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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当你你老老了了
1100月月1188日日是是““世世界界更更年年期期关关怀怀日日””。。

更更年年期期，，被被很很多多女女性性视视为为一一道道人人生生的的分分
水水岭岭。。对对她她们们来来说说，，无无论论是是从从生生理理上上还还
是是心心理理上上，，更更年年期期的的到到来来都都意意味味着着一一种种
转转折折。。

美美国国历历史史学学家家苏苏珊珊··PP..马马特特恩恩（（以以下下
称称苏苏珊珊··马马特特恩恩））的的著著作作《《冰冰轮轮冉冉升升：：关关于于
更更年年期期的的科科学学、、历历史史与与意意义义》》（（以以下下称称《《冰冰
轮轮冉冉升升》》）），，从从一一个个更更长长久久、、更更宏宏大大的的角角度度
研研究究更更年年期期，，书书中中认认为为：：““更更年年期期不不仅仅是是
重重要要的的生生命命阶阶段段，，而而且且是是人人类类繁繁荣荣史史上上
的的关关键键因因素素。。””与与之之同同时时，，她她也也犀犀利利地地指指
出出，，关关于于更更年年期期，，““现现代代社社会会错错了了。。””

不是现代医学发明了更年期

苏珊·马特恩认为，我们看待更年期
的方式都是错的。

“今天，我所认识的大多数妇女都认
为更年期是一个医学问题，需要隐忍或用
药物控制。有数千本提供更年期医学建
议的书籍，它们的建议充其量也是混乱且
矛盾的，有时简直就是误导。”苏珊·马特
恩在《冰轮冉升》中写道。在她看来，更年
期作为一个直到18世纪才成为欧洲医学
界关注的话题，它并不是问题，而是解决
问题的办法，是向人生重要阶段的发展
过渡。

“当我认识的人使用‘更年期’这个词
时，例如在说某人‘正在经历更年期’时，
他们指的不仅仅是月经和生育期的结束。
他们指的是更多的东西，即被认为与这一
过渡期有关的一系列身体和心理症状。
现代医学使用‘更年期综合征’这一术语，
其中的‘综合征’是指一些似乎同时出现
的症状，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到真
正的了解。”

苏珊·马特恩从广泛的人类发展历史
和专业的医学史料中梳理更年期对人类
的影响，以及它在医学史上的脉络。苏
珊·马特恩试图回答更年期什么时候变成
了一种有症状、有名称的医学疾病，“我从
自己的研究中了解到，古希腊和拉丁文的
医学资料几乎没有提过更年期，也没有一
个词形容它。古代医学传统中有大量的
妇科知识，谁也不能指责古希腊人对妇科
医学不感兴趣。青春期、月经和分娩都被
认为是困难且危险，或需要精心护理的。
但他们对更年期言之甚少。”

可事实上，更年期即便没有出现在医
学史料中，也一直是人类自然而有的一个
生命阶段，甚至可能始于人类的起源。

“将更年期作为一种医学疾病——— 雌
激素缺乏、一系列症状、一个问题——— 是
现代社会而非传统社会的典型特征，并且
似乎是一种与现代医学一同传播的观
念。”苏珊·马特恩解释。她认为，今天更
年期的概念是现代医学的产物，但并不是
现代医学发明了更年期。“在欧洲文艺复
兴晚期的某个时候，更年期作为生命中的
一个关键时期进入人们的意识，在此期
间，妇女可能会经历令人不安的症状；这
一想法的信号在公元1700年后变得强烈，
但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可以说，在接
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兴起于欧洲的现代医
学接收到了这个信号，并将其放大了。”

妇女在现代化社会中的
脆弱和困惑

苏珊·马特恩认为，自更年期作为一
个医学概念出现之后，关于它的一些认知
和体验也一直在发生变化。比如低生育
率、更好的营养、更久坐的生活方式以及
生活在室内等，另外文化也在其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文化以及注意力和期望等认知功能
在更年期综合征中也起着很大作用。我
不会试图论证传统社会的妇女从未经历
过更年期症状，甚或她们始终缺乏更年期
的文化概念。我将论证的是，现代医学包
括一个特有的更年期概念，并深深影响着
现代社会的更年期经历，但不同的文化之
间存在差异。我还将提出，更年期综合征
与其他‘文化综合征’类似，它们都对现代
科学倾向于在身心之间做出的区分提出
疑问。一些综合征部分起源于文化和认
知，这一点已经是广泛的共识，而且有充
分的理由证明更年期综合征具有这种性
质。”苏珊·马特恩在书中写道。

苏珊·马特恩在《冰轮冉升》中列举了
关于更年期的详细历史资料，读者可以看

到这个概念是如何以一种戏剧性的
方式突然出现的，其症状在早期如何
被医生归咎于“有文化的上流社会客
户的城市生活方式”，而制药公司的
雌激素产品为了打开市场又是如何
描述它对妇女婚姻生活的影响，流行
文学如何建立起关于更年期妇女的
刻板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妇
女被迫从劳动力市场退回家庭厨房
后的愤怒如何为更年期贴上了“易
怒”的标签，而20世纪高度现代化社
会中的富裕人群又是如何创造了一
个新的更年期观念等。当更年期作
为一个现代医学概念流行开来后，它

便不再只是属于医学，而是与社会的
方方面面紧密相关。

苏珊·马特恩分析了父权制、农
业和高生育率的传统社会的更年期
观念。家庭是主要的经济单位，子女
是重要的劳动力，祖母往往掌握着对
家中年轻妇女的权威和家庭资源的
分配，对生育尤其重视，因此更年期
的祖母依然在家庭中承担着大量工
作，依然是对家庭“有用”的存在。但
是到了现代，劳动力主要来自雇佣关
系，多代同堂的家庭也已过时，婚姻
被重新定义为伴侣关系，而随着教育
和识字的普及，经验也不再重要，妇

女被纳入新的个人权利结构中。可是，
人们对更年期依然不能轻松以待。

“20世纪初，随着妇女选举权和‘新
女性’的出现，更年期的言论有了新的
内容；20世纪中期，更多的妇女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加入有偿劳动
队伍，更年期的言论有所增加；1970年
代，妇女解放运动出现，并达到狂热的
程度。不过，关于更年期和中年问题的
想法也可能反映了妇女在现代化社会
中的脆弱和困惑，她们没有农场，家中
也没有孩子，发现为自己设置的角色很
少。”苏珊·马特恩写道。

更年期是必要的

更年期综合征这个概
念的提出，是解决了更年期
的问题，还是反过来影响了
人们对更年期的焦虑情绪？

“在受现代医学影响的
世界里——— 而现代医学反
过来又受到西方文化对更
年期综合征300年的极大
热情的影响——— 经历与更
年期有关的感觉的女性可
能会担心自己缺乏对其健
康和性别认同至关重要的
物质（雌激素）；担心她们正
在经历青春、女性特质和健
康的丧失；担心自己是社会
嘲笑的对象；担心她们出现
从骨质疏松到心脏病发作
等健康问题的风险增加；担

心自己会受到情感失控的影响；担心自
己没有存在的意义；还担心她们可能有
很多引起焦虑的其他想法。如果她们
认为自己现在面临一个关于是否采用
药物治疗、平衡风险和益处的高风险且
困难的决定，而关于这些已经发表了大
量高度技术性的、相互矛盾的研究，专
家对此也有着不同的意见，那么这种焦
虑可能会增加。”苏珊·马特恩在书中
指出。

更年期综合征跟很多焦虑型文化
综合征一样，其中的焦虑恰恰反映了人
类对痛苦的基本生理和心理反应，而这
种疾病概念也在流行的过程中可能会
成为一种隐喻或者说话、抱怨的方式。
苏珊·马特恩认为，大多数女性对更年
期的认知都并非灾难性的，但在《冰轮
冉升》这本书的研究过程中，她曾做过
一个关于“对更年期的态度”的调查，结
果让她感到惊讶。她发现，年轻妇女对
这一人生阶段的看法比那些经历过更
年期的妇女更消极。这显然受到了更
年期综合征的影响，其中不乏局限条件
下的偏见。

《冰轮冉升》的最后，苏珊·马特恩
提醒读者：“现代社会错了，更年期毕竟
是好事一桩。”从自然的角度来说，更年
期是为妇女开辟的育龄后生命阶段，它
因为有用而免于被淘汰，从生育中解放
出来的女性继续从事家庭单位里的各
种工作。而在今天，这个生命过渡期依
然十分重要。

“它在更大范围上是很重要的，把
它简化为一种疾病是对它的轻视。无
论是在当今还是过去，无论是在西方文
化还是其他文化中，对更年期的忧虑、
尴尬、令人厌烦的笑话、针对老年妇女
的评判和敌意都是不必要的，但更年期
是必要的。人类有更年期，是因为我们
需要它。育龄后妇女的贡献让我们走
到了今天，并将带领我们走向未来，无
论未来如何。”

据《济南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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