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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传媒文化的兴盛是当前中国社会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
同处一个社会，传媒文化的巨大影响力对社会各个阶层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催化作用。
毋庸置疑，传媒文化日益影响着我国正在兴起与不断发展壮大的白领阶层。
白领阶层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社会的新生阶层之一，该阶层为媒体所广泛关注并被尽力渲染成为一个
白领神话。
徐连明博士选择时尚杂志这一流行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时尚杂志这一流行文化所制造和书写的白领神话源于但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白领阶层，它既客观反映
又主观建构着现实生活中的白领，因而对我国白领阶层的形成与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形塑作用。
对时尚杂志所反映的流行文化进行分析，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下时尚流行文化的内容、特点与建
构机制，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把握消费主义影响下中国都市社会的某些新型运作形式。
本书以时尚杂志这一“书写白领”为研究对象，借鉴文化研究中的表征理论，以“差异”为具体的分
析视角，通过内容分析、访谈、问卷调查等社会学方法，分析了时尚杂志产生的时代背景、具体内容
、建构机制、对白领阶层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它的消费性、休闲性、游戏性、意识形态性等本
质特征，探讨了“时尚杂志何以可能”这一核心问题及其细分的两个子问题;“时尚杂志这一书写白领
建构何以可能”与“时尚杂志这一书写白领流行何以可能”。
作者认为，时尚杂志是白领阶层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本，它建构的白领品味是白领阶层有别于其他阶层
的标志。
时尚杂志得以流行的原因十分简单，那就是它对很多白领个体来说是“有效用”的。
它作为一种白领文化资本有助于白领鉴赏能力的提升。
品味的外在表现就是一种审美判断能力，这种能力被布迪厄认为可以用来作为阶层划分的依据。
作者认为，时尚杂志可以被形象地解释为一种“品味-物”的联合体，其中“品味”是时尚杂志所建构
的白领核心价值观念，“物”则是时尚杂志所涉及的各种各样白领时尚商品，包括时装、化妆品、家
居用品等。
时尚杂志作为现代社会的“品味-物”，事实上源于“等级-物”这一历史性话语。
这表明时尚杂志并非是一种偶然的孤立现象，它的产生与流行有其历史必然性。
只有在现代消费主义文化语境内，在白领阶层兴起的当今，“等级-物”的表征才历史性地演变为“品
味-物”的时尚杂志。
时尚杂志这一书写白领符号系统主要是在差异基础上建构起来的。
“差异性原则”是时尚杂志最关键的组织原则之一，“差异化”是时尚杂志的本质特征，时尚杂志中
白领商品的“示差性”是时尚实现“有计划过时”的关键。
作者认为，时尚杂志作为一种媒介话题是差异挑选与差异制造的结果。
时尚杂志通过差异挑选确定了白领形象与白领商品的符号边界，即通过挑选差异成功地界定了什么是
白领和哪些是白领商品，又通过类别化、风格化、细节化等差异制造方式将白领商品组织进各种时尚
之中。
作者的这些见解对我们理解当今时尚流行文化本身，了解时尚传媒文化对社会阶层的影响，了解我国
现代都市社会生活的符号化趋势，都是很有意义的。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风笑天序二此书是连明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本书以一本时尚杂志为个案，对我国当前时尚流行文化展开深入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领域的专著在国内尚不多见，因而具有较高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作者首次采用“差异”视角来对一份时尚杂志进行研究，首次运用差异挑选、差异制造、真实差异、
虚拟差异、类别差异、等级差异等核心概念对我国当前时尚流行文化进行深层次解读。
作者在认真梳理了国外各种流行文化理论及国内时尚杂志研究基础上，运用社会学想象力，将时尚杂
志这一研究对象处理为一个较为直观而贴切的图式：品味-物。
这表明在时尚杂志中，各种时尚商品是白领品味的载体，而白领品味反过来又是时尚商品的符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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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味-物”的图式统摄着全书的主要章节。
例如，作为全书研究主体的第三、第四、第五章，第三章分别研究了时尚杂志中的品味和商品；第四
章研究从物到品味这一向度，该向度体现了特定类型的商品如何在差异基础上被挑选出来，作为品味
的象征；第五章则反过来研究从品味到物的向度，该向度体现了特定类型的商品一旦被赋予品味价值
后，会大量地产生差异制造现象，类别化、风格化与细节化等便是其集中体现。
因此，作者采用差异视角与品味-物图式进行时尚杂志研究，是一种值得充分肯定和十分有益的理论探
索。
可以说，本书为我国的时尚杂志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架构。
当然，也正因为其具有新意，书中的一些概念与提法尚待进一步商榷与完善，书中的分析也难免会出
现某些偏颇之处，这一切都有待他在后续研究中加以深化与补充。
连明在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在南京大学学习期间由我负责指导。
在三年的朝夕相处中，他的勤奋好学、谦逊质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他的才华与学识，更令我
对他的未来充满信心。
现在的这本书，只是他的牛刀小试，我相信，一定有更大的成功还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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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时尚杂志这一“书写白领”为研究对象，借鉴文化研究中的表征理论，以“差异”为具体
的分析视角，通过内容分析、访谈、问卷调查等社会学方法，分析了时尚杂志产生的时代背景、具体
内容、建构机制、对白领阶层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它的消费性、休闲性、游戏性、意识形态性
等本质特征，探讨了“时尚杂志何以可能”这一核心问题及其细分的两个子问题——“时尚杂志这一
书写白领建构何以可能”与“时尚杂志这一书写白领流行何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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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另一方面，中介性手段的不断复杂化、区分化有赖于差异的运作机制。
在表征理论中，差异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它的中介性。
差异是我们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中介，通过它，我们才能把握并适应外部世界。
差异不仅仅是我们与周围世界的中介，而且是一切事物之间的中介，事物的普遍联系就是差异起了中
介作用。
同样，差异也是表征的中介，是表征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
我们无一例外地都是在建立于差异基础上的各种表征中区分并识别外物、事物间的关系，即我们无一
例外地在表征中使事物建立起普遍联系。
差异就是这样的中介，它是一个中介性的东西，是一种关系，它反映了事物间的区别与联系。
譬如，辩证法作为一种对现实进行抽象把握的理论，就是一种表征，因为表征“意味着用语言向他人
就这个世界说出某种有意义的话来”，辩证法作为一种表征科学地描述了事物之间存在的现实关联，
从而确保人们相应的认识活动能够产生真实的而非虚假的意义。
差异是人们认识过程中的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相互区别的形式。
差异是普遍存在的，人们在此基础上在各种事物之间建立起普遍联系。
差异是被反映的事物在反映的事物中的再现，是一个客体的内容在另一个客体中的反映。
差异的内容属于客观事物，但必须通过另一事物表现出来。
差异的呈现过程即是事物相互作用中的反映过程，反映是客观物质世界的普遍特性，差异使事物的反
映成为可能而自己同时又是这种反映的产物，无疑是差异使普遍联系的事物的反映成为可能，据此我
们才能形成对事物的知识。
有些差异反映的是他物的属性，有些差异反映他物的关系、本质、规律及其实体。
差异使得客观物质世界的一切事物都能被他物反映，转化为知识，同时也能反映他物，形成关于他物
的知识。
差异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这就是差异中介性的证明。
总之，差异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而是一种中介性的东西。
表征的系统正是在差异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
对差异的识别使世界有可能在表征中变成一个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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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一本不厚的小书，记录了梁漱溟先生的一些言论，至今已跟了我16年，它叫《朝话》。
书里的文章篇幅短小，语句极其通俗，意思却很深远，它教导我努力过一种对的生活。
生活在喧闹而又繁忙的大上海，出门时我却喜欢把它放在包里，即便不读，心里也会觉得有所依归。
正如梁公所言，学问终究是自己的事，真学问必得真受用。
联系到我的博士论文，我不敢说这就是真学问，因为在我心目中，真学问恐怕非得先坐上十年冷板凳
不可，而且有了主张还需一以贯之地力行之。
在我对时尚这一主题的研究上，我自己感觉这些年来我努力做了，也认真思考了，但本书在行文上却
仍显艰涩与粗糙。
我一直想搞清楚的问题是，社会现实中不合理的差异与制造差异到底是什么关系?其内在有没有一以贯
之的东西在起作用?这本书以文化研究的表征理论为框架，核心之处在于借鉴符号学“能指／所指”的
分析将纷繁复杂的时尚杂志流行文化现象抽象处理为“品味一物”这一较简洁的理想类型。
其中，物(主要是商品)囊括了时尚流行文化一切物质层面的内容，品味则概括了时尚流行文化赋予商
品之上的一切意味。
在准备研究资料的最初阶段，有两句话很快引起我的注意，并最终形成研究中主要的分析视角。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说语言之中只有差别，而齐美尔在《时尚的哲学》中认为时尚的本质
是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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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当代中国社会，白领阶层的兴起与不断发展是一项意义重大的社会事实，同时也成为一个普遍而又重
要的媒介话题。
包括时尚杂志在内的流行文化关于白领的书写，对我国白领阶层起着愈来愈大的形塑作用。
因此，本书的出版对研究这一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吴铎 （中国社会学会原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本书以时尚杂志这一“书写白领”为研究对
象，采用“差异化表征”的新视角，运用内容分析、个案访谈与问卷调查等方法，研究了我国当前时
尚杂志流行文化的时代背景、具体内容、运作机制与本质特征等，解答了“时尚杂志书写白领何以可
能”这一核心问题，从而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时尚杂志流行文化与白领阶层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风笑天（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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