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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病防治对策探略

夏 国 美

当今中国
,

性病防治遇到的最大麻烦
,

来自于我们在性文化理论上的困惑
、

犹豫
。

在这方面
,

有必要探索
、

并重新认识性乱亚文化圈的文化特征
: 强化本能的越轨体

验 ; 对立观念的并存状态 , 完整人格的分裂形式
。

由此
,

修正既往的性病防治对策

的指导思想
,

从而加强法律控制和经济制裁
,

建立实体性的性学超前研究机构
,

提

高性病治疗水平
,

宽松性病治疗环境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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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
,

性传播疾病卷土重来的警钟
,

是伴随着艾滋病的入侵一起敲响的
。

如果说
,

梅

毒
、

淋病等经典性病的死灰复燃
,

一时还不足 以唤起全社会的忧虑和关注的话
,

那么
,

当艾

滋病这一超级性病
,

带着死亡的嘶嘶啸叫
,

闯入我国国门以后
,

形势就变得严峻而令人震惊

了
。

自1 9 8 1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首次向公众报告并命名了艾滋病的存在以来
,

短短 10 年间
,

这一令人骇然的疾病已使无数不同国籍
、

不同肤色的人魂归西天
。

以泰国为例
,

仅在一年半

时间内
,

报告艾滋病感染者就从 1万迅速增加到 10 万
。

中国的命运如何? 中国会不会出现泰

国这样严重的局面呢 ? 面对这个间题
,

我们每个人都不能不感到肩头的重荷
。

前几年
,

许多人对我们国家防治性病蔓延的能力抱乐观态度
,

认为借助于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
,

我国能运用强大的国家机器
,

通过法律
、

行政
、

道德手段再度消灭性病
。

然而
,

最近几年
,

随着国内性病发病率的不断上升
,

这种乐观的情绪正在逐步丧失
。

目前的现实表明
,

造成性病在我国重新蔓延的根由十分复杂
,

涉及到一系列扑朔迷离的

社会
、

经济
、

文化
、

道德
、

心理
、

观念等方面的因素
。

在今 日开放的中国社会 中
,

这些因素

有许多是难 以控制
,

甚至根本无法控制的
,

这就给今天的性病防治对策研究带来了根本性的

困难
。

那么
,

在现行条件下
,

防治性病的对策究竟应该怎样制定呢 ? 我觉得在改变客观状况乏

力的时候
,

尝试调整我们的性防决策指导思想
,

可能会有一定收效
。

今天我国的性防决策指导思想
,

与五
、

六十年代相比
,

已经发生相应 的变化
,

但基本上

仍属于道德至上的指导思想
,

即把性病作为破坏社会道德观念的淫乱产物而加以惩治
。

在这

种指导思想下
,

性病防治的对策主要是从打击卖淫和漂娟活动着眼的
,
对性病患者的治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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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也体现了各种惩治的性质
。

从社会文明和道德秩序的角度来讲
,

这一指导思想本是无可非

议的
,

但从防治性病的有效性角度来讲
,

这一指导思想却是需要进行反思的
。

众所周知
,

中国是一个以道德文明为主的历史悠久的国家
,

历来视淫乱为万恶之首
,

更

不能容忍性病的肆虐横行
。

今 日中国性病流行的现实
,

确实是令人扼腕叹息
、

痛心疾首的
。

人们指责患性病是
“
上帝的惩罚

” 、
t’J性乱的报应

” ,

性病患者
“
多背几个十字架也活该

”

等等
,

这种出 自道德情感的 自然流露
,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

但是
,

这种强烈的反感情绪
,

也

从反面说明了道德舆论对现代性病的无可奈何
,

如果我们要 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今日中国性病

流行的现实
,

那么
,

我们就应该从道德的视角转到科学的视角
,

从情绪的敌视转到客观的审

视
。

1
。

性病背后 的 文化现象

现代西方文化中的人本主义理论
,

挟持着一般强烈的回归人的自然本性的咫风
,

伴随着

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

从 80 年代开始
,

全面地渗入中国现代文化
,

与中国社会曾经经

历的人性压抑和文化专制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

从而形成了一种甚至要超过西方人 的 行为 冲

动
。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
,

性的自由被视为人性的自然道德
,

于是性病也就与其它疾病一样
,

不

再被视为道德间题
,

而被视为卫生问题
,

尤如饮食不洁会得肝炎一样
,

他们把性病视作性活

动中不注意卫生的结果
,

加之传统性病已完全能被治愈
,

使这种文化的氛围得到了增强
。

传

统道德力量因性病危害而要求取消性 自由的理论依据被削弱了
。

直到艾滋病的出现
,

重新扭

转了两种文化观的消长趋势
,

但要根本克服现代西方的这种文化影响
,

显然受制于人本理论

上 的困难和不足
。

2
。

性病背后的社会现象

在历史上
,

女性卖淫大多是被迫的
,

所以有
“
逼良为娟

” 、 “ 逼入火坑
” 之说

,

而在今

天
,

女性堕入卖淫陷并
,

则主要是由金钱效应引诱的
。

虽然在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下
,

卖淫漂

娟活动基本仍在暗中进行
,

但由于金钱的诱惑
,

这些人的道德观念
、

价值标准
、

生活方式和

心理活动等各方面都发生了适应性的变化
。

由于经济活动的丰富多彩
,

为经济支配的现代淫

乱活动便显得无孔不入
,

难以控制
,

这种表面上是非法
、

实际上又在盛行的状况
,

使得卖淫

漂娟活动真正变成了一种既无管理
、

又无医治的性混乱
。

在这种情况下
,

性病蔓延的不可控

制也就成为必然
。

根据这一社会现象
,

有人提出在中国公开实行
“ 红灯区

” ,

以便把卖淫活

动真正管理起来
。

但是
,

如果我们对此再作深入探讨
,

就会发现这种理论思考显然是简单照

搬西方制度而不适合中国国情与现实的
。

首先
,

在发达国家
,

这种方法未能有效防治性病蔓

延
;
其次

,

公开娟妓制必然伴随大量的暗娟存在
,

并使暗娟产生某种心理上的合法性
,

在中

国如今贫富落差悬殊
、

农村盲流潮涌的情况下
,

这种方法可能带来的副效应将会更大
。

3
.

惩治 性病的动机与效果

由于暗中的性乱难以制止
,

人们对这种社会弊病的气愤无以渲泄
,

一旦性病患者出现
,

就被认为是这种罪恶的当然代表
。

因此
,

整个社会对他们采取了鄙视
、

惩治的态度
,

如有的

单位将性病患者列入
“
扫六害

” 之列
,

甚至处以禁闭或升除
。

医务界也不能象对待一般患者

那样施行医道
,

有的甚至如同对待犯人一般查询稳私
,

嘲笑讥讽
。

这种从维护社会道德出发

的动机
,

其产生的效果无疑是消极的
,

因为它不仅会使性病患者讳疾忌医
,

或转而求助于私

人诊所与
“
江湖郎中

” ,

贻误病情
,

而且会使患者听天由命
,

自暴 自弃
,

不惜害人害己
,

成

为更难控制的传播媒介
,

从而给社会造成更大危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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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复杂原因
,

将性病防治问题转到科学视角上重新认识是极为重要的
。

如果在这

个间题上不能达到共识
,

那么在涉及有关医疗制度
、

法律关系和经费来源间题上
,

就会陷入

两种不同着眼点所造成的无休止的争论之中
。

立足科学基点的原则是要用客观的态度去审视对象的内在活动规律
。

现代性病主要肇端

于性淫乱活动圈
,

要积极防治性病的蔓延
,

就必须了解
、

把握性淫乱活动圈的主要特征 , 从

而制定出相应有效的对策
。

在以往的对策研究中
,

我们 已经注意到性乱活动与社会经济
、

文化
、

观念等方面的因素

密切相关
,

但是
,

我们似乎忽视了另外一个间题
,

那就是我们由以思考的经济
、

文化
、

观念

等因素
,

均是从正统的文化观念 出发的
。

而事实上
,

在性乱活动圈内
,

往往有其独特的文化观

念特征
,

即亚文化特征
。

每个复杂的社会
,

都是由许多亚文化圈所组成的
。

亚文化与主文化

常常是抵触和冲突的
。

所以人们又把亚文化叫做
“
对立文化

” 。

如果我们不能深入把握性乱

活动圈内的亚文化特征
,

那么我们弹思极虑制定出来的对策理论
,

在主文化圈内似乎逻辑严

密
、

合情合理
,

而对亚文化圈却会无所触动
。

这个问题不解决
,

所谓立足科学基点上的原则

会成为一句空话
。

亚文化具有很强的时代变化特征
,

它与主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
,

但更多的是对立
。

把握

变化中的亚文化特征
,

需要作艰苦的探索
。

本文只能围绕性乱文化圈的亚文化特 征 稍作 展

开
,

做一初步分析
。

性乱活动圈的亚文化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
:

1
.

强化本能的越轨体验

在现代社会中
,

被社会成员所认同的主文化
,

都是以系统的
、

成文的形式出现的
。

这种

文化在宣传教育中不断被提升到理性的高度并赋予崇高的色彩
,

因而 它是可炫耀的 , 而性乱

亚文化则正好相反
,

它是背离了固有的社会规范和要求
,

因此受到许多人的否定评价的行为

或特征
,

故而无成文的形式
。

在实际上
,

它也不是去激扬理性
,

而是去纵容性的本能
,

通过

越轨体验来强化本能
,

形成一种经验文化
。

这种文化虽然没有主文化的系统性和文字确立形

式
,

但本能感受的强化
,

却具有远远超过主文化系统文字教育的顽固性
。

由于正统理性文化

在现代社会中总是存在着某种不合理性和压抑个性的地方
,

因而
,

不满于这种压抑的个人
,

一旦具有某种条件涉足一下越轨的体验
,

就会获得一种极大的刺激效应
。

它在短时期中所激

起的本能的体验
,

足 以改变或排斥主文化在长时期中所形成的价值导向及道德教育效果
。

2
.

衬立观念的并存状态

已有的调查资料表明
,

在今 日的中国
,

涉足性乱亚文化圈的已不纯粹是传统观念中堕落的
“

社会渣滓
” ,

而涉及到社会各阶层人士
。

这些人不仅受过较系统的正统文化教育
.

而且他们

仍然需要用这种文化观念来行事处世
。

在这种情况下
,

各种不同层次的正统文化观被带进了

亚文化圈
,

出现了两种文化效应
。

一是造成一定程度的文化同化效应
,

既使性乱亚文化烙上

某种非理性主义的现代印记
,

又使主文化不得不在边缘地带给亚文化让出一定的地盘
。

这种

文化圈的渗透现象
,

使得我们对现代性乱活动的打击遇到了来 自理论上的犹豫而造成的困难
。

二是共存实用效应
,

即在还有大量的对立观念根本无法同化和协调的情形下
,

它们便以杂乱

的形式并存于亚文化圈中
,

按照实用主义的原则被分别选用 ,

, 母昼
,



在亚文化中
,

观念和行为的关系与主文化相比正好是颠倒的
。

在主文化中
,

有关人生
、

价值
、

幸福的观念是行为的指导 ; 而在亚文化中
,

这些观念就象一件件挂在那里的外套
,

被

本能的欲求所选用
,

观念不再是行为的指导
,

而只是随心所欲的行为的补充说明
。

在这种情

况下
,

要想通过观念来改变他们的行为
,

往往是行不通的
。

3
.

完整人格的分裂形式
。

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极其重视人格的完整统一
,

尤其在性的间题上
,

肉体
、

情感
、

人格

和道德是化为一体不可分割的
。

出卖肉体就意味着丧失情感
、

道德和人格
,

这对 许 多 人
.

来

说
,

是 比死亡还要可怕的事情
。

但是在性乱亚文化圈中
,

由于将西方极端的分析理论引进了

内部
。

造成了主文化难以理解的人格分裂的亚文化特征
。

对妓女来说
,

卖淫交易只是一种
“
物

的关系
” ,

是性器官的商品性出租
,

与情感
、

人格并不相关 , 而对漂客来说
,

付钱得到性满

足后
,

其行为对女性应负的义务也就被取消了
。

这样
,

他们在性乱活动之外仍然可以心态 自

如
,

毫无愧色地去面对家庭
、

社会和人伦
。

这种在主文化看来是不可理喻的
、

截然对立的观

念
,

在亚文化圈内
,

由于人格的分裂
,

却变成泰然处之的现象
。

上述三种特征都是正在形成中的性乱亚文化特征
。

除这些特征以外
。

还有那些愚味
、

落后
、

为金钱不顾一切的行为特征
,

这与前述特征虽然同属一个圈子
,

但应该分为两类
:
前者多少

与现代文明相关
,

步入了文化的边缘
。

我们不妨称之为
“
边缘型特征” , 后者则远离现代文

明而表现出极端的麻木堕落
,

我们称它为
“
堕落型特征

” 。

对堕落型特征的性活动圈
,

采用

控制
、

取缔
、

收容的强制性措施是必要的和有效的
,

但对于边缘型特征的性话动
,

这些措施

则往往难以奏效了
。

三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认为
,

尽管近几年全国各地在性防研究中提出的各种对策措施大

多是积极有效的
,

但由于缺乏统一的科学认识
,

缺乏对性乱亚文化特征的了解和把握
,

因此

在 已有的措施上还应作进一步的深化
。

1
.

进一步加强法律控制和经济制裁相结合的原则

现行的法规对卖淫漂娟的制裁偏重于刑事惩处而轻视了经济惩处
。

当这类不轨行为者大

量出现
,

超越了我们的收容改造能力时
,

法律只能表现出无奈和宽容
。

如果将法律惩处的重

点转到经济惩处上来
,

那么局面就可能出现较大的改变
。

首先
,

这类不轨行为都因缥客过剩

的经济收入而投入
,

处以高数额的罚款 (包括从其正当收入中定期扣足罚款额 )
,

既是可能

的惩罚
,

又有利于用来资助性病防治所需的经费
。

其次
,

在目前社会中
,

大量的性乱活动越来

越和经济活动中的效应刺激相联系
。

许多从事经济实业的部门为此对这类活动采 取 明 中不

敢
,

暗中纵容的态度
。

因此
,

如果我们对发现有卖淫缥娟活动的部门
,

一并实行巨额罚款制
,

并对侦查承办人员实行奖励制度
,

则既可以调动正面因素的积极性
,

又可以有效制约各经济

环节中难以控制的漏洞
。

第三
,

经济惩处所带来的利益比较和制约
,

对性乱活动圈亚文化特

征来说
,

亦是一种合理而有效的控制措施
。

因为这一活动圈中非理性本能刺激的特征
,

主要

不是靠观念的诱导和道德舆论的批判
,

而是靠实际利益的比较和制约的
。

综合以上三方面的

理由
,

制定或改变有关的法律条文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是非常迫切的一项工作
。

名
,

解放性学理论
,

制约性乱行为
,

建立实体性的性心理平衡研 究机构



由子西方性自由思潮
,

伴随经济的开放
,

以极快的速度在国内发展起来
,

而我们传统的

观念对这类问题却始终处在羞羞答答的滞后状况
,

理论落后于现实
,

观念跟随着行为
,

这种

被动尴尬的局面
,

使我们的研究及性防理论总是跟在性乱行为的后面忙不及履
,

消极应付
,

而对未来可能出现什么局面胸中无数
,

忐忑不安
。

许多带有片面性的宣传或滞后的教育
,

对

防止一些人堕入性活动圈甚至起了适得其反的作用
。

为此
,

我们有必要提出
“
解放 性 学 理

论
,

制约性乱行为
”
的科学原则

。

对性乱行为的制约措施要从严
、

有效
,

对性学理论的研究

要开放和超前
。

为了把性学理论研究纳入科学合理的轨道
,

有必要建立实体性的性心理平衡

研究机构
。

所谓性心理平衡
,

是针对亚文化圈的心理缺陷提出的预防性理论研究
。

它主要是将西方

人性开放理论中的合理因素与中国传统道德整体理论的合理因素有机结合起来
,

逐步形成中

国特殊国情下人性与社会协调平衡发展的理论中心
。

同时
,

通过其实体性的措施
,

如办权威

刊物
,

参与教育对策等
,

从积极的方面指导性教育和性文明宣传工作
,

以防止年轻一代或更

多的人因得不到正确系统和有效的引导而堕入性乱活动圈
。

3
。

提高性病治疗水平
,

宽松性病治 疗环境

目前性病防治中的种种困难
,

归根到底是两大障碍 i 二是经费障碍) 二是观态障碍i 瘾
念上是普遍担心宽松性病治疗环境等于变相支持性乱

,

使这类活动更加肆无忌惮
。

尤其是在

目前经费如此紧张的情况下
,

向国家和人民伸手要经费去治疗性病
,

在人们的心理中会引起

极大的不平衡
,

而经费缺乏
,

又使性病治疗这一最有实效的措施得不到落实
,

以至在不少地

区
,

甚至出现了对已抓获并查出患有性病的卖淫漂娟者
,

也只能不加治疗即予释放的现象
。

事实上
,

在严密的社会系统中
,

象性病防治这类重大社会工程的落实
,

确实不是坐而论道

所能达到的
,

而必须具备相应环节的辅助条件
。

本文上述两个方面的措施
,

就是从正反两方

面为这一工程的落实准备条件
。

一方面
,

我们通过法律手段采取以经济惩处为主的原则来制

约性乱活动
,

同时为性防工作筹措经费 , 另一方面
,

又为正确的人性发展道路作出了超前引

导
,

使人们从盲目的忧虑转向自觉的防治
。

这样
,

性病防治中的两大障碍易于排除
,

防治性

病无须背上沉重的社会观念障碍的包袱
,

可以真正贯彻人道主义医疗原则
,

使性病患者都能

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

再不致于因害怕遭受惩处而转入地下
,

给社会造成更大危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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