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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每个人都在消费着，每个人都是消费者，与我们最紧密、最切近的文化莫过于消费文化。本书介
绍了消费、消费文化及其美学特质的普遍原理，并以此为逻辑起点，厘清了消费社会消费主义文化的
美学表现和美学本质。于人而言，美与消费有着必然关联。本书既详尽阐述了中国当今消费文化的美
学样态，又深入探究了中国当今消费文化的主导审美取向和美学原则。　　按照&ldquo;美的规
律&rdquo;建构消费文化，当是我们的恰适选择。阅读本书，能认识到当今中国建构健全、良性的消费
文化美学态势的价值功能、原则立场和方法途径，从而实现&ldquo;消费即美&rdquo;的良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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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学审视下的中国当今消费文化》介绍了消费、消费文化及其美学特质的普遍原理，并以此为逻辑
起点，厘清了消费社会消费主义文化的美学表现和美学本质。于人而言，美与消费有着必然关联。《
美学审视下的中国当今消费文化》既详尽阐述了中国当今消费文化的美学样态，又深入探究了中国当
今消费文化的主导审美取向和美学原则。每个人都在消费着，每个人都是消费者，与我们最紧密、最
切近的文化莫过于消费文化。
按照“美的规律”建构消费文化，当是我们的恰适选择。阅读《美学审视下的中国当今消费文化》，
能认识到当今中国建构健全、良性的消费文化美学态势的价值功能、原则立场和方法途径，从而实现
“消费即美”的良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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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昌忠，湖北利川人，文学博士，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出版有诗集《弦上的苦玫瑰》、《
王昌忠诗选》；在《诗刊》、《中华散文》等报刊发表近百篇文学作品；在《文艺研究》、《学术月
刊》、《文艺争鸣》、《小说评论》等学术刊物发表数十篇文学理论文章，其中部分被人大复印资料
全文转载；主持有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浙江省人文社科规划课题和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规划
课题各一项，参与（排名第二）完成浙江省人文社科规划课题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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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导论关联域中的消费、消费文化以及审美　　尽管有人类出现就有了消费、有了消费文化（虽然
动物也要进食、饮水，也要居住，却没有人将动物的这些活动冠以“消费”的称谓），但消费和消费
文化作为专门的学术对象进入学者的关注领地，还只是现代以来的事情。消费是人得以活命的基础，
消费文化是民族和类群得以存留的根据，消费和消费文化对个人与类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过，挺
重要与挺具有研究价值有时是两回事。具备研究价值的对象肯定不是那些仅仅满足人和人类最基本、
最本能的生存的存在，因为这些一眼就能看穿，似乎用不着怎么研究。真正具备研究价值的，当是那
些除了有功于人类最基本、最本能的生存外还附着有与人类的生存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伦
理、审美等诸多向度的有价值的物象和事象。之所以消费和消费文化在现代以来步人了学术研究的版
图，并一步步走向学术研究的前台，使得消费文化研究成为了显学，就在于消费和消费文化在现代社
会越来越彰显出了社会意义、政治意义、经济意义、伦理意义、文化意义、美学意义等，而这些意义
的凸现，自然反映出消费和消费文化在现代社会诸结构要素中比重的加大、重要性的加强。　　微观
地看，消费是个人为满足自我生理和心理需求的个体行为，但消费什么、怎样消费或直接或间接地是
由特定时代、特定社会决定了的；另一方面，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的无数个体的消费行为汇集在一起
，就成为了群体行为。因而可以说，消费终归是一种社会行为。这就是鲍德里亚所说的：“从一开始
就必须明确指出，消费是一种积极的关系方式（不仅于物，而且于集体和世界），是一种系统的行为
和总体反应的方式。我们的整个文化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①正是由于政治状况、经济
条件、文化习性、伦理道德、审美特质等的不同，社会与社会之间才得以划界、区分从而呈现出各自
的“特定”性的。特定社会的“特定”性，具体落实和体现在该社会中社会行为和社会活动的特定性
上面。这样一来就可以认为，特定社会的特定行为和活动其实折射、含纳着该特定社会的特定政治状
况、经济条件、文化习性、伦理道德、审美特质的因子和要素。既然消费是一种社会行为和社会活动
，那么特定社会的消费行为和消费行动，就或多或少承载、渗透着该社会的政治状况、经济条件、文
化习性、伦理道德、审美特质。对此，有学者曾明确指出：“在给定的时间和空间里，个人消费说明
着自己、家庭以及他所在地区的情况⋯⋯他做出的这种陈述，说明的是他所在的小天地的状况——可
能是一个积极的世界，也可能是一个反叛的世界，或者可能是一个竞争激烈的世界⋯⋯消费是一个积
极有效的过程，所有社会范畴都在消费过程中不断重新定义。”①正是因为如此，消费和消费文化体
现出了政治意义、经济意义、文化意义、伦理意义、审美意义，研究者可以将消费和消费文化置于社
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不同的研究平台上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和分析，并透视和发现消费与消费
文化所显现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不同类属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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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审视下的中国当今消费文化》

编辑推荐

　　1. 《美学审视下的中国当今消费文化》以一个比较新的角度&mdash;&mdash;美学视角，并充分吸
纳中西伦理思想维度，对当今中国的消费文化进行研究，体现出较强的学术创新精神。　　2. 《美学
审视下的中国当今消费文化》无论是对当前的学术研究还是对当下的大众消费都具有一定的启发和指
导意义。

Page 7



《美学审视下的中国当今消费文化》

精彩短评

1、看起来有点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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