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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都市消费革命》

内容概要

1997年，耶鲁大学“当代中国城市的消费者与消费革命”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正受到消费主义的
深刻影响：商业化的童年、市场转型之舞、保龄球的友谊之道、生意场上的香烟支配、豪华公寓、麦
当劳、咨询热线、婚纱、贺卡⋯⋯ 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蓝图中，私营企业和消费需求被赋予了中心地
位，在这个意义上说，消费革命是中国社会的“第二次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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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慧思（Deborah Davis） ，中国研究专家，曾任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现为耶鲁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曾长期在中国香港、武汉、天津和上海等地从事当代中国社会研究，著有
《长寿：中国老年人与共产主义革命》（1991）等，另编有《80年代末的中国社会》（1990）、《后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家庭》（1993）、《当代中国的城市空间：改革开放后的社区与自治趋势》（1995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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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本书是在给本科生的指导一书的启发下购买的，买来确实给自己写作提供了一种叙述的方式
2、好范本。
3、中国都市消费革命，书没看，看看起来不错
4、这本书本来该在九几年就出的，拖到了06年吧，总之出的太晚了
5、一叶障目 很不给力
6、最后一章比较好看
7、书的内容有点老，主要是90年代的事情。还是很值得一读的，可以只读导演和结论，每一张的最后
一段看看就好了。戴慧思可以做的这么详细，其实她有一个团队在帮她做事。
8、虽然是社会学的论文，但是很有启发性。阎云翔的麦当劳研究可以让我们跳出单纯批判快餐文化
对健康的伤害来看其背后的社会深层次变化
9、注脚为“边，1994”这种真的可以么。。。；中国人看研究中国的英文文献写出英文论文之后再被
翻译成中文，唉，太迂回；阎云翔那篇真心好
10、F126.1/4856-1 长宁
11、好书，读了以后学习了知识
12、消费改变人们处世的方式，转型时期的消费算是一种解放形式，但是我们注意不是消费操控着我
们，消费只是我们自身的外在延伸。
13、真的很一般。
14、囧囧的汉学家们
15、中国消费革命中对家庭内外的消费形式、对象进行的观察、想象、解读。其中的研究各自独立却
又相互连接，共同支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消费形态、居民消费心理及行为的变迁路径。在表现行为下
洞察了深层的社会机制和心理肌理的变迁。虽然其中水平参差不齐，但值得一读。
16、内容很丰富，但是觉得分析很浅，也许这本书主要的贡献还是呈现了90年代的消费变化，是记录
事实而已
17、150529-0605有几篇写得还是不错的。其实我觉得外国人在中国做研究有先天优势啊。【消费社会
学】【中大图书馆】
18、较早期的书，但是依然有现实意义
19、虽是十来年前的旧著，但仍能从中发现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且从多个方面反映问题，所不全面
但比较深入。
20、清楚地展现了国际社会研究中国的囧和研究时髦议题的悲剧性后果。。。
21、有点过时了，十年前的。
22、没什么意思，而且都是1990年代的内容了。中国变化这么快，该书参考价值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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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每个人看世界都透过自己的眼睛（和眼镜），蓝眼睛和黑眼睛看到的有多大差别，实话说不得而
知。这是一本研讨会文集（会后多年中文译本才面世），很欣喜的地方是，里面的故事把少年时代的
一些生活细节娓娓道来，在懵懵懂懂的年月，至少自己还不会从这么多角度看问题。个人感觉，这本
书后半部分有两三个章节颇为精彩。消费最直白的说法大概就是吃、喝、玩、乐、衣、食、住、
行......想得到的可以继续延展。从凡俗的日常事件，欲升华出理论的洞见，确实需要眼力与功力。1978
年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是一个分水岭，陈腐的说法是“历史的偶然中有必然”。相比其前后各30年
，2009年左右已见证过无数文字和影像的狂欢。既然本书关注的一个焦点似乎是国家、社会和市场的
三角关系，那么就颇有些头绪可由此说起。历史至少今天还没有终结，但西方预设的现代性已突破了
大多数国境线。现代性总是宏论，如何实现视角的抽离和中心性的“解构”，至今似乎仍困扰着东西
南北的各路文才。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也是有现代性图景的，幻灭与否，或者到底能不能实现，不是
凡人能评述。在消费和个人领域，这套思维体系无疑已重塑了1978年前出生的一两代（？）人。集体
主义式的情愿或不情愿，与其他华人社会个体主义式的选择权，若非意识形态灌输的云泥之别，至少
在日常实践中也相去甚远。今天的消费乱象不会找不到缘由，而生活在此地的我们总能尽情演绎化腐
朽为神奇的力量。消费可以无关政治；public space说的可以是物理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反思性的介入
在初级阶段（？）的消费社会中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个体的理性行为......很多问题都需要时间来慢慢
揭晓答案。西方人看中国，或许总是戴着一副被他们那套思想体系染色的眼镜（也可能纯粹是“文化
意义”上的蓝眼睛所导致？）。他们的确预设了一种“正常化”（normalizing）的立场，这是西方人
看待当代中国的见微知著，不无文化人类学的猎奇和高傲。不过，既然开放的号角是由外部传来，我
们又何妨敞开心胸，利用他山之石，继续这一场未完成的消费革命呢？
2、相比之下，戴慧思的这篇导言意识形态味道还是太重了，满纸都是中共的权威受到挑战，极权化
的统治被商业化削弱，论调过于老旧。实际上，比如说，横向社会网从来都是获取资源的重要途径，
无论改革前后，而很多公共设施正是依靠政府设立和维持，而非被其监控那么简单——一旦改革，这
种公共服务也就面对衰退的危机。阎云翔在这一点上倒还算是好一点儿的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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