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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文化视域下现代女性审美境遇

杨　佩

（西安交通大学，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４９）

　　摘　要：在消费主导的现代社会中，消费文化不仅成为经济活动的主宰，更成为现代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女性的自主意识并没有与科技文化一起成长起来，很多女性似乎更乐于处于一种安逸、依附他人的状态。这时，

女性、女性的身体都成为消费的对象，女性审美也面临严重的考验。在男权意识形态下，身体是女性受压迫的根

源，而身体也是女性审美所具有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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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现代社会消费已经不是作为经济生活的一

个环节，而是整个生活。“消费并不是一种物质

性的实践，它的定义不在于我们所消费的食物，

不在于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不在于我们使用的汽

车，也不在于影像和信息的口腔或视觉实质，而

是在于把所有以上这些元素组织为有表达意义

功能的实质。”［１］现代社会笼罩在消费文化的阴

影下，过去用怎么生产来界定人本身，而现在则

改为怎么消费。消费的方式决定了人的生活方

式，决定了人的价值尺度。不管是生活资料，还

是文化艺术、人的隐私，都成为供人消费的对象。

人们在无意识情形下，将消费看作是自我表达和

自我认同的途径，看作是高质量生活方式的标

志。商家也通过这些手段为人们创造出符合这

种人为需求的商品。大众传媒通过广告、商业文

化等技术手段不知不觉中灌输给人们消费观念。

消费者自认为是在自由地支配商品，但实际上却

成为消费的奴隶。消费并没有给人带来真正的

幸福，只是不断刺激着人的消费欲望的膨胀。人

在意识领域早已成为与消费对象一样物化的存

在物。在令人眩晕的商品面前，人已经完全迷失

了自己的方向。人与人之间的“爱”也成为了一

种短暂的应立即给予满足的情感，人与人之间的

联系也物化成了一种利益纠葛。人开始被动地

屈从于这种盲目疯狂的欲望之中，这种需求不是

个人所能控制的，它的发展受外界支配。对身份

地位权力的攫取，以消费的方式表现出来，用来

表示自己与他人的不同或身处更高的阶层，这个

过程是无止境的。当所追求的东西变为了现实，

立即便会产生新的欲望吸引着人们。

不同的人追求着同一种生活，多元化的价值

追求引领人们走向的却是盲目的利益的追求。

自我认同来自与他人的比较差异，属性作用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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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事物便没有了存在的价值。人们自认为

追求不同事物便可以确认自我存在的意义，而这

种追求的主要手段便是消费。消费行为摇身一

变成了人们各种价值衡量的标准，住的房屋、穿

的衣服、吃的食物不只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

更成为确定人的阶层的手段。人们为了消费而

消费，为了标榜自己的与众不同而消费，但是消

费文化却并不是追求个性的有效途径。工业化

社会带来的不是私人定制的专属享受，而是分门

别类的产业化链条。人们永远不会从消费中得

到满足，总有新的事物不断涌现并充斥在人们的

生活中。新旧事物交替轮转，只能让人们更加疑

惑自己的价值，迷失于追寻的路途之中。在这个

过程中，女性相比男性更容易受到消费文化的影

响，由此产生出缺乏个性、盲从的女性审美取向。

在生活中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很多女性沉迷于购

物，没有崇高的理想，计较琐碎细小的利益。有

些女性往往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没有独立的人

格，总是屈从于周围人或者是前一辈人的观念。

她们虽然已经摆脱了过去受人奴役的地位，但是

没有获得人格上的真正的独立。多元化的社会

氛围并没有使女性意识到应掌握自己的命运，而

是躲避在“命运”的背后。自我选择决定女性要

为之付出更多的代价，要承担起应承担的责任，

而祖祖辈辈留下的传统价值观念则成为女性逃

避责任的防空洞。女性不仅屈从于男性的价值

观念而成为意识形态中的弱者，更是沉迷于消费

文化之中，用虚假的短暂幸福填补自己精神的空

虚与心灵的苍白。

二、女性与消费的微妙联系

“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尤其是世纪之交的

科学管理与福特主义被广泛接受以后，建构新的

市场。通过广告及其他传媒宣传来把大众培养

成为消费者就成为极为必要的事情。”［２］被排除

在生产领域之外的女性时常与消费连接在一起，

女性自然成为消费时代的主体。女性在生活中

更多地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家庭从过去小生

产者的共同生产的职能逐步转变为工业社会中

的消费者角色。因此女性首先要学会的就是消

费，消费也逐渐成为彰显女性价值的手段。消费

可以帮助女性强化自身定位，一方面作为主体的

消费者，女性周旋于价格与价值之间，沉迷于感

官愉悦享受之中；另一方面，作为客体的被消费

者，女性装饰自身以给自己添加博取男性关注的

砝码。女性与消费的结合如此紧密，使得女性比

男性更容易受到消费文化的影响。许多女人奔

波于各类打折商品之中，感受着一次又一次新鲜

与愉悦，无须思考，只需要追求看上去精致又美

好的广告般的生活，然后再回到现实中不分昼夜

地工作。消费是打磨时光的手段，也是自我确认

的方式。审美和男性有关，和消费有关，但就是

和女性无关。女性依赖于男性的目光来设定自

我，走进男性分门别类的符号圈套，再用消费麻

痹自己。消费文化所带来的审美转变体现在人

们对于审美的独立性的丧失。人们依托文化所

营造的审美意象引导自己的选择。文化的商品

化带来的是审美的趋同化，文化的片面化带来的

是审美的感官化。女性、女性的身体、美本身都

成为了消费的对象，女性被等同于消费文化中的

商品。女性审美也不是独立自主地建立起来的，

而是由社会文化共同决定的。看似琳琅满目的

商品，女性的选择却很单一，备受追捧的时尚单

品，阶段性地引领着女性的审美观念。女性在衣

食住行各个方面的审美都根据“流行趋势”来变

换。女性丧失了判断美的能力，不愿承担起审美

的责任。不用思考的跟风不会遭受他人的冷遇，

女性更无法从审美中获得审视自我的意义。消

费文化打破了阶层界限的分隔，普通人可以通过

消费体验过上上层阶级的生活。消费文化为女

性营造出舒适安逸的生活样态，于是人们憧憬着

精致悠闲的生活状态。例如。阳光明媚的清晨

在阳台吃早餐看报，或者炎热的午后在咖啡厅里

喝下午茶。食物不是为了人们的口腹满足，而是

为了说明人们身份的不同。审美也早已脱离了

女性的实际生活，而进入到一种理想化的遐想之

中。女性审美观在双重迷失中走入了泥潭，多元

的价值取向并没有为人们带来多元的审美观念。

用消费行为表现自己的差异性，但却没有塑造出

个性化的审美体验。人们并不是根据自己的生

活来进行审美，而是依据大众的消费结果来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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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女性美成为一种可复制、可估价的表现形式。

三、被压抑的女性美

依存在男权社会的女性，为了取悦把握经济

命脉的男性，用自身塑造出对美的理解。“定义和

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

物却不是女人。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是他

者。”［３］波伏娃通过对女性处境的历史考察澄清并

揭示了“女人是他者”这一命题，相对于男人的主

导和决定地位，女性处于被主导和被决定的地位，

成为了仅具被动性的客体、工具、中介和物；相对于

男性所代表的普遍理性，他者女性代表了相异性、

否定性。著名女性主义哲学家伊利格瑞则指出

“他者”的概念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建构起来

的。用男性审美强加在女性之上，再用话语权制造

文化上的价值趋同。在这种审美创造中，女人隐去

了本真的自我，其身体却被男性任意解读，她们只

需要迎合所谓标准的美丽与性感。在女性自我审

视中，双眼皮、高鼻梁、瓜子脸成为美女的普遍标

志，那么女性就被局限在审美的单一化情景中，人

造的技术性的美女便会层出不穷。

男性对于女性气质的建构就是将女性放置于

私人领域，与公共生产领域隔开，因此女性便丧失

了在公共领域的话语权。女性既是消费者，是消费

文化的牺牲品，也是被消费者，为男性服务。例如

唐朝以胖为美，肥胖被视为财富的象征，女性作为

男性的附属品当然要维护男性的地位与尊严。在

现代，女性的审美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苗条成

为女性的终身目标。朱迪思·巴特勒在《性别烦

恼》中指出，女性美是“对某种标准的强行征用，这

种标准具有复杂的历史性，与规训、规范、惩罚所讲

述的内容是分不开的。”［４］追求苗条的身材可以看

作是男性价值观在女性身上的体现，即使绝大多数

女性都不可能拥有符合时尚标准的纤瘦身材，但是

仍然阻挡不了女性对于减肥的执着。女性不得不

为达到所谓的“美丽”而挨饿受冻。女性美成为男

权文化与消费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女性要获得

社会认可就要服从男性的约束，如不履行女性的既

定形象就会成为大众口中的“怪物”。男性为女性

创造出完美女性的典范，女性被贴上了温柔体贴、

体态轻盈、貌美如花等标签。男性划分出“女神”

“女簈丝”等所谓的女性类别就是对女性美的一种

肤浅认识。男性仅仅根据外表来辨别女性的等级，

由此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态度。于是女性痴迷

于对于自我外貌的修整，过去只是用化妆来掩盖外

表缺陷，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整容修图成为众

多女性的“必修课”。越来越多的手机以自拍为卖

点，销量不断攀升；整形美容医院门庭若市，女性整

容的低龄化现象愈演愈烈。“身体在消费潮流的

挟裹下，全身披挂，完成了对自身的时髦赋值。这

是一个浩大的消费工程，当身体的物化达到极致

时，它自身蜕变为‘最畅销的消费品’。也就是说，

肉身的交易行为将不失时机地浮出水面，去拥抱异

彩纷呈的物品世界。恋物癖最终可能转化为肉身

的出卖，身体自身的商品化在另一个层面对应了马

克思的异化理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劳动

者自身成为商品；而在身体的物化潮流中，身体将

慷慨地把自身典当出去。”［５］

四、社会规约下异化的女性身体

身体是人们认知的起点，人们总是从认识自

己的身体开始认识世界，但是身体在与传统哲学与

父权制的对立中和心灵自我分离开来。男性凌驾

于女性之上主宰女性身体，女性受到意识形态文化

的影响也将自己的身体看作是外在的物质的存在。

在柏拉图看来，心灵就是受到肉体的浸染才无法直

接面对理念。“一个人的心灵被一个肉体所主宰

的激情完全控制了之后，他的生活便是铺张浪费、

纵情酒色和放荡不羁等等。”［６］笛卡尔所说的“我

思故我在”也是将自我看作思维的主体，身体与灵

魂相分离沦为物质的存在，由此产生了心物二元论

的思维方式。自亚里士多德将形式与质料分开之

初，男性就被赋予了形式、理性的一面，而女性则拾

起了被男性摒弃的质料、感性等特征。前者的优越

性直接决定了其对后者的支配。在男权意识形态

文化的眼光下，女性的身体就是其地位低于男性的

铁证，其被标榜为缺乏阳具而自卑的存在。在这种

文化氛围之下女性要求得和男性一样的待遇，获得

男性的认可，就要融入这种价值观之下。“文化

上，每一个女性都被规约为男人的对立和补足，从

而女性的社会地位通常是由其作为生育的身体和

作为男性之间交换对象的身体而授权的，比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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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提倡的‘母以子为贵’和‘夫唱妇

随’等。”［７］

过去人们将男性与崇高、阳刚等审美观念相

联系，女性则代表优美、阴柔等审美观念。女性由

于生物性和历史性的双重因素，一直处于弱者的地

位，但是其在审美领域却不应该有优劣之分。女性

审美一直处于被支配的地步，女性与消费文化的直

接联系便是感官的享受，女性身体的独特性决定了

其对于身体的关注、体验、需求较之男性更为细腻

多样。消费文化从视听触嗅等基础感官出发为人

创造出极致的感官享受。女性身体的敏锐度决定

了其受消费文化迫害最深，生活、工作中的自我无

法与身体融合并且时常要以男性为主导，而消费文

化让女性以为自己的消费行为是自我支配的表现

方式，而实质上却是处于消费文化的奴役下。与身

体更为亲近的女性是感性文化的代表，而消费文化

所倡导的感官享受则与之不谋而合。身体帮助女

性的自我感性与消费文化连在一起，消费文化更容

易在女性身上体现出来。审美泛化、盲目的感官享

受将人们的审美活动引向庸俗与肤浅。女性身体

被视为审美的对象，于是不断地被告知应具有怎样

的女性气质。在这种文化的浸透下，女性身体的客

体性加剧为功用性。女性的身体表现为两种分离

状态。首先是女性意识与身体的分离，女性的意识

受到男权文化的同化，使其深感身体的束缚，追求

理性的解放，表现为女性对自己身体的厌恶、对男

性的崇拜和对同性的排斥。女性对于身体的装饰

不是依据自己的审美价值判断，而是来自于男性的

认同。女性站在男性的角度审视自己，将身体视为

取悦男性的工具。这个工具不仅没有帮助女性重

拾自信，反而使女性陷入满足与失落的恶性循环之

中：外在场域对于女性的身体的规训，外貌与身材

区别带来的差别待遇，服务性行业对于女性身体的

约束都使女性囿于男性文化的禁锢之中。身体更

成为女性可以利用的资本，通过投资来换取报酬。

女性身体变成了一件特殊的商品，被赋予健康、活

力、美丽、性感等意义。女性美既要展现出美感、身

份、情调，更要符合男性的审美要求。消费文化利

用男性的霸权地位，依据女性的社会角色描绘出理

想的女性身体实践。其次，女性身体的需求与欲望

也截然分离开来。需求是维持生命的基础，欲望则

为了追求单纯的虚荣感。穿衣不再为了保暖，食物

不再为了缓解饥饿，交通工具也不仅仅是为了出行

方便。各种物品、各种行为都充满了人为的象征意

义。同时消费文化为了维持生产的扩张只能鼓励

人们不断地更新生活方式，不断地探索人的新欲

望。女性身体面对五花八门的诱惑更不知道该如

何下手，本来期望通过消费来获得自我认同的女

性，却成为追随消费文化的盲从者。

五、消除异化：关于“身体”的审美实践

“身体其实是一种既不同于纯粹意识也不同

于自在物质的含混的领域，它是两者之间的通

道。”［８］身体对于女性又具有不一般的意义，一方

面在男权社会中物质的身体被动地给予女性，另

一方面，身体也是女性异于男性的重要特征。自

然生理上对于男女的区别并不是要男性与女性

对立起来，而是期待一种阴阳互补的和谐统一。

女性硬要用男性的标准去要求自己，结果要么成

为“典型”的女性形象，要么成为像男性一样的女

强人。这两种情况都不是原本女性本真的释放，

女性审美并不是要局限于某种适度或者标准的

框架之下。人们应当看到只属于女性的独特魅

力，这种女性魅力的起点便是女性身体。敏锐细

腻的观察力、周期性的新陈代谢、生育能力，无一

不让女性更靠近身体。在男权社会意识形态下

“有缺陷”的女性身体反而为这个崇尚理性的世

界带来了新的活力。男女身体的生理差异不应

成为解释一切社会性别不平等现象的理由，身体

的特殊性既带来了关于生存优劣的差异，也带来

了生命的多样性。女性的身体为社会的发展与

生命的延续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至真至善

的理性审美到现代多元化的审美内容，女性身体

美学的独特体验逐步被人们重视起来。人们期

望的是在审美活动中主体之间既能看到双方的

不同，又能感知自我的独特性。身体的再创造面

临着各种可能性，这种未知正推动人类文明前

进。女性审美中对于联系、关怀、和平、自由的倾

向促使社会逐步建立起多元包容的审美文化。

女性身体既可以是男性权利规训下的牺牲品，也

可以是女性彰显自我特征的有利途径。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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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趋势是多元化、开放性，而封闭的、同一的男

权社会机制最终会走向崩塌。女性的身体形象

不应是一成不变的。身体一旦被某种标准规约

就远离了女性的实际生活，其本应是一种社会性

的、历史性的、情景化的存在。女性并不是能被

简单控制的提线木偶，她应有自己的意识，也应

有自己的审美。生命力不应该是外在补给的，而

应该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

“纵观整个人类史，其全部文明也都主要是

源自人类身体的需要和欲求、身体的展示和暴

露、身体的装饰和打扮、身体的感受和体验、身体

的愉悦和痛苦、身体的意象和倾向、身体的行为

和实践，以及对身体自身的审视、思考训练和提

升。”［９］女性应该将身体投入世界之中，将女性审

美看作是一场冒险，实践自己的价值，个体的差

异性便会在践行的过程中显露出来。女性审美

不应该是贬低身体、藐视身体，而应该是尊重身

体、热爱身体。身体带来的不仅仅是纯粹的感官

享受，还应该有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深入身体

的内部可以看到一个身心合一的生命结构，心灵

是无法与身体割裂开来的。身体不仅仅是可支

配的客体，更可以帮助女性建立起自我主体，还

可以解构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二元对立的话语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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