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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消费文化着手，全面论述了后现代社会的特征，以及消费文化对后现代社会的影响，并且
考察了布尔迪厄、鲍德里亚、利奥塔和詹姆逊等理论家的思想。
作者指出，消费文化是后现代社会的动力，以符号与影像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消费，导致了艺术与生
活、学术与通俗、文化与政治、神圣与世俗间区别的消解，也产生了符号生产者、文化媒介人等文化
资本家。
消费所形成的消解，既使后现代社会形成一个同质，齐一的整体，又使追求生活方式的奇异性，甚至
是反叛和颠覆合法化。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

作者简介

　　迈克·费瑟斯通，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社会学与传播学教授，《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的创始编
辑之一，现任“理论、文化与社会”中心主任。
费瑟斯通是后现代主义和文化全球化论争最有影响的参与者之一，他的著作《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
》（１９９１）和《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和身份》（１９９５）等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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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像对待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对词组一样，我们同样也需要确定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涵义范围
。
它们的相同之处是两者都处于文化之中心。
从最为严格的意义上讲，现代主义指的是，出现于世纪之交、并直到目前还主宰了多种艺术的艺术运
动和艺术风格。
在这里，经常被引用的人物有：小说领域的乔伊斯、叶芝、纪德、普鲁斯特、里尔克、卡夫卡、曼、
穆齐尔、劳伦斯和科尔纳，诗歌领域的里尔克、庞德、艾略特、洛卡和瓦莱里，戏剧领域的斯廷伯格
和皮兰德罗，绘画领域的马蒂斯、毕加索、布拉克、塞尚及未来派、表现主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
义运动；音乐领域的斯特拉文斯基、勋伯格和伯格(见布拉德伯格和麦克法兰，1976)。
不过，现代主义的源头，应该追溯到十九世纪的哪个年代，还曾经有过许多争论，有人就曾想追溯到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豪放不羁的艺术先锋那里。
至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我们可以总结为：审美的自我意识与反思；对喜好声像同步与蒙太奇的叙
述结构的拒斥；对实在的自相矛盾、模糊不清和开放的不确定性特征的探索；对喜欢强调解构、消解
人性化主体的整合人格观念的拒斥。
(见伦恩，1985：34f1)但问题是，试图从艺术来理解后现代主义时，我们会发现现代主义的这许多方面
的特征，大都浸入到了种种后现代主义的定义之中了。
那么这个术语带来的问题，连同上述与之有关的其它术语带来的问题，实际上是围绕着它何时被反向
定义、何时开始用一个既定的术语来指涉某种有实质性差异的事物等问题确立起来的。
　　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还指的是将生活转化为艺术作品的谋划。
就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及潜在的艺术家、知识分子来说，这一谋划的诱人之处是，它已经有了悠久的历
史。
例如，在世纪之交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中就可找到这样的谋划。
其中，摩尔论述道，生活中最伟大的商品是由个人的情感与审美受构成的。
在十九世纪后期帕特和维尔德的作品中，也类似地小活伦理当作艺术作品。
维尔德的假设是，对理想的审美应是“以多种形式、及千万种不同方式来实现自己，并对一切新鲜感
怀有好奇”。
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尤其是后现代理论)早已带来了审美方面的问题。
很清楚，在维尔德、摩尔及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及罗蒂(其认为善的生活标准是欲望的实现、自我的扩
张，对新品味、新感觉的追求，探索越来越多的可能性(沙斯特蔓，1988)的著作之间，存在一种审美
探索的连续性。
如沃林所论(1986)，福科揭示了生活的审美方法的核心。
福科(198641-2)颇为赞同地提到了波德莱尔的现代性观念，现代人的典型形象就是“花花公子，他把自
己的身体，把他的行为，把他的感觉与激情，他的不折不扣的存在，都变成艺术的作品。
”事实上，现代人就是“使自己头脚倒置的人。
”最早在十九世纪早期的格兰由博·布鲁梅尔发展起来的浮华主义(Dandyism)，通过对无可争辩的示
范性的生活方式的建构，来强调自己的特殊优越地位。
他们这些精神贵族，通过对大众的轻蔑，并骄之以高贵的出身、以及在服饰、行为举止、个人嗜好甚
至家俱陈设等方面的优越性，总之，所有这些今天我们称之为生活方式的东西，来煊赫显耀自己(见R
．H．威廉斯，1982：107ff)。
在艺术反文化(artistic countercultures)的发展中，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巴黎豪放派与先锋派艺术中，生活
方式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在巴尔扎克、波德莱尔、孔德·奥雷赛，直到后来的厄邓德·得，龚古尔、
孟德斯鸠及于斯曼等人的作品与生活中，人们都感觉到了它们的神奇与吸引力。
这种既关注审美消费的生活、又关注如何把生活融入到(以及把生活塑造为)艺术与知识反文化的审美
愉悦之整体中的双重性，应该与一般意义上的大众消费、对新品味与新感觉的追求、对标新立异的生
活方式建构（它构成了消费文化之核心）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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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瑟斯通，1987a）　　很明显，消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商品、产品和体验可供人们消费、
维持、规划和梦想，但是，对一般大众而言，能够消费的范围是不同的。
消费绝不仅仅是为满足特定需要的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
(阿多诺，1967；詹明信，1979；莱斯，1983)相反，通过广告、大众传媒和商品展陈技巧，消费文化动
摇了原采商品的使用或产品意义的观念，并赋予其新的影像与记号，全面激发人们广泛的感觉联想和
欲望。
所以，影像的过量生产和瑰，实中相应参照物的丧失(这点我们已在前面关于后现代文化的·章节中提
到过)，就是消费文化中的内在固有趋势。
因此，消费；文化中的趋势就是将文化推至社会生活的中心，不过它是片断的、不断重复再生产的文
化，难以凝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
当然，在此我们务必小心，对待文化，不要仅停留在记号与影像的系统层次上，要进一步考虑到它们
在日常实践中是如何被运用的?是谁在从事文化生产和传播工作?要回答后一个问题，则又需要讨论专
家在符号生产中的作用，讨论从事经销、发行和供应文化产品的各种文化媒介人。
这是我们马上要讨论的问题。
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势必要表明通过所有的消费文化影　　来积极培育某种生活方式的重要意义，即
：个人被鼓励去采用一种对商品的非效用性态度，以精心选择、安排、改用和展示自己的物品(无论是
装饰品、房子、汽车、衣服、身体，还是闲暇消遣)，从而用独特的风格来显示出物品所有者的个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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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我最早对消费文化发生兴趣是在七十年代后期。
那时，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批判理论的倡导者们，在《泰勒斯》(Telos)与《新德意志批评》杂志上发
表的许多精彩论述与评论，激发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
有关文化工业、异化、商品拜物教和世界的工具理性化的种种讨论，将人们的兴趣从生产领域转向了
消费和文化变迁过程。
在我对老龄化这个(至少从社会与文化理论家的眼光来看)长期以来尚未被提高到理论化高度的问题进
行研究时，这些对问题的概念化形式给予了我特别大的帮助。
尽管就生活时间与历史时间的交错、代际经验、身体与自我的关系而言，老龄化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
的理论问题，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人们很少联系到文化变迁的实质过程来探讨它们。
批判理论家及其他人的研究(尤其是埃文，1976)，注重媒体、广告、影像及好莱坞模式等的重要作用
，为弥合这一缺陷架起了一座有益的桥梁，并且进而提出了它们何以能够影响人们身份地位的形成和
日常生活的实践等问题。
此时我正在与迈克·赫普沃斯合写一本书，在该书中，我们将中年重新定义为“中青年”中更为活跃
的一个人生阶段。
我们对新市场的发育，对那种特别关注“中青年”如何能够保持年轻、健美的消费文化生活方式的蔓
延，作出了看起来是更合理的解释。
这个观点在一九八一年提交英国社会学学会的一篇题为《老年与不平等：消费文化与中年的重新定义
》的文章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费瑟斯通与赫普沃斯，1982)。
接着我又发表了一个更为理论化的小文章《消费文化中的身体》(费瑟斯通，1982)，后来，一九八三
年，《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就消费文化问题特别出了专刊。
　　今天，尽管人们对“消费文化”一词的兴趣和对它的使用与日俱增，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
塞及其他批判理论家的理论却不再被看成是很有意义的了。
他们的方法取向，是通过对今天看来已经站不住脚的关于真实个体与虚假个体、正确需求与错误需求
的区分，对大众文化进行精英主义式的批评。
普遍的看法是，他们瞧不起下里巴人式的大众文化，并对大众阶级乐趣中的直率与真诚缺乏同情。
而对后一点的强烈赞同正是人们转向后现代主义的关键。
然而，尽管在分析消费文化时，出现了大众主义①的转向，但批判理论家们提出的问题，诸如“如何
区分文化的价值?”“如何进行审美判断?”以及与实践问题相关的“我们应该怎样活着?”等等，可以
说实际上并没有被取消，而仅仅是被搁置到一边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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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本书的许多章节中，我也流露出了对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而产生的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问题的
关注。
在这些章节中，我不仅尝试着把后现代当作由艺术家、知识分子、或其它文化专家所发动的后现代主
义文化运动来研究，而且还去探究严格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是如何与可被称之为后现代的日常生活
体验及实践中广义的文化变迁相联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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