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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号 标 出 性 与 中 国 消 费 社 会 的 时 尚 变 迁

杜 亚 鑫

摘 要:文化研究中的标出性是有趣而棘手的问题。非标出项和中项构成正项，标出性构成异项，

中项偏边造成标出项和非标出项的历史翻转。本文拟从标出性的翻转分析中国消费社会的时尚变迁，

并揭示形形色色的时尚背后所隐藏的消费社会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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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标出性

标出性这个概念起源于语言学，在上世纪 30 年代，由

布拉格学 派 的 俄 国 学 者 特 鲁 别 茨 柯 伊 (Nikolai Trubet －
zkoy) 把标出性定义为“两个对立项中比较不常用的一项

具有的特别品质”。对立的两项不对称，使用次数较少的就

是“标出项”，而对立的使用较多的那一项就是“非标出

项”。非标出项是正常项。标出性的研究就是找出对立的

两项规律。著名语言学家约瑟夫·格林伯格(Joseph Green-
berg)于 1963 年提出一个总结性定义，1994 年语言学家艾

利斯讨论标出性特征，他们的关注重点都落在了语言的形

态上，但是标出性问题不一定在形态上表现出来。沈家煊

在《不对称和标记论》中指出:“标记性有六个标准:组合，

聚合，分布，频率，意义，历时。这六条标准中，组合标准和

聚合标准是形态标准，有具体语言形式可参照，而分布标准

和频率标准所依循的语言形态是隐性的。分布标准和频率

标准不仅能用来判别一种语言内的有标记项和无标记项，

而且还是建立跨语言标记模式的依据。”①然而，迄今为止，

标出性问题理论上仍然处于混乱状态。在语用学方面，有

越出语言边界的趋势，但是成果远不如在词法、句法等语言

学传统领域中那么丰富。迄至今日，关于标出性问题的研

究大多局限于语言学领域，少有踏足文化领域，更未能综合

成一个文化标出性理论框架。在此背景下，赵毅衡教授独

辟蹊径将标出性问题纳入文化研究的范畴，探求各种文化

标出性所共有的特征。他认为，在标出项和非标出项之间

存在着大量“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表意，这就是中项，中

项的特点是无法自我界定，也没有自己独立的符号，必须靠

非标出项来表达自身。非标出项和中项构成正项，这是社

会所认同的主流，受中项排斥的成为异项，即标出项。②可

以看出，到底是标出项还是非标出项与中项的偏边有着

直接的关系:中 项 偏 向 一 边 的 即 为 非 标 出 项，中 项 偏 离

一边的即为 标 出 项。这 种 现 象 是 文 化 符 号 学 中 判 断 标

出性的关键。
“文化”一词无疑是最为宽泛和复杂的一个表达单位，

美国学者赛义德说，“我所谓的文化，有两重意思。首先，它

指的是描述、交流和表达的艺术等等活动。这些活动相对

独立于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同时它们通常以美学的形

式而存在，主要的目的之一是娱乐，在某一个时候，文化积

极地与民族或国家联系在一起，从而有了‘我们’和‘他们’
的区别，文化成了一个舞台，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力量

都在这个舞台上较量。”③而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在《文

化分析》中对文化进行了有效地界定和分析，使人们跳出了

长期以来对文化的静态观察方式，他认为，“文化一般有三

种定义。首先是理想的文化定义，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

状态或过程。其次是文献式的文化定义，文化是知性和想

象作品的整体，这些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详细记录了人类的

思想和经验，最后是文化的社会定义，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

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

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

值。”④从这些定义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一词涵盖并表现

了人类历史和生活状况本身的复杂性，文化从自然耕作提

升到精神层面的历史语义变化，使其本身被强烈地定义为

正项，是非标出项，它本身的诸多风格元素( 习俗、礼仪、餐
饮文化等)是非风格化的，这样才能达到普遍的社会认同。
实际上有不少符号学家认为风格就是“对正常的偏离”，也

就是说，风格的对立面，就是“风格上非标出性”，绝对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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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性的风格，所谓“零度风格”，也就是风格被程式化后变

得习以为常。
文化中项的变动不居能带来标出项和非标出项的转

换，这种转换不是封闭圈的循环而是文化自我更新的要求

也是新对旧的传承。新古典主义或者任何一次以“古典”
为名的回归运动，都必然立足于新的文化现实。因此，文化

史上的复古与回归从来都被视为新的潮流并往往始于一轮

标出风格的完结之后。⑤这非常类似于鲍德里亚所说的“再

循环”，时尚的循环，每个人都应该做到跟上潮流，并且每

年、每月、每时、每刻对自己的穿着打扮等进行再循环，假如

不这样做，就不是消费社会的真正成员。

二 时 尚

当今社会，时尚已然成了一个时髦的词语，它可以用来

形容一个人、一件事、一个团体甚至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但

是究竟何为时尚，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送红宝书，穿的确良布料的衬衣是时尚，而今大多数

“90 后”不知红宝书、的确良为何物;如今牛仔裤要破旧有

洞是时尚，眼镜只有镜框没有镜片才叫时尚，字正腔圆说话

不是时尚，要纯正台湾腔外加嗲声嗲气才是时尚。
从字面意思来看，“时”就是一个时代，一个时期，有历

时性的意味;“尚”是追求和崇尚。简而言之，时尚就是在

一定时期内，人们追求的东西。时尚也可定义为:“特定时

段内率先由少数人尝试、预认，后来将为社会大众所崇尚和

仿效的生活样式，其触角往往深入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

方面。”⑥时尚具有标出性，而流行具有非标出性，这是时尚

与流行最大的不同，齐美尔曾经说过: “时尚的本质存在于

这样的事实中:时尚总是只被待定人群中的一部分人所运

用，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在接受它的路上。一旦一种时尚

被广泛地接受，它们就不再把它叫做时尚了，时尚的发展壮

大导致的是它自己的灭亡，因为它的发展壮大即它的广泛

流行抵消了它的独特性。它在普遍接受与因这种普遍接受

而导致的其自身意义的毁灭之间摇晃，它具有开始与结束

同时发生的魅力，新奇的同时也是刹那的魅惑。”⑦根据时

尚的本质，时尚是一个从不被每个人满足的标准，因而，它

具有将社会服从同时变成个性差异形式的特点。时尚是对

既定模式的模仿，它满足了社会适应的需要;它把个人引向

每个人都在行进的道路，它提供一种把个人行为变成样板

的普遍性规则。但同时它又满足了对差异性、变化、个性化

的要求。时尚是将社会一致性与个性差异化动机相结合的

一种社会形式，简而言之时尚具有群体归属和建构身份认

同的双重作用，下面以当代中国社会时尚变迁为例来阐释

其背后所隐藏的文化意义。
传统中国文化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此种观点影

响人们根深蒂固，但此条规则在 21 世纪之初的神州大地已

经悄悄改变。看看铺天盖地的整容广告和极具诱惑的广告

词，你就会有跃跃欲试的冲动:“精简你多余的‘美’”，“忘

记 photoshop，丢掉化妆盒”，“你再也不想做‘贝多芬’了

吧?”2003 年中国首位人造美女郝璐璐的诞生在当时多少

有点惊世骇俗:在全身 10 多处进行全面整形，历时 200 多

天，耗资近 30 万元。这种标出性行为在当时绝大多数人不

论是经济上还是心理上都是不能接受的。随后在 2004 年，

广州女管英为了让自己 1． 62cm 的身高增长到 1． 70cm，不

惜做了让世人瞠目结舌的决定:“断骨增高”，同时她又做

了隆鼻、植发转移、种睫毛等身体上 21 个部位的美容术，成

为首位广州人造美女，和郝璐璐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如

果说“首位”、“人造美女”这些称谓能看出当时绝大多数国

人(中项)对此时尚潮流持的观望态度，两位人造美女的行

为属于极少数的标出性行为，容貌天生注定的观点是非标

出性的，是得到中项认同的正项。那么时至今日，标出性已

经悄悄发生变化了:美容院火爆的现象，世界整形美容业已

经成为仅次于航空业和汽车业的第三大产业，全世界每年

的市场总额 有 1500 亿美元。在韩国，始于演艺圈的整容已

经发展成为一项全民运动，在民众心中，整容如同化妆和换

发型一样简单。而在中国尽管整形美容手术失败的案例不

时见诸报端，但整形美容手术仍以每年超过 200%的速度增

长，整形美容已成为继购房、购车和旅游后的第四个消费热

潮，连整形美容机构都不讳言在充分展示“眼球效应”背后

所隐藏的巨大经济效益。昔日的标出性在时下已经取得了

中项的认同变得非标出了。
以上从人们的“面子”分析了标出性，下面再从“穿”的

角度分析标出性的翻转。让·保罗·高缇耶( Jean － Pual
Gaultier)打破常规，设计了外穿的紧身胸衣，自此得体与无

礼，内衣与外衣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紧身胸衣原是 19 世

纪塑造女性身体曲线的内衣，在 20 世纪 50 年代，女性们为

了拥有纤细的腰线，性感的臀线，重新穿上紧身胸衣，但这

种衣服是要藏在卧室里的，只有最亲密的人才得以一见。
到了崇尚实用，注重身体解放的 20 世纪 80 年代，紧身胸衣

不再受欢迎。20 世纪 90 年代麦当娜在她的“Blonde Ambi-
tion Tour”巡回演唱会上，身着金色紧身胸衣，黑色丝袜魅

惑全场，这种标出性的大胆着装着实让不少人吃惊，但其后

刮起的紧身衣时尚风潮，让紧身胸衣迅速普及到全美，各大

媒体争相报道，各路粉丝争相模仿，反倒使这样标出性的物

品得到大众中项的认同，而麦当娜在此次演唱会中的标出

性着装也已经成为流行音乐会上的经典形象。中国对紧身

胸衣的接受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文革”时期，服饰沦为

纯粹的政治符号，传统的长袍、马褂和西式服装，被列入“四

旧”范畴，受到激烈批判，代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绿军装

在服饰舞台上“一统天下”。随着中国进入消费社会，生产

消费欲望成了各大商家的首要目的，中国的服饰呈现出多

姿多彩的风貌，而紧身胸衣就是在那时悄悄来到我们身边。
1994 年左右，日本将这种带给女人观念革命的现代塑身内

衣制作技术传到我国的台湾，接着传到大陆。而国内女性

真正开始广泛熟悉塑身内衣(紧身胸衣变体) 是从 2000 年

婷美的强势广告宣传开始的，到如今电视购物 24 小时不间

断地播报紧身胸衣的好处，打开电视就可以看到身材窈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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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特，身着紧身胸衣，摆着各种迷人的姿势，诱惑大众购

买。紧身胸衣从 1990 年代的“我悄悄地来”标出性到 21 世

纪的大众衣橱的必备单品，成为中项认同的正项，它的接受

过程就是标出性翻转的过程，也是一部女性服饰变迁史。
标出项不断冲击正项，并对中项发动争夺。而原有正项对

标出项必须予以某种宽容。在这种双重力量作用下，标出

性在一定时期往往呈现出某种普遍性态势，而“普遍标出”
也是消费社会中常见的现象。服装也不再简单的是遮体或

者御寒，服装是使身体文明化的手段，是个人以社会认可的

方式来表现肉体自我的“文明技术”⑧。
下面我们从“行”的角度来看看标出性的翻转。中国

自古就有“父母在，不远游”的俗语，人们的活动范围大都

还是囿于父母所接触的小圈子，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 20 世

纪 80 年代，那时的旅游消费在家庭总消费中的比重是极少

的。人们的出行多是走亲访友、出差办事，为了个人休闲放

松，身心愉悦而进行的旅游行为在那个年代是让人艳羡的

标出性行为。随着人类步入消费社会，旅游业也日渐壮大，

旅游终于由一种个体的体验行为演变为普遍的大众化的群

体性事件，构成了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的“社会事实”。旅

游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出现和普及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

原因。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得诸神走下神坛，确

立了自我主体并开始积极地探索未知的世界，同时现代社

会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与交通工具导致“时空压缩”的事

实为人们“睁眼看世界”提供了可能。旅游逐渐从一种古

老的个体行为向现代的经济产业和文化生活方式演变。中

国社科院发布的《2013 社会蓝皮书》显示:1979 至 2011 年，

中国人均 GDP 年均增长 8． 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和农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均为 7． 4%。2007 年全国

城镇居民出游达到了 6． 12 亿人次，总花费达到 5550． 39 亿

元，人均花费 906 元;农村居民达到了 9． 98 亿人次，总花费

达到 2220． 23 亿元，人均花费 222． 5 元。在现代性的语境

下，旅游本身构成了全球化情景中地方社会文化乃至社会

结构变迁的重要力量。而旅游景观也出现了如下的演变趋

势:追求体量上的更高更大，力求从视觉上震撼人心，如东

方明珠塔，成都的 468 高地;对异域景观符号的移植现象突

出，如各地的世界乐园基本都是世界景观的微缩;动态演艺

景观和虚拟类景观广受欢迎，张艺谋的各大“印象”题材成

为旅游景观的座上宾;“发明”的传统景观，这里的发明指

的是为了吸引游客而仿造的各类景观，它们并没有相应的

历史或文化联系，而是奇观的展示和商业交换的达成。今

天城市的旅游景观已经成为了展览，为了吸引眼球而卖力

地吆喝。每逢大假，如国庆节、五一节、春节，到处可见汹涌

的人流，难怪网友们调侃“黄金周”变成了“黄金粥”，人们

为了增长见识、愉悦身心的出游终于在历经数千年的标出

性后，在技术和媒介的双重推动下扭转成为非标出性了。
理想化的时尚应该是持续短暂的时刻，就被一种新的

时尚所取代，19 世纪每十年就循环一次，到 20 世纪 70 年代

以后每个季节就要循环一次，而进入 21 世纪，时尚就像是

穿了格林童话中巫师的红舞鞋，亢奋至极再也停不下来了。
裤子是罗兰·巴特所谓“神话化”(也就是自然化)，牛仔裤

的流行，T 恤衫的普及，裹脚，哥特时代晚期隆起的肚皮等

都经历了标出性和非标出性的翻转，如今在网络时代，网络

语的流行也经历了标出性和非标出性不断的翻转，如前段

时间流行是“你幸福吗”、过段时间又流行“屌丝”，“高富

帅”，再过一段时间又流行“× × Style”。似乎在日常生活

中，你言语中没有这些时尚的词，你就生活在另一个世界，

更有好事者将它们诞生的前因后果分析得头头是道，连英

文版也被迅速翻译出来，登在了中美新闻网上。时尚就是

不断发生、发展、衰亡，于是又有新的时尚登堂入室，形成一

幅幅惟妙惟肖“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人间百态图。我们可

以用“文化主导因素转移机制”来加以描述标出性翻转。
文化主导因素，有可能是社会制度要素，也可能是某种具体

的技术因素。如果说，“被动让位”与“主导因素转移”与文

化中标出项博弈过程直接相关，那么“文化的试推机制”则

是文化自我延续的一种总体策略。⑨被标出的异项可能并

不必然成功实现历史翻转，但从“试错”的角度来看，文化

必然向多个方向迈出步伐，才可能获得自我延续的更大机

会。这非常类似于皮尔斯所说的“试推法”。

三 消费社会的逻辑

在经过以上分析后，我们可能会继续追问，为何人们会

心甘情愿地追逐所谓的时尚，乐此不疲地被时尚牵着鼻子

走呢? 诚然时尚的新颖性是其不可或缺的吸引因素，但当

追逐时尚的消费进入非生产性的社会领域，消费的社会逻

辑开始操控该行为本身，消费想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就需要

与社会结构的既定逻辑形成共谋，制造出消费意识形态。
费瑟斯通认为，“消费文化，顾名思义，就是指消费社会的文

化。它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认为大众消费运动伴随着符

号生产、日常体验和实践活动的重新组织……消费绝不仅

仅是为满足特定需要的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相反，通过

广告、大众传媒和商品展陈技巧，消费文化动摇了原来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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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在鲍曼看来，消费文

化已经成为一种制度，“这一制度是由作为当代西方社会枢

纽的市场制度支持的。消费文化使男人与女人被整合到一

个首先是作为消费者的社会中。消费文化的特征，只能用

市场的逻辑来予以解释，从这里产生并发展出当代生活的

所有其他方面，这样，文化的每一个方面都成为了商品，成

为市场逻辑的从属者。”瑏瑡

消费社会的建立至少需要如下条件:商品生产达到相

当的规模，在足以支撑整个社会再生产的情况下，人们日常

的消费能力、消费欲望和消费市场被充分地培育出来，这时

候的消费是为了进一步满足人们的非生产性的消费欲望，

消费是符号属性的消费。消费一方面制造需求欲望，正如

坎贝尔所言，想象中的对象与真实的对象之间的差异造成

了一种“持续的欲求”，正是这种欲求推动了消费;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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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把消费伪装成人人都可以获得和享用的现实状况。这时

候物品和符号已经相互分离，真正的消费已经在符号层面

上进行。符号消费作为消费社会的特点，需要制造一种消

费意识形态神话来获取合法性，大众传媒对这一过程的参

与是必不可少的，它制造消费欲望，消解人们的消费能力差

异。人们在选择哪家整形美容医院时，会特别留意其代言

人，选择哪种美体内衣时会特别注意它的品牌。过分泛滥

的符号洪流带来的问题超出任何人的预料: 它无深度运

作，它的过宽幅反而变成窄幅，使个人失去选择的可能，只

有靠现成的组合方式度过人生，每个人都成了马尔库塞所

描述的“单向度的人”。
在昭示地位和成功的品牌诱惑下，生成了德波所讲的

炫耀式的景观表象对人的深层心理的下意识统治和支配。
鲍德里亚认为这种支配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商品之间的链锁

意义的动机控制。比如你买了一件阿玛尼的衣服( 欲望突

状 A)，它就会暗示要买同档次的裤子和鞋子 ( 欲望突状

B)，而当把这一整套行头买下后，它们又会暗示你的发型，

你的妆容(欲望突状 C) 应该变换一下，一个个关联性的物

品，启动一整套关于理想生活方式的欲望。在令人眼花缭

乱的消费行为后，起支配作用的东西，是由符号话语制造出

来的暗示性的结构性意义和符号价值 ( 社会地位、威 信

等)。它们形成相互指涉的意义链，相互暗示着更复杂的高

档商品，并使得消费者产生一系列更加复杂的动机。鲍德

里亚宣称:“消费的主体，是符号的秩序。”瑏瑢它让人们陷入

消费的狂热中并形成你追我赶的态势，成为不成文的规定

和“凡勃伦效应”，即:我购买它只是因为它更贵。在凡勃

伦那里，这种炫耀式消费是指某种脱离了直接使用目的的

显示名誉和地位的消费。瑏瑣名流与商品的结合，极有可能煽

起时尚。时尚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允许自我投射，用一个不

属于自己的呈现，代替自己的呈现。一切关于自我意义的

烦恼问题，都可以在消费商品的“时尚型”购买中得到解

决，哪怕是暂时性的解决。瑏瑤

不可否认消费社会给我们带来了视觉的震撼，购买的

愉悦，但是其内在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正如赵毅衡教授指

出当代符号危机有四大特征:无限度追求对欲望的欲望;娱

乐迫使意义在场的结束;表意时空距离的消失;反弹单轴

化。瑏瑥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消费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过

程中一个必经阶段，需要我们扬长避短，不盲从，不跟风，清

醒地对待消费社会所创造的一个又一个时尚神话，修炼内

心，坚定自我，以自身的努力来净化周边的环境，努力使得

消费文化朝科学、健康、可持续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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