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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鲍德里亚认为 ,后现代消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渗透着时尚的逻辑。时尚通过消费物的抽象符号化 ,遵循诱

惑原则 ,对人的身体形成一种强势的规训。这种状况最终必将导致客体对于主体的全面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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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鲍德里亚的后现代消费社会理论中 ,任何消

费物都不再承担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而抽象成为一

种单一的功能性的存在。物的符号化使得人对物的

消费变成了对于符号关系的消费。在鲍德里亚看

来 ,伴随着符号和拟像在社会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

域的快速传播 ,广播媒介特别是电视的蓬勃发展 ,成

为后现代性的一个构成要素。这台机器大量产生出

形象、符号、代码 ,而这些超真实的拟像代替了真实

的物 ,在现实生活中构成了独立的领域 ,并最终在社

会性的消除中起着重要作用。

作为一个“强大的拟像主义者 ”,
[ 1 ]13鲍德里亚

真切地感受到在媒介社会和消费社会中 ,自笛卡尔

时代就拥有崇高地位的主体陷入了由形象、景观和

拟像构成的超真实的世界 ,个体面对着压倒一切的

形象、编码和模型的浪潮 ,被媒介所渗透的、所麻醉

催眠的意识 ,开始处在形象和景观浸润的迷幻状态 ,

所谓“现实”已经无处寻觅。娱乐、信息和通信技术

所提供的经历比乏味的日常生活景象更紧张也更诱

人。凭借着比真实更真实的禀性 ,超真实的模型、形

象和编码得以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而在这一过

程中间 ,“时尚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时尚 ( fashion)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概念 ,但它在

鲍德里亚的后现代视野中却焕发出了非同一般的魅

力。符号、拟像、超真实的出场 ,时尚在这样的氛围

下不仅不满足于对新潮和时髦的追逐 ,它还渐渐脱

离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式化冲击 ,成为一种非本真

的生存和拟真欲望强有力的表达场所。鲍德里亚认

为 ,整个后现代秩序 ,从性到媒介 ,从艺术到政治 ,无

不渗透着时尚逻辑。在朝生暮死 ,日新月异 ,以“消

解 ”、“打碎 ”为乐的后现代社会 ,时尚通过遵循循环

时间而演绎出一种全然不同的后现代的再循环逻

辑 ,从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一种

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表征。“时尚总是向后 ,但总是

在消除过去的基础之上 :灵魂死亡和形式再生。它

的当下现实性 (它的‘时髦 ’,它的‘相关性 ’)不是

参照在场 ,而是一种直接和总体的再循环。矛盾的

是 ,时尚是非现实的 (‘陈旧的 ’,‘不相干的 ’)。它

总是预设形式的死亡时间 ,预设一种抽象 ,借此 ,形

式似乎避开时间而成为有效力的符号 ,似乎通过时

间曲折 ,重新回来掌控非现实性在场 ,以所有‘回

归 ’的美丽对抗‘变成 ’结构。”[ 2 ]88鲍德里亚的这段

话有三层意思。第一 ,时尚绝不仅仅是一种具体事

物的存在样态 ,时尚之所以成为时尚 ,一个最基本的

原因是时尚消解了内容 ,使得形式成为了主导性的

因素。在鲍德里亚的“拟像 ”理论体系中 ,他列出了

符号价值的三种秩序 :模仿的秩序包含着能指和所

指之间的直接联系 ,生产的秩序包含着能指和所指

之间的间接联系 ,仿真的秩序则包含着能指与能指

之间的联系 ,即那些已经同所指脱离了联系的能指

之间的联系。时尚正是存在于这第三种秩序之中 ,

时尚的再循环逻辑标示出以汇总社会时空的超级再

生产 ,其意义在于不断地展示延宕 ,从能指到能指 ,

旧形式的重新抽象化更新。从历史的角度以及比喻

的意义上说 ,时尚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空虚。在后现

代时尚中 ,符号的使用是随意的、儿戏般的。时尚除

了传统符号的指意性 (如 ,将宗教象征物作为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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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使用 ,或者在平常的环境中使用昂贵的材料 ) ,留

给我们的只有空虚的符号。第二 ,时尚是一个标志

这意义中介的纯粹自指的功能 ,但是 ,这种推翻指意

的行为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一种能指。鲍德

里亚以人造珠宝和怀旧服装为例 ,详细论说了这一

观点。在珠宝界人们有意识的使用一些并不珍贵的

材料 ,目的是为了不引起这些材料与较低的社会地

位之间的联想。事实上 ,人们的这种对于“极好的

假货 ”的嗜好 ,正好表现出了“没有钱买真货 ,这并

没有什么 ”的心理状态。再来说怀旧服装。怀旧服

装常被称为是“二手时尚 ”,对于过时款式的效仿使

得由表层能指够成的世界有了历史的深度 ,怀旧服

装对于当下流行的表征风格的摒弃 ,恰恰展示了一

种凭借着时间的缺失与不在场而存在着的疯狂的欲

望。按照鲍德里亚的说法 ,时尚的这种推翻指意的

能指是一种对于富人和名人的地位的标示 ,那些人

的创造力和自信心已经大到足以蔑视常规 ,自己发

明时尚 ,而他们被边缘化的程度也足以使他们不在

乎时尚了。第三 ,后现代时尚的另一个标志就是对

款式和时期的折中主义的混合进行仿效和整合 ,并

将其变成一种新的话语 ,或蒙太奇 ,或拼贴画亦或是

手工拼凑物。在另一层面上 ,即使是意义的失去也

仍然是限制在意义的领域之内 ,后现代时尚至少反

映出一个层次的意义上 ,即对于死亡的对抗。“几

乎和弗洛伊德的偶像一样 , (计谋的 )存在对 (意义

的 )不在场的诱惑是‘不朽的唯一存在形式 ’,它甚

至将死亡转变成了‘一种光辉的肤浅的表象。’这是

一种绝望 ,因为没有什么可以永恒 ,但这也是一种补

偿的快乐 ,因为可以认识到 ,超越了死亡 ,每一种形

式都有机会重新出现。”[ 1 ]179

鲍德里亚的上述关于时尚指意的分析是建立在

前人基础上的。对于物的符号关系的分析 ,最初是

由索绪尔提出 ,后经由巴特的中介最终对鲍德里亚

形成深刻的影响。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 》中

对语言与言语进行了区分。语言是一个结构体系 ,

而言语则是这个结构中的一个单元。对于这个区

分 ,在巴特的《流行体系 》中就表现为 ,时装是一个

体系 ,而个别服装则对应于言语。在索绪尔的符号

学中 ,符号分为能指与所指 ,但符号对应于外部真实

的物 ,而在巴特的思考中 ,外部真实的物变成了符号

的内部结构所创造出来的虚像 ,因此符号本身具有

了意义的自指性 ,而这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区分、符

号内部的区分就成为意义建构的生长点。在巴特的

这个延用中 ,具有一个方法论的指向 :如果服装可以

被看作是一个体系的话 ,那么其他的领域是否也可

以如此分析 ,由此扩大 ,那么整个社会的“物 ”的存

在方式是否也可以如此分析。如果这个思路可以成

立的话 ,那么 ,分析“物 ”的存在方式就必须实现方

法论的转换 ,即从思辨理性批判走向语言学的批判。

正是将符号学与批判理论加以结合 ,鲍德里亚找到

了分析消费社会中物的存在方式的理论基础 ,并将

这个分析延伸到人的心理结构中。

在鲍德里亚看来 ,消费社会令人眼花缭乱的时

尚的载体中 ,身体 ( body)无疑是最为重要的焦点之

一。“在消费的全套设备中 ,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

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 ———它比负载了

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

身体。在经历了一千年的清教传统之后 ,对它的作

为身体和性解放符号的‘重新发现 ’,它 (特别是女

性身体 ,应该研究一下这是为什么 )在广告、时尚、

大众文化中的完全出场 ———人们给它套上卫生保健

学、营养学、医疗学的光环 ,时时萦绕心头的对青春、

美貌、阳刚 /阴柔之气的追求 ,以及附带的护理、饮食

制度、健身实践和包括着它的快感神话 ———今天的

一切都证明身体变成了救赎物品。在这一心理和意

识形态功能中它彻底取代了灵魂。”[ 3 ]139身体 ,这是

一个历久弥新的哲学范畴 ,传统哲学之所以重视身

体 ,目的是为了抑制精神和心理的过度膨胀 ,甚至是

为了完全摆脱精神的压制。但是当身体彻底地摆脱

精神的阴影之后 ,时尚便犹如曼舞的轻纱一般悄然

来临 ,频频垂青于它 ,就这样 ,身体成为了时尚循环

逻辑下再生产的基本对象。鲍德里亚的身体视角脱

离了以往法国传统哲学 ,他从身体的再生产开始 ,试

图在作为技术和意识形态结合的时尚工业中考察身

体的意义。时尚告诉我们“麦当娜式 ”的卷曲黄色

头发才是妩媚的表征 ,于是我们心甘情愿地丢弃我

们传统中的堆云翠髻 ,让我们的青丝忍受吹拉卷烫

的折磨 ;时尚告诉我们白皙而富有弹性的肌肤是魅

力的砝码 ,于是我们迫不及待地用各式各样的化妆

品粉饰我们的春桃笑靥 ;时尚告诉我们拥有纤细腰

身时装模特的才是男人们朝思暮想的梦幻情人 ,于

是我们纷纷对着美食佳肴望洋兴叹 ,为的就是柳枝

一般的楚楚纤腰 ⋯⋯在真理般的科学 (卫生保健、

营养学、医疗学 )和纯粹自然的生命律动 (青春、美

貌、阳刚 /阴柔之气 )名义下 ,身体俨然成了时尚所

极力鼓吹的一颗耀眼的明星 ,成为消费社会中最热

门的消费对象。时尚以毋庸置疑的权威性规训着身

体 (特别是女性身体 )所“应有 ”的形态和功能 ,并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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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把有关于身体的神话灌输到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角

落 ,使人们在广告、荧屏、图像中看到和观赏到身体

的时尚之态。

鲍德里亚继续说 ,时尚对于身体的上述规训与

重塑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一种东西来完成的 ,这就

是与身体密不可分的服饰。时尚与服饰的关系是直

接的。历史中的时尚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穿着打扮

存有密切的联系 ,但当这种联系一旦不能构成大众

的日常需要 ,而仅仅只能反映社会少数人的认可意

愿和追捧行为时 ,这种突出性别、身份、地位、等级的

社会表达就成为一种时尚。美国导演大卫 ·弗兰克

尔 (David Franke)的电影《穿 Prada的女王 》可谓是

对于时尚光晕环耀下的后现代社会的最佳阐释。年

青女孩安迪无意间涉足时尚圈 ,遇到了一个被称为

“穿 Prada的女王 ”的上司米兰达 ,米兰达只穿名牌

服装 ,钟爱“Prada”———一个超过 90年历史的顶级

意大利时装品牌 ,她痛恨衣冠不整之人 ,对不懂时尚

不会穿衣打扮的人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面对安迪

宽大随意的毛衣外套 ,米兰达火山爆发般将自己的

时尚理念喷涌而出 :“你以为你不介意你自己穿什

么。你以为你挑的这件天蓝色粗毛衣不属于时尚工

业的产物。而实际上它曾是一个大品牌设计师们的

杰作 ,曾代表了上百万美元和数不尽的工作机会。

后来它被模仿 ,被淘汰 ,流到了清仓甩卖的卖场. 流

进了你的衣橱 ⋯⋯”在“女王 ”的百般刁难下 ,安迪

刚入时尚圈才一个月就开始高调转型。影片中 ,她

在麦当娜的《vogue》伴奏下 ,任 A rmani、Versace等大

牌轰炸 ,以奥黛丽 ·赫本、《爱情故事 》里艾尔丽 ·

麦古奥、或《柳巷芳草 》中简 ·方达的造型 ,脚踏高

跟鞋轮番登场。安迪的工作逐渐驾轻就熟 ,她得以

出席豪华派对 ,奢华衣服、名车、美酒、艳遇随之而

来。她被帅哥作家追逐 , 暖昧的情思也开始蔓

延 ———在时尚与女性的天然密切联系的时代 ,这些

都是女性观众梦寐以求的愿望。安迪的惊艳亮相如

同快速翻过的时装杂志 ,让人眼花缭乱。时尚不再

是不真实的幻景 ,它通过一个年轻女孩的“亲身经

历 ”,开始在人群中普及。

女性穿着在身上的服饰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诱

惑”性 ,特别是对于男性而言。“诱惑 ”是鲍德里亚

消费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美国的鲍德里亚研究

专家道格拉斯 ·凯尔纳指出 :“鲍德里亚对诱惑的

解释不是根据诱使某人发生性关系 ,而是解释为一

种礼仪、一种游戏 ,带有自己的规则、魅力、圈套和诱

饵。它发生在外在、表面和符号层面 ,从根本上说 ,

它是人工的 ,而非性快乐的‘自然的 ’追求。”[ 1 ]20根

据凯尔纳的分析 ,鲍德里亚时尚理论中的诱惑并不

是性的诱惑 ,而是一种自然的、形而上的、抽象的诱

惑。按照鲍德里亚的理解 ,身体的这种诱惑来源于

装饰和服饰对身体的多种多样的包装 ,比如“短靴

和长靴 ,长外套下的短外套、过肘的手套和高至臀部

的长袜 ,遮眼的头发或脱衣舞女的遮羞布 ,此外还有

手镯、项链、戒指、腰带、首饰和链饰 ⋯⋯”[ 4 ]149服饰

中的裸露是欲望的直接对象 ,符号下的裸露是经过

精心设计的一种表示 ,是企图把身体规训为色情的

一种努力 ,在欲望指向上 ,裸体与非裸体之间纠缠不

清的嬉戏为人们呈现出了无穷的魅力。但鲍德里亚

认为 ,其实真正的诱惑还在于另一层面 ———对身体

的欲望不是来自于性的诱惑 ,而是来自于一种菲勒

斯崇拜和阉割的恐惧 ,而正是这种焦虑彻底反映出

性在身体符号中所表现出的意义———这也正是鲍德

里亚对于精神分析学的进一步深入思考。实质上 ,

时尚对于身体的任何规训和重塑从一开始就具有明

显的倾向性 ,具有特定的对象性 ———很多情况下它

是与女性的身体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身体由此落

入“一种完美的欲望政治经济学 ”,而其中“女性身

体的色情特权 ”成为欲望充分实现的场所。对于鲍

德里亚而言 ,诱惑是对传统形而上学思路的解构。

在传统形而上学中 ,也正如在精神分析学中一样 ,潜

在话语才是真相 ,而显在话语则是真理的症候 ,所以

解释总是在追求一种深度的真理而将外表忽视掉 ,

使一切都变得透明化。解释是对意义的追求 ,而诱

惑则是一种无意义 ,使潜在话语失效 ,这正是外表呈

现出来的意义所在。

鲍德里亚强调诱惑 ,首先针对的是女性主义的

一些讨论。他认为 ,女性主义不应从男性 /女性二元

对立的角度来谈论女性问题 ,因为这样的谈论方式

还是一种菲勒斯崇拜的结果 ,还是一种男性结构中

心的提问方式 ,遵循的仍然是生产的逻辑。女性应

该以诱惑的方式来讨论问题 ,在诱惑中 ,没有生产 ,

也没有被生产 ,没有双性 ,而是一种超性欲的方式。

在这个意义上 ,诱惑与精神分析所讲的欲望不同 ,因

为精神分析还是从性欲入手来谈论问题的。在精神

分析中 ,正是对欲望的讨论 ,使菲勒斯崇拜有着合理

的表达。正是针对这种崇拜 ,在现有的女性主义讨

论中 ,总是想以一种自治的、与菲勒斯不同的另一种

欲望结构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 ,这实际上只是以另

一种方式认同了这种话语。而精神分析学的这一逻

辑 ,正是诱惑原则所要解构的。这里 ,鲍德里亚将诱

83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年第 1期 (总第 66期 )



惑作为与生产相对立的原则提出来。从上面的讨论

可以看出 ,所有男性的权力都表现为一种生产的权

力 ,对于诱惑而言 ,它要消除的就是生产的权力。这

种男性权力 ,是在一种历史的叙事中出现的 ,而在文

明的最初处 ,女性并不是作为一种性对象来交换的 ,

女性没有受到支配 ,而是支配者 ,女性的被蹂躏正是

性逻辑展开的结果。而在另一些故事中 ,男性是从

女性中创造出来的 ,正是对女性生殖能力的嫉妒 ,才

产生了男性秩序 ,“诱惑形式优先于生产形式。”[ 5 ]17

在诱惑与性之间存在的区别是 :性是男性原则的结

果 ,是对诱惑的祛魅 ,诱惑是表演 ,而性则是功能 ,诱

惑设想了一种仪式秩序 ,而性与欲望则是一种自然

秩序。“诱惑作为一种嘲讽的、另一种形式 ,它打破

了性的指涉性 ,提供了一个空间 ,但不是欲望的空

间 ,而是游戏和挑战的空间。”[ 6 ]57“诱惑开始了一种

无法中断的仪式交换形式 ,在这里 ,诱惑者与被诱惑

者不断在这个没有结束的游戏中提供着赌注 ”。[ 6 ]59

可见 ,诱惑具有象征交换的意义 ,这同样也是一种仪

式。象征交换是对死亡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诱惑则

是对性政治经济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批判。

身体 ,这是人类的最后一份私有的财产 ,即便是

一个一无所有穷困潦倒的乞丐 ,他也仍旧对自己的

身体持有拥有权。身体本是主体自我的一个标志性

特征 ,但在今天 ,当人们提到身体的时候 ,总会莞尔

一笑 ,殊不知各种各样的物质正假以时尚、诱惑之名

不断摧毁着身体为自己所勾勒的边界。我们看到 ,

身体已经挫败了我们企图控制它的企图 ,它已经被

重新定义 ,身体的形式不再是一个自然的实体而逐

渐成为一个抽象的文化概念 ,身体的意象弥漫在意

义的结构之中 ,这正是通过外观、尺寸和装饰对一个

社会的价值观进行编码的高明手段 ,人类的这最后

一份私有财产正慢慢得变得千疮百孔。《穿 Prada

的女王 》里安迪最终卸掉脂粉 ,脱下高跟鞋 ,决心淡

定灵魂 ,鲍德里亚却用日常生活时尚工业中的“超

级市场 ”告诉我们 ,如同陷身于物的海洋 ,我们被挤

满物品的货架吞没并埋葬却在商场的舒缓音乐声中

怡然自赏 ,在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未加控制的生长和

复制的客体世界中 ,客体的繁衍增长已经超越了所

有的理性限度和边界 ,它们是如此地失控 ,以至于已

经超出了人们可以理解并控制的范围 ,这种优势必

将导致客体对于主体的全面胜利 ,这正是诱惑的

“致命 ”所在。

怀揣着物化社会条件下的人文主义深沉关怀 ,

鲍德里亚的理论不免有些过于悲观。当今的中国正

步入后现代社会 ,经济飞速发展带来了生活水平的

跨越式提高 ,虽然还不曾到达西方社会“物质过剩 ”

的地步 ,但各式各样充满着诱惑力的消费物正张开

自己热情的怀抱等待人们追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

下 ,对鲍德里亚的理论进行辩证的解读 ,对于解决中

国当代社会市场经济与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深层问

题有着现实的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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