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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消费的欲望：中国城市消费文化的社会学解读》试图从社会学角度回答这些问题。
一场消费的革命，已经在中国城市发生。
它波澜壮阔，影响深远，把成千上万的民众卷入其中，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模式、生活质量和社
会境遇。
这是怎么一回事？
它造成什么社会和文化后果？
它给中国城市居民的观念、行为和生活造成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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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时尚的秘密在今天的城市，各种时尚色彩纷呈，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从服装、美容和发型，到家具、室内装修和DIY，从食品、饮料和保健品，到手机、电脑和旅游
，无一不展现出时尚对人们巨大的吸引力。
可以说，时尚成为又一只“看不见的手”，发挥着对日常生活的整合作用。
不管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我们已经身处“时尚社会”。
那么，该怎样来理解时尚呢?时尚是一种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现象。
根据德国古典社会学家齐美尔的观点，时尚是人们之间既“求同”又“求异”的结果。
一方面，人们有着“求同”的愿望，希望与目标参照群体保持一致。
另一方面，人们又有着“求异”的愿望，希望与等级较低的或其他的群体显出差距、拉开距离。
也就是说，人们的“求同”对象和“求异”对象是不同的。
人们往往寻求与认同群体的一致，而显示与其他群体的区别。
“求同”力量和“求异”力量的结合，就构成了时尚。
时尚是构建社会认同的方式。
时尚体现了社会阶层的上下等级之间模仿与反模仿之间的互动关系。
齐美尔认为，精英阶层往往是时尚的发起人，他们发明时尚的目的既在于显示阶层内部的一致，也在
于体现与较低阶层的不同。
但是，精英阶层的时尚很快会被较低阶层所模仿。
而模仿的结果，则是消除了大众群体与精英阶层之问的差异。
精英阶层为了继续保持自己同较低阶层的区别，就会抛弃这种已经被模仿了的时尚，发明另外的时尚
。
而其他阶层则会进一步模仿这种新时尚，进而再次消除与精英阶层的差别，如此你追我赶，循环不已
。
这种模仿与反模仿、追赶与反追赶，使时尚呈现出变动不居、短暂易逝的特征。
显然，时尚发展壮大之日，也就是其衰落消亡之时。
正如戴维斯所说的，时尚也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即“时尚周期”，它包括“发明”、“导入”、“时
尚引领”、“日益显目”和“衰退”等不同的阶段。
然而，不论较低阶层如何追赶，由于精英阶层握有时尚创新的主动权，他们始终能在时尚上面与其他
阶层保持某种“时问差”和“空间差”。
原因在于，一旦精英阶层的时尚被模仿时，他们就开始抛弃这种时尚，发明新的时尚，从而能够始终
走在模仿者的前面，维持与大众的距离。
时尚其实是一种悖论。
时尚以追求个性化为目的，但是由于时尚的扩散，它恰恰消除了个性。
时尚追逐者追求引人注目，但是时尚的普及恰恰使个人淹没在大众化之中。
然而，正如齐美尔所指出的，正是由于时尚的大众化特征，使时尚追逐者在品行和行为上的个人责任
得到解脱。
一般来说，当个人的“前卫”行为触犯了正统道德的时候，往往引起他人的嫌恶、反感或愤怒，并使
个人产生羞耻感。
但是，一旦这种“触犯”成为一种时尚(如：怪异的发型)，那么，代表着大众化行为的时尚就能使个
人摆脱这种羞耻感。
齐美尔举例说，许多女性在公开场合受时尚的驱使，可以当着30或100个男人穿低领衣服，但在客厅面
对着一个陌生男人穿同样的衣服，却会感到窘迫。
既然不同等级阶层之间的区分与模仿是时尚形成的重要原因，那么，是否所有时尚都是由上等阶层发
明，然后普及到其他阶层呢?非也。
事实告诉我们，时尚既可以“自上而下”扩散，也可以“自下而上”传播。
发明时尚的群体，既可以是上流社会，也可以是底层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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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存在时尚，就可能存在“反时尚”。
不论如何，现代人已经无法脱离时尚的影响了。
为什么呢?布鲁默指出，时尚是一种集体情绪的反映，其形成的原因不在于阶层区分，而在于“集体选
择”。
　　时尚反映了人们“入时”、“紧跟时代”、“站在时代前列”的愿望。
也就是说，时尚是一种集体情绪、集体趣味和集体选择。
人们在互动和共同的体验中形成了相同的趣味，而这种共同趣味则限定和引导了人们随后的消费选择
。
这种由共同趣味所引导的消费选择，便是消费时尚。
时尚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社会角色”(布鲁默)。
首先，时尚通过缩小选择范围，为眼花缭乱、使人无所适从的世界引入了秩序，减少了人们选择的困
惑和难度。
在市场上，如果消费者不能确定自己是否作出了最佳的选择，那么，他们显然知道这种选择是最为时
尚的选择。
其次，时尚有助于摆脱“过去”的紧缚作用，从而有助于人们自由地选择新的行为和生活方式。
再次，时尚还可以使人们不断地调节自己，通过与时尚保持一致的方式来应对未来。
今天的时尚不同于古代贵族时尚之处，主要在于时尚不再昂贵，时尚变得平民化和大众化了。
齐美尔认为，现代时尚最主要的社会基础是中间阶层，因为这个阶层的不确定感最强．需要借助时尚
来获得社会确定感。
有趣的是，通过时尚来追求确定性，恰恰导致了不确定性，因为时尚本身就是动态的、不确定的。
能不能说，时尚社会是一个缺乏文化自信的社会呢？
P6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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