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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消费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重心，社会已经由生产型社会转变为消

费型社会，而消费已经从一种经济行为变成了具有深层符号和象征意义的社会和文化行为。在鲍德里亚

看来，女性消费是符号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女性身体消费则是女性消费的核心，本文在鲍德里亚消

费社会理论的框架内，探讨了女性身体消费现象的盛行及其背后的本质，揭示了导致女性身体消费的四

个原因——大众媒介与广告、大众审美倾向、历史因素和女性主体性。随后阐述了鲍德里亚关于女性身

体消费的出路，一方面要对这种消费文化进行批判和反抗，另一方面要从制度层面进行解决，虽然鲍德

里亚并没有给出具体措施，但对人们深入认识女性身体消费活动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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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conomy and culture, consump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center of gravity of people’s life, and the society has been transformed from 
a production-based society to a consumption-based society, and consumption has been trans-
formed from an economic behavior to a social and cultural behavior with deep symbolic and s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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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lic meanings. In Baudrillard’s view, female consump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ymbolic con-
sumption, and female body consumption is the core of female consump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Baudrillard’s theory of consumer societ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evalence of the phenome-
non of female body consumption and the essence behind it, and reveals the four reasons leading to 
the consumption of the female body—mass media and advertising, mass aesthetic tendency, his-
torical factors and female subjectivity. Subsequently, Baudrillard’s way out of female body con-
sumption is elaborated. On the one hand, we have to criticize and rebel against this kind of con-
sumer culture. On the other hand, we have to solve the problem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although 
Baudrillard does not give any specific measures, it is an important revelation for people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female body consumption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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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鲍德里亚提出了“消费社会理论”，他认为消费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这

种社会形态以消费为核心，依靠消费驱动，其社会关系与经济活动主要通过商品和符号的交换来实现。

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推动下，人们从原先的“财富积累”中跳脱出来，开始崇尚消费注重物质享受，消

费已经变成一种社会风尚，充斥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由此进入消费社会，鲍德里亚指出，我们

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这样一种境地[1]。在这种消费模式下，商品的作用已经不仅仅是满足人

的基本生存需要了，更多的是满足人对物的欲望，而且鲍德里亚认为，现代社会中的商品不仅仅是物品，

而是具有符号意义和象征价值的代表。在他看来，符号不仅仅是指语言、文字、图像等具体的符码，而

是指整个社会现实和文化意义的构建方式。鲍德里亚在《物体系》中指出：“消费是一个虚拟的全体，

其中所有的物品和信息，从这时开始，构成了一个多少逻辑一致的论述。如果消费这个字眼要有意义，

那么他便是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2]。 
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具有明显的特征。其一是商品逻辑，消费社会的核心逻辑便是商品的生

产、流通和消费，人们通过购买和消费商品来满足欲望、表达身份和建立社会关系，因此商品也成为社

会关系和身份认同的重要媒介。其二是符号交换，鲍德里亚指出：“消费系统并非建立在对需求和享受

的迫切要求之上，而是建立在某种符号(物体/符号)和区分的编码之上”[1]。除了物质层面上的交换，消

费社会中的交换更是符号和意义的交换，商品不仅具有使用价值，还具有象征意义和符号价值。其三是

虚拟现实，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的现实是一种“模拟”，通过消费，即商品和符号的交换进入一种超

越现实的虚构世界，这种虚拟现实通过广告、媒体和消费文化的影响，塑造了人们对于美、幸福和成功

的想象和追求。其四便是身份认同，消费社会中的消费行为不仅仅满足物质需求，更是一种身份认同和

社会关系的表达。人们通过购买和消费特定的商品和品牌来彰显自己的身份、所属群体和社会地位。 
消费社会通过商品和符号的交换，塑造了人们的欲望、行为和社会关系，并对社会和个体产生着深

远影响。在不可遏制的消费欲望中，女性消费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身体消费占据女性消费的核心。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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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密切关注社会中的身体消费，强调了身体的物化和符号化，还揭示了消费文化对

女性身体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影响，这对我们深入分析和批判女性身体消费现象提供了思路。 

2. 消费社会中的女性身体消费 

现代消费主义重新发现了身体，特别是女性身体，鲍德里亚指出：“它在广告、时尚、大众文化中

的完全出场——人们给它套上的卫生保健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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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实践和包裹着它的快感神话——今天的一切都

证明身体变成了救赎物品”[1]。如今，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的困难处境有了改善，这让女性

得以重新掌握自己的身体，然而在混乱的消费社会中，女性身体看似“解放”，实则被消费主义“禁锢”。

在现代社会中，女性身体成为了商品和符号的一个重要对象。从广告、时尚界到媒体，女性身体在各个

领域被大量地展示和利用，其身体特征和形象不断进行美化、扭曲和标准化，构建出一种虚假的“完美

身材”形象，不断强调身体的缺陷，让人们对自己的身体感到羞耻和不满足。通过大众传媒塑造的各种

范例，如减肥范例、美妆范例等等都证明女性的身体已然成为了女性消费的核心，人们不断对自己的身

体进行“投资”，这些几乎构成了女性消费的全部。 
鲍德里亚曾指出，人们购买某种商品，实际上是在购买这个商品所代表的符号，以此来表达自己的

身份、地位和文化偏好等，从而构建人们的身份和社会关系，人们的生活已经被符号所主导，而不是基

于事实和实际需要。在这种浪潮中人们积极投身于消费社会，尤其是女性，她们通过一系列的身体消费

行为给自己贴上相应的标签，找到自己满意的符号定位，“在消费社会里每一个符号都对应着一种身份，

人们在一系列的符号体系中，经过甄别找到可以反映其身份的符号，从而进行消费”[3]。在这种前提下，

身体已经不是单纯的自然体，而是一系列的符号象征，主体之间的差异便由这些符号确定下来，此时消

费便具有了划分社会等级、区分群体身份的功能，鲍德里亚明确地指出：“身体之所以被重新占有，依

据的并不是主体的自主目标，而是一种娱乐及享乐主义效益的标准化原则、一种直接与一个生产及指导

性消费的社会编码规则及标准相联系的工具约束”[1]。 
可见，身体消费的实质就是符号消费。并且消费行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消费活动存

在着密切的联系，人们一旦进入消费活动就会不自觉地被牵涉进各种关系中，在由各种商品构成的系统

中，消费者消费的并不是商品，而是消费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既包括人与物的关系也包括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女性的身体消费行为就是最好的解释，女性急切的关心自己的身体，在身

体上进行时尚、保养、健身等各种方面的操作，时刻紧盯潮流趋势，容不得有半点闪失，不仅仅是别人

把它变成可操纵的符号，女性自己也把身体当作了可控制的符号，成为“被消费”的一个环节。这种对

身体“自主”的关切，看似是一种“解放”但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压抑以及对所有自身的强烈否定，因为

此时的女性身体已经被符号化和商品化，这实际上是对女性身份和权利的剥削和压迫，女性被视为一种

生产、满足和服务男性需求的对象，而不是被抚育和尊重的人类个体，“美丽对于女性而言，变成了宗

教式绝对命令。美貌不是自然效果，也不是道德品质的附加部分，而是像保养灵魂一样保养面部和线条

的女人的基本的、命令性的身份，而它之所以成为一个绝对的命令，只是因为它是资本的一种形式……

美丽仅仅是交换着的符号的一种材料”[1]。当然，当代社会的女性可以打破以往社会风俗拥有自主选择

权来管理自己的身体，彰显自己的个性，与以往相比，女性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解放，但这种解放

只是表面的“解放”，因为身体只有先“被解放”、能由自身“自由”地掌握才能被资本合理的开发，

也是随着这种表面的解放，女性越来越被混同于自己的身体，一切名义上被解放的东西，都是建立在“监

护”价值体系之上的[1]。鲍德里亚通过对当代符号消费的批判，强调女性需要得到真正的尊重和平等待

遇，而不是被当作“产品”或“符号”来展示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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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女性身体消费盛行的原因分析 

3.1. 大众媒介与广告加速女性身体消费 

女性身体消费活动盛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大众媒介与广告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加速了女

性身体消费活动，社会赋予了大众传媒宣传教育、娱乐大众和诱导消费等功能，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

广告宣传随处可见，各类社交媒介网站无不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无形中传播引导着消费趋势，塑造

着消费行为，在大众媒介的宣传引导下，消费者时刻关注自己是否跟上“潮流”，是否符合当今的编码

规则，她们害怕自己被这个由符号编码构成的世界孤立，竭力通过消费让自己融入其中。鲍德里亚明确

地指出了这一点：“广告的大众传播功能参照的并非某些真实的物品、某个真实的世界或某个参照物，

而是让一个符号参照另一个符号、一件物品参照另一件物品、一个消费者参照另一个消费者”[1]。正是

在这一点上，各类社交媒介和商业广告把女性身体作为重点对象，大肆宣传符合他们产品和审美趋势的

女性形象，以此来将特定的消费观念潜移默化进消费者的脑海中，它们就是这样对人的身心实行全面的

符号和编码的控制，由此消费者陷入了一个自我催眠的符号世界，人们沉迷于这个符号世界带来的对商

品的集体认同，在获得满足的同时也丧失了本属于自己真正的消费自由[4]。例如商业广告为了满足女性

追求潮流与美丽的需求，研发生产出了大量刺激女性消费欲望的产品，而实际上这些欲望都是虚假的、

被迫的，资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凡是和女性相关的一切节日最终都会被大众媒介与广告引导为以

消费为主题的狂欢，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在中国的“妇女节”被大肆宣传歪曲为所谓的“女神节”，消

费者在看似得到满足的背后实则是被牢牢地控制着。 

3.2. 大众审美引导女性身体消费 

除了广告与媒介的刺激，大众审美也引导塑造者女性的身体消费行为。在消费社会中，审美与生活

相结合的同时也与商品相融合，资本不仅控制着大众审美的走向和趋势，而且生产出符合当下审美要求

的各类产品，这种审美倾向影响着女性的消费行为。大众审美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当今的大众审美

以追求“苗条”为目标，尤其在亚洲地区，“白幼瘦”的审美倾向已经深深地植入人们意识中，鲍德里

亚明确指出，美丽和苗条根本没有天然关系，但作为大家在消费社会中的权利和义务的美丽，则是与苗

条密不可分的[1]。而女性在审美活动中具有特殊性，她们既是审美的主体，也是被审美的客体。作为主

体，她们为了追赶时尚符合社会的编码规则及标准，不断地限制、装饰着自己的身体，她们通过节食、

健身、减肥、买各种服饰和包包等消费行为达到这一目的；同时作为被审美的客体，面对着作为审美主

体的男性，女性无时无刻不被“凝视”，她们的身体形象、内在气质都由男性进行评判，而男性将各种

抽象概念进行物化，例如人生价值、社会认可、自我解放等，通过各种手段强加到女性身上，由此控制

着大众审美，使女性在不知不觉中中接受他们制定的规则，从而加强对女性的控制。所以女性在消费社

会中，既是消费的主体又是被消费的客体，女性消费的并不是商品本身，而是由大众审美所定义的美丽

符号，人们陷入审美的牢笼中却不自知，自以为解放了身体实则成了“消费品”：女性时刻紧跟潮流，

按照当下最流行的妆容塑造自己的面容，竭力模仿明星的气质购买其同款单品装饰自己的身体，追求白

到发光的皮肤、凹凸有致的身材、时髦的发型，这些表面看似满足了自己需求的消费行为实际上是对大

众审美的服从。 

3.3. 历史因素刺激女性身体消费 

造成女性身体消费活动盛行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历史的因素，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

的起源》中分析了女性历史地位的演变，由于两种生产的失衡以及社会大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生，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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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由最初的备受尊重沦为男性的附庸，父权制社会的建立使女性遭受着包括身体在内的各种奴役和压

迫。波伏瓦也曾指出，制定法规的是男性，而女性在父系制社会中注定沦为他者，成为被动性顺从男人

的意志[5]。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女性的地位有了积极地改变，女性的身体在

一定程度上也获得了解放，从以往被丈夫、家庭、社会风俗严格控制着的处境转变为有一定的自主控制

权，女性可以打破社会风俗依据自身的审美偏好和经济状况塑造自己的身体，打造自己的个性，重新发

现自我、展示自我，甚至在性方面也有了一定的选择权，因此，促进女性进行身体消费的不再仅仅是满

足男性的欲望和要求，女性自身的自我欣赏也是驱使她进行消费的一大原因。女性通过消费改变自身的

外貌形象，同时也改变着自身生的活处境和待遇，从而影响了他人对她的态度，以便以一种更舒适更轻

松的方式生活在社会上，尽管女性的身体消费陷入了符号编码的漩涡中，但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女性社

会地位的提高，女性消费是消费社会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她们通过身体–符号的消费获得了自我认同

和社会认同，成功地展现自身的魅力，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3.4. 女性主体性驱动身体消费 

鲍德里亚也从女性主体性的角度解释了女性身体消费现象狂热的原因，揭示了其中的主动性与选择

性。一方面，女性主体性强调了女性对于自我塑造和身体表达的需求和权力。女性通过身体消费来展示

自己的个性、审美偏好和身份认同，她们通过选择穿着、化妆、发型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形

象，以满足个体的情感和表达需求。另一方面，女性主体性关注女性通过身体消费来争取和增强自己的

身体权力和社会地位。消费社会通过一系列的广告、媒体和社会期待对女性的身体形象进行规范化和标

准化，通过参与身体消费，女性寻求在社会中获得平等和权力的认可，她们通过购买时尚品牌、高级美

容服务等来增加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这种身体权力的追求使得女性主动参与身体消费，并在消

费过程中塑造自己的社会形象。此外，女性主体性也强调了女性对于身体解放和自主选择的追求，在过

去的历史中，女性往往处于从属地位，女性的身体常常受到束缚和限制，被视为男性的私人财产或被用

作满足男性欲望的工具。然而，现代女性可以通过身体消费来主动决定、掌控和改变自己的身体，这种

自主选择的权力使女性能够塑造自己的身体形象，并在其中找到满足和自信。 
总而言之，女性主体性在一定程度上驱动了身体消费。女性通过自我塑造和身体表达、身体权力与

社会地位以及身体解放与自主选择等方式，在身体消费中展示自己的主动性和选择性。这种主体性使女

性能够掌握自己的身体权力，并通过身体消费来实现自我认同、自由表达和社会地位的追求。 

4. 女性身体消费的出路 

鲍德里亚对现代社会的消费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在他的著作中，他探讨了身体消费作为一种符号

交换和权力关系的表达形式。他认为，女性身体在消费社会中被视为商品和符号，被用来满足男性的欲

望和满足消费文化的需求。根据鲍德里亚的观点，女性身体成为一种象征，通过广告、媒体和流行文化

被塑造和消费。女性被要求符合特定的身体标准和美丽的理想，这种标准往往是虚构的、不切实际的，

并且通过各种商品和美容手段来实现。这种身体消费的文化导致了女性身体的物化和标签化，使女性成

为被消费的对象，从而导致了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歧视问题。 
一方面，鲍德里亚认为，女性身体消费的出路在于对这种消费文化进行批判和反抗。他主张通过对

消费社会的权力关系和符号交换进行揭示，以及对女性身体消费的暴露，来挑战这种现象。他强调消费

是一种符号交换，通过商品和符号的流通来建立社会关系和认同。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的身体被塑造成

一种商品，用来满足男性和社会对于性别角色和审美标准的期待。同时，他呼吁人们认识到身体消费的

虚假性和剥削性，并努力摆脱对身体形象的过度关注和标准化。鲍德里亚批评了媒体、广告和流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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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性身体的过度物化和标准化，将女性身体视为一种可供消费和展示的商品。他鼓励女性通过批判性

思考和创造性实践来重新定义和塑造女性身体的意义和价值。 
另一方面，鲍德里亚还指出，女性身体消费的问题需要从制度层面进行解决。他认为，通过社会和

政治的改革，可以减少对女性身体的物化和消费。这可能包括推动性别平等、消除性别歧视以及提供平

等的机会和权益。 
综上所述，鲍德里亚认为，女性身体消费的出路在于认识到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和符号交换，并通过

批判和反抗来挑战这种消费文化。他强调了对身体消费的理解和批判的重要性，并鼓励社会进行制度性

的改革以促进性别平等和消除身体消费的剥削。尽管鲍德里亚并没有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或实际的行动

建议，但他的批判可以为人们思考和探索解决女性身体消费问题提供重要启示。 

5. 结语 

鲍德里亚认为当下的社会已经由生产社会步入到了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即消费社会，鲍德里亚从

符号学的角度阐发了当下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激起人们的消费欲望，尤其是女性的消费欲望，其中“最

美的消费品”便是女性的身体[1]。鲍德里亚认识到，在这个被各种符号或编码笼罩的社会里，人们进行

消费的对象已经不是单纯的物品了，而是看中了商品背后代表的符号。女性身体消费的本质其实就是符

号消费，在这种消费秩序中，身体已经被符号化和商品化，女性表面上看似获得了一定的解放，能够重

新主导自己的身体，实则落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以另一种方式被剥削和压迫着。上文通过四方面来阐

述了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刺激女性进行身体消费的，其一，大众传媒在整个消费体系中起到了诱导作用，

广告和媒体通过塑造美丽标准和身体形象，激发消费欲望。其二，大众审美倾向也在不断地对女性进行

潜移默化的影响，大众审美对于美丽和性感的定义以及对身体形象的规范化，使女性感到必须符合这些

标准才能获得社会认同和接受。这种社会认同的追求促使女性参与身体消费。其三，历史原因也不可忽

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不断的斗争，女性的从属地位有了一定的改善，在某种程度上解放了身体，

这使得女性迫切要求通过身体–符号的消费获得认同，融入社会。其四，女性主体性在不断驱动女性进

行身体消费，女性通过身体消费来显示自己的主动性和选择性。以上因素相互交织，使女性在消费社会

中成为身体消费的重要主体。在关于女性身体消费的出路方面，鲍德里亚虽然没有具体详细地阐述，但

他也指明了两个大方向，一方面他认为要批判和揭示这种消费文化，以引起人们对女性身体消费的认识

和反思；另一方面，他呼吁社会进行制度改革以促进两性平等和消除对身体的剥削。 
对女性身体消费的认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同样，消除对女性身体的剥削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

需要社会的共同努力和持续的讨论，以期望实现对女性身体消费现象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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