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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消费社会阶段ꎬ身体成为个人的社会资本和身份建构的基础ꎮ 女性身体

是孕育生命的载体、男性阿尼玛原型和性欲望对象ꎬ由于女性的消费主体性、不均衡的

社会性别权力ꎬ男性权力与社会消费资本、技术合谋ꎬ建构女性身体神话ꎮ 女性身体神话

体现为技术层面上的数据化、碎片化、图像化以及理想化ꎬ消费资本介入女性身体形象的

生产ꎬ借助各种媒介和技术生产女性身体神话ꎬ规训女性身体ꎬ以达成自身的再生产ꎮ
〔关键词〕消费社会ꎻ图像时代ꎻ技术垄断ꎻ女性身体规训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中认为:工业文明高速发展之后ꎬ西方社会进入生产

过剩时代ꎬ大型技术统治集团必须不断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ꎬ以维持、刺激和拉

动社会生产ꎬ这就是“消费社会”ꎮ 同时ꎬ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ꎬ人类在 ２１
世纪进入海德格尔所言的“图像时代”ꎻ科学技术的威力越来越强大ꎬ对社会的

影响也越来越大ꎬ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认为ꎬ美国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正进入技术支配文化的新阶段ꎬ正面临着失去驾驭技术能力的危

险ꎮ〔１〕可见ꎬ当今的消费社会同时是图像时代、技术垄断时代ꎮ 新世纪前后ꎬ中
国发达地区已经进入消费社会、图像时代ꎬ并逐渐如尼尔波兹曼所言ꎬ进入技

术垄断时代ꎮ 在这一社会阶段ꎬ身体成为个人的社会资本和身份建构的基础ꎬ身
体消费成为消费资本关注的核心ꎬ为了促进身体消费ꎬ社会消费资本将身体神话

与医学美容、图像等技术结合ꎬ使身体神话日益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意识形态ꎮ 对

“损容”性疾病的治疗和“正畸”类的修复与再造ꎬ是传统的整形外科内容ꎬ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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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健康和功能ꎬ不属于身体神话范畴ꎮ〔２〕 由于性别权力的不平衡ꎬ身体神话特

别是女性的身体神话成为消费社会商业资本运作的驱动力之一ꎮ 女性身体神话

是不具有实体性的消费符号ꎬ消费资本通过大众媒介及各种与身体相关的技术

推崇理想化的女性身体符号、建构消费社会的女性身体的社会意识形态ꎬ规训女

性的身体ꎬ刺激女性对于身体的相关消费ꎬ拉动美容、整形、化妆等相关产业ꎬ刺
激社会经济的发展ꎬ实现自身的再生产ꎮ

一、消费社会中女性身体神话的表征

消费社会的女性身体神话的表征体现为技术层面上的数据化、碎片化、图像

化以及理想化ꎬ媒体和医学等相关行业通过各种技术手段修饰、美化、整改女性

的身体ꎬ指向完美的女性身体符号即女性身体神话ꎮ
(一)女性身体的数据化

消费社会产生的前提是高度发展的工业文明ꎬ工业文明最大的特点是分工

的细化和流水线作业ꎮ 女性服饰的生产离不开分割的数据ꎬ男性权力在此基础

上将自身对女性身体的凝视权数据化ꎬ推崇适合男性审美需求的标准化三围ꎮ
与女性服饰业密切相关的时装模特的身体也是数据量化的身体ꎬ媒体强调和推

崇她们的三围、体重、头与身的比例、身体的 Ｓ 形曲线、身体的黄金分割点、身体

各部分的大小、比例等等ꎬ女性身体神话对女性身体的规训集中体现在胸部ꎬ文
胸上面的尺码和数据ꎬ是权威ꎬ是标准ꎬ大众媒体从男性视角展示和推崇 ＤＥＦＨ
罩杯ꎬ女性被这些数据施压规训ꎬ这些都是工业文明、技术垄断时代女性身体神

话注重数据化的表征ꎮ
(二)女性身体的碎片化

除对女性缠足体现的恋足癖外ꎬ传统文化论美女ꎬ重在整体感ꎬ重在神韵ꎬ重
在横向比较ꎬ诸如“容华绝代”、“闭花羞月”、“沉鱼落雁”、“姣花照水”等等ꎬ有
眉眼、身形、肌肤的描画ꎬ但亦注重整体性ꎮ

但在当今的消费社会和技术垄断时代ꎬ女性的身体形象碎片化了ꎮ 由于图

像技术的特写功能及镜头对身体局部的可选择性ꎬ广告中女性身体被切割与物

化ꎬ女性身体的各个部分———眼、唇、面部、手臂、腿部、背部等常被特写而从整个

身体中游离出来ꎬ成为不相连的散乱碎片ꎬ广告将女性身体的整体性分解ꎬ女性

在广告中成为头发、肌肤、牙齿、脸蛋、乳房、腰、臀部、腿部、足部ꎮ 借助图像、医
学、化妆等技术ꎬ以及模特相对优越的身体条件ꎬ广告中的女性局部呈现出理想

的身体之美ꎬ眼睛大而乌黑发亮ꎬ睫毛粗长上翘ꎬ鼻子直挺ꎬ嘴唇红润如花瓣ꎬ皮
肤如婴儿般的白皙细腻、光滑红润ꎬ牙齿光洁闪亮ꎬ头发乌黑顺滑ꎬ乳房挺拔丰

满ꎬ腰臀曲线完美ꎬ腿笔直细长ꎮ
女性自身的话语权力在广告中被剥夺ꎬ仅发挥符号的单纯象征作用ꎮ 其在

广告中的身份也彻底消失ꎬ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单纯工具ꎮ 女性在化妆品广告

中的各种姿态ꎬ都是社会设定好了的意识模式ꎮ “作为个体的人ꎬ女性已经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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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ꎬ只作为被切割的‘零件’ꎬ活在男性文化所主宰的审美活动中ꎮ” 〔３〕 尽管不同

的广告各有诉求ꎬ女性身体的各部分也有不同的审美标准ꎬ但她们都是技术垄断

时代女性身体神话的碎片ꎮ
(三)女性身体的图像化

图像化是在消费文化与技术化双重语境下产生的ꎮ〔４〕 图像文化时代ꎬ也是

美国学者苏珊鲍尔多称为“形象帝国”的时期ꎬ借助图像技术ꎬ大众媒介建构

出视觉化的女性身体神话表征符号ꎮ “形象ꎬ在一切物之后ꎬ成为一种新的物ꎻ
旧式的商品拜物教ꎬ转化成新的拜物教:形象崇拜ꎮ” 〔５〕 “历史从未如此近距离、
全方位地关注着女性的身体ꎬ或者说ꎬ历史从未如此直接、毫不掩饰地袒露对女

性身体的兴趣ꎮ” 〔６〕电视、网络、报纸、时尚杂志、智能手机、户外媒体ꎬ永不停息

地生产出女性身体的图像符号并在图像世界中传播ꎬ被各种技术包装起来的明

星、名人、模特的身体图像在媒介中处于霸权地位ꎮ 性感的感官效应成为欲望对

象的最高要求ꎮ “这个社会消费影像要比消费物品更贪婪”ꎬ马尔库塞如是说ꎮ
(四)女性身体的理想化

推崇身体的理想化状态ꎬ是人们在表达对不朽和永生的渴望ꎬ是普遍的人

性ꎮ 但在消费社会ꎬ女性的身体被认为更具有商业开发价值ꎬ消费资本通过图像

技术和医学美容化妆等各种技术塑造理想化的女性身体ꎬ并通过各种媒介进行

推崇ꎬ以形成社会意识形态ꎬ刺激女性的身体消费欲望ꎮ 媒介塑造的理想化女性

身体ꎬ突出体现在女性身体的“形”(体形)与“色”(肌肤外观)上ꎮ
１. 女性体形的理想化:为了给减肥、整形、塑形等医学美容产业开拓最大市

场ꎬ商业资本借助图像技术呈现男性凝视下的理想的女性身体ꎮ 因为食欲和性

欲的隐秘联系ꎬ男性认为女性应该吃得很少ꎬ但又要具有充分的性诱惑力ꎬ因此ꎬ
女性必须苗条但性别特征异常明显ꎬ各种广告、网络游戏中以及触目可及的塑胶

模特ꎬ女性脸型小巧ꎬ腰围纤细而臀、胸丰满ꎬ身材窈窕ꎬ没有任何缺陷ꎮ
２. 女性皮肤的理想化:东方人有崇尚白皙细腻肌肤的传统ꎬ认为这可以证明

年轻或身份高贵ꎮ 在消费社会ꎬ为了给化妆品和美容业开拓最大的市场ꎬ借助医

学、化妆和图像的 ＰＳ 技术ꎬ消费资本将这一追求以极致的方式具象化呈现出来ꎬ
代表正面肌肤形象的广告中女模特和女明星的ꎬ不论什么年纪ꎬ肌肤都如婴儿般

的柔滑细嫩白皙ꎬ与广告中的负面肌肤形象形成强烈、夸张的对比ꎮ 媒体打造消

费社会需要的、永远青春不老的女人的神话ꎬ并试图让女性孜孜不倦地追求ꎮ

二、消费社会身体神话产生的机制

年轻和美的女性身体神话是所有女性身体符号的最终指向ꎮ 女性主义研究

者们通过福柯的«规训与惩罚»认识到:男性通过各种媒介建构心目中渴望的、
理想女性身体形象ꎬ这种形象通过媒体的“赋权”功能ꎬ使女性自觉将此内化为

对自身的形象期待ꎮ 由于资本与男性权力的合谋ꎬ媒体创造并推动技术垄断下

的女性身体神话ꎬ使消费者处于女性身体神话的刺激诱惑和胁迫之下ꎬ以行销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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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相关商品ꎮ
诚然ꎬ女性的身体被美化和神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人类学原因ꎬ即女性的身

体是孕育生命的载体ꎬ每个人都意识到自身来自女性的身体ꎬ曾经与母亲的身体

息息相关ꎬ这是女性身体神话最原初的出发点ꎻ其次才是女性身体对男性的诱惑

力ꎻ再次是女性在消费社会的消费主体性ꎮ 此三者使消费资本介入女性的身体

形象的生产ꎬ并与男性权力合谋ꎬ借助各种媒介生产女性身体神话ꎬ并规训女性

的消费主体性ꎬ达成自身的再生产ꎮ
(一)生理和精神机制:生命的载体、男性阿尼玛原型和性欲望对象

１. 生命的载体:对女性身体的神化ꎬ从人类学角度而言ꎬ源于人类潜意识中

对女性身体是生命载体这一隐秘情结ꎮ 农业文明中的男性认为:“整个大自然

就像一个母亲ꎻ土地是女人ꎻ女人身上盘踞着像土地一样晦暗不明的威力”、“孩
子和收获仍然是像超自然的恩赐一样ꎻ正是属于女人体内神秘的气息在这世界

上吸引了埋藏在生命是神秘根源中的财富”ꎮ〔７〕 男性源自女性的身体ꎬ女性的身

体于男性是故园ꎬ生命之流在女性的身体中穿行ꎬ女性与自然保持着亲密的联系ꎮ
认为女性与自然有更密切的联系ꎬ是多种文化之中都存在的一种观念ꎮ 面

对自然ꎬ男性却感到一种被放逐的疏离ꎮ “生理需要———性欲和延续后代的愿

望———使男性处于女性的支配之下ꎬ却没有从社会上解放妇女”ꎮ〔８〕 “社会终究

是男性的ꎻ政权落在男人的手里ꎮ” 〔９〕男性通过建功立业使自己强大ꎬ通过建构自

己掌控的社会及其政治经济和文化ꎬ让自己在社会层面成为了超越女性的性别ꎮ
面对女性的身体在孕育生命的优越性和由此优越性带来社会生活的局限

性ꎬ面对女性用自己身体的血肉孕育男性这样的生理事实ꎬ男性的文化是这样消

解女性身体对男性的容纳或者说是控制:«圣经»中ꎬ夏娃被建构为亚当的一根

肋骨ꎬ女性孕育生命的神奇被建构为偷吃禁果而受到上帝的惩罚ꎻ同理ꎬ中国古

代神话中ꎬ女娲用泥巴和水造人ꎬ但是男神盘古开天辟地ꎬ身体化为日月星辰山

川河流ꎬ造就了自然ꎮ 神话中ꎬ女娲造人的材料间接来自盘古的血肉ꎮ 这样的神

话和宗教故事昭示人们:男性才是强大的第一性ꎬ且对人类身体生发的意义先验

性地超越了女性的载体性特征ꎮ 在对自然、人体的知识比较匮乏的时代ꎬ男性在

面对女性的身体时ꎬ感到神秘、被控制、被诱惑ꎬ由此产生了不能掌控自我的焦

虑ꎬ除了征服自然ꎬ还要建构以男性为核心的生育文化ꎬ“男人特别要把后代归

属于自己ꎬ最终摆脱了女性的控制ꎬ他从女人的手中获得了统治权” 〔１０〕这样的神

话建构ꎬ其实质是男性面对女性身体时产生的自我客体性焦虑的产物ꎮ
２. 性欲望的对象和阿尼玛原型:据弗洛伊德解释ꎬ一个客体只有在它成为性

欲望(通常是男性)的焦点时ꎬ才成为神物ꎮ〔１１〕荣格则认为ꎬ每个男性心中都有通

过遗传形成的集体无意识的女性阿尼玛原型ꎬ从集体无意识角度来看ꎬ女性身体

被男性神化、美化ꎬ与阿尼玛原型相关ꎬ是其在现实处境下的激发ꎮ 无论是荣格

的阿尼玛原型还是弗洛伊德的男性的性欲望对象化ꎬ均指向男性理想的女性符

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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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的性欲望对象和阿尼玛原型指向美的女性身体符号ꎬ却并非是技术改

造下的女性身体ꎮ 可这样的美的女性符号与男性控制欲、性别政治中的权力意

识相逢时ꎬ女性的身体境遇发生了变化ꎮ 由于男性潜意识都意识到自身的身体

被女性的身体容纳包容并被自然放逐ꎬ女性对男性身体的先天控制性ꎬ是男性无

法突破的命运ꎮ 由于蒙昧渐开ꎬ远古神话和宗教故事的文化规训力量逐渐减弱ꎬ
为了对抗被女性身体控制的命运ꎬ男性发展了各种控制女性身体的物质文化:从
１０ 世纪南唐开始的缠足ꎬ１６ 世纪出现的紧身胸衣到 ２０ 世纪的文胸和高跟鞋、整
容术ꎮ 通过社会文化控制女性的身体ꎬ既体现了男性隐秘的欲望又体现了男性

隐秘的焦虑ꎮ 女性在男性的凝视下获得认同ꎬ相反ꎬ男性在凝视中产生视觉的快

感、权力的满足、精神压力的释放ꎮ
(二)政治和经济机制:文化资本与男性权力的联盟

如上所言ꎬ女性的年轻与美是人类超越自身身体局限性的幻想的出发点ꎬ但
是这一点在与社会的性别权力相遇的时候就进入了福柯所言的权力场域ꎬ打上

了男性性别权力的深深烙印ꎮ 女性身体的媒介呈现成为性别意识形态的文化幻

象ꎮ 对此ꎬ苏珊鲍尔多认识深刻:“当我们考察医学史和时尚史时会看到ꎬ社
会对女性身体控制的出现是过去百年间维持两性间权力关系的一个绝对重要的

策略”ꎻ“在«不能承受之重»中我描绘了后现代的身体ꎬ它越来越依靠重置、转变

和修正的幻想ꎬ无限改进和改变ꎬ对抗历史性、必死性ꎬ甚至身体的物质性ꎮ 如今

文化塑料(即硅胶ꎬ作者按)已经取代了这种物质性ꎮ” 〔１２〕

在当今的消费社会ꎬ大众媒介呈现男性权力借助技术建构的理想化的女性

身体ꎬ指向女性身体神话ꎮ 美国学者李普曼“拟态环境”论认为ꎬ媒介塑造的环

境ꎬ会影响人们对环境的认知ꎻ日本学者藤竹晓则进一步提出了“‘拟态环境’环
境化”的说法ꎮ 生活在消费社会、技术垄断时代、图像时代的女性ꎬ在媒体提供

的女性身体神话的参照和规训之下ꎬ引发了对于自身身体形象的心理焦虑ꎮ 消

费社会的身体社会资本化ꎬ促使不少女性选择各种身体技术以获得理想的身体

形态ꎻ大众媒介的霸权地位ꎬ迫使有关女性身体的技术消费日益成为女性身体的

必须ꎮ 女性的身体始终被看成是一种有待加工的平面和体积ꎬ而加工的方式和

过程就是社会对女性身体的文化控制和文化操纵ꎮ〔１３〕美容业、整容医疗业、健身

产业、化妆品业等都在热忱地为女性的身体提供服务ꎮ
在媒介的推动下ꎬ甚至于整容被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ꎬ“有差异的整容目的

之中ꎬ既有对美貌神话和男性凝视的顺从ꎬ也有在有限资源内利用自己的身体ꎬ
赢取更多身体资本的抗争ꎮ” 〔１４〕正如凯西戴维斯所指出的:“我们必须设法探

讨女人在面临美容手术时的复杂心态与两难:整形既是问题也是解答ꎬ既是压迫

也是解放”ꎮ〔１５〕执着于得到更多的社会资源才是女性臣服于和执着于男性创造

的女性身体神话的本质ꎮ 男性通过技术、媒介、消费资本建构的女性身体神话ꎬ
实现了对女性身体的文化控制ꎬ并延伸到对女性的身份和个性的规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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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　 语

在消费社会ꎬ消费资本控制下的技术在社会文化控制和操纵女性身体的过

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ꎮ 如何使女性的需求与市场经济挂钩ꎬ是资本驱动下的技

术和大众媒介的宿命ꎮ 从凯特米里特的性政治理论来看ꎬ利用技术对女性身

体进行文化控制ꎬ是男性为了维护传统性别权力在文化领域的体现ꎮ 如果男性

不能摆脱传统的男性性别模式ꎬ就不会放弃对女性的性别政治ꎻ如果男性将自己

看作“第一性”而不是与女性和谐共处的性别ꎬ就无法摆脱通过文化和技术对女

性身体控制的欲望ꎮ 要超越这种男性权力控制的女性身体神话ꎬ就要超越传统

的性别不平等的男权社会ꎬ坚持性别和谐的文化立场ꎮ 如果社会在经济增长的

基础上ꎬ能从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等层面完善促进性别平等的相关制度ꎻ如果女

性能够找到自己生命的支点并认识到自身生命的独立价值ꎬ从经济、精神、心理

和情感上摆脱依附性、具有主体性ꎻ如果女性和男性之间能够建立起一种了解和

尊重彼此差异和独特性的新的和谐的性别文化ꎬ那么女性的性和生命载体的属

性不再对男性构成一种异己的存在和力量ꎬ而被看成是与男性共享生命的性别

特征ꎬ男性利用文化和技术的力量来控制女性身体的动机就失去了生发的精神

土壤ꎮ 性别解放不是女性的解放ꎬ而是男性和女性的共同解放ꎬ要达成这种和谐

的性别文化ꎬ路途还比较遥远ꎬ需要两种社会性别的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和共同

努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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