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6 2016年4月29日  首席编辑／陈泱   版式／王蕾
电话：0731-82333637 E－mail:chenyang@fengone.com 新闻·娇点关注

（上接 A05 版）

申纯（湖南天润人合律师
事务所律师）

“中性风”与个人品行和

工作能力无关，如果仅以说话、

装扮像“假小子”为由解雇员

工，这是典型的就业歧视。既

违反了我国《宪法》和《就业

促进法》中有关平等就业和反

歧视的规定，也违反我国正式

批准的《1958 年 消除 就 业和

职业歧视公约》中关于平等就

业的条款。而且，根据《劳动

法》的规定，在合同期间，用

人单位无故解除劳动合同属于

非法，需要依照经济补偿标准

的 2 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相对于“中性女”群体的总

体数量来说，真正通过法律途

径为自己维权、消除就业歧视的

案例并不多，原因可能还是在

于社会对“中性化”装扮的女

性接受程度不高，以致不少“中

性女”即便遭受就业歧视也不

愿积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都说 3 个月的试用期后我一

定能转正，可 4 个月的时间，公司

一直没给说法。”黄盖盖说，每次

她向领导提出转正的要求，领导总

是推辞。直到有一天，她发现部门

主管又在公开发布社会招聘信息，

而招聘的就是她所在的岗位。

在向同事打听后，黄盖盖才知

道，领导最不满的竟是她的“中性

风”，“领导说执行策划需要在交

际场所进行公关工作，我太没女

人味，不容易走近客户”。忍不下这

口被歧视的恶气，黄盖盖第二天

就递交了辞职报告。

之后没多久，在朋友的推荐下，

黄盖盖来到湖南某本土面膜企业

做销售工作。在黄盖盖的印象中，

销售是用业绩说话，应该不会再

出现上份工作所遇到的尴尬。不料，

“中性风”又一次给她惹了麻烦。

“那个，小黄！你介意一个人住

一个房间吗？”在公司一次需要出

差的大型商业销售活动中，黄盖盖

的经理突然找她谈话。原来，因

为她平日里作风太“男人”，销售部

的女同事都不愿意跟她住酒店的

同一个房间，担心以后有什么流言

蜚语。

无奈，1 个月内 3 次出差，黄

盖盖都不得不一个人住一间房。久

而久之，公司的成本增加，经理

就 找 她 谈 话。“ 他 给了我两 个方

案，第一个是以后尽量不安排我

出差，可这样我就没有销售提成；

第二个是出差住房费用由我个人承

担。”这两个方案黄盖盖都无法欣

然接受，于是，她只能又一次“炒

了老板鱿鱼”。

接下来，黄盖盖又从事过销售、

文员等多种类型的工作，不过都因

为同事、领导的异样眼光而不得

不选择离职。“特别是年纪大一点

的领导和同事，更加无法接受‘中

性风’。你光出现在他们面前，他

们都会不开心，更别提和谐相处

和升职了。”

“妈妈每天都为我操心，要我

转变风格，可是我又没做错什么，

为什么要为别人的眼光而活呢？”

如今，黄盖盖只想找一份安稳的

工作，而那里的同事也能够接受

她的这份“帅气”。

对“中性风”的忧虑，从职场

延伸开来，还有父母对女儿将来

的考量。

因为不化妆不穿高跟鞋、没交

男朋友、性格大大咧咧，汉口学院

文学院的“90 后”女生于晓艳的

父母担心女儿会嫁不出去，所以逼

着她写下了保证书——半年之内

变成淑女。

于晓艳坦言，初高中时都穿没

有个性可言的校服，到了大学之

后，她渐渐形成了“嘻哈宽松”的

穿衣风格，性格也很“爷们”。然而，

喜欢淑女路线的父母却不接受她

的中性打扮，“爸妈说女生该有女

生的样子，就应该化妆，穿高跟鞋、

裙子”。虽然并不赞同，但为了让父

母高兴，于晓艳只好按照他们的口

述写下保证书并签字，先从外在打

造温柔甜美的感觉，再慢慢把性

格变温柔。

（据《武汉晚报》）

对“中性风”的不接受

是一种偏见。

在 17世纪前，世界范围

内的女性基本没有任何权利，

英国基督教会甚至认为“女

人应畏惧男人，服从和臣属

于男人”；在中国，男尊女卑

也是社会规范的一部分。

1914 年至今，“女权运动”

已经爆发了将近一百年，女

性才争取到了今天的社会对

其新的性别角色的认可。可

以说，整个女权运动都是在

和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抗

争。今天看来的一些很是“淑

女”的气质，如独立和有知识，

在几十年前甚至还是出格的

“悍妇”才有的。而曾经的男

性气质的表现，在今天看来

也只能用“野蛮”和“暴力”

来形容了。

所以，对性别角色的理

解是随着时代改变的，用过

去的标准要求今天的人，一味

强调当前对性别角色的定义，

显然有失公允。谁说女子只

能爱红妆？中性美也是一种

美。面对歧视，也许我们应该

有她一样的勇气——

获得 4 次奥斯卡大奖的

美国女星凯瑟琳·赫本是当

时美国“中性风”的先驱人物：

她是第一位在银幕上穿短裤

的女演员，是第一个在银幕

下把男装穿上身的好莱坞女

星，也是第一个穿长裤出席

奥斯卡的影后。但在 20 世纪

初，女性几乎没有独立性可

言，连穿长裤出现在社交场

合都是不能被容忍的事。

而这些限制对赫本来说

完全无效。曾有一名主持人

问她：“你有裙装吗？”

赫本回答：“在你的葬礼

上我会穿裙子的。”

目前，我国《宪法》确立了“男

女平等”原则，《劳动法》、《妇

女权益保障法》、《就业促进法》

和《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

也对女性平等就业权作出了相

关规定，但有些规定仍过于原

则抽象、责任不明。

相对来说，一些国家的相

关法规就比较健全，如：美国

有《雇佣年龄歧视法》、《公平

就业机会法》、《怀孕歧视法》，

日本 有《 雇佣机会 平 等 法》，

爱尔兰有《就业平等法》等。

2015 年全国人大会期间，

孙晓梅、高莉等人大代表提

出《反就业歧视法》立法建议，

并顺利进入人大立法讨论程

序中。今年的两会也进一步讨

论了该法的立法可行性。

《反就业歧视法》专家建

议稿中，包含了基于性倾向、

性别认同及性别表达的反歧

视条款。全国人大代表、中华

女子学院教授孙晓梅表示：“应

该按照两会提交的《反就业歧

视法》立法建议，禁止一切形

式的就业歧视。”

■链接

《中国青年报》曾针对“中性化”问题做过一次调查。在调查中，

认同“中性化人群兼具男女性格中的优点”和“女性的中性化倾向有

助于消除性别歧视，推动女性解放”的仅有 36.3% 和 27.2%。 而对“中

性化”心存忧虑的则占据绝大多数，65% 的人认为“中性化”会让越来

越多的人出现行为偏差。

韩国女团成员因太“帅气”受排挤，曾想自杀
在这种对“中性风”的普遍歧

视下，不仅是普通人，明星也会为

此陷入痛苦，甚至有人想要自杀。

韩国女 子 团 体 f(x) 美 籍成 员

Amber 就因为不论在舞台上或是私

底下的穿着打扮都十分帅气中性，

结果招来许多重视女性美的人的

批判。Amber 曾在去年播出的一

档综艺节目中表示，中性打扮让

她饱受非议，并遭到排挤，甚至

一度觉得没人可以理解她，让她

萌生自杀念头。

Amber 说，喜爱中性打扮的她，

不管是在韩国或其他国家都会被

欺负，所以她总是独来独往，并对

于别人无缘无故的唾骂及厌恶感

到不解，更反问自己“我到底做错

了什么”？她不明白为何打扮中性

就被歧视，周遭的人则劝告她“打

扮得有女人味一点”，搞得好像全

都是她的错，让她内心受创。

去年 4 月，Amber 在社交网站

“推特”上表达了对“中性风”的

看法，并呼吁大家减少歧视：“‘你

什么时候才会像个女人？’我是

女人，女人就是依自己喜欢的方

式生活。不要再对我说这种话了，

多敞 开心胸吧。歧 视不能无视，

而是必须修正。” 

女生因打扮中性被逼写保证书，要“半年变淑女”

■专家团

男性阳刚勇猛，女性端庄温柔——这是如今大多数人对于性别角色的简单理解。然而，越来

越多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的人仍旧在刻板印象中坚持自我。“超性别主义”让男性和女性的界限

日渐模糊，一些具有性别色彩的指称，比如先生（Mr）、太太（Mrs）、小姐（Miss）一律统称中

性化的“M”。“中性”已成为一个越来越时髦的概念。 

“可锐职业顾问”针对“岗位和性别”的调查表明：18% 的行业、职种明确要求应聘者为男性；

21% 的岗位明确需要女性从业者；而 61% 的岗位招聘要求不分性别，而且未来几年内，大部分

职位都将向着“中性化”转变。 

杨峻（长沙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信息中心主任）

现今，企业逐渐向知识型、

服务型转型，其对个体价值的

认同，也逐渐发生着变化。比

如，优秀女性的标准不再局限

于外表的靓丽，而是其在社会

中能够独立，能够在工作中展

现风采。而在职场上，职业人

的知识、技能、资历等综合素

质，才是其职业生涯成功与否

的决定因素。

越来越多的女性希望自己

更强大。在各种场合，她们常

以中性标准来要求自己，不因是

女性而认为自己可以依赖他人，

也不用女子天性柔弱来当借口。

她们有一颗“汉子心”，工作起

来追求完美、不甘于人后，绝不

只想做一只好看的“花瓶”。这

种“中性”心理有时也会折射到

穿着风格中，而利落干脆的中

性服装也渐渐成为受到越来越

多职业女性青睐的着装风格。

在我看来，中性化的性格、

办事方式和装扮风格不仅不是

职场中的异类，相反，它应该

更“走俏”。举 个例子，在单

位里，有女职工穿着暴露、花

俏，说话发嗲，这样的“女人味”

反而会让人缺乏信任感，甚至

怀疑其工作能力。而中性打扮

的女员工更给人一种做事雷厉

风行、干脆果断的感觉。

当然，喜爱中性着装的女

性在职场上也要注意有“度”，

尤其是在政府单位、银行、学

校等传统行业工作，更要好好

把握。

不过，相较于对“中性风”

持怀疑态度的传统行业，在服

装设计、发型设计、平面模特

等时尚行业，“中性”可是很

有市场的，不少外形帅气靓丽

的“中性风”女模特、女设计

师也是大受欢迎。所以，选择

彼此对胃口的行业，“中性风”

女性的职业道路也会更顺畅。

“中性”职场女走俏

辞退“假小子”，涉嫌就业歧视

■链接

呼吁将《反就业歧视法》列入立法规划

■编后

职场“中性”歧视：她们帅得丢饭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