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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装酷 ： 四所瑞典学校的
1 3 岁学生自拍现象的社会符号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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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 〕
迈克 尔 ？ 福斯曼 （

Ｍ ｉｃｈａｅｌＦｏｒｓｍａｎ
）

内容提要 通过 对 四 所瑞 典 学 校 的 1 3 岁 学 生进行 自 拍 、 评 价 自 拍 的 研 究 表 明 ， 自 拍 是

符 号 学 和 社会性别 建构 的 表现 形 式 和 性 别 实 践 。 自 拍在 性 别 规 范 化 、 性 别 操 演 中所起

到 的作 用 ， 是通过认 同 普适价 值 中 社会 性别 分化 的 规 范 完 成 的 ， 尤 其 是通 过认 同 男 性

气 质 的 规 范 来完 成 的 。 在 日 常 的 、 持续 的 线 上／ 线 下社 会 交 往 中 ， 自 拍作 为 真 实存 在

的 、 社会性 别 化 的 传播媒体
，
起到 了 非 常 重 要 的作 用 。 自 拍 还 可 作 为 赋 权 教育 的 材 料

及文 化形 态 ， 它 还可在 跨 国 、 跨文 化工作 中使用 。

关键词 自 拍 社会性 别 青少年 媒介 实 践 社会符号 学

通常来讲
，
自 拍是指

“

用智能手机或 网络摄像头拍照 给 自 己拍照
，
然后上传至

社交媒体网站
”

的照片 （ 《牛津在 线词典 》 ） 。 自 拍 中最常见的版本是对脸部进行中 、

近景的拍摄 。 绝大多数的 自 拍照集中 在外貌 、 表情和穿衣风格的拍摄上 ，
也包括对

宠物或其他物 品 、 或新衣服 的拍摄 。 还有不少 自 拍照集中展现了身材 、 臀部 、 胸部 、

乳沟和腿部
［ 1 ］

。 这些通用的惯例使 自 拍照 自 然而然更关注外貌 、 表情和身体 ， 从而

更注重可视表征 、 操演文化 、 文化规范 的社会传播 ，
反映 了关于社会性别 ， 年龄 ，

种族和性的具体实践 。

根据戴娜 ？ 博伊德
⑴
的观点 ， 自 拍可被视为 印象管理的一种

，
它包括身份认 同

的三个方面 ： 第一
，
我所理解 的真实 的 自 我

；
第二 ， 我认为的他人的 眼光

；
第三 ，

在他人眼中 ， 我希望被如何看待 。 因此 ， 与博客或视频 日 记
［

3
］

相 比 ， 自 拍是一种更

加
“

个人化的类型
”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ｇ

ｅｎｒｅ
） 。 然而 自 拍并非 只是 自 我表现 ； 自 拍是一种社

会现象 ， 是亨利 ？ 詹金
［

4
］

所说的
“

参与式文化
”

的
一类

，
用户 生成的 内容

［
5

］

在
“

网

络公众
”
［

6
］

中 传播 。 大部分的 自 拍文化发生在社交 网站 （
ＳＮＳ

） 上 ，
如 Ｉｎｓ ｔａｇ

ｒａｍ 或

Ｆａｃｅ ｂｏｏ ｋ 0 正如博伊德
［

7 ］

所说 ， 在 网络空 间里 ， 图像的公开是默认的
，
而隐私则不

易保护 。 但真正重要的是个人网 络结构
［

8
］

。
正是在这个社会框架里 ，

图像发生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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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社会意义并得到认同 。 因此
，
自 拍可以被看作一种社会性话语 ， 因为它们在

网络空 间 中 引起反响 （例如被点赞 ） ， 也与线下的生活 、 与图 片上传者的符号性动机

有关
［

9
］

。

这也是本文 的研究发端 。 本文运用 了 近期 的一份瑞典报告
［

1 °
］

， 其英文标题为

《

“

鸭唇
”

与装酷 ： 社交媒体 、 游戏和视觉交流中 的 4
－

7 年级男女生 》 、
Ｄｕｃｋｆａｃｅ／

Ｓｔｏｎｅｆａｃｅ．Ｓｏ ｃｉａ ｌｍ ｅｄｉａ
，ｇａｍ ｉｎ

ｇ
ａｎｄｖ ｉｓ ｕａ 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ｎ

ｇｂ
ｏ
ｙ
ｓａｎｄ

ｇｉｒｌｓｉｎ
ｇｒａｄｅ 4

ａｎｄ 7
、 。 这项研究是 由瑞典媒体委员 会委托进行 的 （ 政府机构 ，

主要任务是促进未

成年人成为有意识的媒体用户 ，
并保护他们免受媒体的负 面影响 ） ， 有近 1 5 0 名儿童

参与 。

在访谈期间和工作坊进行中 ， 自 拍现象不断出 现 。 在很大程度上
，
对 自 拍 图像

的实践和讨论与社会性别有很大关联 。 同时 由 于我们 的访谈对象是 1 0 到 1 3 岁 的儿

童
，
我们发现年龄也是影响 自拍和社交媒体参与 的一个重要参数 。 因此

， 本文所使

用 的材料只基于对 1 3 岁儿童的访谈 。

我将首先介绍 自 拍现象的社会背景
，
并简单介绍瑞典媒体委员会委托给我的任

务 。 接下来我将从社会性别理论
［

1 1
］ ［

1 2
］

、 媒体理论
［

1 3
］

和社会符号学
［

1 4
］

的角度来论述

我的观点 。

我认为 自 拍现象有三个维度 ： 第一
，
自 拍是社会性别表现的

一种形式 ； 第二
，

自拍是性别化的媒体实践和线上／线下的社会传播方式
；
最后 ， 针对将 自 拍作为性别

教育的材料和形式
，
我做了一些注解 。

自 拍是女孩子在 Ｉｎｓｔａｇ
ｒａｍ 上干 的事 。 她们 化上妆

，
想起鸭唇来 显得性感 ，

这样

能得到更 多 的
“

赞
”

。 她们在课间 跑去厕所 自 拍
，
然后上传到 网 上

， 学校其他女生会

评价她们 。
而我更喜欢电 脑和 网 游 。

（ 两个 1 3 岁 的男孩说道 ）

男 孩子们说他们 不 喜欢 自 拍
，
但是他们在 洗手 间 照镜子 时却摆 出 臭脸装酷 。 他

们 觉得 自 己很酷 。 他们 戴上 鸭 舌 帽 ，
脱掉衬衫 来 炫耀六块腹肌 。

他们 把镜 头 举 高 ，

眉 毛上扬 ， 跟 贾斯丁
？ 比伯一样 。

（ 两个 1 3 岁 的女孩讲道 ）

自 拍热

本项 目 的实证部分于 2 0 1 3 年春天进行 。 那时 ，
自 拍现象作为一种视觉性别实践

和社会体系正风起云 涌 （ 尽管我们 的访谈对象认为这些照 片是
“

个人影像
”

） 。 同

年
，

《牛津词典》 宣布
“

自拍
”

为年度词汇
，
英国媒体也预测 了一股

“

自 拍热
”

。 从

芸芸众生到好莱坞 明 星 、 音乐 名人贾斯汀 ？

比伯 、 蕾哈娜
，
再到世界领导人奥 巴马

总统和罗马教皇 ， 似乎都在 自 拍或者群拍 （
Ｕｓ ｓ ｉｅｓ

， 指多人一起拍 ） 。

自 拍热的技术前提是仍在进行中 的视觉文化转型 。 这一切都归 功于 口袋大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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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的 、 个人 的手机摄像头
，
以及简易直接的 图片 编辑和 网络传播 、 评论功能 。 在

线上流行文化和社交网络的 回 路中 ，

“

自 拍
”

巳成为形容各种利用 电子设备进行 自 我

塑形 的综合术语。 很多不同 的 自 拍亚种也不断演化出来
，
如 Ｂ ｅ ｌｆｉ ｅ（ ｔｈｅｂｕｔｔｓｅｌｆｉｅ 屁

股 自 拍 ）
，

Ｈｅｌｆｉｅ（ ｔｈｅｈａｉ ｒｄｏｓｅｌｆｉｅ 发型 自 拍 ） ， 健身 自 拍和葬礼 自 拍 。

一般 自 拍都通过快照来完成 ， 公认的基本风格是写实 。 同时它的风格非常程式

化
，
带有浓重的主观意识 。 拍摄 的地点和时 间 、 拍摄者的形象 、 想表达和传达 的信

息
，
都可 以通过上传 了的照 片表现出来 。 根据戴娜 ？ 博伊德 的理论 ， 自 拍可被视 为

一

种 印象管理 ， 涵盖了身份认 同 的三个方面 ： 第一 ， 我所理解 的真实的 自 我 ； 第二 ，

我所认为的他人 的眼光
；
第三 ， 在他人眼 中 ， 我希望被如何看待 。 这是正在展开的

身份认同研究的一部分
［

1 5
］

。 正如瑞典媒体和性别研究人员珍妮 ？ 桑德
［

1 6
］

在关于在线

身份认 同一文中 提出 的 ：

“

我通过写作创造 自 己
”

；
这一过程中 ，

他人的反映如 同
一

面镜子 ， 而线上 自 我形象再现的过程被不断生产和再生产 。

尽管 自 拍照是发布在 网上的 ， 但拍 自 拍似乎是个人 的事 。 同时 ， 由 于分享 的个

人图片数量过多
，
并不容易全部捕捉到

，
自拍可以被看作一种新的大众文化形式

；

而面部 、 身材 、 造型与照相位置等细节也消失于马赛克版的程式 中 。 由 于标准化和

重复度很高
，
我们有充分的理 由认为 ， 自拍促进形成并表现了社会性别 、 年龄 、 种

族和个人状态 （ 如幸福 、 社会地位等 ） 等这些当前盛行的文化规范 ， 并为媒介化个

人传记的编写和记忆工作的进行提供了模板 。

在 图片分享网站如 Ｉｎｓｔａｇｍ
ｍ 上 ， 无数个帖子罗 列 于 以下分类之下 ：

＃我 ＃ 自 拍＃

粉我 ＃ 。 在很大程度上 ，
这些图片是由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发布的 ，

其中大多数是女

性。 这些 自 拍照 中 出现的人们似乎
“

来 自 世界各地
”

。 然而也应该注意
，
并非所有人

都是
“

自 拍族
”

。

一些人不参与 自 拍是因 为不想拍
， 但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 ，

首要原

因是因 为没有经济或技术前提条件 ， 即没有智能手机或上网设备 。

瑞典这篇文章对 9 －

1 3 岁 的孩子进行 了研究 ， 他们 中大多有智 能手机和移动上

网设备 ， 这使得他们无形之中成为 了 自 拍群体的一员 。 对他们而言
，
自 拍照主要通

过
Ｉｎｓｔａｇ

ｒａｍ 上传 ， 其他一些ＳＮＳ网站如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 Ｋ ｉｋ－ｍｅｓ ｓｅｎ
ｇ
ｅｒ

、
Ｓｎａ

ｐ
Ｃｈａｔ等也与

自 拍现象有关 。 以 中 国为例 ， 大约有 6 亿人活跃在社交媒体 。 在中 国 ， 微信 （ 类似

于 ＷｈａｔｓＡｐｐ ） 中有 自 拍和 图片等功能 ， 人们可 以
“

聊天
”

或者
“

视频聊天
”

， 就像

芬兰媒体研究员 米克 ？ 维利说的那样
［

1 7
］

。 通过这种方式 ， 人们可 以 以发送 图片 的形

式向朋友问好
，
就如 同发短信和打电话一样 。

研究发端

最开始促使瑞典媒体委员会进行这项研究 的原因是 ， 在他们对儿童的媒体访问 、

使用 以及态度的半年度的数据统计 中 ， 反映 出 儿童在媒体使用上的显著的社会性别

差异 。 简言之 ，
1 2 岁 以上的男孩子喜欢玩游戏

，
而这个年龄段的女孩则对 Ｉｎｓ ｔａｇ

ｒａ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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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ｍｂｌｒ
，ＫＩＫＭｅｓ ｓｅｎ

ｇ
ｅｒ

和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等极为着迷 。

在媒体委员会的要求下 ， 本研究将是 民族志 的 、 探索性的 ， 它将大量的儿童包

含其中 ，
其数据反映 了孩子们用 自 己 的语言来描述的 网络媒体使用情况 。 媒体委员

会还要求 ， 该项 目 提供一些教学材料 ， 供教师和其他人员使用 。

本研究的总体方法是 比较宽泛 ， 它包含三个相关 的主题 ， 分别是 ： 日 常生活 中

的社交媒体 、 游戏以及视频聊天 。 所有的研究包括 2 6 个焦点 小组访谈 （
ｎ 9 4

） 、 十

三个个人访谈 （
ｎ ｌ 9

） 和两个工作坊 （
ｎ 5 2

） 。 研究对象是来 自 于 四所学校 的 1 4 2 名

儿童 ， 他们来 自 大斯德哥尔摩地区 ， 社会经济和种族背景各不相 同 。

我们的访谈小组是性别 同质的 。 我们以学校和家庭为两个关注点 ， 询 问 了访谈

对象与媒体设备 （ 智能手机 、 电脑 ） 互动 的 日 常实践 。 我们 的 问题包括他们在手机

和 电脑上玩的游戏
，
也包括他们最喜欢 的 Ｙ ｔｍＴｕｂｅ 频道 、 博客 和视频博客

；
我们还

问 了关于视频聊天的 问题
，
比如 以 自 拍形式进行 的视频聊天 。 同时 ， 我们还 向访谈

对象展示 了一些 自 拍照
，
希望能引 发对话 。

基于更理论化的基础 ， 我希望重新定义委员会委派给我 的项 目 。 原研究的重点

是性别角色
，
认为孩子们受到媒体的影响 ， 而在这个过程中 ， 性别 角色被不断继承

和模仿 。 而我则更加认同朱迪思 ？

巴 特勒的建构主义理论 ， 与她著名 的社会性别操

演理论相一致 ，
即社会性别构成中

，

“

表达即结果
”

［
1 8

］

。

我也认同雷温 ？ 康奈尔将社会性别作为身份认 同 中重要原则 的观点 ： 其影响不

只限于青少年
，
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 同质社会化的对等人际关系 中 。 正如康奈

尔所说
，
社会性别是

“

社会实践保持有序 的方式
”

［
1 9

］

。 康奈尔强调孩子不是 白板一

块 ，
也不该是某种预设的性别心理演化指令的作用对象 。 孩子们也有社会能动性

（
ｓｏ ｃ ｉａｌａｇ

ｅｎｃｙ ） ， 他们的社会性别建构应被视为对社会性别代码的积极挪用 （
ａｃｔ ｉｖｅ

ａ
ｐｐ

ｒｏ
ｐ
ｒｉａｔ ｉｏｎｓ

） 过程 ，
这种挪用在当时的社会性别制度下

，
显得合情合理 。 其中有两

条普遍 的规范与瑞典社会性别历史学家伊凡 ？ 赫德曼的观点一致 ： 两性 的分离和女

性的从属地位的建立
［

2°
］

。 很多这样的
“

社会性别行为
”

都是在同质社会化的对等人

际关系框架中发生的 ， 这个过程充斥着主体间 的监督和修正 ， 而成为
“

规范化
”

过

程的一部分
［

2 1
］

。

我也试图摆脱这样的观点 ，
即媒体使用是已存在的性别差异在兴趣和倾 向上的

反映 。 相反 ， 我想探讨社会性别 和年龄是如何在媒体空 间 中 、 在不断进行 的身份认

同谈判 中被积极编码 、 创建 、 操演并解码 的 。 我也质疑认 为媒体 的使用是学校 以外

的现象这种看法 ，
因为智能手机和其他媒体小工具 的使用让我们 当代的媒体文化深

深植根于学校当 中 。

我的另一个 目标是
，
抛开传统的将媒体解读为文本的观点 。 相反

，
我认为媒体

使用是一种实践 。 在这里
，
我深受杰出 的英 国媒体学者尼克柯尔迪 的影响

［
Ｍ

］

。 我将

基于柯尔迪的现象分析理论
，
而不是从文本导 向 的角 度来理解媒体 、 使用媒体 。 研

新 闻与 传播研 究 2 0 1 4 年增刊 1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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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的重点 是将媒体 的使用放入 日 常 生活 中 ， 将其作为社会 的 、 现行 的 、 定期 的 与人

的需求 （ 联系 、 确认 、 社 区 、 信任等 ） 相关的 实践活动 。 柯尔迪 的部分观点是 ， 当

今媒体文化的核心是与 电脑和 智能 手机紧密 联 系 的 ， 它不断发 展 、 无处不在
，
在很

大程度上 是个人的 、 移动 的 、 社会的 、 互动 的 。 在此基础 上 出 现 了
一种 新的媒体实

践方法 ， 这与我们 个人媒体相关 ， 并在不断演变
，

如 冲浪 、 上传 、 点赞 、 转发 、 互

粉
，
检查

、
贴标签 、 搜索等行为 ， 或者是拍 自拍 与大家分享 。

柯尔迪并未将 自 拍作为他 的 一个例子 ， 但他提倡 的新媒体实践 的某 些特征却适

用 于 自 拍 这种现象 。 例 如柯尔迪将实践命名 为
“

展示和被展示
”

， 这意味着 上传 图 片

使 自 己被人看见 ， 分享 、 传播照片也是与此相关联 的行为 。

“

出席
”

是另一种相关的

行为 ， 柯尔迪认为 ， 它 的意 思是通过贴 图 、 点赞和分享等行为 ，
达到 在社交 网络 中

“

现身
”

的 目 的 。 柯尔 迪也强调 ， 他所指 的是
“

关 于 自 我 的工程
”

，
即 通 过媒体实

践
，
不断塑造和再塑造线上 ／线下 的 身份 。

在此基础上 ， 我将通 过 以 下 三个方面来讨论和呈 现我 的实 证材料 ： 自 拍是社会

性别表现形式 ；
自 拍是性别化 了 的社会符号学表现方式 ； 自 拍是社会性别 教育 的材

料和形式 。

自 拍作为社会性别 表现形式

基于霍尔斯
［ 2 3 ］

把媒体视为表现形式 的开创性观点 ，
可 以认为 自 拍能描述并构建

它们所代表 的 事 物 。 通过不 同 的 编码形式 ， 自 拍 能够展示 不 同 的 人 、 他们 的 身体 、

社会性别等 。

有很多人做过 有关什么是理想 的编码 、 解码 的调 査 ， 当拍 摄 、 上传 、 评价其他

人 的 自 拍时
，
青少年和年轻人的 主张最重要 。 其 中

，
爱沙尼 亚媒体研究员 安德拉 ？

西 巴克做过此类研究
［

2 4
］

， 下面是西 巴克所提 出 的 有关 自 我 表达和印象管理的惯例和

规范的总结 。 在我所做的研究 中
，
对十 三岁 孩子的访谈所反 映 出来的情况 很大程度

上和这些规范类似 。

？ 如果你 的形象和专业摄影的效果相似这很好 。 与名 人 的视觉标准相关也很好 ，

或者与使用你 网络的其他人的视觉风格相似 。

？ 你应该上传一些你 自 己 觉得能显 出 你好看或更漂亮 的 照 片 ， 和那些你认为 能

让别人觉得你好看的照片 。

？ 你 的 图 片形象应该能传递 出这样 的信息 ， 那就是你 的生活很有趣 。

瑞典媒体研究者安雅 ？ 赫德
［

2 5
］

所做的有关 自 拍 的视觉规范 和完 美标准理想 的研

究更 明确 的基于社会性别 。 赫德在一个有关 自 拍 的广 泛材料的文本分析 中表 明
，
活

泼 、 帅气 、 健壮的 男性身体 （ 和广告 、 体育等相关 ） 和摆造型 的女性身体之间存在

视觉二元对立 。 根据赫德 的观点 ，
男 性身体更具 自 信 ，

男 性不想依赖 相机或他人的

评价来 展 现 自 己 。 与 此相 反 ， 女 性 身 体 更 需要
“

男 性 的 凝 视
”

， 由
“

可 看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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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
［

2 6
］

。

我们访谈的女孩大都对 自 拍有很多可谈 的
，
甚至表现出 对这一话题极大的热情

和参与度 。 然而相 比而言
，
几乎没有一个男孩想谈 自 拍这一话题

，
至少不想在采访

中 当着他们的同伴谈论。 以 这次面试 中 的五个男 孩为例 ， 他们来 自 斯德哥尔摩 内城

区 中央的一所学校 。

Ｄ
： 我几乎从来不上传 自 拍照 。

Ｚ
： 我也是 。 我 只是看看 别人的 。

（
Ｆ ． 2 ． 五个男孩 ）

单独访谈也是同样的情况 。 比如说
，
这里有两个 1 3 岁男孩的谈话记录 （

1
．

6
）

：

Ｋ
： 在某个 网 站需要个人相 片 时

，
我就 用 网 络摄像头拍一 张 自 己 的 照 片 再上传 。

然后
，
照 片 就永远在 那里 了

，
就不 改 了 。

Ｊ
： 再也不会改吗 ？

Ｋ
：
至少在我还是那个 网 站 的会 员 时

一 直不 会改 。 （ 笑 ）

而女孩们则更愿意谈谈视觉编码 。 与
“

可看性
”

、 男 性凝视时表现出 的 自 我意识

以及 同伴的评价相关的其中一个规范是 ， 自 拍照最好能看起来 比实际的年龄要大 。

Ｖ
：
一般来说你上 传的都是看起来比你 实 际要大的 自 拍照 。

Ｒ
：
而且你不 会上 传那些显得你难看的 照 片

（笑 ）

Ｖ
： 照 出 来的 你并 不 总能让你 满意 。

Ｒ
： 但你 可以 用 特效和 滤光 。

Ｖ
： 不 管怎样

，
如果照 片 里的我 没有化妆 ， 我肯定是不会上传的 。

Ｒ
： 我也不会 ， 因 为上传 的话所有的人都会评论 ：

“

看呢
，
她竟 然 没化妆 ！

”

另一种不断 出现的视觉 自 我意识编码和
“

女孩 自 拍照
”

的审美编码是
，
你的照

片最好有点
“

扭曲
”

。 为获得这种视觉效果
，
可 以斜着相机拍照 ， 或者使用 图 片共享

应用 中 的滤镜 。 以下这三个女孩认为 ，
要想让你的 自 拍 照在他人看来 ， 尤其是你 的

同伴看来更动人更
“

自 然
”

， 你的照片必须是扭曲 的 。

Ｓ
： 我必须稍微扭曲一 下 照 片 。 （ 笑 ）

Ｃ
： 没错 ， 这样显得更优雅 。

Ｒ
： 对

，
不 然你就会显得很僵硬

，
就像 那谁来 着 ，

对 ， 希特勒 。

（
Ｆ ． 2 3 ． 三个女孩 ）

在这次谈话中 ， 对南部郊区三个女孩的面试体现了 另一个视觉规范 ， 即
“

太爱

表现
”

也不好 ，
这可能会影响你的名声 ，

以及在线上或线下别人对你的看法 。

Ａ
：
一些人拍照 时化特别 浓的 装 。

Ｃ
：
她们 只是希望 有更 多 人点赞 。

Ａ
：
也许她们上传或发送照 片后 ，

会吸 引 到 男 孩的 注意
，
但 当之后他们在现 实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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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中见 到 这个女孩后 ，
就会说

，
哟 ！

你 怎 么 和在 网 上看到 的 不
一样 。

（
Ｆ． 2 3 ． 三个女孩 ）

我们对女孩 的其中一些采访中 出 现了另一种分类
，
即把所谓 的

“

严肃
”

的照片

和所谓 的
“

不严肃
”

的照片的分类 。 我对这种分类的理解是 ， 它取决于照片在何时 、

何地 、 和谁以及为何被拍摄下来 ，
也取决于拍照 者将照 片放在 网上之前和之后的感

受对比 。 通常说来
，

“

严肃
”

的照片指那些不怎么过分去表现的图片 ， 你 只想让 自 己
“

自 然
”

点 。 也就是说
，
你没怎么化妆 ，

你 的照片也许会有点扭曲 ，
但你绝对没有翘

鸭唇 。 照片里 出现任何显露 出你知晓相机以及男性凝视的存在的表情 ，
都是

“

严肃
”

的照 片 。

与此相反 的则是不严肃的 自拍 。 这种拍 照 中
，
更有可能 的情况是你对照 片并不

满意 ， 但还是找到个理由上传了 它 。 通常
，
不严肃的 自 拍是和朋友一起用群拍软件

拍摄的照片 。 这样的照片里
，
你和你的朋 友笑得不成人样 ， 或者扮鬼脸 ， 装笨装傻 ，

只求开心有趣 ， 以此嘲弄照片应该
“

好看
”

的规范 。

我们 同样问 了女孩们她们是如何看待男孩 自 拍照 的 。 女孩子们说她们很少看到

男孩在 自 拍照中笑 。 她们说男 孩故意不笑是为 了让 自 己更酷 。 我们也 了解到许多男

孩的 自 拍是在镜子前摆造型照 的 。 但可惜的是
，
我们无法在对男孩 的访谈 中探索这

种视觉编码 ， 因为他们真的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 。 对
“

男孩对着镜子 自拍
”

的实用

解释是
，
这种形式的视觉编码能让你更容易在 自 拍 中包含除 了你的脸之外更多的东

西
，
比如你的腹部和躯干 ， 还有你的

“

六块腹肌
”

（ 如果你有 的话 ） 。

男孩子们唯一承认上传的 图 片并非是那些他们有意识放在 网上供更多人看的 自

拍照 ，
而是那些被称为

“

功能照片
”

或
“

陈述性照片
”

的 图片 ， 这样 的 图片 以一种

客观冷静的方式描绘一个地方 、
一场活动或某件事

，
作为拍照者社会 自 我定义的一

部分 。

好的
，
但是如果你想 自 拍

，
你的 自 拍照会是什么样的呢 ？

Ｊ
： 我 不 太 清 楚 。 也许是和 我 的 狗 一 块儿 站 在房子 外拍 一 张 就行 ，

或 是其他

什 么 。

Ｋ
： 我认为 男 孩更喜欢拍他们周 围 的 事物 ，

而 不是他们 自 己 。 也许就像 当 你在埃

菲 尔铁塔或在 国 外 比如 美 国 时 自拍
，
或者你站在一幢 高楼上 自 拍 。

Ｊ ：
这很好 。

但是每天在 同
一地点摆 同样的姿势 自 拍

， 我觉得很没必要 。

当然 ， 关于社会性别差异 的视觉构建及相关的编码实践还有很多可说的 ， 但我

们 的部分访谈和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并不吻合 。 但在我继续下一个话题之前 ， 我想做
一个简单的总结 ， 概括一下在我们对那些 1 3 岁 的访谈对象进行访谈时体现 出来 的视

觉实践和行为编码
， 这种编码是男 女分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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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孩 自 拍
”

“

女孩 自 拍
”

－ 迫不得 已
， 不会 自 拍

拍很 多 自 拍 照
，
直 到 有 自 己喜欢的 为 止名 ^

－ 总 是试图看起 来很 帅
－ 会调整相机 角 度

’
不 让 自 己 看起 了 胖或丑

’＾＾ Ｌ^

人 ， ？－
－ 看起来有 活 力

，
拍摄一 些有趣 的 事物 或 地点

不 会上传不 好看 的 图 片—
－ 素顧情况 下拍摄的 照 片

，
不会上传

－ 帽 子

，

后戴更結

＜ 丄 ？
－ 仰视或俯视 ；

眼睛朝 上 看 ，
眉 毛上扬 （ 如 果想 对女 孩有 吸

－

看起来很开心
引 力 的话 ）

－ 新买 的 衣服
，

一 定要 秀 一 下一 “…

．
－ 穿 着整洁

，
或 穿潮 牌

＿ 看上 去很￥ 亮

1
，

，，


－ 拍运动也不 错 ，

比如骑动 感 单车 或玩滑板
－ 使 用 Ｉｎ ｓｔ ａ

ｇ
ｒａｍ 的 滤镜功 能

，
让 图 片 更漂 亮

＿

＿
＿

－ 如果有腹肌 ，
就不 穿 上衣

－ 如果要翘
“

鸭唇
”

，
就一 定翘得漂 亮 。

＃ｋｔ
－ 不 用 太 多 发胶 ，

这样会使 自 己看起来像 同性 恋
－ 露一 点乳 沟但又 不 能 太暴露』

＋＾ Ｌ


－ 不 越
“

鸭唇
”

＿ 看起来要 自 然ＩＡＡＵ＿

看起来要 自 然

自 拍作为一种社交方式

照片分享和评论的社会维度并不新鲜 ，
但随着视觉 图像通过社交媒介传播过程

的电子化
［

2 7
］

，
对于这种社会维度的讨论变得越来越重要 。 这是一种新 的视觉秩序 。

在吉尔 ？ 沃克 ？ 雷特贝格的书 《我们如何使用 自 拍 、 博客和便携式设备来塑造 自 己 》

（
ＨｏｗＷｅＵｓｅＳｅ ｌｆｉｅ ｓ

，Ｂｌｏ
ｇ

ｓａｎｄＷｅａｒａｂｌｅＤｅｖ ｉｃｅ ｓｔｏＳｅｅａｎｄＳｈａｐｅ
Ｏｕｒｓｅ ｌｖｅ ｓ

） 

［

2 8
］

中
，
她认

为我们不应该仅仅从单张 图 片 的角度来理解 自 拍现象 ，
而是应该理解为

一

系列并且

累积而成的现象 。 可 以说 ，

一张 图片会引起一系列 的拍摄 。

因此
，
社会视觉符号学可 以 帮助我们 了解 自 拍 。 与结构符号学不 同 ，

社会符号

学并不认为符号是随机的或遵循某种潜在的结构 。 相反 ，
这些符号是有情境 的 ， 是

“

修辞者
”

激发的 ， 他产生 、 分配和使用 了这些符号 。 如克雷斯
［

Ｍ
］

提出 ：

在交际过程 中 ，
符号创 造者们通过符号媒介化 自 己 的社会故事 、 目 前 的 社会地

位 以及社会环境的 意义
； 在表现和 交流 中进行的 文化 资 源重 塑 中 ，

这种 创造也 变得

有形 。

从社会符号学来看 ， 社会和情景语境中 的交际语用决定着符号的意义 ， 其 内涵

包括修辞者与符号资源 。 因 此
，
可 以把 自 拍理解为社会话语 。 自 拍 在哪儿拍摄的

，

会引起怎样的反响 （ 点赞等 ）
，
都是话语的 内容 。 将 自 拍作为早上醒来后 的第一件事

是将它作为 日 常惯例 。 将 自 己 的 图像发送给朋友 ， 是一种社会现象 ，
就像打 电话 、

发短信一样 。 在 自 拍照 中扮鬼脸 、 显露疲态 ， 都能给朋 友 、 给个人线上社交网络中

传递出很多信息 。 这一切都取决于拍照者是将它上传在 Ｉｎｓｔａｇｍ
ｍ
—类的 ＳＮ Ｓ 上跟所

有的粉丝分享 ，
还是用 Ｗｈａ ｔｓＡｐｐ 类软件将照片发送给一两个朋友 。 图片 的意义可 以

是 ：

“

我想你 。

”

或者 ：

“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

你不觉得那所学校很垃圾吗
”“

上车

时给我 电话
”

等 。 它是在个人的个性化 网络 中传递和分享图片 的情境和时刻决定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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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消息 。

［
3 Ｄ ］ ［

3 1
］ ［

3 2
］

［
3 3

］

。

如我上文提到 的 ，
在焦点小组访谈时 ， 我们 给访谈对象提供了很多 自 拍照 。 我

们得到的回馈证实 了社会符号学对研究 自 拍及其他类似主题而言 ， 是卓有成效 的 。

很多 自拍照和系列 自 拍 ，
都被我们的访谈对象解释 为一种行 为或一个故事 。 当看到

我们提供的 自拍照 时 ， 他们这样解释道 ：

她独 自
一人在 家 ， 非 常无聊 ，

所 以她对 着走廊 的镜子 自 拍 ，
透过镜子 能 看到她

的新手机 。
她希望 有人在 网 上能和她聊聊 天 。

他想炫耀一 下 刚 买 的 运动衫
，
也想炫耀下他可以喝很 多 红牛 （ 功 能饮料 ） 。

我一直试图说明 ， 对 自拍是社会性别 的实践形式这一看法需要更多地引 入社会

化的角度 。 我还想阐述 自 拍和现实 的场景和空 间 的关系
， 这是了解 自 拍现象的一个

重要方面 。 这接下来的两组访谈 中 ，
现实情况作为前景 出现 。 同时 ， 在学校环境 中

和在家庭环境 中的 自拍是不同的 。

Ｅ
： 在学校 自 拍 时 ，

会 和 一 群 朋 友 去洗手 间 ，
然 后 锁 上 门 自 拍 。 自 拍 都 在镜

子前 。

（
Ｆ

． 1 5 ． 三个女孩 ）

Ｎ
： 通常情况下

，
我会在 自 己 的房里 。 因 为如果 家人去洗手 间

，
我在那 自 拍会有

点尴尬 。 如果我拿着智 能手机在那 （ 洗手 间 ） ，
我哥哥无论 问 我什 么

，
都得不 到 回

答 。 （他会 问 ）

“

嘿
，
你在千什 么 呢 ？

”

（
Ｆ

．
4

． 三个女孩 ）

在我们的焦点小组访谈 中
， 还存在另一个社会和性别方面的维度 ， 即

“

女孩 自

拍
”

和
“

男 孩 自拍
”

是在不同 的价值尺度 中被讨论的 。 很大程度上
，
焦点小组 的对

话 、 措辞和交流都遵循着巴特勒所称的异性恋矩阵
［

3 4
］

而进行
，
可以把它看作是评价

文化和审査文化 的一部分 。

男孩在谈起女孩对手机的使用时
，
态度非常不屑

，
有时甚至有点 自 负 。

女孩在谈论 自 己 的行为和 自 拍照时也表现出不满 。 她们谈到 ， 她们应该反省他

们对智能手机 的使用 ， 并使用 了
“

依赖
”“

沉迷
”

等词语来形容 。 另
一种看法是 ，

与玩游戏相 比
，
女孩通过 自拍展现 的外貌和造型 ， 并没得到认可 。 男 孩和女孩都以

一种略带鄙视的 、 咄咄逼人的方式对女性身体进行评价 。 由 于我们是在研究单性别

的焦点 团体 ，
可以将他们的行为置于某年龄段 的同质社会化的性别矩阵

［
3 5

］

中来理

解 。 在这个例子中 ，
三个男孩 （

Ｆ
．

5
） 以 电视上运动解说员 的 口 吻 ，

对女孩的照片进

行了讨论 ：

Ａ
： 恩 。 她们的脸看起来像是鸭子一样 。

Ｌ
： 妆太浓 了 。

Ｆ
： 在女孩 中 确 实有些造型很流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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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
比如

，
她们会转过身 来对着镜子拍 张 自 拍照

，
这样既可 以照到脸又 可 以照到

屁股 （做 了 下 动作 ）

Ｆ
： 我认识 个女孩 ，

她每天都要在 Ｉｎｓｔａｇ
ｒａｍ 上 上传 2

， 3 张 图 片 。 真是 太无 聊

了 。 每次你更新
，
都 肯定会看到她新传的 相 片 。 到现在她至 少上传 了 5 0 0 张 照 片 了 。

我说的是至 少啊 。

Ｌ
： 可 以说

， 许 多 这样的 图 片 都是在 同
一个地点拍摄的 。

Ｉ
： 你不 会这样做吧 ？

Ｆ
： 绝不 （ 强调 ） 。

Ａ
： 就算我们要上传

，
也会是很 自 然 的相 片 。

这部分的访谈带有贬低的成分 ，
这些贬低特有地与女孩在 自拍 中 对性别 的表现

有关 。 无论采访男孩还是女孩 ， 都是这种情况 。 在贬义的评价过程中 ， 出现 了两个

术语 。

第一个术语是
“

鸭唇
”

。 根据 《 城市词典》 的定义 ， 鸭唇就是
“

紧闭 双唇
，
嘟

起嘴 巴 ， 让人感觉颧骨更高 ，
嘴唇更丰满

”

。 翘起鸭唇 ，
把 自 拍上传或发给朋友 ， 是

大多数女孩都会做的事 。

“

鸭唇
”

可 以看成通过模仿来吸引男性的眼光的一种方式 ，

在朋友之间可能会被认为是友好 的 、 有趣的 ，
而可能会引发其他人 的质疑 ，

或被认

为很肤浅 。

另一个术语是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瑞典单词 ：

“

ｆ
ｊ
ｏｒｔｉ ｓ

”

。 这个词代表了
“

十 四岁

了
”

。 但
“

ｆ
ｊ
ｏｒｔ ｉｓ

”

这个词本身并非只关乎年龄 ，
它与相貌和行为举止有关。 这个术

语以一种轻蔑 的方式作用于女生 。 多年 以来
，

“

ｆ
ｊ
ｏｒｔ ｉｓ

＂

的说法在瑞典年轻人 中逐渐

落伍 ， 但它仍被用来表明某人表现出不再属于某个年龄圈子 。 为 了让 自 己 看起来更

成熟
，
他们会化浓妆 、 拗造型 、 摆态度

，
通过穿衣打扮表明 自 己 在聚会 、 在消 费

，

在过着享乐主义 的生活 。 往往一个
“

ｆ
ｊ
ｏｒｔｉ ｓ

＂

被认为爱表现 、 爱修饰 自 己
，
同 时又

“

过分性感
”

［
3 6

］

，
这也是在我们对女孩子的访谈 中表现出来的实际情况 。 在这里

，
我

举 2 个例子 ： 第一组的访谈对象是来 自 斯德哥尔摩南部郊 区的一所学校中 的五个女

孩 （
Ｆ ． 1 9

） 。

Ｉ
： 鸭唇是什 么 意 思 ？

Ｓ
： 就像这样 （

她嘟起嘴 巴
）

Ｉ
：
上传这样的 照 片

，
你认为她们是想表达什 么 ？

Ｂ
： 她们 想 男孩 来搭讪 。

Ｄ
： 引起 男 孩注意 。

Ｂ
： 就好像 穿 了

一 件露肩 毛衣。

（
Ｆ 1 9 五个女孩 ）

第二个例子访谈了从北部郊区的三个女孩 。

Ｎ
：Ｆｊｏｒｔ ｉｓ ａｒ 通常可 以得 到上百个点赞 ， 因 为他们对着镜子 晒屁股 （ 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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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 你还在 用 ｆ

ｊ

ｏｒｔｉｓ 这个词 么 ？

Ａ
： 不

，
现在 用

“

ｏｒｒｅ

”
［

3 7
］

（ 黑松鸡 ） 。

Ｎ
： 这个词是 用 来形容那些 想获得注意 力 的人 。

Ｉ
： 啊 ， 那 么 Ｏ ｒｒｅ

—般做什 么呢 ？

Ｎ
：
比如 穿 着 内 衣在 雪天里打滚… …希 望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上获得更 多 点赞 。

（
Ｆ 4 三个女孩 ）

对社会性别边界的教育研究

在总结之前
，
我想探讨将 自 拍现象与媒体素养话语 ［

3 8
］

联系起来 的可能性 ，
以及

将这些形式用作流行文化和 日 常实践的教育材料的可能性 ，
即 高特莱特所称的

“

创

新法
”

［
3 9

］

。 为 了解决性别 比例 、 社会性别规范 、 性别不平等和权利等 问题 ， 在我参

与 的瑞典媒体委员会项 目 中 ， 我们尝试进行了 小规模 的工作坊 ， 在 四所学校 中 的两

所 中进行了尝试 。

工作坊包括两部分内容 ：

“

性别公告板
”

和
“

性别头像
”

。 两者都 以正式任务的

形式分配给学生 ， 并且按照小组作业的要求
，
要求在两小时的研讨会的最后在全班

同学面前展示 。

第一部分称为
“

性别公告板
”

。 我们采取性别 同质群体的方法以减少群体压力 ，

四 到五个 同学为一组共享一台 电脑 ，
开始工作 。 学生们 可 以离开 自 己 的座位 ，

观察

其他组是如何解决 问题 、 如何讨论 、 如何相互交流意见 的 。 在这部分里 ， 学生要在

2 0 分钟 内尽可能多的在网上找到完美的异性图片 以及异性所拍的 自 拍照 。 对这些 图

片进行取样后
，
各组须选一组 图片 ， 并说明选择 的原因 ， 将这组图 片 以 ＰＰＴ 的形式

展示给他人看 。 这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来上文所描述过的流行文化以及视觉 、

社会规范的刻板印象
，
尽管之后在与全体学生面前的对话 中

，
在搜索 、 选择 、 展示

和讨论过程中 ， （学生们 ）
也表现 出 了一定的观念突破 。

第二部分称为
“

性别头像
”

。 这一部分中 ， 学生要用纸笔进行简单的绘画 ， 画 出

所谓 的性别形象 。 我们也采取小组合作的形式
，
混合了性别 。 任务是画三幅画 ，

一

幅关于
“

他
”

，

一幅关于
“

她
”

，

一

幅关于
“

Ｈ ｅｎ
”

（

一 个瑞典术语 ， 在 瑞典各种 大

众语篇 中使用 的越来越普遍
，
代表社会性别 中 立 ） 。 我们对于这三个特征并没有进行

过多的描述
，
只是提了一下它们必须以某种形式与 网上活动或者兴趣爱好相关 。 同

样 ， 学生要在全班面前对此任务进行简短展示和讨论 。 同样我们可 以 观察 到 ，
在

“

性别头像
”

部分中 ，
出现 了类似 的学习过程和社会互动 。 学生们在教室里走动 、 相

互交流 ， 看看他人在做什么并相互帮 助 ， 然后再 回 到 自 己 的座位上去 。

一般来说 ，

与
“

公告板
”

部分相 比 ， 学生绘制 的头像有更高 的 自 由 度 ， 受社交 网站模版和 网络

的影响较少 。

关于这些研讨会可说的还有很多 ， 受篇幅限制 ， 我只能简言而之 。 无论在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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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线下 ， 男孩和女孩 的生活相 当不 同 ， 这
一

点 在青少年期早期尤其明显 。 因此 ，

在学校开展学生 自 己很少讨论的 问题 的讨论
，
必将对他们有所裨益 。 我们所进行 的

两组工作坊 ， 给学生提供了 切实的机会 ， 让他们说 出 自 己所知道的 、 被认为跟学校

语境无关的事情的观点 。 在本项 目 中 ， 学生们的实践和知识被教育语境化 了 ， 使得

他们有机会反思 日 常媒体实践和媒体生态 ， 这是他们平时很少能做到 的 。 聱个项 目

给我的印象是
，
学生很少有机会讨论他们真正感兴趣 的话题和实践

，
大部分时候他

们的行为都是被以保护 、 教授的名 义而进行矫正 。 在我们做工作坊的这两所学校里 ，

两位老师也证实 ， 学生很少能这样聚精会神 、 全身心地投入这样的讨论中 。

结论

本文中 ， 我 以 四所瑞典学校 的青少年为例 ， 探讨了 自 拍作为一种有性别 区分的

媒体活动 以及表现形式 ， 在 日 常生活 中 的渗透及其在社会上 的重要性 。 在讨论 自 拍

是社会性别表现 的一种形式时
，
我结合了 图 片上传 以及分享 自 拍这一行为 的社会层

面进行了讨论 。 自 拍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别差异性
，
集 中表现于身体和相貌上 。 自拍

的另
一个特点是男孩和女孩受到 了不同 的对待 。 和男性相 比

，
女性的行为在编码和

解码的过程 中 ，
都受到 了不平等 的评价 。

由此而论 ， 本项 目所进行的实践也证实 ， 自拍可以作为教学过程 中的符号资源

和材料 。 在今后有关 自 拍 的研究 中
，
可对 自 拍 的行为 和规范进行跨 国 比较 ， 将性别

和视觉 自 我呈现更多地与空间 、 地缘政治 因素 、 年龄 、 社会等级和种族等进行交错

分析 ， 这些研究方向都将得到有趣的结果 。

作者 ： 瑞典 索德脱恩大 学 （ Ｓｔ ＪｄｅｒＵｉｒｎ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 副教授

译者 ： 田 依雨 ， 奥 尔 堡大 学及 国 际 关 系 学 院硕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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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
；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 1 9 9 0
．

［ 3 5
］Ｂａｒｂｏｕｒ ，

Ｒｏ ｓａｌ ｉｎ ｅ
，

Ｄｏ ｉ
ｎ
ｇ
Ｆｏ ｃｕｓ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Ｏａｋｓ

，Ｃａｌｉｆ．：
Ｓａ

ｇ
ｅＰｕｂｌ 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ｓ

， 2 0 0 7
．

［
3 6

］Ｌｉｎｄ
ｇ
ｒｅｎ

，Ｓ ．＆Ｌｕｎｄｓｔｒｏｍ
，Ｒ．

，

”

Ｓｃｒｅ ｅｎｉｎ
ｇ
ＧｅｎｄｅｒｉｎＳｗｅｄｉｓｈ

‘

Ｆ
ｊ
ｏ ｒｔ ｉｓ

’

Ｖｉ
ｄｅｏｓｏｎＹｏｕＴｕｂｅ

，

”

ｐ
ｒｅ ｓｅｎｔｅｄａｔ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Ｇｅｎｄｅ ｒ
，ＨＦＦＰｏｔｓｄａｍ

，Ｇｅ ｒｍａｎｙ ， Ｓｅｐ
ｔｅｍｂｅ ｒ

， 2 0 1 1
，ｐｐ

． 2 2 － 2 4 ．

［
3 7

］Ｏｒｒｅ
， 这个词源于一个土耳其词 ｏ ｒｏｓｐ ｕ ， 意思是低俗 ， 下贱 ， 放荡 。

［
3 8

］Ｂｕｃｋｉｎ
ｇ
ｈａｍ

，Ｄ ．

，Ｍｅｄｉａｅｄｕｃａ ｔ ｉｏｎ．
Ｌ ｉｔｅｒａｃｙ ，

ｌｅａ 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 ｒａ
ｒ
ｙｃｕ

ｌ
ｔｕ ｒｅ

，Ｍ ａｉｄｅｎ
，

Ｍ ａｓｓ ．：Ｐｏ ｌ
ｉ ｔｙ ， 2 0 0 3 ．

［
3 9

］Ｇａｕｎｔ ｌｅｔ ｔ
，

Ｄ
．，Ｃ ｒｅａ ｔ ｉｖｅｅｘｐ

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ｓ
：
Ｎｅｗ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 ｓｔｏ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 ｓａｎｄ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ｓ

，Ｌｏｎｄｏｎ ：

Ｒｏｕｔｌｅｄ
ｇ
ｅ

， 2 0 0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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