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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 在健康理念普及的转型中国#网络*更年期+修辞已经成为中年妇女危机的代名词#更年期话语因

新媒体的快速流播而日渐宰制中年妇女的日常生活% 此议题通过聚焦新媒体对妇女更年期的文本再现#透视

社会性别&新媒体技术&资本等权力关系如何交织而成具有科学权威性的医学话语% 研究发现#新媒体建构了

转型中国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更年期定义和中年妇女危机#强化了贬抑&歧视中年妇女的社会性别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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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C言

*更年期+作为威胁中年妇女健康生活的常见

词汇#被纳入互联网的话语建构#其内容汇聚了新

媒体&传统父权制&资本等多重权力的建构性力

量#及时而敏锐地针对人到中年的更年期妇女的

健康诉求*对症下药+#实则是对中年妇女的象征

性贬抑!1'6S+/4?&..424/&;4+."% 但新媒体再现的

*更年期+话语犹如概念营销#迅速动员中年妇女

为改善更年期的各类危机而积极投入保健&美容

或者医疗消费% 可见在中国市场经济转型过程

中#裹挟着医学权威与传播新科技的市场经济不

仅培育全民消费的社会#而且隐蔽地宰制着妇女

的身心健康#甚至青春生命%

将*更年期+作为一种话语来研究已经成为学

界更年期问题探索的重点% 福柯关于话语的研究

启发若干学者提出疾病是一种 *社会或文化产

物+

'#(G) HG(

% 更年期话语同样如此% 很多社会科学

研究都将*更年期+视作是由不同意识形态交叉塑

造#政治化&文化变异后的复杂概念'! H$(

%

国外众多研究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梳理了

更年期病理化的过程% 他们认为#荷尔蒙的下降

意味着一种缺失#进而延伸到这是一种疾病症状#

构成了更年期病理化的逻辑'E(

% 这也是贾斯汀/

库普兰 !*,:;4.9b+,=/&.>" 和安吉/威廉姆斯

!F.Q49a4//4&6:"在,冲突的话语#多变的意识形

态)更年期文本的医药学话语&*另类+话语及女性

主义解放话语-!.&$3#"'*"$0 ?")'&,2)-)# )/"3*"$0 "?-4

&#&0"-)) C/(2:('-,*"'(## *(#*-2$(*"<-+ ($? 3-:"$")*-4

:($'"C(*&26*-8*)&$ */-:-$&C(,)-"

!中所提及的关

于*更年期+的三种话语的*医药学话语+%

!

文中归纳了三种话语分别为)第一种话语为在药

品传单中的*医药学话语+#将更年期构建为一种由生理缺

陷带来的病症#提倡通过激素替代治疗!_cP"来缓解症

状$第二种话语为另类治疗话语#大量再现于大众印刷媒

介中#此类话语反对医学建构以及药物干预#特别是对于

_cP的推崇#认为其治疗侵害了妇女自我控制的能力% 有

鉴于此#他们建议妇女通过自然治疗&生活方式的调整来

达到自我积极控制% 第三种话语被归纳为女性主义解放

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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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娅/莱昂斯!F.;+.4&bBO'+.:"在文章

,检视媒体再现)其对健康心理学的益处-中#以具

体的电视节目为例#通过比较男性和女性生理方面

的不同来讲解*更年期+#分析其如何再现更年期并

塑造社会性别观念% 在比较中#他用了*精细胞工

厂+和*卵细胞仓库+来分别形容男性和女性% 这个

比喻隐含了女性生育能力弱于男性的意义#女性的

生理功能无法和男性相提并论%

'((

在,印刷媒介的更年期话语分析)以选定的媒

体为例-一文中#作者安德里亚/肖布里奇!F.R

>-9&12+9S-4>Q9" 和林德尔 / 斯蒂德 ! O'.>&//

1;99>"发现新闻的报道方式和报道所用的语言会

影响受众对更年期概念的形成% 他们指出#有关

健康问题的报道大多是按照公众对某种疾病的恐

惧和公众对药物治疗效果的确信的经典套路组

织% 具体到一位更年期妇女的经历被报道时#媒

介话语的生产往往夸大该妇女的困难#紧接着引

出绝经后激素!=+:;69.+=&,:&/2+-6+.9:#<%_"治

疗方法将缓解妇女的麻烦%

'G(

,更年期病理化)勾勒 !" 世纪媒体报道-的作

者认为#报道描述的中年妇女大多是情绪不稳定&

不再有生育能力&逐渐变得年老的形象% 大量有

关个人层面的讨论忽视了健康问题同样涉及社会

和文化层面% 这些传统大众媒体的文本实际将更

年期妇女*客体化+#仅仅看待中年妇女的身体并

因其身体上的老化来贬低她们%

'I(

在一份有关 #JE".#JII 年美国文学作品的

统计显示#关于更年期的症状描写只有 (K是正面

的%

'J(在医药宣传手册以及大众媒体中都不可避

免地对更年期进行了消极的阐释#即认为这是需

要*调整+甚至是*治疗+的不良现象% 在医药话

语中它是一种缺失症#需要医学治疗#

'E(在另类治

疗法!&/;9-.&;489>4:?+,-:9"中则可以通过*自然+

方法调节% 这些文本对更年期话语的报道相当影

响妇女对自我的认知%

很多学者由此关涉出医学话语背后隐含的经

济利益#但相关论述建立在西方市场经济情境之

下#缺乏对社会和文化更为深入的透析% 苏珊/

弗格森! 1,:&. *BD9-Q,:+."和卡拉/派瑞!b&-/&

<&--'"认为更年期的病理化引起了对妇女身体和

老年化的关注#但并未帮助妇女提高对更年期的

接受度%

'$(同时#病理化还扭曲了妇女的更年期体

验#也并未充分强调通过激素替代治疗!_cP"的

危险%

'#"(这为通过激素替代治疗的推广和谋利提

供了便利%

在,更年期产业)医药产业如何剥削妇女-一

书中#桑德拉/蔻妮!1&.>-&b+.9'"讲述了更年期

是如何被制药企业从一个自然的人生阶段成功塑

造成为需要治疗的病症的#更年期的病理化代表

了经济利益而非妇女利益% 在医药公司的合谋

下#妇女自身的声音被排除#导致对更年期经验的

表述不完整%

'##(E( HI"

国际学界也有学者透过社会性别秩序来探索

更年期话语的核心问题% 贾斯汀/库普兰和安

吉/威廉姆斯认为更年期的女性主义解放!话语

就是属于典型的寻求社会性别平等的研究范例%

不过#该领域的论述薄弱#且大多集中在宏观或中

观层面论述身体消费和妇女身体化#并未聚焦到

更年期问题%

苏珊/弗格森和卡拉/派瑞从女性主义角度

分析更年期病理化#认为其是非客观的&政治化

的#并且对妇女自身对自己的认知都产生了负面

影响% 她们认为#*在医学领域甚至文化层面上#

目前流行的关于更年期的隐喻和形容都反映了关

于老年化&女性气质&性别图景和文化担忧% 这种

担忧在流行的更年期医学用语上表现得尤为明

显+%

'$(

*信息化时代给人类塑造了一种全新的生存

方式...数字化生存%+

'#!()学者们转而认为新媒

体能够帮助妇女理解更年期的种种不适应#网络

提供了分享和对话的平台#妇女可以从外部获取

信息'#)(

#但学者对更年期传统话语带来何种变化

的研究还比较滞后% 丽贝卡/尤兹!c9S9??&OB

7;i"在对美国两代妇女的研究后发现#*婴儿潮+

!S&S'S++69-"出生的妇女比她们的母亲更倾向于

主动通过多种媒介咨询#其中包括新媒体#突破局

限于传统的与私人医生的对话% 她们已经与她们

的母亲形成了不同的关于更年期的看法&态度%

'#((

此外#中国的情景提供了一个由根植于其他

不同国家历史经验发展而来的理论无法完全解释

!

更年期在此话语中传递出积极的信息#意味着自

我再评估和重获自由#反对更年期病理化和对 _cP的描

述#在此基础上还对更年期文化意义进行了重建#不同于

医学上的*失去+的描述#它将更年期定义为*获得+#是一

次新的自由&智慧和自我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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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特案例% 目前全球话语中大部分理论命题都

源于非中国案例研究#中国本土的研究比较缺失

实证数据积累和理论化的深度阐释% 中国大陆可

查证的相关研究成果仅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研究所的吴小英研究员% 她在,更年期话语的建

构)从医界&大众文化到女性自身的叙述-中简要

介绍了西方现代医学对更年期的构建和问题化#

其中特别强调了对妇女认知上的身体化和治疗的

性别化#最终都加重了妇女的社会性别认同危机%

大众文化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她特别强调了影视作品对更年期的负面再现% 作

者在文章后半部分从宏观的社会变迁背景着眼#

认为妇女更年期话语的建构及其妖魔化#浸透和

复制了全球化时代中国大众文化中的社会性别意

涵及其身体政治% 中国进入市场化&全球化后#过

去那种以国家主宰的平等神化为特征的社会性别

话语发生了转型#被新的市场导向的社会性别话

语所取代#形成由国家&市场和传统文化三种力量

相互交叠&合作与制衡形成的多元性别话语% 以

*素质+为关键词的新的叙述方式#效率为先的市

场话语和传统父权制话语相结合#恰好迎合了现

代消费文化中的性别时尚和感官取向#女性被进

一步身体化或物化%

'#$(但文章并未透彻地勾连出

更年期话语与中国市场经济的关系#其对更年期

背后隐藏的消费政治的引述也未触及中国情境%

上述研究主要聚焦更年期的健康传播议题%

而本文则尝试结合传播政治经济学和社会性别理

论的路径#首先讨论新媒体*更年期+的文本如何

再现了中年妇女的危机#其次阐释*更年期+的媒

体话语生产如何与转型中国的市场经济勾连#最

后#探索*更年期+话语如何通过医学权威性的持

续维护来强化贬抑!&..424/&;9"中年妇女的社会性

别秩序%

二$ 新媒体*更年期+修辞话语的

文本分析 C CCCCC

CC为了对中国互联网中的*更年期+

!话语进行研

究#笔者从综合和专业的角度选出了 ( 家网络百科

和百度贴吧作为分析的网络文本% 结果如下)

#B百科网站词条

作为最大的中文搜索网站...百度的子栏

目#百科网站在各类词条中占据突出地位#这些文

本是新媒体中最容易被接触到的有关*更年期+的

媒介文本% 笔者挑选出 ( 家新媒体中最*主流+的

百科网站...维基百科&百度百科&搜搜百科&互

动百科#从三个方面探讨他们关于*更年期+的话

语建构%

从对更年期的总概述上看#( 家百科网站都将

更年期作为女性生命中必然经历的生理症状#强

调其生理性#病因为*雌雄激素+及*孕激素+的下

降直至消失#最直接的表述是*绝经+#以此将其划

界到医学领域#归入内科.内分泌科%

对更年期症状的描述更明显地体现了更年期的

医学话语% 此部分在词条中所占比例最高#所有描述

均基于现代医学术语% 由于更年期的界定是由现代

医学中的激素衡量...以月经作为一个硬性的分野

标准#因此生理症状占据主导也符合预期%

G$K的百科网站提到了男性更年期#但是具

体来看将男性和女性的更年期做出了质的区别#

倾向于*男性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更年期#男性从生

到死都能被称为男性+的说法% 维基百科直接提

出*对男性来说#更年期这一概念没有意义+#而互

动和搜搜百科则强调了男性更年期的不确定性#

程度轻重不定#也不一定需要治疗#表述上完全不

同于对女性更年期的绝对表达%

对更年期治疗方式的描述中#有相关板块的 )

个百科网站都属于中国大陆#百度百科以介绍医

学介入治疗为主#而后两者用了大量篇幅说明中

医调养方式#并辅以介绍多个中药滋补粥的做法%

维基百科对治疗方式介绍缺失% 总体来看#百科

网站有关更年期的治疗均强调补充*缺失+#调整

*失衡+%

!B百度贴吧

我们选择百度贴吧*更年期吧+前 ) 页!截至

!"#) 年 #! 月 !) 日 !"))""进行分析#) 页中共有

帖子 #$" 个#其中与更年期有关的帖子 EE 篇

!!) d#) d)""% 选取的标准为题目或楼主发言中

提到*更年期+或*绝经+%

" 我们选取了每一帖第

!

"

仅将关键词聚焦在*更年期+进行检索#是因为中文

对于该状况的描述基本只有这一个词语#而西方同样表述

更年期就有69.+=&,:9&;29;,-. +0/409&?/46&?;9-4?&?/46&?;9-4R

,6等说法%

被删去的两篇虽然在标题中出现了*更年期+字

样#但文本内容却和更年期没有太大的关联% 以名为*更

年期吧+的帖子为例#发帖人在原帖中并没有留下其他内

容#回复者回复的内容都是*安神口服液+#我们并不能知

道回复内容和发帖者的发帖有何关联#因而这篇帖子被我

们剔除出分析的范围#不做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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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页的文字#进行词频分析%

表 =A更年期主题统计

主C题 分C类 篇数 比例!K"

更年期原因 C) C(B$$

症状描述!及求助" !) )(BI$

治疗方法
提及具体用药 (" E"BE#

并未提及药品 C$ CGB$I

更年期给他人带来

的影响!及求助"

CI #!B#!

其他 C) C(B$$

CC注)部分帖子有多个主题#对此本文予以全部计算%

CC由表 # 可以看出#贴吧中大部分的帖子与症

状描述&治疗方法推荐有关#这两项分别占据了总

帖数的 )(BI$K和 EIB#JK% 值得注意的是在治疗

方式推荐中#有 E"K的帖子提到了至少一种具体

药物的名称#一个帖子的主帖和回复中大多只涉

及同一种药品#广告和营销的意图明显% 在这些

涉及具体药品的帖子中#有 )G 个涉及内服药#并

且都属于中药的范畴$) 个提到了外用药#其中一

种偏向西医概念的激素补充贴片#另一种是注射

类药物#它们同属于激素补充疗法% 西医和中医

在更年期吧所占的话语比例相差悬殊#EE 个帖子

中共出现*中药+(( 次#*中医+!" 次$与之相对的

是#全文中并没有明确的*西医+或*西药+字眼出

现% 从样本整体来看#属于西医范畴的药品和治

疗方法在百度贴吧更年期话语中所占比例小是不

争的事实%

治疗方法推荐的另一个部分是*未提及药品+

名称部分#EE 篇帖子中只有 $ 篇未提及具体的药

品% 其中编号为 )( 的帖子建议更年期妇女多运

动&养成合理健康的饮食习惯&保持积极的心态%

表 >C更年期症状统计

更年期症状 具体表现 出现频次 比例!K"

生理表现

月经减少&不规律 GJ $"B""

心血管问题 ## #EBEG

生殖泌尿系统 ( CEB"E

骨质疏松 #$ #EBEG

出汗&潮热 !# !#B!#

精神表现

脾气 #J #JBG"

记忆力 ( CEB"E

心情抑郁 #$ #"BE#

失眠 (# )(BI$

性吸引力
皮肤!皱纹&色斑&弹性" )G !$BGE

体形!胖&下垂" ) C(B$$

CC从更年期症状统计中可以发现#更年期最为

直观的表现*月经减少&不规律+在帖子中出现的

比例也最高#有一半的帖子中提到了更年期女性

的月经问题#着重强调的失眠和性吸引力下降的

问题% 超过 #Z( 的文本提到了女性进入更年期后

皮肤出现皱纹&色斑&松弛的问题#如果把选取范

围扩大到妇女进入中年后的性吸引力下降#EE 篇

帖子中共出现了*皱纹+&*细纹+#! 次#*松弛+E

次#*色斑+!( 次#*黄褐斑+) 次#*暗黄+E 次#*皮

肤弹性+! 次#*乳房+$ 次#*肥胖+) 次% 更年期意

味着女性吸引力的下降#这一点构成了更年期话

语的重要方面%

三$ 新媒体$更年期话语与市场

经济操纵的性别秩序C

CC新媒体文本中的更年期话语为妇女敲响了

*中年危机+的警钟#且发挥了强劲的消费动员力

量% 新媒体文本大多使用了通过医学*权威+发声

的话语策略#尽管权威有可能是模糊的#但新媒体

文本普遍将更年期病理化#以一系列症状的医学

问题为诱导#吸引读者来信任医学干预#寻求改善

中年危机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在以百科网站为首的专业网站的媒介文本

中#权威专家的声音置于显著位置#特别强调其专

业权威性#例如百度百科直接在词条开头标明)

*本词条由卫生计生委临床医生科普项目Z百科名

医网#提供专业内容并参与编辑#林华!主任医师"

审核.中日友好医院.妇产科+% 搜搜百科&互动

百科则模糊处理了言说者主体#直接用*医生+&

*临床医生+作为治疗方式介绍的主体#让读者自

然相信是专家的建议#进而影响到读者决定% 通

过医学权威的言说#将更年期表述为医学界一致

认可的疾病#从而将其变为符合逻辑的常识% 对

社会性别的文化构想已经被建构入了科学常识#

一旦此构想成立#它们就成为权威信息#经过新媒

体的散播来操纵中年妇女解决更年期危机的消费

欲望% 这和西方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即认为对

医学 *权威+ 的塑造有利于更年期病理化的

过程%

'$('#E(

在更年期的成因描述中#新媒介文本认定更

年期是妇女由于激素水平下降所要经历的必然阶

段#以*丧失功能+&*用尽+&*不足+&*失调+等消

极修辞不断强调更年期的负面威胁...更年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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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青春生命的终结% 而用*激素+这一功能常量

来衡量妇女正常与否#是现代医学权威所带来的

直接后果#这和西方更年期话语的表述不谋而合%

法国哲学家康吉莱姆!b&.Q,4/296"在 #JGI 年提

出#现代病理学是建立在以荷尔蒙和神经功能常

量上的#并以此来判断正常和非正常% 那些缺失

的元素被认为是应该存在的#功能常量的正常值

被划定在一定的区域内% 进一步看#男人作为所

谓弱势性别的时间很短#如果能避免重大疾病#他

们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变老% 而妇女的情况则大不

相同#她们的卵巢在相对较早的年龄就渐渐失去

功能% 在科学的现代医学体系内#中年妇女被*非

正常化+#或者说她们被医学权威*阉割+了%

对更年期症状的描述加重了*中年危机+的恐

惧性% 除了对心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疾病&骨质疏

松等一系列老年病再无招架之力外#最让更年期

妇女产生危机感的是心理变化% 新媒体文本描绘

了一副可憎的更年期妇女形象#身体的衰老和女

性气质的减弱被放大#更加暗含了对于老年生命

必然衰老的担忧% 更年期意味着年老色衰&性吸

引力下降&无法生育#女性气质丧失#也标志着骨

质疏松等其他老年病症的来袭% 更*可怕+的是#

烦躁易怒&脾气暴躁的不良精神状态将影响到与

家人的和睦相处#使中年妇女变成家里的敌人#让

家人也进入备战状态% 百度贴吧中大量文本提到

*更年期母亲+脾气古怪&情绪不稳定#同时渴望全

家齐心协力战胜更年期% 在访谈中#*更年期患

者+罗女士表示#自己已经习惯了乱发脾气#认为

这是更年期应有的状态#全家人自然心领神会地

迁就礼让她%

我们当然不会否认更年期阶段会出现生理和

心理的症状#但是更年期妇女关于自己更年期的

体验和感受却不是完全自主的#和西方学者的研

究结果相似#笔者认为#妇女必然受到其所接触到

的更年期话语构建的影响% 因此#中年妇女的焦

虑和忧郁可能部分来源于社会对更年期和后更年

期妇女的扭曲的刻板印象#而非仅仅来自于激素

变化% 根据本论题的实证分析#医学话语&资本和

传统社会性别的父权制秩序合谋#共同塑造了妇

女的更年期话语#将中年妇女的形象危机化% 更

年期的病理化通过将中年妇女塑造为她们年龄和

性别的受害者来实现中年妇女的问题化#并宣称

她们需要通过药物介入来治疗*疾病+#才可以再

现年轻和女性特质% 医药产业对更年期的操纵让

妇女在此话语中失声#歪曲且片面化了妇女更年

期体验的理解% 网络修辞更年期毫无疑问利用了

妇女对于变老和失去吸引力的恐惧#威逼妇女寻

求药物干预就变得顺理成章#用药机制被合法化%

中国大陆的更年期修辞回应了贾斯汀/库普兰

!*,:;4.9b+,=/&.>"和安吉/威廉姆斯!F.Q49a4/R

/4&6:"洞察到的现象#即身体出现机械故障#这一

故障需要得到修复#修复的办法便是医学干预#这

是普遍存在于医药话语的*身体为机器+的比喻%

更年期妇女被归为*病人+#她们患病需要通过处

方开药来治疗% 激素缺乏导致的更年期综合症能

够被药物改善#只要补充激素便能够拨回衰老的

时钟%

!一" *更年期+的媒介话语生产与转型中国

的市场经济

在访谈中#我们发现由西方医学话语支撑的

进口保健品#其核心功能就是瞄准更年期激素水

平下降的生理症状对症下药% 英国荷博瑞保健品

商店!_+//&.> j[&--9;;"的店员极力推荐名为更年

草本营养素片!A4;&S4+;4?:%9.+=&?9</,:P&S/9;:"

的保健品#该产品通过补充大豆异黄酮素和其他

*营养素+ !销售店员的专业语言"来帮助更年期

妇女*平稳激素水平+#并称一切症状都根植于激

素下降的生理事实% 可见#大陆中年妇女消费者

对医药权威话语的劝服是相当认可的#海外更年

期保健用品在商业市场所向披靡% 而新媒体平台

作为传统媒体平台的一种延伸#为现代医学话语

和资本力量的合谋提供了场域% 百度贴吧作为一

个独立的自由论坛#商业力量的操纵尤其明显%

作为一个开放的&管制较少的平台!百度更年期吧

并没有吧主#参与者没有删帖的权力"#百度贴吧

在监管缺失的状况下#资本构筑了话语构建的强

大驱动力% 广告帖在百度更年期吧中占据六成#

这些提及具体药品名称的帖子大多将更年期塑造

为难以应对的灾难性事件#还把失眠&妇科炎症和

更年期联系在一起#失眠甚至成为了百度贴吧中

被提及频率第二多的症状% 资本力量为了囊括更

多的潜在消费对象#就更年期综合症和其他症状

创造了莫须有的勾连% 这些话语构成了更年期产

业的最初动力#制药公司从中看到了无限商机%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 年底#保健食品行业的

产值已近 ! I"" 亿元% 有数据显示#中国营养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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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市场规模近 ) 年内复合增长率达到 )#B$GK%

'#G(

妇女是保健品的最大消费者#其中中老年妇女占

女性消费群体近 !Z)%

'#I(广阔的市场空间吸引了

小制药商的加入#他们纷纷进入市场#追逐利润%

为了获得更多的消费者#小制药商还夸大了更年

期的症状#如*更年期妇女变态+&*忍受我妈的

3精神虐待1+等语句比比皆是#夸张的修辞令中年

妇女望而生畏#进而购买广告贴中推荐的药品%

更年期妇女急于改变现今状态的心理催生了相关

药品或是保健品市场的繁荣% 媒介话语在创造更

年期产业!的市场繁荣上功不可没%

在保健品市场中#我们需要注意到和西方医

药市场的显著区别在于#本土市场中医话语的实

力不可小觑% 中药&中成药频繁出现在百度贴吧

的广告帖中#这一方面是由于中药和保健品的管

理不够完善#小制药商能够通过语言夸张的广告

宣传自己疗效不明确的产品$另一方面#潜在消费

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治疗方法推崇也从一

定程度上给广告贴提供了发育的土壤% 许多妇女

在面对更年期时#更多寻求中医的帮助% 中医强

调人体的整体性#疾病的产生并不会对应到某个

具体的原因% 中医在整体观的基础上认为#人是

一个有机整体#在研究人体正常生命活动和疾病

变化时#更重视人体各脏腑组织器官之间的功能

联系%

'#J(I HJ中医对症状表述的模糊性#对于病因分

析的笼统性正好契合了更年期的病症普适性的描

述#更年期中药保健品市场乘势成长% 笔者的访

谈结果也印证了中药保健品市场的这个特质% 北

京同仁堂药店售货员向笔者推荐了销售火爆的

*明星产品+灵芝孢子粉提取物胶囊#孢子粉的安

神功能能解决更年期一系列的失眠&暴躁&盗汗症

状% 店员着重强调了中药*无副作用+#通过解决

心理问题从而消除更年期妇女面对的生理症状%

事实上#孢子粉的功能仅能增强免疫力&改善睡

眠#并不能消除更年期的病症%

再把更年期话语的生成放置于更广阔的转型

中国的市场经济语境中#不难发现#不仅是更年期

妇女#各个年龄段的妇女身体都已经被商品化的

价值标准所裁决% 中国社会近 )" 年来的急剧转

型#其中的一个特征是随着全球消费主义在中国

的扩张#一场*消费革命+带来了中国社会的*第二

次解放+

'!"(# H#"

% 消费社会的一个主要特点就在于

商品的价值不再停留在对人的基本需求的满足#

而在于对于人们欲望的满足% 在消费文化中#身

体被认为是快乐的载体#肉体之美成为被礼赞的

主题%

'!#(资本力量过度强化了身体对于妇女的意

义#外在的容貌和体态被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中年妇女也因为更年期话语的构建被纳入性别消

费的对象之中% 福柯最先将权力概念引入身体叙

述#他认为身体本身就是一种话语实践#学校&医

院&监狱等权力机构都成为现代社会身体规训的

手段和牢笼% 权力在反复地改造&制造和生产出

他们所需要的身体#身体被规训为合乎规范的&有

用的东西#成为驯服的对象和标准化产品%

'!!(而随

着有关身体的技术化手段的增长#通过技术干预

改变妇女自身的身体&使之更加符合流行的完美

身体标准#已经成为一种流行趋势%

'!)(#$! H#E!

*青春

不老+的神话是社会和妇女一种同质的内在化要

求#也是妇女日常生活的课业之一%

'!((!)" H!$#在新媒

体更年期话语中#中年妇女被安排到需要去青春

化&去危险化#甚至去妖魔化的范畴% 进入中年的

妇女逐渐失去了外貌上的吸引力#关于老龄化的

世俗想象也强化了更年期妇女是无性&无繁殖力

的社会成员的歪曲形象%

'$(以商品化的价值标准

来衡量#她们逐渐变得缺乏价值% 更年期话语的

形成恰好对这些焦虑的妇女进行了消费的动员#

中年妇女相信#只要消费了相关的保健品或中成

药#她们就能重新挽回青春生命且得到社会的

认可%

!二" 新媒体助力*更年期+话语强化社会性

别秩序

妇女的主体性建立在她的生理变化和更年期

话语建构之上#被社会&政治&文化的实践与传统

所影响%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妇女囿于深闺&相

夫教子#是父权社会的附属品% 即使在女权主义

思潮涌入&市场经济转型&迎接全球化的浪潮中#

注重传承的中国社会依旧被父权制思维捆

绑'!$(#$G H#IE

% 百度贴吧帖子中提及的*丈夫+角色大

!

寇妮!b+.9'"曾以在 !" 世纪 E" 年代推广 _cP疗

法的罗伯特/威尔森!c+S9-;FBa4/:+."为例#将他比作

*更年期界的_,Q2 _90.9-+% 休/海夫纳!_,Q9_90.9-"是

,花花公子-的创刊人和主编% 寇妮认为威尔森不仅是医

生#更通过大众媒介扮演了传教士和企业家的角色% 威尔

森通过自己的宣传#获得了生产 _cP药物的制药公司的

大力支持和大量资助#这些资助是成立威尔森基金会

!a4/:+. D+,.>&;4+."的主要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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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是发帖求助者想要讨好的对象#而关心更年期

妻子的丈夫是被感激的% 妇女虽然进入工作领

域#但在职业竞争场所并不能免于不平等#又因传

统上妇女的家庭责任角色#妇女不得不承受家庭&

工作与市场经济等领域或隐或现的政治经济与社

会性别等多重权力的压制与剥削% 妇女在公共领

域拥有更少的话语权#成为被描述的*他者+% 她

们成为*被废弃的人+

!

#是秩序构建和经济进步

的牺牲品#被贬低被剥夺% 这一角色定位恰好迎

合了苏珊/桑塔格所描述的疾病的军事隐喻%

*疾病被看作是3他者1#像现在战争中的敌人一

样#把疾病妖魔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的转

变#即把错误归咎于患者#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被

认为是疾病的牺牲品% 军事隐喻有助于把某些疾

病打上耻辱的印迹#推而广之#就殃及了患者

本人%+

'!E(#"G

本研究发现#中年妇女自己的网络表述处于

失语状态#因此我们需要分析新媒体在性别话语

建构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网络这项新技术

被看作能通过共同话题而不是地缘来建造社

群'J(

#获取信息将更加容易% 通过新媒体#现代妇

女能够在诊断&处理和治疗一般常见疾病而自学

成为专家% 而本研究认为#目前中国妇女的情况

更符合西方学者萨利/怀特!1&//'a'&;;"研究的

发现#即认为数字鸿沟也在更年期问题上发挥作

用% 他借用了*热心专家+

"的概念#后者不仅帮

助他人在日常实践中使用电脑#更能通过自己的

理解#帮助被帮助者就医学用语和其他健康知识

进行二次理解%

'!G(!I H)J通过文本分析#我们发现子

女在中年妇女的网络求助过程中扮演了*热心专

家+的角色% 回答者为更年期妇女子女以自身经

验提出建议#并称*要帮助妈妈打赢这场保卫战+%

在回应求助的过程中#他们实现了对更年期话语

的隐形构建%

中国新媒体的更年期话语同样符合分众化效

果#这种方式给了受众机会去接触和创造他们希

望生产的信息'!I(!!! H!)"

% 目前中国中老年妇女的网

络表达领域在例如 mm一类的即时通讯工具和这

些工具衍生的个人空间中#她们进而通过这类工

具形成网络社群% 但这些社群是相对封闭的#其

话语并不能被社群之外的占网络话语主导权的人

看到和听到% 当他们需要就更年期发声时需要借

助*热心专家+#而后者往往是自己的子女% 需要

注意的是#这些子女往往也是更年期症状的*受害

者+% 在百度贴吧的描述中#这些子女的再现了问

题化的更年期母亲的精神症状% 作为眼见为实的

目击证人#子女提及更年期母亲给家人造成的不

快#更加印证更年期母亲是如何迫切需要咨询服

药% 另外#更年期的一切话语都可以在新媒体的平

台上得到同等的再现#不仅专家可以通过在线医

疗网站和患者进行对话#业余网友也可以表达自

己的声音#传播自己了解到的偏方秘方% 新媒体

通过团结一部分兴趣利益一致的免费信息劳工#

让他们成为西方药品的免费广告商#具体表现在

百度贴吧等业余网友的回复中#他们的回复实际

就是为进口药品大打广告%

新媒体中再现的更年期的成因&症状或是治

疗方法#*实则都落入了性别主义的圈套#让女性

身体陷入某种难以逃脱的羁绊之中#成为被控制&

被凝视的对象#无法对更年期这一人生的正常过

渡阶段泰然处之+

'#$(

% 像艾滋病一样#更年期并不

是一种病症#而是一系列身体或心理的临床反应

的命名#包括一长串促发性或*症候性+的疾病#他

们共同构成了更年期综合征% 对艾滋病来说#只

要某人一旦被检测为阳性#就将被视为艾滋病患

者#尽管还未病发#只是病毒携带者% 人们相信所

有艾滋病毒携带者都将成为艾滋病患者#正如获

得死刑判决一样'!E(#$G H#IE

% 类比更年期#只要是妇

女#尽管可能有时间和程度上的差异#但是都无法

逃脱更年期的命运% 在访谈中#受访的中年妇女

已经将更年期与妇女生命历程进行关联#认为更

年期是自身生命的必经阶段%

对更年期的歪曲构成了一种致命的社会老龄

化形式#每个妇女从 $" 岁开始甚至更早都受到其

!

"

概念出自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现代性及

其弃儿-% 齐格蒙特/鲍曼认为对*人类废品+#更准确地

说#对废弃的生命!移民&难民和其他被逐者这些*冗余+

人口"的制造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结果% 经济进步和对秩

序的追求是现代性的特点#而对*人类废品+的制造则是这

两者的必然副效应% ,废弃的生命)现代性及其弃儿-#谷

蕾&胡欣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E 年版%

概念出自巴卡耶瓦![&T&->f498&"#指在互联网领域

拥有技术&能够帮助新晋互联网使用者% *热心专家+充当

了使用互联网所需的专业知识&技术与互联网*新手+特殊

处境需要的中介#而*热心专家+和新手往往有着某种私人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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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更年期像是被钉在耻辱柱上#从女性一出

生便注定被判更年期的刑#人到中年本应是丰满

人生的重要驿站#成为受家庭与社会尊重的&有阅

历的资深女人#但却被新媒体再现的更年期的威

胁话语排斥到活力生命之外% 在此#更年期的*激

素+层面的界定反而被弱化#更年期的一系列潜在

反应构建了人们对更年期的想象#*更年期+将中

年妇女危机化#该修辞已经成为性格暴戾&脾气古

怪&添麻烦的代名词% 因此#新媒体作为各社群抗

争的平台#虽然能提供另类话语和女权主义话语#

但就目前转型中国的情况来看#它依旧在为市场

经济宰制的主流医药学话语做嫁衣#使传统社会

性别秩序包装上医学保健的权威话语被强化#新

媒体再生产着贬抑&歧视中年妇女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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