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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消费社会的来临,在商业机制的鼓动之下,女性身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消费 /自由和解放0。表面看

来, 这是女性 /自由的选择0,女性身体的 /自由和解放0;其实质上是深受 /美丽暴政0的凌辱, 女性身体成了消费对

象, 女性的身体内涵发生嬗变,受强制程度比以往更加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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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 act: W ith the arrival of the consumption society and agitated by the comm ercialmechan ism, fema le body con2

sumption is unprecedented ly " free and liberated". On the surface, women are" free to choose", the ir bodies " free

and liberated". In essence, they are deeply insu lted by" beauty tyranny ", their bod ies becom ing consumption tar2

ge t, what their body stands for undergoing changes, the intensity of the ir be ing forced stronger than any other period

of the pas.t

K ey word s: show ing off consumption; consumption for beau ty. s sake; body in jured consumption; pornographic

consumpt ion

在商业机制的鼓动之下,女性身体获得了前所

未有的消费 /自由和解放 0。然而, 在商品兜售欲望

的催促下,女性对审美暴力下的男性标准和流行标

准的认同, 女性身体审美达到 /陌生化 0的境遇, 沦

为美学暴力下的献祭品。女性由身体的普遍消费逐

步走向到反自由反本然的自我制造。笔者侧重从伦

理学的角度,剖析女性身体消费存在的困境,规范女

性健康消费。

  一  身体的内涵

一般而言,身体有着两层含义, 一方面,身体是

物质与精神的复合载体,绝非单纯的 /肉体 0, 而是

个人主体精神的物质化呈现, 诚如柏拉图在 5理想

国 6书中,将身体视之为精神和肉体和谐发展的载

体;另一方面,身体是一种文化符号, 一种知识形态

或话语范畴。人是物质 (自然 )身体和社会身体的

复合体,社会的身体限制了自然的身体感知的方式,

身体的自然经验又总是受到社会范畴的修正, 并保

持一种特殊的社会方式。

进入 20世纪以后,身体的社会意义凸显出来,

身体的文化内涵引起了学者的浓厚兴趣,其中包括

弗洛伊德、萨特、梅洛# 庞蒂、米歇尔# 福柯等人,他

们对身体的文化及符号学意义进行了研究。尤其是

波德里亚,他从消费社会的角度, 探寻身体的社会意

义和伦理内涵。他把身体纳入消费计划和消费目的

之中, /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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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1] 138
在波德里亚看来, 被遗忘的女性身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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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大胆走到前台,女性身体在知识和理性前的不适

感逐步淡化,女性身体开始游走在高技术含量、含文

化价值的商品中,体验到审美的狂欢和身体的自由。

  二  女性身体消费的伦理困境

在消费社会,由于商业的炒作和女性自身等问

题,不少女性禁不住诱惑,一味追寻时尚, 甚至为了

一些不正当利益,不惜自身自由和尊严,刻意追求外

在美丽,过分注意自身外表性感,甚至出卖自己身体

等消费异化现象。

(一 )炫耀性消费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 个体的社会身份既是固定

的, 又是多样化的, 还是不断变化的。在这种情况

下,消费品所代表的身份, 既有可能与个体的真实身

份重合,也可能与个体的某个特定身份发生冲突,或

者是创造了一个新的身份。因此, 不少女性为了向

外界显示本人的身份、地位而代理消费和炫耀消费。

她们的消费不仅仅是为了自身,往往也成为衡量丈

夫赚钱能力、家境档次的尺度和体面人家不可忽略

的 /门面 0。为了维护和炫耀男性的荣誉, 那些主妇

便执行着 /代理消费 0的任务。她们所消费的是她

丈夫的财富和身份, 所有消费行为都必须能清楚地

向他人显示这一点, 因为这种代理消费的目的并不

是消费者本人的生活丰富程度,而是在于提高为之

执行消费的那位主人的金钱荣誉。
[ 2]

在现代社会里, 女性的身份地位和自我价值似

乎是通过消费的档次和品牌来得以标示。在购物中

心和各类商店,消费品和服务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别、

等级和档次,这是一种隐性的命令:要求高薪阶层的

女性应该去高档的商店, 而低薪阶层的应该去低档

的商场,分属不同阶层和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女性

依次对号入座。她们为了使自己不落后于他人,总

是处于一种竞争的张力之中,依靠不断提高自己的

消费档次或 /品位 0来赢得其他人的认同。消费市

场抓住了女性的这一心里, 不断制造或更新 /时

尚 0,使不少女性 /心甘情愿 0地跟着时尚走。实质

上,时尚消费是一种符号消费, 该消费品不是作为一

种有使用价值的物品而存在,而是作为一种表征一

定社会意义的符号。一旦某商品背离了时尚, 那它

就丧失了消费的价值, 时尚所象征的成功、身份、地

位和人生价值也没有了。随着时尚的变换, 消费品

的寿命大大缩短,许多仍具有使用价值的消费品在

/用完0前失去了消费的价值,这种时尚消费表现了

一种奢侈的生活态度及行为方式。在这种时尚的霸

权面前,女性显得身不由己, 她们丧失了自主性。她

们不断地被物化,被符号化, 成为消费的豪华机器。

(二 )功用美丽消费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美丽固然无可非议,但是一

旦 /美丽迷信0流行,其结果相当严重。在商业神话

的鼓吹下,美丽失去其应有的自然性和神圣性,沦为

资本的一种形式。 /美 0的平民化和商业化神化了

美的功能,使美成为近乎于宗教, /美 0仿佛成了一

剂万能灵药,成为女性通向自主、成功、富有的一条

捷径。因此, 不少女性为了获得 /成功0, 不惜一切

代价追求自己的外面美丽。

当前不少女性为了在求职或工作中受到更多的

/青睐 0,特意注重通过服装、首饰、化妆品来增加自

己的美丽程度, 甚至借助医疗美容技术来改形、隆

鼻、隆乳、提臀、吸脂等, 改善容貌和形体的美, 塑造

良好形象,即 /速效美丽 0。

这些 /速效美丽 0过分强调女性外表的美丽、性

感, 认为自己的容貌而不是精神气质,往往成了取得

成功的关键。美丽外貌也就成为某种商品的代言

人, 成为商业运作手段, 成为一种可以实现经济增殖

的工具。当美丽成为经济, 脸蛋和能力同时具备了

商业价值的时候, /美女经济0活动所带来的奖金、

名誉等, 对美女构成了冠冕堂皇的 /软暴力 0。这

/软暴力0或 /美的暴政0不仅使女性身体饱受暴虐,

还使其精神倍受摧残。也可以说, 女性身体正以一

种反自恋的目光, 进行着迎合他人目光的自恋式的

自我美化工程;一种以时尚审美标准,不自由的刻板

标准来进行着貌似自由自主的身体改造;一种自恋

式的针对自我的美容美体投资, 被商业逻辑利用为

针对吸引他人的投资;一种看似个性化的自我美饰,

却是一种取消个性化甚至埋葬个性特征的行为。女

性身体在大众文化下深陷于美丽的困境。女性 /自

悦0式的消费投入与节食减肥一样是为了 /他 0, /自

我取悦为的是更好地取悦男性0
[ 1] 93

(三 )身体自残消费

长期以来,身体被认为是一种不光彩的存在,需

要理性加以克制的对象, 人们不屑也不敢对着一副

/皮囊0关注太多,惟恐因对肉体过分关心而轻贱了

精神的高贵。然而,当代大部分女性对身体的态度

却发生了戏剧性转变,身体护理由一种道德避讳变

成了一种炫耀性需要,从私人生活空间移入了公共

消费的空间。特别是铺天盖地的美丽广告使女性认

为, 美不是自然赋予的, 相反, 它是任何一个女性都

应该而且能够获得的,只要对自己的身体进行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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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女性成为各种产品的 /实验田 0, 女性的身体

被分割成供各种商品流通的区域和场所。她们对身

体进行一番加工,使之更趋完美和性感,展现越来越

多的、令人动情的部位。其中减肥和整容成为女性

身体加工的主要对象。

减肥成为女性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5纽

约时报 6主编杰克 # 罗森塔在一篇获普利策奖的社

论 5肥胖色情 6中说到,女人的肥胖已经成了很难被

人原谅的 /当代色情0。肥胖的人是可耻的, 比真正

的色情更可耻。作家毕飞宇也在小说中写过 /减

肥 0,他认为,女人对脸部和臀部的焦虑等值于政治

家对国家和人民的忧心忡忡。也就是说, 节食,对男

人来说,是主要是为了健康而不是其他原因,而对女

性而言,则主要为了赢得男性青睐。整容成为女性

遐想的天堂。据统计, 截止到 2002年底,我国美容

从业者已高达 1120万人,全国城镇美容就业机构高

达 154. 2万所。满街爆满的 /美容院 0, 成了加工美

丽的工厂;昏天黑地的化妆品, 成了装满美丽的原材

料;祛斑、漂白、纹眉、做眼、矫牙、面膜、丰乳、健身等

活动,成了加工美丽的流水作业。由于美容业不规范

经营,不少女性美容不成反而毁容, 更有甚者因整形

手术而丧失生命。

从表面看来,今日的整容之潮与昔日的缠足之

风有着天壤之别, 前者似乎是无强制性的 /自由选

择 0,而后者则是封建礼教的强迫, 但从本质上看,

整容之潮所固有的强迫机制并不亚于强迫缠足,所

不同的是前者的强迫机制以 /自由 0与 /自愿 0的形

式出现。女性的这种 /自由 0和 /自愿 0, 其实质是一

种更隐蔽、更入木三分的强制性。女性在摆脱一种

暴力统治的同时,又不自觉地陷入到另一种新暴力

形式的统治之中,这种新暴力形式就是受到男性鼓

励的美学化的性感形象。她们并不以自己拥有的美

为美, 而是以别人以为的美为美。

(四 )功用色情消费

在历史上,女性作为欲望净化的目标,其身体受

到了伪道德的奴役, 而现代社会则将女性、身体、性

欲同一化,以为只有性解放才能解放女性,只有色情

消费才能解放女性。因此,女性的 /性 0成了现代消

费的主要话题。

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消费是一个过程, 首先是感

官与视觉的满足。为此, 不少女性扔掉了法律和道

德的束缚,用庸俗、低劣、肮脏的内容充实原本相当

于虚拟空间的 /美丽经济 0。人体艺术走上闹市供

人意淫,模特大赛上美女动作轻佻, 就连 /人体秀 0

也被堂而皇之地照搬到国内。其次, 对女性的占有

与使用。在所谓 /性解放 0的名义下, 资本将女性充

分感官化、肉欲化, 使其身体更具有消费性, 更符合

性感的美学。在这一消费过程中, 那些拥有资本权

利和地位优势的男性,正是通过对女性这一最高级

最精美的消费品消费,来体验到优越感和成就感;而

女性则越来越多地变成被挑选、被赏玩的物品。在

今天的中国,性交易似乎成为半公开的产业。

这些性服务在有些国家已取得合法化地位, 但

是在中国,不管是站在传统道德的角度,还是站在完

善健全人的人性角度,性服务合法化之害远大于所

谓的利。一方面, 性服务合法化不仅会带来方方面

面的社会危害。另一方面, 在性服务合法化的游戏

规则下,消费者和他的消费对象之间并没有任何情

感上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人的物化进程,爱

也成了消费品。

总之,在这些消费表象背后, 女性是否真正获得

自由,实现了解放? 答案是否定的。就在人们为过

去女性身体的 /非自然化 0即道德异化而感到愤怒,

为现代女性身体的解放而欢呼的时候,历史又悄无

声息地滑向了另一种悖论。我们所欢呼的 /身体 0

再一次背离 /自然性 0, 而且异化的程度更深, 最后

将女性消费推至顶峰 ) ) ) 消费自己身体。虽然女性

身体摆脱了过去受漠视的境遇而获得 /个体自由 0,

但是她们步入了他者化、物化、异化的领域。因为女

性身体消费并非建立在她们自己的真正需求和享受

之上,而是建立在对社会意义的欲望之上。这种消

费不是女性自由的选择, 而是与她自身发展相背道

而驰的;这种消费, 看似是女性自我的选择, 实质上

是更深、更强的 /自虐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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