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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世纪以来选秀节目层出不穷, 这些选秀节目中的 /好男儿0形象中蕴含着丰富的当下时代信息。男

性的 /中性化0体现了强烈的个性张扬, 而这种个性突显正是男性在当下竞争社会中承受重压的映照;男性的 /审美

化0宣告了男性中心地位的终结,并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男女关系;男性的 /消费化0显示消费时代, /男性

身体0已成为商家所开发和利用的一种新型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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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tra liza tion, Aestheticiza tion, Consum er ization
) ) ) ChineseMan liness fromMale Show TV Programs

CHEN Zhanb iao

( Chinese L iterary Inst itute, ShanghaiAcademy of Socia l Sciences, Shangha i 200235, Ch ina)

Abstr act: There are more and morem ale show programs on TV since the new century. The "GoodMen" chosen

represent rich contemporary inform ation. Neutralized man is the result of strong persona l character istics show,

re flect ingma les under heavy burden in competitive soc iety. M ale aesthetic izat ion dec lares the end ing of men 's

centra l position and the beginning of an unprecedentedmale fema le relat ionship. The consumerization ofmales is a

mark of consumption age while "Ma le Body" is becom ing a new commod ity new ly developed and made use of by

business compan ies.

K ey word s: manliness; neu tra lizat ion; aesthet icization; consumerization

2005年, 正当全国渴望一夜成名的美女们在湖

南卫视 5超级女声 6选秀节目中搏杀得不可开交的

时候, 2006年东方卫视的 5加油! 好男儿 6则为那

些帅哥俊男们提供了类似的实现梦想, 通向成功的

一方舞台, 在这个舞台上, 他们和 /超女 0们一样,

各尽其能,大秀技艺, 展示自己。与女性选秀节目相

比, 男性选秀节目的兴起和火爆颠覆了传统以来以

男性为主体的文化传统和心理传统。因此, /好男

儿 0现象所蕴含的时代信息和意义, 应当说比 /超

女 0现象所包含的信息和意义更具有革命性。

类似的男生也活跃在湖南卫视的 5快乐男生 6、

星空卫视的 5美人关6、央视的 5梦想中国 6、东方卫

视的 5我型我秀6等诸多节目中。从这些收视率高

居不下的选秀节目,人们发现,进入新世纪的中国男

性形象似乎有了新的变化。都是什么样的变化? 对

这些变化如何评价? 男性形象变化与新世纪的时代

特征有着怎样的映照和关联? 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

面来分析 /好男儿 0的形象以及所反映和包涵的时

代特征,即:男性的 /中性化 0体现了强烈的个性追

求, 而这种个性突显正是男性在当下竞争社会中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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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重压的映照;男性的 /审美化0宣告了男性中心地

位的终结,并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男女关系;

男性的 /消费化0体现了消费时代中, /男性身体 0已

成为商家所开发和利用的一种新型商品。

一、中性化:个性突显与压力社会

男性的 /中性化 0取向首先显示了对个性的重

视、肯定和张扬, 而这个个性的崇尚与当今社会激烈

的竞争态势有关。

选秀舞台上的男性形象使人感受最为强烈的莫

过于他们普遍有一种 /雌化 0倾向。这种并不在意

将自己修饰打扮略向女性形象靠拢的男性, 一改过

去男性性别生理特征,颠覆了往昔的男性标准形象。

比如, 胡须本是男性与女性相分别的第二性征

之一, 在过去被认为是男性魅力的标志,然而, 这些

男性形象和特质在新世纪被完全颠覆。以往的须眉

男子今天个个涂脂抹粉,画眉涂唇,一夕之间似乎阳

阴颠倒, 雌雄难辩。一时间, 人人变成那 /面如敷

粉,唇若施脂,转盼多情,语言若笑 0的 /贾宝玉 0,于

是,人们称之为 /粉男 0。这种男性形象女性化的现

象并非一个孤立的文化现象,近些年来影视明星对

这种倾向的引导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陈凯

歌的5霸王别姬6中, 现实生活中有同性恋倾向的

/哥哥0张国荣将旦角 /程蝶衣0演绎得淋漓尽致,惟

妙惟肖。而在韩国电影5王的男人 6中,当红影星李

俊基将一个善于 /扮女人 0的 /伶人 0表现得分外妖

娆。与在顾长卫的电影 5立春6里, 人们对有点 /娘

娘腔0的 /芭蕾王子 0的排斥与嫌恶相比, /程蝶衣 0

与 /王的男人 0在今天却受到人们的肯定和追捧,情

势不可同日而语。

如何理解男性形象 /中性化 0及其意义? 与男

性的女性化相对举的是女性的男性化, 2005年, 中

性形象的 /超女0李宇春拔得 /超女0大赛头筹, 以及

中性形象的周笔畅摘取当年的 /探花0,而看起来相

对更为青春靓丽,更符合美女形象的叶一茜却意外

落选, 这传递给我们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这个时

代人们看重和选择的是 /个性0, 因为 /离经叛道 0往

往比 /循规蹈矩 0能带来人们更多的惊奇, 对于 /超

女 0冠军李宇春来说,论唱歌, 她的歌唱得并不是最

出色, 甚至受到音乐人黑楠的公开批评,然而她最终

能高票胜出, 其原因正在于 /李宇春所拥有的是那

些足以颠覆中国传统标准的态度、创意和骄人的中

性角色 0。可以说,个性气质成就了李宇春, 也可以

说,从 2004超女亚军一个传统意义上纯真甜美的女

孩张含韵的走红,到 2005年超女冠军一个个性十足

的女孩李宇春被热捧,显示新世纪对个性张扬的肯

定。与女性中性化相类似的是男性的中性化, /好

男儿 0所拼杀的舞台上的竞争也是残酷的, 为了胜

出, /中性化0也是他们的挑战和选择,于是,他们就

不能不奇装异服, 不能不涂脂抹粉, 不能不出怪耍

宝, 以张扬的个性来突显自己,区别于他人。与女性

中性化相比,人们更难接受男性中性化,但人们对男

性中性化的不易接受往往使得中性化的男性更能激

发人们的注意, 而这份关注最终使得他 /与众不

同0。

对个性的强调和肯定是新世纪的一个显著特

征。 /枪打出头鸟 0古训反映了传统社会对佼佼者

的妒忌,对异端的不宽容, 于是人们不争最先, 亦不

最后。然而,在今天这个竞争的社会,人们不再甘于

/泯然众人矣 0, 他们一改内敛为张扬, 一改含蓄为

外露。女性男性化和男性女性化正是在舞台上成全

个性的不二法门。一个众声喧哗的环境中, 个性的

张扬对于胜出是至关重要的, 而传统意义上所认可

的标准成为遮掩个性的一块帷幕。随着个性的凸

显, 也自然而然带来社会宽容度的逐步扩大和对多

元价值取向的尊重。

再深远一点看, /好男儿 0所驰骋的 /选秀舞台 0

其实也正是当下社会 /大舞台 0的缩影,当代中国,

男性越来越面临着比女性承担着更多日常生活、工

作、学习的重压。而 /僧多粥少 0是中国的现实, 劳

动力的富余导致生存竞争的加剧, 这就不得不逼迫

着你要有足够的聪明和创意才能在这众多竞争者之

中脱颖而出。如何能锥出囊中, 不光要有基本的能

力和实力,还要有一点生存的机智使你能赢得别人

的目光。好男儿的中性化取向显示了当今社会竞争

的激烈,而激烈的竞争带来了一个重视个性,肯定个

性, 张扬个性的社会氛围。

二、审美化:男性中心终结,性别关系重组

男性的 /审美化 0也宣告了男性中心地位的终

结, 带来了一种新型的男女性别关系。

涂唇描眉,保养整容,抽脂、拉皮、植发、去眼袋、

除皱纹、割双眼皮 , , 诸如此类化妆修饰以前都被

视为女性的专利, 如今男性也纷纷加入这个行列之

中。我们常常能在书摊报亭看到一些精美的女性时

尚杂志,其封面多是性感火辣、衣着暴露的美女形

象, 如今一批以男性为主要阅读对象的男性杂志纷

纷出炉,其封面亦多是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美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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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如 5名牌 6、5时尚财富 6、5时尚先生6、5时尚健

康男性 6等。国外较为成熟的一些男性时尚杂志也

陆续推出内地版,如红遍欧美的 FHM杂志推出内地

版 5男人装 6, 另一本男性生活杂志 MAXIM也在内

地推出。对男性形象气质的欣赏似乎越来越得到人

们重视,男性对 /美0的追求的热忱与女性对美的追

求开始有得一拼。

在女性化妆品中较有成绩的雅诗兰黛也不失时

机抓住男性对化妆品的需要进行相关的市场调研,

为其男性化妆品的开发做前奏。他们成立了专门的

-男性实验室 . ,研究男性的化妆需求。他们的心理

学家和市场研究者得出结论:存在一个 -都市化的

男性 .群体, 他们在 25~ 50岁之间,对艺术和时尚感

兴趣, 像女人一样喜欢购物和逛街,喜欢自己看起来

光彩照人,闻起来芳香袭人。0
[ 1]
自认为 /眉清目秀 0

的型秀选手施洋这样说他的护肤:

我眼袋挺大,所以要用眼膜;最近化妆比较多,

对皮肤不好, 都用曼秀雷敦最新的那款护肤, 还有

clean clear去黑头的洗面奶。
[ 2]

与普通男性对自己形象的关注相比, 公众人物,

尤其是那些政治人物, 对自己的形象要求更是谨慎

和苛刻。当今世界, 各国政要无不注意自己的个人

形象, 因为亲和的政治比严肃的政治更易达到理想

的政治效果,他们争相美容整容。为什么要花大功

夫做 /面子工程 0呢? 因为形象虽说不是决定性因

素,但至少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2007年美国的

5国家科学院学报 6公布了一项关于 /第一印象对政

治选举影响力 0的研究报告, 报告认为, /公众形象

决定了选举成败。0
[ 3]
看来,政治与公众形象有很大

关系。普通男性的形象虽不如政治人物那样有着

/重大涵义 0, 但在他们的个人世界里同样不可小

视,男性的形象与他们的前途命运、职业选择、婚姻

等人生大事都息息相关。这也是当代男性对自己形

象精心设计打磨的动力所在。

男性对自我形象的重视标志着当代社会男性的

身份、角色和地位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传

统中国,男性一般居于一个主导的、强势地位, /看 0

成为这一强势地位带来的 /自然而然0的视线, 而女

性则处于相对弱小的 /被看0地位,所以, /女为悦己

者容0正是这一关系的体现, 女性的梳妆打扮, 穿衣

戴帽是为了 /对得起0、/迁就 0, 甚至是 /讨好 0男性

的 /欣赏 0和 /赞赏 0。如今, 我们看到的是 /士为悦

己者容 0,男性已与女性站立 /在同一地平线 0上,一

俟站在同一地平线上,彼此的目光便不是 /俯视 0和

/仰视0,而是一种 /平视 0,对男性来说, /看 0与 /被

看0的目光交织在一起, /审0 (美 )与 /被审 0 (美 )重

叠在一起。一种更为平等, 甚至 /男卑女尊 0的关系

随之出现。

这在选秀节目中表现得最为触目。当精心打理

的男生在选秀舞台唱歌跳舞时, /点评0他们的往往

是一些女性评委,诸如热情豪放柯以敏、大胆奔放的

杨二车娜姆,这两个麻辣评委的出场显示了男性被

女性 /看 0的新型关系。尤其是那个摩梭族母系社

会出身个性张扬, 行为不羁的杨二车娜姆对男选手

更是言词热烈,举止轻挑, 男性反而成为被打量、被

欣赏的角色。她的朋友这样说, /我们要是喜欢一

个男孩子一般放在心里,不会讲出来,她是直扑笼通

上去跟人家说:我喜欢你! 还把照片塞在人家枕头

底下。0
[ 4]
她的主动性和进攻性可见一斑, 也许, 这

倒与她那 /女人当家0的民族传统有关。男人在她

的眼里不再是需要崇敬和仰望的 /神 0, 而是随时随

地可捕获的 /猎物0,随时可以更换的 /衣裳0。杨二

车娜姆的出场, 使得男性越来越放下往昔 /颐指气

使0的高傲神情, 转向一种谦卑的态度。男女性别

关系进入一种更为平等的时代。

三、消费化: /男色经济0的开发和膨胀

男性的 /消费化 0更体现了消费时代里围绕 /男

性身体0所进行的商业消费活动帷幕的拉开。

随着男性地位的 /下沉 0, 一个 /男色时代 0来

临。 /男色时代 0正是消费时代的推波助澜的产物,

在消费社会中,鲍德里亚认为, /不可能再把经济或

生产领域同意识形态或文化领域分开来,因为各种

文化人工制成品、形象、表征、甚至感情和心理结构

已经成为经济世界的一部分。0
[ 5]
围绕着身体进行

的消费活动正是如此。 /随着当代社会经济的发

展, 生产本身终结了, 取而代之的是真正的消费社

会。新的消费社会完全脱离了生产;它既不是生产

的目的, 也不是生产的延续, 更不是生产的基

础。0
[ 6]
今天的消费活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满足基

本物质生活的实用性消费, 而是一种非实用性的意

义消费和精神消费,而身体所具有的潜在欲望的精

神满足所带来的消费活动可以称之为 /身体经济 0。

正是在这种消费语境下,身体不再像过去一样矜持。

在这方面,女性身体得到充分极致的开发,而男性身

体的开掘正是一片新领地。正如布尔迪厄所云,

/在消费时代, 商业逻辑对各个文化生产场进行了

侵蚀和渗透。0
[ 7]
对 /好男儿0抱有更多传统期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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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疑惑地问,节目选择的 /好男儿 0的标准到底是什

么? 节目方这样回答: /好男儿0之选择标准不只在

于歌唱、外相, 更在于其是否有内美、有爱心、有意

义,选拔的过程并不是 -好男儿 .的重点, 如何培养

一个社会认同, 有价值的 -好男儿 . , 才是节目希望

展现给大众的。0
[ 8]
看来, /好男儿0更多的是塑造,

而不是选择,是赋予价值, 而不是在现有价值中去挑

选,力图与一般的 /选秀0节目划清界线。问题是,

他所说的奋斗、励志、友谊、爱心、同情、慈善等这些

意义放诸中国的选秀节目,无论是参与者,还是主办

者,都未必那么看重。主办方且不必说,因为他们当

然不会无所忌惮地标榜低俗, 自砸饭碗。但对参与

者来说,他们无不将之视为一个成功的捷径、人生的

转折。

好男舞剑, 意在出名; 而卫视舞剑, 无非嫌钱。

当年, /超女 0/横扫 0全国之时, /超女0亦被制造方

赋予了 /奋斗 0、/励志 0、/挑战0、/爱心 0的 /大义0,

有人就指出 /超女 0所谓的 /励志 0、/眼泪 0、/抒

情 0、/姐妹情 0都是 /包装纸 0一张, /在这里, 节目

收视率、点击率、广告、官方资本及其利润等商品经

济的 -终极目标 .恰恰被人遗忘了。0
[ 9]
这话亦可用

在好男身上。如果说 5加油, 好男儿 6中对好男儿这

一男色消费的冲动还有点隐讳的话, 5我型我秀 6中

以花样美男李俊基为榜样的施洋无论是通过身体力

行的表演,还是通过正式的宣传都宣告了男色消费

成为现实。当他在 5我型我秀 6节目中, 挥舞彩带、

疯狂旋转、扭腰送胯、下腿劈叉、大跳 5舞娘 6时, 他

这时已经紧追女性身体的展示和卖弄的后尘, 而观

众在这身体舞动的噱头中为电视台带来了高收视

率, 高收视率意味着高额广告收入, 男性大跳 5舞

娘 6标志着男色消费的日渐成熟。

/施洋现象0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眼下, 部分

商厦女性化妆用品、女装、女鞋、甚至女性内衣柜台

前的 /男推销员0被媒体称为 /帅哥经济 0, 他们 /帅

气的外表, 亲切的微笑 0似乎对女性来说更容易接

受,并更能顺利地掏出钱来进行消费。帅哥经济其

实在我们身边渐渐盛大起来。 /电视广告中的主

角, 向来是以女模特或明星为绝对首选的, 可现在,

帅哥 -侵占 . 美女 -饭碗 . , 甚至代言女性用品广

告 ) ) ) 王力宏出任美白护肤品代言人;任贤齐为某

品牌女鞋 -摇旗呐喊 . ;某减肥茶请出了香港名模黄

家诺演绎健美身材 , , 至于 F4代言联想电脑,郭富

城永远的 -百事可乐 . ,田亮塑造安利产品健康形象

等广告,更是家喻户晓了。谁说只有美女在聚光灯

下会散发出吸引力? 帅哥偏不信, 就是要 -秀 .给你

看! 0
[ 10]
男性身体成为消费活动的 /催化剂 0, 成为

消费活动的 /药引子 0。

无论何种样式的消费方式, 总之, 在消费社会

里, 围绕着男性身体进行消费的消费活动已经拉开

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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