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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暖男 禁欲系的性别话语所显示的审 “美” 转向， 敢于尝试对男性形象的美学意义进行重
新定义， 这是一种较于传统女性 义的重大突破。 然而， 这种美的定义并 是以女性 体 动

提出的， 而是形象工业的审美控制， 是资本所塑造的预言 男色消费， 由此造 生活世界的殖民

化、 个体的伪个性化 虚假意识的发展， 这些都是现代社会所 可避免的时代隐喻。 但是从暖男
符号到禁欲系话语的认同转变和互文性， 也显示出形象工业 男色消费 女性群体突破男权话语

而提供的性别操演意义和过程。 因而， 只有以化被动 动的自 觉察 方式， 以塑造审美判断
的共通感 原则， 才能使审美判断脱离形象工业的话语建构 群体本身的利害关系， 才能将女性
体从以形象工业 中心的审美共识返回到 体间的相互确认 共识上， 使其重新掌握对审美判

断的话语权和 导权， 消弭性别区隔， 形 政治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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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暖男与禁欲系： 概念、 审美转向与问题起源
最早调研 “ 男” 符号的 别认 时， 青 女 群体基本认 它 备两个特 ， 兼 任劳任

的 格特点 能够体贴洞察女 需求的心理 熟， 型就是文章、 陈赫和陈思诚等人的 视形象。①
但是 着 来 多 视 “好男人” 的 轨 道 渲 ， 青 女 的 美判断逐渐从 “ 男” 转
向 “禁欲系” 的 语认 。 “禁欲系” 的男 标签 要 备 个特点， “帅， 高冷， 忠诚”，
也从侧面显示 对男 形象负面 道的一种认识 馈 认 建。 由于文 多元 的时代 张 意

识形态合法 ， 代社会的 别 语 于中国传统的 别 语， 对男 形象的定 再显示 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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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自 维系的需要， 而更多体 深刻的女 的特点。 雷金庆认 中国传统的男 特 是 “ ／ ”
元对立的， 文圣人孔子 圣人关羽构 中国社会 型的两种男 形象认 。① ， 在早期对

别 语的构建中， 女 群体无 定 男 形象， 在 代的 塾诗中 仅极少 对男 的定 ， 时

塾中的 “侠女” 也基本是去 别 的， 表 对男 特 的崇拜。 在 一点 ， 管是

“ 男” 是 “禁欲系”， 首 种 别 语是一种 “美”， 于尝试对男 形象的美学意 行

定 ， 就是一种较于传统女 的 大突破， 也是传统民间训 所 曾 的 别 语形

式， 更是 十几 来中国社会 别发展的 势。
语， 是建构知识 体、 社会 体和自 形式的 要形式， 人们在使用 语的 时 实也是在

认 语所表达的内在 值， 也就是被 语形式 值内 。 而 别 语 是以阐明男女群体的 别地

、 别关系和 别意识 内涵的 要外在表达方式， 比如 “男人是 ， 女人是地” 或者 “男女各
半边 ” 等都是对两 间的关系、 地 和意识的 述。② 任何一种 别 语的 生都是对 实

状的 述和心理活动的表 ， 而任何一 别实践的 生也都蕴 和 从着 的 别 语所包 的

知识和 值。 德 达认 语 被 作在场的延搁来理解， 通过玩弄 “所指 ／能指” 的关系 然地

指 着它的 “在场” 地 威， 指向 众的 “缺席”，③ 因而， 在 语的流动网 中所形 的指

关系， 众只能 择接 或者 避， 无法确证 概念的真实 否。 因 ， 语 然地对 体构建

有强制力， 在 别 体的构建中， 别 语的研究也 该被 作 题的中心 一。
“ 男” “禁欲系” 所显示的 美转向对于传统的 别 语无疑是一种创造 的突破。 但是，

在 代 、 信 全球 的语境 ， “ 男” “禁欲系” 的 语理解又是否真实？ 保罗·利科
到的两种真实， 历史学家笔 的历史真实和小说家笔 的 述真实，④ 如 《 国志》 《 国演

》 的差异， “ 男” “禁欲系” 到 属于哪种真实？ 银屏 文章等人的 “ 男” 形象倒 了，
而 的 “禁欲系” 形象又被 确立和 费， 种文 费的 断 动 再生 到 是女 群体的

美 动 是形象工业的资本流动？ 都指向 语研究的 本问题， 到 是谁在诉说 语？ 谁是 语

的拥有者？ 特别是 们 所关注的 “ 男” “禁欲系” 两个 的 别 语形式的 迁， 又
有什 的社会内涵 意识发展？ 问题都显示着 别 语 别 体 间的深刻关联 ， 也都
需要 们在接 来的研究中去挖掘 发 。

二、 作为时代隐喻的形象工业
“ 男” “禁欲系”， 首 都 是一种历史真实的 述， 而是 述真实， 是形象工业所制造的

托邦。 代社会中由于文 生 美实践相 离的过程中资本 导文 生 、 个体 导 美实

践， 资本强而个体弱， 因 导 在资本流动的过程中由 导、 制 诱惑而形 一个以形象生 、
形象 费 目的的乐 疲的系统， 形象工业。⑤ 们 生活世界中的 “韩国偶像剧”、 “好莱坞
美国大 ” 都是跨国资本流动所建立起的形象工业， 对 们的传统 念 美判断都造 了极大的

创造 破坏。 比如 《来自星星的你》 的 “都敏俊” 都教授， 有 《 的 裔》 中的 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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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在迎合 建中国女 群体的 美 念的 时， 也 自身摄 了巨大的 币资本。 以资本流动
中心的形象工业， 本 是逐利 拜物 的。 所以， 在形象工业的形 过程中， 艺术作品的复制生

标准 、 业 的发展路 中， 物的 费就必然逐渐 得 发娱乐 、 浅表 、 总体

， 物的 值意 在 个过程中也因 被模糊乃 于泯灭。 就是社会的形象工业 ， 资本拥

有者通过精 、 有 的文 生 建立起合法 的意识形态， 并借 个体的 美 念和 体意

识的整体 势。 瑞泽尔 到的 代的 费奇 谋而合， 他认 在 代社会中， 单纯的 供商

品是 能吸引和满足 的， 因而通过铺张浪费的表演 模拟创造奇 世界， 资本创造了 剧

的 展示 文 意 ， 实 是一种异 费。①
， 种形象工业的 美 念 语形式所缔造的 力关系， 并 是由以 众 中心的意识觉

醒所形 的， 而是以资本获利 中心的 美 制。 因而， 女 个体也好、 男 个体也罢， 都只能 择

接 或规避 种意识形态 托邦， 无法有效地 抗 的。 在哈贝马 看来， 就是生活世界的

殖民 。 哈贝马 认 社会既是系统的也是生活世界的， 而 着生活世界的理 ， 社会的子系统会
独立的部 ， 凌驾于社会的发展 ， 制社会的 迁， 就深刻地造 生活世界的 “自由丧

失” “意 丧失”， 便是生活世界的殖民 。② 形象工业的 业 以及对男 形象的资

本投入， 在 断地 建社会的 美判断 值体系的 时， 也在促使对美的定 的意识形态系统脱离

于生活世界的实践基础， 而形 资本的 对 力及 追求， 就是整个生活世界异 的 本原因。 一
方面是自由丧失。 男 女 对自 的 美自由以及自 形象的塑造都遭到了形象工业所形 的 语

的蔑视， 比如 “女汉子 ／女屌 ”、 “男屌 ／犀利哥” 有 “帅 ， 丑 罪恶” 等 语和意识形

态， 男 禁欲系 语中对 “颜值” 的要求， 形象工业的 语流动都在将社会的眼 凝视于个

体的身体塑造 ， 使个体皈依于形象工业的系统 中。 另一方面是意 丧失。 “爱美” 被塑造
“ ” 和本能的 时， 美 一个无差异、 标准 的社会 识， 仅促使以身体摧 手段的

整容等个体行 的发生， 而 了获 社会认 形象资本更促使从文 品到人的身体的复制生

业 ， 造 从生活世界的异 到人的 值的物 的系统 发展。
最 ， 在 种形象工业的 制 生活世界的殖民 ， 更 一 造 了个体的伪个 虚假意

识的发展， 美 念的制造 仅脱离 众的生活实践 美体验， 时， 更造 以 美体验 中 的

群体间的区隔。 桑 将流行文 所形 的 种区隔， 文 资本， 代表了 文 的 特

。 一方面 文 的发展促 文 品的制造者和从业者 到青 群体的尊敬， 社会地 得以

高， 而另一方面， 众群体 在文 品中发泄情绪 被 断收编， 失去 抗的行动意愿。 文 资

本所显示的也 是作者和读者群体潜在地被媒体和资本所支配的深刻内涵。 美认 本身就带着区隔

的色彩， 带着对 他群体特 的贬 ， 时髦 土气、 青春 老气横秋等都是社会群体间相互判别

类的气 表 。 而由于形象工业的 入 复 ， 定人们 间时髦 土气的区别也 媒 覆盖、
创造和揭露程度 间存在着复 联系， 忽略了媒体本身制造预言的行 特 就等于忽略了形象工业中

的 力转移。 波德 就揭露了形象工业获得 众的 力转移的整个过程 象， 一是 “编码规
代参照物”， 大众的认知逐 被符号的编码规 和媒体 术所 制， 一 和意 都沦 可

费的 品， 本身的真伪 而被模糊了； 是 “自 实 预言”， 大众媒体所构建的真相是超
真 伪的， 它作 一种预言 语， 通过大众的认 和传播把伪 真实 。③ 男 美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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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工业制造也促使 别 语对传统 语、 女 语 地域 语的整合， 但也造 男 女 间的 别

区隔的加深 焦虑。①
波德 所 述的大众媒体的预言的特 ， 实就是一种商业欺骗。 它树立一种意识形态并鼓励

青 群体大量 费， 而 时又通过 种大量 费来证明自己的预言 真、 意识形态的合理 ， 是必

给 警示和揭露的。 是因 信 媒体 术将 种意识形态 断合理 、 自然 、 神秘 ， 才 使

来 多的青 女 得 屈从于信 媒体中的意识形态， 得 加强自身的信 以获 更多、 更
快、 更 的预言。 比如信 媒体对美女、 女神的形象定 和打造， 百度搜索 “女神” 题， 就会看
到诸如 “女神是如何 的”、 “女神是多少钱堆 来的”、 “世界 感女神排行榜” 等等。 题

以诱惑的形式， 盖着本身的商业气 和 费色彩， 通过大量的 的信 构建 一个虚假的、 统一
的女 形象的 美标准， 束缚着女 的自 意识。 何 美、 何 丑， 体 了传媒手段对青 女

的 力支配。 在 种 力支配 中， 信 媒体的本 再是获 真实、 传递真实， 而是诱惑大众、 促
费。 就造 了大量的虚假意识的形 和对青 女 体构建的阻 ， 导 虚拟社区 实生活

间的矛盾 突。
时， 男 禁欲系的 别 语作 形象工业的体 ， 也是一种时代 喻， 是整个社会发展过程

的 物， 是 可规避的 势。 波德 揭示的 “编码规 代参照物” 的本 是信 媒体 人

认识 物的 要方式。 种认知 构的改 ， 使得人所生活的 境 来 依赖于网 空间， 来 依

赖于信 文本的流动， 所以造 旧有的认知 构的改 。 管是滕 、 曼海姆所 的 “社会 ／群
体” ， 是舒茨 的 “ 世界 ／周遭世界” 的旧有认知 构， 意 都是通过个人的

实生活所得去臆测和 论整体社会的状况。 而在全球 和信 的 断发展 ， 旧有的认知 构逐

解转 “线 ／线 ” 的认知 构， 是整个时代的必然 势。

三、 作为性别操演的男色消费
们批判形象工业 中心的男色 费， 但并 意味着男色 费所显示的 托邦毫无意 。 布洛赫

认 托邦 少包 两种 ： 一是代表人类整体的情感 验情绪， 比如对大 社会的 期

就构 非个人 的 托邦； 是代表个体 自己未来可能 的无 期盼， 比如个体生活的理想、
梦想。 男色 费既是整个女 群体对男 形象的 美 托邦， 也是个体对未来生活乐趣的期望 情感

托邦， 是 者的统一， 因而它既被赋 女 群体的 治抵抗的意 ， 也被赋 女 群体个体 的生

活 治的意 。 思维意味着超 ， 人类的思维 情感都是无法脱离对未来的期许而存在的， ，
种期许也会 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 。 詹姆 就 ， 任何文本的形 都是社会的象 行 ， 它是
历史 的、 意识形态的， 但它本身 有可能并非刻意如 。② 而也 是 种文本中的无意识体 和

的手法， 体 了对意 概念的非实在 ， 也是对意识形态构建的无意识生 ③， 是对意 本身生

过程的神秘 和自然 ④。 于是在 个过程中， 文本将作者、 读者和人物无意识地、 统一于一

种特 的 托邦的欲望 中， 作者和读者通过文本故 的纽带 发泄自身所渴望解 的人格 和

社会 实的 突、 矛盾。⑤那 们又如何理解 种生活 治 别 治的男色 费？ 或者说， 如何理
解在形象工业的时代 喻 ， 别 语所 着的女 的萌芽 发展， 而 实 都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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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禁欲系” 两个符号的互文 中。
从历史 的角度而言， 禁欲系的 语形式是在女 群体对 男符号理解的 裂基础 ， 了构建

的 美认 而做 的尝试和努力。 男特 表 对人和善， 但是也被 称、 甚 有时候更是女

对自己男 伴侣的恼称——— “中央空调”。 中央空调的意涵就是对谁都 、 毫无 择对象、 无差别。
所以， “禁欲系” 的 意味着女 群体对男 的一种 要求， 对一群人 转向对自己一个人 的

“占有欲”。 因而， 从 男符号到禁欲系符号的 语形式转 ， 第一层 要的互文 显示了， 女 群

体比 前任何一个时代更 谈占有， 就是一种女 的萌芽， 从被动地等 爱情到 动地索 爱

情的差异。 而 也 是建立在形象工业大量制造的女 形象的基础 而得到 语支持的。 比如大量的
穿 剧， 女 回到古代生活中 生巨大的人格差异并将传统社会的 宫 院、 妻四妾的合理 全部

打破， 被转 一 一妻制的甜蜜爱情。 然， 形象工业所演 的 念差异 女 形象 好

“禁欲系” 的 语形 补充， 女 独占男 的爱情 温柔 供合理 。
男到禁欲系， 从对人和善的强调到有 择的和善， 实 是女 群体对自身伴侣的另一层

格要求 期许。 们都知道人类社会最小的 济单 生 是家庭， 时家庭也是生存抗

入 生活的基本战线， 禁欲系要求男 有 择的和善而非 等的和善， 是将男 群体的 治原

从 特 转向亲 特 ， 时， 也是女 群体的家庭 的体 。 第 层互文 显示女 群体

对亲 关系的一种维 和生存方式的一种想象。 虽然 们 该清 地认识到 原 到亲 原

的转 会瓦解一个群体的 “社会” 念， 从而使得社会各群体间 断 生 区隔， 是 利于社

会发展的。 禁欲系 种 “对别人禁欲而自己独得恩 ” 的想象也是一种纯粹的 托邦想象， 既
合实 可能也 合社会需要， 但是 种互文 所蕴 的女 群体的家庭 是一种女 语的

创造， 是 该被 们所觉察 视的， 而对男 的家庭责任的 示 要求更是 该被 倡、 被尊 。
任何一种 别 语的意 都是 能脱离行动网 认识 构的互嵌的， 因而 们对形象工业所制

造的男色 费的理解也 该返回到 中。 在 男 禁欲系的男色 费 美转向中， 仅是 别 语

的蜕 ， 是 别意识的发展， 也更是 别操演的社会 。 人是自 的想象物。 “ 别操演” 一
词被巴特勒所 的意 ， 一方面是指 语言是 能脱离 语行 来理解的， 单纯的语言是 构

对身体和 别的驯服意 的， 而只有在流动中， 语言 “说明—理解” 的过程意 才能 意

的创造和明确；① 另一方面， 也只有在 语的使用过程中 体才能以言行 、 才能确定自身， 语

体意象间的关联， 所指 能指的相互确定， 才能促使个体理解 语意 的存在 自 行 的存

在， 别操演的场 过程。②在 ， 别规范、 表演引用 体意识形 一个 可 约的整

体， 因而， 从 男到禁欲系的第 层互文 是从文本到 体的规范 驯服的发展， 在 个开 的 语

网 中， 形 女 体 男 体间的隔空对 ， 男 在 入一段 别关系 工前做足认识

准备。
可以说， 第一、 层的互文 别操演的过程 供意 素材， 而第 层互文 别操演

供 体意向 的操作程序。 实 也说明了作 时代 喻的形象工业， 在形塑社会的 别文 认

知 是 有 大意 的。 种 别操演的视角也说明 别 体对自 的想象是 可能脱离 种形象制

造的指 关系的， 显示 对 语认识和认 的依赖 。 那 ， 面对 种既存在认识意 ， 又存在依赖
关系， 时 充满各种 确定的虚假意识的形象工业和男色 费， 们又如何在 别操演的过程中明

确和维系 体的身份 意识？ 抑或说， 男 禁欲系的 语形式 美转向， 作 女 的 体意

识萌芽， 又能否更 一 自 赋 的过程？ 都构 们对 实、 对未来亟 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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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形象工业与性别操演： 性别话语的自我赋权何以可能？
的 体构建作 一 自 赋 的 要行动，① 就必然包 抵抗传统 流的整个意识过

程， 而形象工业 别操演的 心———男色 费 体 了青 女 群体无意识的一种欲望、 历史和
的 突关系②。 莫 将 种形象工业 的自 想象的矛盾特 总 社会的 值体系对于 “活于
” 的转向 崇， 也就是人们更注 于 刻的 ， 因 形 “一种日益加快的节奏”， “一

都被很快 耗， 一 又被很快 换”，③ 依 投入促使他们时刻活在一个 动的世界文 中， 服
从基本的 动——— “ 的和投 的， 向心的和离心的， 回 实的和走向理想的”。④也就是
说， 在形象工业 别操演 中， 女 体既获得对男 中心的 语形式的抵抗， 时又被资本所俘

获， 使得女 群体深陷在既抗拒又屈服、 既认 又 感、 既 又 裂 、 既理解 实又充满想象

的矛盾关系 心理 突。 种矛盾关系 心理 突， 既说明生活 治 别 治中 托邦存在的必要

， 又对 托邦存在对生活 治 别 治的自 赋 的有效 行 疑， 最 对问题的解 也就必

然回 于 托邦的判断 体 建的过程。
从 男到禁欲系， 实 就是一个 体的 托邦的 建过程， 因 对过去文本 男符号的认识

差异 对情绪， 才促使一种 的 美意识和 语的 生， 禁欲系实 被赋 了女 体的自 意

识。 阿伦特认 人的言 行必定包 和 显 “ 是谁” 的 题， “ 是谁” 的 题 实便是人的 体

的问题。⑤ 而 一 ， 阿伦特 指明 体 的确认是建立在人对世界活动的 动 的维持 ⑥。
男 禁欲系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一种 美判断的意识的 生， 虽然 着形象工业对禁欲系的文 生

艺术复制的过程， 种自 意识又 泯然众人矣， 但是 美判断 被动 动的自 觉察是女 群

体脱离形象工业的 美 制的必要前 ， 是女 群体对生活世界的 体实践的 动 的体 。 马尔
塞也 被动 动的 美判断的革 意 ， 在于形 感 和 感 所带来的 治联盟。

的 感 ， 既是一种 美判断的心理体验， 也是一种 治 济的 念要素， 它是批判地认识形象工业
语 力所形 的意识形态 制的一种 要思维方式和 念立场。 马尔 塞认 ， 只有建立 感

才能在否定 存体制、 道德和文 的 时 构建起崭 的生活秩序和形式来。 所以， 马尔 塞肯定

个体 美实践， 被压抑的个体所创造的自 释 的文 ， 本身就是对文 威的一种解构， 是对个体
的意识构建和自 的支撑， 而也 是 股力量才能支撑起整个的意识形态的革 行 ，⑦ 支撑起女
群体对形象工业的 疑。

可以说， 只有 种 被动 动的自 觉察， 才能使得 美判断脱离形象工业的 语建构 群体

本身的利害关系， 塑造 美判断的 通感； 以 通感 原 的 美实践的 思， 也才能塑造 种 被

动 动的自 觉察。 康德认 ， 美判断是人的理 知 的中间力量， 是联 者凝聚 整体、
得以发挥人的内心的全部能力的关键 ，⑧ 而只有 人抽离 利害关系的情感约束， 才能得到纯粹
的美的体验， 而 是得到自身身体快感的单纯 抑或是被社会建构起来的想象物， 判断力的批判的
意 由 生。 康德将 种 “判断力” 称 “立法者”， 而人的 他能力只是将 验概念 “合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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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 来，① 而 有立法 。 判断力 实就是一种鉴赏能力。 康德认 判断力最基本包 着快

、 美和善 种状态②， 都 体的想象力以及 快抑或 快的情感相联系③。 种状态， 快
用于任何无理 的动物， 是一种 乐情感； 美只 用于人类， 它既是动物的也是理 建构的， 是

人所表达的纯粹喜爱的情感； 善是尊敬、 赞赏的情感表 ， 只属于理 的存在物， 是抽象的建构。④
康德认 个体的 美判断能得到 遍赞赏， 既是 必然的， 也是 的人 人的 通感的存在， 也
就是人的 地获 纯粹的美的情感能力。⑤但是， 如 们认 抵制形象工业的 心就是亟 大众

的 美判断的 建以及 导 的回 ， 美的 种单纯情感总是会被善的社会情感以及快 的内在欲求

所 响而失 纯粹， 使人或戴 道德压抑的枷锁或 欲求 满的傀儡。 因 ， 以 通感 心的对

美判断的 思就构 们 被动 动的基本原 ， 也只有在 基础 ， 们才能抵抗形象工业的

美 制并 解 种 美 制所造 的 别区隔。
在 ， 只有对以 通感 基本原 的 美实践追求 自 觉察， 才能将女 体从以形象工业

中心的 美 识返回到 体间的相互确认 识 ， 使 掌握对 美判断的 语 和 导 。
以 通感 基础的 美实践 思， 也是作 女 感 革 治联盟的基础， 它除了瓦解
外在的 别 语的 制， 唤女 个体的自 思， 它也在促使亲 原 转向 原 的女

的思想发展， 也只有在 基础 才能将 落的、 的女 意识 整合， 也才能 一 加强

别沟通， 弥合 别区隔的裂缝。 男 禁欲系， 类 别 语的发展， 该是作 时代的窃窃私语

边缘问题， 而 该 作整个历史的宏大 而被 们 所 视， 被女 的 体研究所 视。

（责任编辑： 邝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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