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最近几年以来，随着生活影视剧的热播以及网

络媒体的推波助澜，不少有关两性称谓的新鲜词语

不断产生。以男性的社会称谓为例，先后便有“暖

男”“小鲜肉”“伪娘”“凤凰男”“经济适用男”“牛奋

男”等诸多称谓语产生。这些称谓语富有时代特色

与民族特色，大多可以在影视剧中找到其相应的典

型代表。如《双面胶》《王贵与安娜》中的“凤凰男”

形象；电影《蜗居》中的“暖男”形象；《小时代》中的

“小鲜肉”形象。

“暖男”“小鲜肉”等男性称谓语虽肇始于影视

剧，但其广泛传播主要依赖于网络媒体，因此也可

以看作是一种网络热词。网络热词通常是以社会

日常生活与社会重大热点事件话题为主，是社会人

以网络主体身份在网络中进行信息收集、发布和交

换时使用频率较高的语言，是对社会状态的真实反

映。网络热词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反映出社

会心理、社会话语权和社会思潮的现状[1]。文章拟

从“暖男”“小鲜肉”等男性称谓语深蕴种种的社会

文化形态，作一简要阐述。

二、男性称谓语中的社会文化

（一）男性称谓语是性别文化的不断延伸

“暖男”“小鲜肉”等新时期男性称谓语是人们

对性别的期望要求在社会称谓中的具体体现。“暖

男”“小鲜肉”等新时期男性称谓语的出现决不是偶

然的，而是新时期以来性别文化在人们身上的不断

延伸。性别文化指的是反映男女两性特征、需求、

行为、关系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知识能力、风俗

习惯、制度规范等方面的意识形态及其表现[2]。毋

庸置疑，无论社会如何变迁，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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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固定下来的性别文化是根深蒂固的。性别

文化决定了人们对男女两性的称谓指向。这是

基于男性在社会中的绝对权威以及人们对于男

性性别角色期待所导致的结果。只不过不同时

代不同时期赋予男性身上的具体期望有所侧重

而已。

“暖男”称谓一般指的是像煦日阳光那样，能给

人温暖感觉的男子。“暖男”通常耐心细致、温柔体

贴、顾家重情感，长相干净清秀，打扮舒适得体。总

之就是能给予家人和朋友以温暖之感的阳光男

人。“暖男”称谓的出现是新时期女性对男性品质的

具体化，也是对男性寄予了更高的期望。“暖男”称

谓也极为准确地传达出新时期女性对于男性的情

感依赖。不仅是普通女性对暖男有着极高的情感

依赖，新时期的“女汉子”则更是对“暖男”型的男士

情有独钟。温暖阳光，细致体贴，是每位女性内心

深处所欣赏的。高大伟岸，清新秀气，只是给予人

们的一种视觉美感，而温柔体贴的阳光性格则会为

人们的家庭婚姻生活提供更为可靠的性格基础，是

生活幸福和谐的最关键性因素。

直言之，男女两性性格的互补是最佳的组合搭

配。因而，男士期待的小鸟依人与女士心目中的暖

男是等同的。一言以蔽之，暖男称谓的出现是新时

期女性追求内在的稳定和谐的一种明言宣告。从

性别文化的角度而言，暖男形象亦或是暖男称谓的

出现，不过是性新时期性别文化在男性身上的具体

化而已。女性期待暖男形象，在以往是深藏心底，

而如今是大声呼喊乃至于高调宣告。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这也是性别文化在新时期呈现出的一种新

形式。

“小鲜肉”的称谓同样如此。小鲜肉与老腊肉

相对，正如花季少女与垂暮老太一样。偏爱年轻、

阳光、帅气是每一个女性的梦想，而不是有人所言

的现在进入一个女性消费男性的时代。古代女性

最为期待的是风度翩翩的“白马王子”，而如今女性

也不过使用更为直白甚至是略显媚俗的语言来表

达自己所欣赏的异性形象而已。“小鲜肉”的称谓，

也可以说是新时期新女性更加注重外在的清新靓

丽。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性自然也不例外。在人

人皆有发言权的新时代，女性借助于影视或者网络

媒体发出了来自于她们心底的呼声。这呼声，过于

直白，略显媚俗，人们一时难以接受，尤其是男性朋

友们。

而“伪娘”的称谓则带有极为明显的贬义成

分。顾名思义，伪娘就是并非真正的女性，是虚假

的。既然如此，就不能不令人联想到“男扮女妆”这

一说法。而事实上，“伪娘”一词源于日本动漫，指

的是具有女性美貌的正常男性角色，变装后有和女

性一样的美色，并且常常带有一种可爱、让人喜欢

的美少女的感觉，更有甚者可能胜过一般的女性角

色[3]。 历经一系列的“伪娘”风波之后，中国人的性

别文化并未受到多大的冲击，诸如“春哥”“伪娘”之

类的现象也不过是新时期人们的一场娱乐狂欢，追

求暂时的另类审美趣味而已。狂欢之后便是平

静。从人类的性别文化特征而言，男性的阳光之美

与女性的阴柔之美是相辅相成的，是一个对立的统

一体。男性就是男性，女性就是女性，不男不女只

是不确定的过渡状态，作为社会中的个体最终将被

社会确认是男性还是女性。因而诸如“春哥”以及

“伪娘”之类的非主流性别文化不会成为社会的主

要性别角色。

（二）男性称谓语是实用主义的历史传承

如果说“伪娘”等社会称谓体现了性别文化的

不断延伸，那么“经济适用男”这一颇具经济色彩的

社会称谓则鲜明地体现了国人一贯的实用主义特

点与务实心态。“吃菜要吃白菜心，嫁人要嫁经济适

用男。”这句时下有关人们婚恋的流行语恰到好处

地反映了当下人们的务实心态。中国数千年来的

农耕文化与封闭的自然经济造就了中国人不耽幻

象的务实心态。人们的言谈举止，思想意识都打上

了实用主义的烙印。

于当今现实状况而言，“白马王子”的社会环境

已不复存在，“高富帅”亦或是“官二代”“富二代”等

确属社会稀缺资源，可遇而不可求。那么适合于广

大女性的最佳婚恋对象就非“经济适用男”莫属。

“经济适用男”是“经济适用房”的仿拟。经济适用

房是国家为低收入人群而建设的保障性住房，具有

经济性、保障性以及实用性三大特点。同样可以进

行类推，“经济适用男”具有可遇即可求的经济性、

婚恋情感的稳定性以及性格品行的适宜性。故而

“经济适用男”的称谓一经影视剧的热播而广为流

行。说到底，“经济适用男”的形象或者说此类男性

符合了多数女性的择偶标准。爱情追求的相对容

易性、婚姻性格的适宜性不正是人们啧啧称道的人

生理念吗？

“经济适用男”标准据说如下:身高170厘米左

右，发型传统，相貌平平；性格温和，工资无偿上缴；

无吸烟喝酒赌钱等不良嗜好；无婚外情；月薪

3000-10000元；一般从事教育、IT 行业、机械制造、

技术类等行业，有支付住房首付的能力。这些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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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客观合理地诠释了新时期女性对于婚恋对象

几近完美的要求。毋庸置疑，这些标准虽不是高大

上的要求，但确实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家庭稳定和

谐的最佳标准。这也符合中国人的中庸哲学。工

作稳定、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性格温和而传统，这都

是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因此，“经济适用男”称谓

的出现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人们对于男性身上的

传统美德的一种深情呼喊与肯定。

（三）男性称谓语是娱乐文化的大肆泛滥

不可否认的是新时期的娱乐文化也催生了一

批个性鲜明的男性称谓词语。有研究指出，由于网

络文化的普及而使得当代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前

所未有的去精英化时代。其最鲜明的表现之一就

是娱乐参与热情的空前高涨, 以及参与空间的空前

开放[4]。当代娱乐文化的显著特征就是娱乐文化借

助于影视以及网络等媒介传播，而受众则是几乎一

味地盲从于媒介的诱导与蛊惑，不辨是非，不分明

理，只是随着网络等媒介的狂欢而狂欢。显而易

见，这是由于受众的从众心理与受众群体的广泛性

所致。同时，与以前单一的娱乐方式相比，如今娱

乐花样繁多，娱乐文化似乎成为当代人们精神生活

的指向标与兴奋剂，总能引起人们或多或少的关

注，从而为人们的平淡生活增添一抹斑驳陆离的色

彩。

当代娱乐文化流行的后果之一就是直接导致

了一些新词语的诞生。譬如“小鲜肉”“牛奋男”等

有关男性的时髦称谓。“美男”“帅哥”等现有的称谓

人们不用，偏偏钟爱新造词“小鲜肉”，人们求异好

奇心理由此可见一斑。有人认为“小鲜肉”的称谓

能够体现年轻（小）及貌美新人（鲜）的特点[5]。我们

认为，“小鲜肉”一词只是新时期娱乐文化在语言层

面上的体现。而且这种称谓由于首先在青年群体

中流传使用，并逐步为社会不同群体的人接受并使

用。“小鲜肉”一词通俗易懂且具有一定的新鲜度，

故而其大肆流行也是合乎语言发展规律的。然而

“小鲜肉”一词仍不免带有一定的媚俗意味，难以成

为与“美男”“帅哥”等男性称谓词同样的稳定性与

生命力张力。

（四）男性称谓语反映了社会底层积极奋进的时代

精神

时下有一句流行语“鲜花插在牛奋上。”此“牛奋”

非“牛粪”之谐音，乃是一种男性称谓，是新时期女性

所青睐的好男人形象。具体而言，“牛奋男”指的是像

牛一样忠诚可靠，又有一定奋斗能力的男人[6]。

“牛奋男”一般意义上指的是从农村进入城市

奋斗的一类男性群体。他们暂时没有强大的经济

实力，但是具有良好的发展潜力；更值得称道的是

牛奋男人品值得信赖，对家庭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

心，可谓是当下好男人的楷模。以前人们常说的

“鲜花插在牛粪上”指的是美女嫁给了极为不相配

的男人。这种不相配不外乎是外貌、地位、品行等

方面的巨大差异。由于谐音之故，“牛奋”一词不免

会使人自然联想到“牛粪”之说，这体现了当代人的

幽默诙谐心态。

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牛奋男”称谓语也体现

了当今社会对于积极进取精神的肯定与赞许，尤其

是女性对于来自社会底层尤其是农村的男性自我

奋斗精神的首肯。人口众多、资源有限、竞争激烈

的中国国情迫使人们不得不依靠自我努力以求成

功。对于那些没有社会背景没有强大社会资源做

支撑的来自农村社会底层的男性，惟有依靠不断地

积极进取方能在社会中打拼出自己的一方天地，方

能寻觅到自我的社会价值，也方能取得城市女性的

青睐。因此，“牛奋男”是当今社会千千万万底层男

性群体积极奋进的时代符号。

（五）男性称谓语是城乡文化对立碰撞的时代产物

“凤凰男”称谓的出现是新时期依然存在的城

乡二元文化对立的必然产物。城乡文化冲突指城

市化进程中两种文化因差异而引起的文化隔阂与

矛盾，冲突的实质是两种文化在交往过程中内在要

素的不兼容。主要体现为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

冲突、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的冲突以及强势文化与

弱势文化的冲突等三个方面[7]。新时期以来城乡文

化冲突并未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步缩小，反而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而呈扩大化的趋势。

在此背景下，“凤凰男”形象就是以城市视角观照下

的农村青年奋斗成功者的典型形象。“凤凰男”意即

“鸡窝里飞出的凤凰”——从农村经过自身努力在

城市里有着立足之地的奋斗成功的男青年形象。

“凤凰男”虽然在事业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

“凤凰男”在婚姻家庭问题上仍然面临诸多来自农

村的一些复杂社会关系等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与

烦恼。城乡文化之间的差异不可能在短时期得到

较快的解决，“凤凰男”与城市女孩的婚姻也难免会

滋生较多的摩擦与不快。故而多数人不看好“凤凰

男”的婚姻问题。据统计，67.6%的人认为“凤凰男”

的婚姻有问题[8]。由此可见，“凤凰男”称谓是以城

乡文化冲突为基础以婚姻家庭为主要关注点的男

性称谓词语。可以预见的是，只要城乡二元文化对

立的冲突不得到基本的解决，“凤凰男”的这一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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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特色的称谓词语还会依然存在。

三、结语

男性称谓语是人们对于男性在社会中不同经

济地位、不同身份、不同社会角色的一种主观定

位。这些称谓语承载了新时期人们的不同社会文

化心态与审美观念。概括而言，新时期男性称谓语

主要反映了性别文化的不断延伸、实用主义的历史

传承、娱乐文化的大肆泛滥、社会底层积极奋进的

时代精神以及城乡文化对立的社会现实。而这些

社会文化特点又与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

社会心态有关。社会发展的特定时期必然会产生

特定的社会心态，尤其是转型期中人们诸如戏谑调

侃、张扬狂妄、讽刺嘲弄之类的社会心态必然会产

生一些特有的社会文化形态[9]。而作为社会交际中

所必不可少的称谓语也自然会受到特定社会文化

心态的影响。从某种意义而言，正是转型期中人们

的不同社会文化心态造就了形形色色的男性称谓

语。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大

量个性鲜明的男性称谓语也将不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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