱交的女性会对专一的女性形成威胁，分散她
们丈夫的资源、关注和承诺。最能满足男性利益的就是说服他人采纳
一夫一妻的策略，尽管有时候他自己也不能遵守。乱交的男性侵占了
单身男性的择偶机会，并且使已婚男性有被戴绿帽子的危险。我们所



赞成的性价值，简而言之，通常是我们已经发展出的择偶策略的表
现。

两性的随意性策略深深地根植于人类的进化历史当中。进化视角
的描述会强调男性的性乱交和女性的性羞涩，这会夸大事实。就像男
性做出承诺的能力是他们全部策略的一部分一样，女性也有发生随意
性关系的能力，而事实上，当她们觉得有好处时，她们就会发生随意
性关系。

在达尔文提出性选择理论的一个世纪之后，这一理论遭到男性科
学家的强烈反对，部分是因为他们假定女性在择偶过程中是被动的。
女性积极地选择配偶，而且她们的选择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进化动
力，这样的假设被认为是科学幻想而绝非科学事实。在20世纪70年
代，科学家逐渐开始承认在动物和昆虫世界中雌性选择的重要性。在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科学家开始在人类物种中证实女性选择和竞
争配偶的积极策略。但在21世纪初，很多顽固的反对者再度坚持女性
有且只有一项择偶策略——寻求长期配偶。

科学证据给了我们不同的解释。反对忠诚择偶而转向随意性行为
的女性，改变她们的择偶欲求，去迎合男性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他
们外表的吸引力、他们阳刚的身体，甚至他们冒险自大的“坏男
孩”特质。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女性有专门为短期择偶设计的心理
机制。有婚外情的女性会选择比自己丈夫地位高的男性，并且她们很
有可能会爱上出轨对象，说明女性有更换配偶的适应机制。如果缺乏
有能力的男性为她们投资，或是男女比例不利于女性，在预见到这些
情况时女性就会将策略转向短期私通，这也说明女性有专门的适应机
制帮助她们从长期择偶转换为短期择偶。

人们总是会责难频繁更换配偶和乱交行为。但是，通常对他们最
有好处的，就是在他人心中培养这种道德观点。我们的性道德植根于
我们的进化出的性策略之中。不过，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纵观人类进
化的历史，给所有人类策略中的单独一条增加权重，并没有合乎道德
的正当理由。我们人类的本质就存在于我们性策略的多样性之中。认
识到人类择偶策略的丰富性，可以帮我们向和谐迈进一步。

择偶行为Ⲻ文ौᐤᔸ



文化差异代表着人类多样性中最迷人、最神秘的一面。不同社会
的成员在某些品质上有巨大的差异，比方说他们对结婚伴侣的贞洁的
欲求。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几乎每一个个体，不管男性还
是女性，都认为贞洁是配偶不可缺少的品质。那时，中国人在失去贞
洁后，几乎是不能结婚的。不过，中国的这种文化在过去30年中已经
改变。我的实验室的研究发现，尽管贞洁依然被看重，但它在配偶偏

好中的重要性已经逐渐降低。17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国家，如瑞典
和挪威，在挑选配偶时并不重视贞洁。这种文化差异给所有人类择偶
理论都出了个难题。

进化心理学关注早期经验、教养方式和其他当下的社会生态因
素，用它们来解释择偶策略的差异。心理学家杰伊·贝尔斯基（Jay
Belsky）和他的同事认为，严苛、拒绝、前后矛盾的儿童教养方式，
不规律的资源提供，以及婚姻不和谐，都会导致孩子形成过早繁殖和

过快更换配偶的择偶策略。18相反，敏感的、支持性的和有回应的儿
童教养方式，配合可靠的资源以及父母和睦，则会使孩子形成有承诺
的配偶策略，表现为较晚繁殖而且婚姻纽带稳固。简单来说，在不稳
定、不可预测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学习到的是他们不可以信赖任何
一个配偶。因此，他们会选择较早开始性生活，而且倾向于频繁更换
配偶。相反，生活在稳定家庭的孩子，父母的投入是可以预期的，他
们会选择长期配偶策略，因为他们期望能够吸引一个稳定的、高投入
的配偶。离异家庭子女的资料可以证明这个理论。这样的孩子会较早
进入青春期，性生活开始得也比较早，会比来自完整家庭的同龄人拥
有更多的性伴侣。

择偶策略对早期经验的敏感性，可以帮助解释不同文化对贞洁的
重视程度的差异。例如在传统的中国，婚姻历来是长久的，离婚很少
见，父母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为子女投入很多。在瑞典，很多孩子
是私生子，离婚很普遍，而且很少有父亲会长时间对子女投入。因为
这些早期的发展经验，中国人和瑞典人可能从人类拥有的全部库存中
挑选出不同的策略。尽管早期经验的重要性还需要进一步的证实，但
现有资料还是支持了这样的观点：在两性的性策略语库中，既有随意
择偶，也有长期承诺，有窃取配偶，也有更换配偶。他们从菜单中挑
选的特定策略，只部分取决于他们的早期经验，这在不同的文化中会
有不同的体现。



乱交的阿赫人和相对专一的希维人之间的不同，也可以说明人类
性策略的文化差异。这两个部落的男女比例差异，可能是导致他们性
策略差异的关键原因。在阿赫部落，每一个男性对大约1.5个女性。在
希维部落，尽管无法得到确切数字，但可以肯定男性比女性数量多。
有很多可接近的阿赫女性，就给阿赫男性创造了希维男性无法得到的
性机会。阿赫男性抓住了这些机会，十分频繁地更换配偶和随意的婚
外情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在采取短期性策略时，阿赫男性会比希维男
性更成功。希维女性比阿赫女性更有可能留住男性的高投资，因为希

维男性必须要提供资源来吸引和留住配偶。19今天我们有目共睹的文
化变迁，诸如大学校园和大都市里盛行的“勾搭”文化，以及像
Tinder这种随意性行为和网络约会应用软件的兴起，所反映出的择偶
策略的变化，也许是由感知的或真实存在的性别比例失衡所导致的。

一个关键的文化变量就是预设的择偶体系，特别是一夫一妻制和
一夫多妻制。一些伊斯兰国家允许男性最多娶四名妻子。在美国犹他
州和得克萨斯州的部分地区，一些摩门教团体对于男性可以迎娶的妻
子数量没有明确的限制，有一些甚至可以娶十几个妻子。即使是预设
为一夫一妻制的文化很多实际上也是一夫多妻的，因为很多男人会通
过多次结婚或者外遇而拥有很多伴侣。一种文化越鼓励一夫多妻，其
中的男人就越有可能铤而走险去获得地位、资源和配偶，而这种追求
不止局限于今世，还有对来生的渴望。从麋鹿到海象，正如在非人类
生物族群中择偶都是暴力的关键诱因一样，在我们自己的族群中，择
偶和暴力也密切相关。进化出的择偶策略受到这些至关重要的文化背
景的影响，并被应用于其中。

在了解不同文化中的性策略差异时，我们发展出的择偶机制起着
关键的作用。不同文化中可获得的性机会不同，它们的生态环境所提
供的资源、男女比例以及它们鼓励长期择偶还是短期择偶的程度都不
相同。我们发展出来的心理机制是受这些文化因素调节的。因此，择
偶行为的文化差异可以反映出人类从所有可能的性策略中做出选择的
差异，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以所属文化作为基础。每一个活着的
人都从我们成功的祖先那里继承了这一套完整的策略语库。

择偶战൰上Ⲻㄔ争ૂ冲シ



人类择偶过程中有一个不太令人愉快的现实，就是迷人配偶的数
量总是少于对他们有欲求的人。有些男性会显露出超人一等的获得资
源的能力，拥有极具吸引力的身形，或者平步青云的本领炉火纯青；
女性一般会欲求这样的男性，所以她们会彼此竞争去吸引这些男性。
不过，只有具备高赞许性的女性才会胜出。美貌惊人的女性是很多男
性欲求的对象，但只有很少的男性能够成功吸引她们。和善、睿智、
可靠、爱运动、帅气和良好的经济前景——能综合所有这些品质于一
身的人少之又少。我们大部分人只能将就于那些并不具备所有这些迷
人特征的人。

这些严苛的事实造就了两性内部的竞争和冲突，这些冲突只有完
全退出择偶游戏才能避免。不过，择偶的基本欲望并不能被轻易消
除。想要满足这些欲求的愿望，猛然把人们推向了与同性成员竞争的
战场。竞争的外在表现变化多端，人们不一定总能辨别出来。一名男
性或是女性在购买最新款的面霜时，恐怕不会把这种对皮肤的关注解
读为竞争。一名女性或男性兴致高昂地使用最新型的健身器来锻炼
时，或是熬夜工作时，也不会把这种行为解释为竞争。但是只要人们
有择偶欲求，只要人们在异性所欲求的品质上有所差异，同性成员之
间的竞争就会是人类择偶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方面。

两性之间的矛盾好像不会被轻易消除。有些男性对女性的性心理
表现得迟钝而且不敏感。有时男性对性关系的寻求会比女性更快、更
频繁、更坚持不懈，也更积极。对性骚扰和性强制的指控，几乎无一
例外是由女性指向男性的，这是两性择偶策略的本质差异所导致的。
男性的策略与女性的欲求发生冲突，会导致女性的愤怒和抑郁。同
样，女性蔑视缺乏迷人特质的男性，也会让被拒绝的男性感受到挫折
和怨恨。因此，女性会和男性一样频繁干涉对方的性策略，不过她们
的干涉方式不会那么野蛮和强制。

配偶双方的矛盾也不可能被完全消除。尽管有些配偶和谐而幸福
地生活在一起，但没有配偶可以完全没有冲突。引发冲突的情况总是
难以避免。一名男性因为他所不能控制的原因而被炒了鱿鱼后，也许
会发现他的妻子要和他离婚，因为他已经不能提供资源了，而这种资
源正是她选择他的理由。一名女性的脸上渐渐生出了皱纹，尽管不是
她自己的错，她也会发现事业成功的丈夫喜欢年轻的女性。两性之间
的有些矛盾是无法消除的，因为有些酿成矛盾的情况是无法避免的。



两性冲突源自我们进化出来的择偶心理，这样的事实让很多人忧
虑，部分是因为它违背了人们普遍持有的信念。我们当中很多人接受
传统的观点，认为这些冲突是由某种特定的文化扰乱了人性的自然和
谐导致的。但是女性遭受性强制时感到气愤，男性被戴上绿帽子时感
到暴怒，都是由我们进化出的择偶策略激发的，而不是来自资本主
义、文化或是社会主义。无论这一过程中诞生的策略有多么让人讨
厌，也无论这些策略的结果有多么让人厌恶，进化都要受到繁殖成功
这一残酷标准的操纵。

同性成员之间冲突的一个特别致命的表现就是战争，这是人类历
史上反复出现的情节。男性为了取得择偶成功所必需的资源，就会去
冒险，所以说战争几乎是男性特有的活动，这一点都不令人惊奇。在
雅诺马马部落，促使男性向另一个部落宣战的主要动机有两种——掠
夺他人妻子或是夺回在上次袭击中失去的妻子。当美国人类学家拿破
仑·夏侬向他的雅诺马马信息提供人解释说，美国宣战是为了自由和
民主这样的理想，他们都很惊奇。他们觉得冒着生命危险去俘获或者

重新俘获除了女人以外的东西很荒谬。20

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在战争时期总会频繁发生强奸事

件，这表明雅诺马马男性的性动机既不奇怪也不反常。21全世界的男
性都有同样的进化心理。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女性结为战争党派去抢
劫邻村并掠夺丈夫的案例，这一事实告诉我们有关两性差异内涵的重

要信息——男性的择偶策略通常比女性的策略更野蛮。22隐藏于暴力
背后的性动机，也揭示了两性内部的冲突和两性之间的冲突的紧密联
系。男人发动战争去杀死其他男人，而女人则成为性牺牲品。

在当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两性之间的战争发生在男性和女性个
体彼此的社会交往过程中——在工作场所、在聚会中、在线交友网站
上或是在家里。比如，对配偶的挑剔并不会影响到所有人，而只会影
响到那些缺乏迷人品质的人。性嫉妒并不会让所有男性对所有女性施
加伤害，而只会来自某些特定的男性，比如赞许性比配偶低的男性；
只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产生，比如在不忠事件发生之后；只针对某些
特定的女性，比如配偶而非随意性伴侣。再比如，只有部分男性会实
施性强制，特别是那些具有低共情、高敌意、大男子主义和剥削倾向
等反社会特征的人。大多数男性不是强奸犯，而且大多数男性即使在

不会被捕的情况下，也不会实施强奸。23



并不是所有女性或是所有男性都能团结一致，这就导致了两性冲
突。相反，同性成员一般会采取一套共同的策略，这和异性成员的典
型策略不同。谈论两性冲突是可能的，因为两性通常的冲突方式都来
源于他们和同性共享的策略。同样，没有哪个男人或女人是天生和他
或她的同性成员联合在一起的，也没有哪个人是天生和异性成员相对
立的。

我们现在被赋予了权利去打造我们的未来，这种权利可能比以往
人类进化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都多。欺骗、强迫和虐待源自我们的择
偶策略，这一事实并不能使它们的存在名正言顺。使用对个人得失敏
感的进化机制，如害怕被放逐或是担心声誉受损，可以减少我们使用
人类策略库中的那些比较野蛮的部分。

两性ਾ作

男性和女性都要依靠对方来把他们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婚姻结
合被描绘为一个复杂的长期信任和互惠的网络，这是其他物种所不具
备的。从这种意义上讲，两性之间的合作达到了人类的巅峰。我们在
择偶方面合作的策略，就像我们进化出的对语言和文化的接受能力一
样，能够定义人类的本质。

性策略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条件，帮助我们获得终生的爱情。孩子
是两性共享的媒介，通过他们，基因可以在通往未来一代的旅途上幸
存下来。他们把男性和女性的利益连在一起，而且促进了婚姻纽带的
长久存在。父母可以共享孕育新生命的愉快，共同把他们的孩子养育
成人。他们会一起惊奇地发现，他们爱情的结晶正一同分享着人生的
繁殖循环。但是孩子也会创造新的冲突，从争论如何分配白天照顾孩
子的时间，到晚上减少促进性和谐的机会。没有什么幸福是绝对纯粹
的。

性忠诚也会促进婚姻的和谐。任何一点不忠的可能性，都会打开
一道利益冲突的裂缝。不忠会中断婚姻的纽带，导致离婚。一夫一妻
有利于延长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信任。如果一名女性不忠，她也许会受
益于婚外情，可以从中获得资源，把更好的基因传递给孩子，或是在
择偶市场上获得更好的机会。但是不忠所能带给她的收益，是以她丈
夫的损失为代价的，这包括父权确定性的降低、信任的破坏以及可能



失去长期配偶。男性的不忠可以满足他们对性多样化的需求，或让他
们得到短暂的陶醉，就好像他们是奉行一夫多妻制的男人。但是这些
收益的代价，就是他们的妻子必须承受丈夫的爱和投入分给了其他女
性。终生的性忠诚可以促进两性之间的和谐，但是两性都要为此付出
放弃机会的代价。

满足彼此的进化欲求是两性和谐的关键。在男性给家庭带来更多
经济资源时，或是他们表现出和善、关爱和承诺时，女性的幸福感就
会增加。当女性的外表比男性更漂亮时，或是当她们表现出和善、关

爱和承诺时，男性的幸福感就会增加。24那些能够满足彼此欲望的
人，会拥有更加美满的关系，尤其是择偶市场上没有人更能满足他们
的需求时。简单地说，我们进化出来的欲望，在解决两性和谐这一谜
题方面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欲望的多样性可能是促进和谐的最有力的工具。两个没有关
系的个体，能够把他们所有的资源都汇集到一个以爱命名的结合之
中，这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这一切发生的原因在于，每一方都为这
段感情付出了很多资源，而他们的结合也会带来巨大的收益。另外，
我们复杂的心理机制也会促使我们与他人形成有益的结合。这其中有
些资源是和一个人的性别相连的，比如女性的繁殖活力以及男性的供
养能力。但是择偶资源超越了这些繁殖要素，包含更多的能力，如防
御危险、抵御敌人、结成同盟、养育孩子、困苦时保持忠诚、疾病时
陪伴照料。这些资源中的每一种都可以满足我们人类的其中一种特殊
欲望。

之所以对异性有如此深厚的关注，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总是依
靠彼此来获取生存和繁殖所需的资源。同样，我们也总是依靠对方来
满足我们的欲望。这些事实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人深陷令人心醉的
爱情而不能自拔时，会体验到一种独特的满足感。持续终生的爱情结
合，是人类择偶策略的胜利果实。

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新的性环境，是我们任何一个祖先都不曾遇到
过的，包括可靠的避孕手段、生殖药物、人工授精、网络性爱、在线
约会应用软件、隆胸和缩腹手术、精子银行的出现，以及通过基因工
程“设计婴儿”（designer babies）。我们控制择偶行为后果的能
力，已经达到人类进化史上空前的水平，而且地球上没有其他任何一



个物种可以达到。但是我们在面对这些当代的新问题时，用的还是那
套原始的择偶策略，它们曾经发生作用的远古时空都无法再恢复。我
们的择偶机制就像活化石那样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
里”。

在已知的地球上有生命出现以来的35亿年历史中，我们是第一个
有能力控制自身命运的物种。基于对我们进化史的了解，可以知道我
们设计自身命运的前景依然美好。只有不断探索复杂的人类性策略
库，我们才能了解我们从哪里来；只有深入了解为什么这些人类策略
能够进化出来，我们才能把握我们将往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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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心理学教授戴维·巴斯是进化心
理学领域的集大成者。他运用大规模跨文化研究，以传统的社会科学
方法验证了演化理论对人类心理机制的猜想。他的《进化心理学》
（第4版）一书已在国内翻译出版（张勇、蒋柯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
出版）。这本《欲望的演化》也是进化心理学领域的重要前沿著作。
该书探讨了其他学科较少涉及的课题——人类择偶行为的进化心理机
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解释了两性择偶欲求、吸引策略、短期性行
为、两性冲突以及两性和谐共处等内容，在人类探索自身的科学历程
上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该书体现了进化心理学的独到视角，为我们
揭开了爱情和婚恋的神秘面纱，使进化心理学的研究更贴近我们的生
活。它不仅适合于心理学专业的学者和学生研读，也可供社会学、人
类学、生物学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参考使用。

本书初版于1994年，后经作者增补，2003年出了修订版，谭黎与
王叶于2009年对修订版进行了翻译。2016年作者再次增补修订，出版
了修订更新版，本次翻译依然由谭黎与王叶完成。翻译工作自2018年9
月份起始，最终于2019年8月完成初稿。接下来的两个月，我们两人互
相仔细校阅了对方翻译的章节，并请方文老师过目，经过反复修改后
定稿。具体分工如下：谭黎负责翻译第一章到第五章及“索引”后半
部分；王叶负责翻译第六章到第十章和“序言”“致谢”，以及“索
引”前半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原书援引了许多人类学和生物学的研究发现，其
中包含一些较为罕见的地名和物种名称，译者根据相关的翻译工具书
尽量给出中文译名。对于个别“遍寻不着”的专业名词，在询问了相
关专业的人士之后，如果目前尚无中文译法，我们也不敢贸然译出，
因此保留英文原文。



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十载悠悠，转瞬须臾，当大洋彼岸的巴斯先生继续探索进化心理
学更深层次的奥义之时，我们在专业领域的学习却止步于十年前，因
此当恩师再次将最新修订版翻译的任务交托给我们时，我们内心喜悦
与忐忑的心情杂陈，喜悦于所学尚有用武之地，忐忑于自身在专业上
的不足。方文老师历来治学严谨，研究学问与教导学生从不马虎，纵
使我们离开学校数年，恩师的教诲如在耳边，时刻指导我们的言行。
身为学生自当勤勉，不辱没门风，不愧对恩师。此记再次感谢恩师方
文的教导与信赖。

 

⧁ਬ　谭黎

2019年10月于्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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