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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興有此機會為≡〉彎版的霍者寫序吉.《消費社會學》－書基本

上是以歐》∣∣∣∣的例子來閨明論點,不過許多觀念及概念仍可適用於亞》∣∣I∣。為

此臺〉蠻版’我另外再寫了-章〈東亞地區的美食與旅遊〉。

本書-開始先簡介英格蘭地區的消費歷史‧做為工業革命的搖籃’

英格藺是第-個有能力生產大量物品’而且夠便宜’讓l9世紀新興中產

階級消費得起的國度。英格藺起了帶頭作用’其他的國家隨此模式起舞。

雖然每個不同的社會都可以寫-部消費史’但這些個別的社曹可能或多或

少都會經歷大致相同的歷史過程’即使時問長短﹑歷程可能不－﹙蕾的工

業化國家所需的時問可能比較久’而新興工業化國家則較短）。超越了維

生所需之後’消費就變為炫耀與競爭的手段’但局限於富有言英之問而

巳。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消賣的範圍擴大到社會的中問階層’最後變成

每個人’不管有錢沒錢’都可以參加這樣的消賣遊戲’即使複雜程度不

同’物品、勞務的消賣範圍大小也不-。消賣變成展示社蕾階級與社嘗認

同的關鍵’甚至是社會富有與否的關鍵:對Leightner（2000:285）而言’
～一一╴╴

「Mummery與Hobson的消費不足理論的核心論點’是建立在-個認知

上’那就是認為社會的繁榮與否’端視消賈造個經濟力量是否責現’而非

儲蓄或投資」。在造樣的觀點下’儲蓄帶給個人財富’但卻會帶來社嘗性

的毀滅.消萱方面的花萱可能讓個人的□袋裡頭沒剩下多少錢’但卻可以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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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繁榮的社會。Leightner認為, lg97年的亞〉﹜∣∣∣∣金融危機,-部分起因

就是消費不足;存太多的錢’花太少的錢。這和馬克思及其追隨者的生產

中心論’似乎是顛倒過來了。

簡單介紹歷史過後’本書開始探討-些消費理論。它所探討的’不

是「我們應該思考什麼是消費」疸樣的道德性問題’而是「我們應該如何

思考消責」。-個重要的概念是「社嘗差異」（sociaIdistinction）。據此觀

點’消責物品與勞務的目的’是要告訴世人這個消費者的社會地位。在－

個充滿陌生人的社會中,這特月∣」重要,就如我們在大城市裡頭所看到的:

因為我們對他人－無所知’因此我們只能憑第－眼印象判斷-個人。此

時’建立社會位置的核心物品就是財貨’因為他們現成目容易辨譆’因此

成為社會世界中多少還算安全﹑可信賴的指標。當然,財貨也可以用來宣
～﹀︶╴～一︶～～

表達出他﹛門屬於更高階級的欲望’在Georg

﹩家眼中,這就是流行變遷的動力:較低階層
-

SimmeI﹙l957【lg04】）等理論家眼中,這就是流行變遷的動力:較低階層
～︶～～

的人模仿較高階層,而較高階層的人則繼績改變,保持差另∣」的距離,然後

較低階層的又繼績模仿較高階層的新東西’然後....…繼績循迥下去。

PierreBou【dicu（l98￠〔lg7g】）的作品,對瞭解當代社會消費可能最有用:

他使用經濟與文化資本的概念’有系統地畫出消費社會的社會空問。對他

而言’經濟與文化資本的特殊組台伴隨著消賣物品財貨的特殊組合’並藉

之表現出來.因此A種經濟與文化資本組合的人’他會譆B報紙﹑聽C

類型音樂﹑在D地方度假﹑吃E類型食物﹑暍F類型的酒﹑穿G類型衣

服……等;P種經濟與文化資本組台的人則會讀Q報紙﹑聽R類型音

樂、在S地方度假﹑吃T類型食物﹑暍U類型的酒﹑穿V類型衣服.……

等。由此可以瞭解’不同的社會圉體生活在不同的消費宇宙中;他∣門日常

的消費責踐通常都不-樣’要這些團體相互溝通’大概也很難‧Bourdieu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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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只限定在法國’其他的社蕾的結構不－定如此嚴格’最近受到

Bou「dIeu的啟發而用之於澳洲的研究（Bcnne仗等人】gg9）發現’較低經濟

與文化資本圄體典型的-套「核心」消費做法’所有其他的消費團體都可

以共享’但是經濟與文化資本較高的團體’卻有-些形式的消費是較低團

體無法共享的‧換言之’在法國的模型是個社會圍體互斥的世界’但是在

澳》∣∣∣∣的模型卻是－個所有團體都可以共享某些核心價值責踐的世界’也因

此排他的程度較低‧華人社會是比較接近法國模型還是澳》∣∣∣∣模型,或是另

-種模型’我就留給讀者自己去思考了。

在消萱社蕾裡,如果物品對於表達﹑宣告社會身份這麼重要,那麼

物品在「關係」的責踐上所扮演的角色究竟有何意涵?AngSwccHoon

﹙2000:47）說:「當資源稀少﹑競爭激烈時’關係就會運作.…….。在當代

中國,強化的消費者欲望導致物品的相對置乏’特別是夕卜國貨。因此’消

費者透過關係來取得國營商店買不到的束西」。但是如果物品不再匱乏’

關係是否仍是－種可欲的方式呢?而如果關係是透過禮物交換而來’那麼

消責社會是否只要提供更多的物品就可以取得人I∣青呢?如果真的是造樣,

那麼在關係中的物品意義,是否需要有越來越精緻化的區分呢?我還是留

給譆者自己去思考。

介紹完理論的部分,本書就更細部探討消賈的各個特殊領域;購

物、廣告﹑住家、飲食﹑旅遊﹑身體、服飾與流行。

在寫購物此章節時’網路購物尚未興起’根據臺灣市場調查中心的

調查’在2006年的網路購物金額可以高達新台幣893億’在2007年則

高達I〕lI億（Thn2006）。在2005年的中國網路使用者抽樣調查’24.5％

的人回答曾經在網路購物’粗估當年中國的網路使用人數有I .l億人□

﹙ChinaIntemetNetwork【nfbrmationCenter2006: I6,4）。很清楚’未來的網
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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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購物將會是購物的重要－環。這對購物經驗有何意涵呢?跟公開的市

場﹑購物中心、百貨公司比較起來’網路購物本身是-種比較隔離的私人

購物’也因此會導致更為個人化的物品收藏’而非比較社會性的收藏。如

果許多網路購物是非在社會背景下進行的’那麼在社會經驗上,出外購物

會有更多的自由:既然巳經在網路進行私人購物了’那麼應該跟朋友與家

人分享更多的購物時光’當成－種休問活動‧網路購物-點也不嘗終結責

體交易’反而可能讓人們以更社會性的方式來享受購物。當然,出夕卜購物

仍然是展示品昧與差異的社會空問。

網路也可以讓相同嗜好的圉體在新聞群組或聊天室相遇’使用適當

的消費物品來交換禮物’以凝聚在拮些闋體所形成的關係,就變得相當重

要。根據我對於alt.fashion的群組研究’裡面的許多會員會定期互相寄迭

化妝品等禮物,或者以秘密聖誕老人送禮的方式﹙theSecretSanta’就是

A迭B,B送C,C送D.……’直到-輪輪完）安排集體禮物交換。這種

有特殊興趣的團體永遠有他們本身認為恰當的物品’而網路讓這種關係模

式更加擴張’超越了地區範圍,擴達整個網路世界。

廣告若要成功’那麼就必須考慮在地的文化‧Chr0lynLin﹙200】 : 86）

比較了美國與中國電視廣告裡頭的文化價值。她區分出「低脈絡文化」與

「高脈絡文化」,前者意指知識與理解並不為人廣泛共有’也因此廣告所要

傳達的必須更明確才行‧後者則指人們可以廣泛共同理解某些事情’廣告

就不必那麼明確’可以更委婉-點。他認為美國是個「低脈絡文化」的國

家’而中國是個「高脈絡文化」的國家’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我會說,

歐》ll∣∣更接近中國的模式‧因為有造樣的差異’美國的廣告傾向談論產品本

身的品質’而中國的廣告﹙歐抄∣l∣也-樣）則傾向於講述產品在社會關係的

角色:「美國的產品廣告幾乎都是以事責跟資料來談論該產品的優越性’

V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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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中國的產品廣告’則可能說此產品是送給未來女婿或親愛母親的好禮

物’產品本身的優點甚至都沒提至∣」﹙Lin200l: 90）。但假如能夠提供的消

費物品不斷增加’而製造更細微的社會差異’創造出活在不同消費世界團

體問更大的社會距離的話’中國﹑歐》∣∣I∣或其他亞》∣∣∣∣社曾是否會在未來轉向

「低脈絡文化」的世界?或者特定的物品仍廣泛為所有團體所用,因此尚

能維持社會文化的－體感?

本書出版以後’不斷有新產品與新科技出現,問問這些新東西對於

社會世界的影響如何,應當很有意思。許多東西強化了我們所說的社會連

結’例如透過網路交換音樂讓許多相同嗜好的人彼此認識,透過如

Napster的系統來建立團體。行動電話對年輕人來說更是社蕾生活的重要

元素’若沒有行動電話’這些年輕人可能就沒辦法聯絡上他們的同輩朋

友。最近在行動電話裡頭還加上攝影功能更上－層樓:現在’餵會的影像

可以傳迭給沒法參加的同儕,這樣即使他們沒參加聚曾也可被承認是圄體

的-員,仍可分享仳活動。數位影像已經改變了過去照片在社會團體中那

種運作方式‧在類比（ana∣ogue）的年代’按下快門與洗出相片之問,需要

-段時問,而要加洗相片﹑寄給親朋好友,更需要－些功夫’但是數位相

機讓在場的每個人都可以立刻看到他們的責況。這可能改變所謂的「現場」

（Iivedoccasion）之本質,因為現在幾乎可以同步觀看到正在發生的∣青事記

錄’造種視貴上立即看至∣」某個集曾現場的l∣青形’是強化了集會的現責感

呢?﹙「看I我們頁的聚在-起I 」）或反而驅使我們不去參加聚會呢?不

管如何,活動的記錄現在巳經可以方便且便宜地傳送給每位參加者:就只

要用電子檔的形式傳迭即可。不過因為電子檔很容易變造,照片的歷史也

就更容易改寫:難搞定的人可能很容易就在視買歷史上被抹拭掉。家族相

簿很容易被操控以便符台某個特定的目的’以前可能有些秘密會隱藏在尚
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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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洗出的底片裡頭’但在數字的世界並不-定有此問題’數位相機與適當

的軟體讓我∣門能夠大規模而且毫不遣漏地改寫我們的視買歷史’這在過去

不曾出現過。

雖然消責不斷在成長’但仍有特定的反對力量在運行。－些歐》l∣I∣國

家’特月∣」是法國與荷蘭’開始在服飾選擇上出現政治的面向:－方面有俗

世的流行變遷,另方面有相對穩定的宗教穿著’特別是伊斯蘭教。法國禁

止在公立學校戴伊斯蘭面紗﹙見Corrigan即將出版的論文）’荷蘭則考慮

禁止伊斯蘭婦女穿著的「burqa」（－種從頭穿下只露出眼睛的長紗﹚。如果

宗教身份認同﹙特別是伊斯蘭）越來越重要’那麼可能有越來越多的服飾

從流行體系中移除。綠色環保與反消黃團體非常關切當前這種牛犛與消賣

的規模可否持績下去’也關切消費品在何種∣青況下生產出來,-些團體提

出「不買日」（BuyNothingDay ’HYPERLlNKhttp:／／adbusters.o『g／

metas／eco／bnd／﹚ ,以抗議目前的消費趨勢。不過還不知道這些團體對於未

來的發展是否會有顯著衝摯。

我要感謝群學出版社出版此書的臺灣版’也要特月∣」感謝王宏仁博士

的翻譯o

彼得‧柯睿耿﹙PeterCorrigan）

誌於澳》l∣∣Armida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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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序

日本攝影師遞萱次在Is7鍬年隨著日軍侵台牡丹社事件所拍攝的照
片,是史有記錄的臺〉蠻早期照片之-﹙可以參考國家圖書館的網頁「寫真

如宣」:十九世紀臺〉彎攝影圖像展）。他雖是以「從軍攝影」的身分來

臺’但-闢始他是自己掏腰包’-熱才是真正日本政府擂輝∣小笠原群
島探險﹙當時島上巳經住了-些歐美人士與原住民）並將之畫∣入版圖的

「官派攝影師」。他跟日本政府的協定是:容許他拍－千張的照片,無限制

數≡加洗’販售給－般大眾。

造個看來很奇怪的約定是帝國主義與大眾消責社會的奇妙組台。大

量消費的時代並非從﹦十世紀才開始’而是伴隨著工業革命而來的大量生

產同時進行的。松崎晉次拍攝牡丹社事件’以及到小笠原群島拍攝千張照

片,除了有帝國的統治考量夕卜 ,更重要的可能是要銷售這些「異國奇間軼

事」給-般大眾來消萱’因此冒險出國拍照。而這也顯示日本當時的－般

消費者有蒐藏「異國奇聞軼事」的行為,換吉之’日本的大眾消費∣盲況已

經出現’此時才不過是日本明治維新﹙l868年）後不至∣十年的時問。

十九世紀是帝國主義往世界各地擴張的時代’也同時是資本主義進

入新世紀的年代,過去的研究’特別是馬克思學派的研究’重點都放在工

業生產勞工運動-殖民主義之關係’也就是西方帝國為了獲取原料,並

目銷售其工業產品,因此對第三世界進行殖民,第三世界的原本生產方式
X】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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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破壞’也造成了大量流離土地的人民‧

但是假如大量牛雇的產品沒有人購買的話’那麼這些東西到底會銷

售到哪裡呢?有名的古典經濟理論之-就是所謂的臺依法則（SaysLaw）:

供給創造本身的需求,所以不嘗有消費不足的問題。但每隔-段期問就出

現的景氣循環’其責說明了-件事:消費不足-直是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

因素’如何確保生產與消費的平衡’成為資本主義制度能否延績的重要課

題。此問題-直到Ig30年代的世界經濟大蕭條,羅斯福的新政﹑英國凱

因斯理論以及北歐社會民主體制建立,才從理論與責務來解決。

但是消費的行為’難道只是－個滿足資本主義運行的經濟行動而巳

嗎?在消費的過程’它與個人認同﹑家族﹑社會’甚至帝國統治的關係是

什麼呢?個人／個體做為－個社會存有’似乎不是笛卡兒說的「我思故我

在」’反而是「我買故我在」’透過消費的過程而來彰顯自己的身分與認

同。過去二﹑≡十年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手法轉向’把我們從生產的領

域’帶入到新的領域:消費’讓我﹛門重新審視個人與結構問的關係是以何

種方式連結起來。

本書作者以社會學的角度來談諭我﹛門的日常生活竟然呈現出結構化

系譜’從逛百貨公司到美容’從服飾到旅遊’造些－點－滴串成我∣門人生

的事務,不會比工作／勞動更不值得我﹛門去重視。作者從性別﹑階級﹑認

同﹑種族等多重角度來談論消責議題’但對於消費與權力運作的關係只有

在身體此章節論及’這裡我可以多補充-些。

在Ig90年代末期的時﹛l矣’臺灣政府試圖推行所謂的國民身份證lC

卡’並且整台金融、醫療﹑信用卡所有功能於其－,政府的說法是方便大

家使用此卡片。但卻招致人權團體的強力批評,認為≡灣目前的個人隱私

保護還那麼差’假如卡片被某人不當使用,豈不是全部的資料都嘗洩露?
x1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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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且還交給-家私人公司來製作個人隱私資訊’強迫使用該家銀行的信用

卡,那還得了。

不過’即便是所有的個人資訊都分開來處理’並不代表我們就不會

受到監視’或者個人資料就不會洩露我們的身分。2006年初爭議的高速

公路ETC電子收賣系統’大家似乎都只圍繞在價格不台理﹑服務太差,

但可能不知道我﹛門所有的行動其責都已經在該系統的監視裡,我們何時經

過某個收賈區﹑到哪去都被看得-清二楚。此外’使用金融卡﹑信用卡﹑

或者大責場的顧客卡’無-不在曝露我們的身分’並且成為監視社會下苜

先被控制﹑監視的對象‧例如南迴鐵路搞軌案的偵查’警方調閱了所有加

油站﹑便利商店、路上的監視器’為了查出李泰安可能的行蹤;他的行動

電話受至∣」監聽﹑過濾﹑通聯記錄被調閱;他的股票買賣戶頭被清查。假如

有-天員警也∣霎疑我們的話’這些事∣胃也-樣會發生在我們身上:原來我

們的消萱跟監視社會的擴大是連結在－起的。

當然’疸種消黃行為也必須基於我﹛門的自願才行’而這也是當代消

費社會的特徵之-:在-個匿名!∣生很高的社曾’我們就如十九世紀巴黎的

間晃者（naneu『）,不僅問晃著看別人,也給別人看。我們使用女性信用

卡﹑頂級信用卡、開賓士車子’為的就是讓人知道我﹑看見我的身分地

位’最極致的表現就是美容’目的就是讓人-眼看見我的美。但是當我們

開始表現自己時’我﹛門也開始曝露在別人的監視底下’接受另∣」人不斷打量

我們所有的行為與動作,監視我們不要越界（t『ansgressing）’例如跟情人

到汽車旅館幽會時,我們的賓士車子﹑高速公路的電子收費記錄（或者坐

捷運悠遊卡的記錄）、旅社住宿登記﹑信用卡刷卡交易﹑手機通訊地點﹑

通訊內容.……等,也讓我｛門被看至∣」、被監視。換言之,現代社會的治理技

術不是集權的統治,而是各種制度的權力運行在監視著我們’讓我們無法
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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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離常規。消費’不僅是自我認同的展現而已’同時也是權力運行的展

現。

我很高興有此機會翻譯這本消費社曾學書’每當閱擂其中－章時’感

買視野又開了－扇新視窗’感歎作者PeterCorrigan的功力深厚﹙目前他是

澳》∣∣l∣社會學期刊‘／b〃γ〃α／q／sbc／o／o凹／的主編）,把我們日常生活大大小／」﹨

的事情’用社會學的角度來探討’並且給-些有趣的解釋’也難怪此書廣

受歡迎’巳經被翻譯成另外兩個語言的版本﹙義大利與韓文版）‧

我曾經在中興大學行銷系大學部與研究所使用過此書’但是英文對

學生而言是-大挑戰’因為不僅字彙多﹑難’而且概念也跟傳統學科的認

識基礎不－樣’所以非常辛苦。也冀望本書臺〉彎版的發行可以讓更多社會

學﹑商學院或者文化研究的學生閱讀’進而理解人類消苣行為與外在世界

的關係。

此外’這本翻譯書的出版’要感謝我的兩位助理田晶瑩與陳香君’

他們上過我所開的研究所課程’也因此協助負責本書後面幾章的翻譯﹙田

晶瑩小姐負貢食物與旅遊兩章,陳香君負責身體與服飾兩章’以及作者為

臺灣版所寫的東亞食物此章）’當然’最後文責還是我負貢。

－個社會的進步與否,出版界可說是扮演了極關鍵的角色,我最後

要特月∣」感謝群學出版社以及總編輯劉鈐佑先生的支持’肯在當前出版業極

度蕭條的時刻’願意出版此書’為臺灣的學術界貢獻力量’令人敬佩‧

王宏仁

誌於荷蘭萊頓國際亞》i∣∣∣研究學院

﹙ⅡAS,Leiden,theNether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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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消賈祉曹學的降臨
Int「oductIon:Adventso｛theC0nsumIngS○ciety

多麼神奇啊∣

這世間有多少物品∣

多漂亮的商品I多美麗的新世界

多少的消賈者在裡面啊∣

MirandaPostmodcm

雖然所有的人類文化都有消費活動,但是-直到這個世紀（20世紀）’大

規模的消賈才成為社會的基本特徵’而不只是短暫的現象‧當-個社會只

是維生經濟時’那麼該社會的消費也是維生式的:所有的生產都消耗殆

盡’不嘗有任何餘存’像食物或衣服這-類的東西,全都是簡單堪用而

巳。可以想像,假如發生極端困難的情形,造個只擁有極少物資的社會很

難存活‧生產通常意昧著不只是為了維生而巳’因此在－個階級社嘗’如

何分配剩餘（surpIus）便頗有爭議。生產對某些人而言是為了維生’但對

另外-些人則變成享樂的消費來源’譆者可能馬上想起馬克思（l975

〔I844】）談論「異化」（aIienation）時對這種現象的﹜∣貫怒之﹜∣胃。但是現代的

人’大部分都可以享受至Ⅱ生產樹不斷製造出的消費果宣’因此或許時候至∣

了’我們應該顛覆馬克思的觀點’現代社會的主要動力’不再是生產’而

是消萱。根據韋伯﹙MaxWebe『 ’ l948）的理論’地位團體（statusgroup）的

競爭,即圍繞著消費進行,而非如馬克思所說,是依據生產模式而產生的

階級之間的∣弓爭。

本書－開始先談論過去幾世紀以來消費的崛起與變化’以及它又是

如何演變成當今我們日常生活的重要成分‧第二章則從歷史的發展’轉向

比較抽象的社會學理論分析’討論消賣與消賣者行為（consumerpractices）

的理論意涵。接著以後的各章節,則細部討論各領域的消黃。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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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的學生應該很熟悉「鉅變」這個用詞,那指的是＋九世紀歐〉）∣∣∣隨著

資本主義工業化歷程而弓∣發的大規模政治、經濟與社會的變遷（Lecai】d

Newby, l983:26-39）。假如有人問社會學家,工業社會何時開始,他﹛門大

概都可輕易指出’是十九世紀初期’或更早-點‧但假如問到消責社會何

時開始’他們或許會浮現出些許為難的表情。許多社嘗學家認為,消賣社

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開始的,當時美國以馬歇爾計畫協助歐》∣∣重建’

經濟榮景持績了四分之－個世紀’也因此以前根本不敢奢望有任何積蓄的

社會階級’開始有能力購買他們父母想都不敢想的東西。因此’關鍵時期

在於lg50年代。但如果認為在這年代之前’消費的角色微不足道,那也

是錯誤的想法。OrantMcCracken（l988）認為’依莉莎白－世﹙EIizabethl）

規定貴族要上宮廷述職’不可避免地造成貴族間相互競爭以獲取女王關愛

的眼神,而消賣模式就是吸弓∣目光的極佳方式。貴族競逐地位’使用的消

費武器也變得越發精緻與複雜’－個新的階級於焉形成‧他們想要的物

品’與下屬的物品’不僅在數量上,更要在種類上有所區另∣l ‧如今「秀異」

﹙distinction）可以透過物品的消費而彰顯出來‧在十／﹨世紀之前’不僅朝

臣﹙cou㎡tier﹚逐爭’當時也出現了消責物品市場擴張的訊息:「奢侈品」

﹙luxuries）變成了只是「不錯的東西」（decencics）,而「不錯的東西」變成

了「生活必需品」﹙necessities）（McKendricketaI., Ig82:I）。

CampbeII﹙】983, lg87）提出－個極富爭議的說法:工業革命必然同時

弓∣發生產與消費的革命:就像我們把賺錢當成最終目的－樣,消賣物品也

變成了最終目的,而這兩者都代表與傳統決裂。在傳統社會’某個「恰當

的」消賣行為是否「台宜」要靠學習’但是在現代社會’普遍的消賣傾向

則是養成的。CampbeII認為’就像新教倫理﹙Protestantethic）提供了生產

的精神支持-樣’崇拜個人表現的浪漫主義﹙Romanticism）則是消費的精

神支柱‧假如勞工階級是生產發展的基本力量’那麼小說的讀者就是消責

發展的基本力量。
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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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治中誕生的悄費:依莉莎白-世的宮廷

GrantMcCracken（Ig88）注意到歐》∣l∣消賈擴張的兩個重要時問點:依莉莎

白-世時期英格蘭的消費榮景’以及十／﹨世紀時出現的爆炸性的時髦消

費’例如陶瓷（在此’josiahWCdgwood是個重要人物）。

＋六世紀末的英格蘭為何出現消費榮景呢?造種消費慾望從何而來

呢?McCracken認為造是依莉莎白-世為了集權控制其領域而出現的‧在

這裡’消費由政治而生’並非如經濟學理論所說’由個人的慾望出發。當

我﹛門說消費是依莉莎白-世為了增強其統治而誕生的工貝’似乎有點奇

怪:這要如何達成?McCracken認為’首先’宮廷變成慶典與公開展示

﹙spectacle）的華麗劇場’用來彰顯依莉莎白統治的偉大。但富麗堂皇本身

並非重點,因為這可能只是政治台法性﹙poIitica】Iegitimacy）的表演形式而

巳‧重點在於登上這個劇場’非常昂貢’依莉莎白很聰明地要責族買單。

要達到疸個目的,她苜先叫貢族上朝晉見。在此以前’貴族大略都可以快

活地在他﹛門的鄉村地區過日子’透過不同的中間人而取得皇家所賜予的物

品與好處。但依莉莎白終止了疸種情形’所有的東西都直接從她那裡出

來’而不透過中問人,因此責族必須來至Ⅱ倫敦’直接晉見女皇談論他們的

狀況.是以如果要得到他﹛門想要的’就必須參加宮廷的典禮與劇場表演。

當然’這樣-來’花費就相當昂責’也因此貴族變得仰賴皇家的貫賜

﹙Iargesse）。所以依莉莎白不僅透過盛大典禮來彰顯她的統治權力’也透過

這個方式讓貴族支付典禮的部分貢用﹙McCracken’G.,】g88:II﹣I2）。

第二個因素與第-個原因有關’也與貴族的新地位有關。在鄉村地

區’貴族當然是該地區階層中的最高地位者’而且人人也都以此地位來對

待他。但是在宮廷中’他只不過是眾多貢族之-而已‧這個時﹛∣昊我們大概

可以預見這些可憐的傢伙會碰到什麼問題;如何吸弓∣女王的目光’以及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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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脫穎而出?他們必須花費更多’遠遠超過女王權力象徵典禮所要求的’

他們必須比旁人穿得更華麗’辦更好的盛宴（fbast﹚,贈送更多的禮物,或

許還需建造更好的宅邸（townhouses）’用McCracken的話來說’也就是

這群貴族「捲入了消責的風暴中」（】988」2）。

假如這些事情只是發生在宮廷內而沒有其他影響’倒也沒什麼大不

了’但McCracken說’這樣的影響很廣泛’影響到了家庭形式與地方社

區型熊。在當時的社會’家庭消費跟當今的核心家庭消費並不-樣’當時

的物品消責都是為了建立跨世代的家庭榮耀與尊嚴。當－個家族使用前人

購苣的物品時’是想繼績保有此榮耀’而當－個家族購買物品時’也是為

了增加家族與未來子孫的榮耀。但是貴族必得離家進京,如前所述’他們

必須花費大筆金錢,以便在宮廷的激烈消費競爭中生存下來’－旦飛黃騰

達,所耗更是不皆。因此貴族花在自己家族的跨世代費用逐漸變少’用在

「當下」（here﹣and﹣now）自己的錢則越來越多:個人取代了家族’成為消責

的基本單位。而「當下」的概念也很重要’這表示和以前的時間觀念決

裂’傳統時問觀念逐漸讓位給新的時問觀念。在蕾系統中’購買物品是為

了跨世代家族的榮耀’留越久’越有榮耀﹙McCracken,G., l988:I3）。但在

新的宮廷社曾競爭系統中’大夥兒根本沒時問等著東西變老舊以便取得榮

耀與聲望.蕾系統顛倒了過來:重要的不再是透過古老榮耀的家庭遣產,

而是最新﹑最當前與最不同的東西才是重要的。在仳我們可以發現所有消

費領域最重要的現象誕生了:流行﹙fhshion﹚‧

那麼對於地方社區有何影響呢?前面提至∣’貴族通常位於當地社區

社會階層的頂端’而這也意昧著他是外面的資源傳進該社區的主要管道。

不管是好還是壞,財富透過他可以更廣泛地散溢出去（McCracken,O.,

Ig88: 】1）。我們可不能認為渲些責族把所有的東西都留給自己或家人,因

為高闖的義務﹙〃ob∕esseoMge）表示責族對於他人也有責任跟義務‧但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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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可不同了’他必須留在倫敦’花費大筆的金錢以兔過氣而無法吸弓∣女

王關愛的眼神’富然’花費大筆錢是讓他繼績留在時尚中的基本要求。在

此∣青形下’顯然回流原來社區的錢就變得少很多了。在依莉莎白女王開始

此計畫前’貴族的鷗下大概都可以期盼貴族的某些東西將會逐漸往下傳給

他們’但這樣的清楚流向現在被卡住了。假如貴族跟他的鷗下以前是住在

同-個消費觀的世界（也就是說,他們或多或少都同意哪些東西是有價值

的、有用的）’現在這兩者開始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了:責族在宮廷的

生活方式’假如回至Ⅱ鄉下地區’就曾變得非常奇怪‧在仳我們發現’世界

開始分隔成二個不同的消責區域了。貴族越來越少回到故里’兩者間的社

會距離也越來越大﹙McCracken,G, l988: 】4-】5）。

不過縱使追樣’McCracken仍然認為貴族對於下屬的消費型態還是有

影響’即使跟以前相比影響力巳經少了許多。畢竟十六世紀的社會還是個

階層秩序井然的社會’統治的皇族也還沒被斷頭’所以跟以前不同的﹑經

常在改變的消萱觀念可能已經開始在社會中流傳’至少不同的階層在觀念

上巳經準備好要接受新的生活方式。

從舊到新:ⅡcC『acken的「銅鏽」（patina）終結論

想想下列的例子:有錢人A說:「我受不了這些錢’它帶給我的麻煩比

它的價值還多。頁想把它迭走。」有錢人B回應:「你才不過擁有這些

錢-陣子而巳l 」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會認為B的說法是在瞧不起A:蕾

錢瞧不起新錢.但你當然也可以說’錢就是錢’-個人的錢跟另外-個人

的錢-樣都是錢’-千萬的蕾錢跟－千萬的新財富根本沒什麼差別‧當我

說X數量的錢不等於X數量的錢時’我可能冒犯了經濟學家、邏輯學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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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數學家了‧為何我們要區分蕾錢跟新錢呢?蕾錢的存在’顯示-﹛固家族

經歷了好幾代的榮景,知道如何過得富裕而不損失其財富。這樣的財富本

身很穩固’而且因為被認為是「天生有錢」’所以可以獲取高等社會地

位。這些人就是有錢:像是天經地義。沒有人會質疑他們的財富’獲得高

社會地位似也是完全台法。對依莉莎白時代的人而言’大概需要五代的時

問’-個有錢家族才能成為「仕紳」﹙gentIe）（McCracken’O.’l988: 38）。

而新的財富就缺乏這樣的輝煌紀錄:他可能在-年半載就不見了’曇花－

現而巳。對於造類人’很難生出長期的信任’而大家也都知道他﹛門賺錢的

方式。沒辦法讓另∣」人認為他﹛門是「天生的」有錢’也因此他們獲取的社會

地位可能只是流沙上的城堡而巳。

這種蕾財富與新財富的對比’可能是在流行尚未成為主流之前所沈

澱下來的幾種區分新蕾社會地位的形式之－。McCracken （】988 : 32）不

是以錢’而是以物質文化的物品’例如家貝﹑餐具﹑建築物等等來討論地

位區分’並由其時間痕跡宣示社曾地位的合法性。外表越斑駁’社曾價值

越高。由於長期保存不免碰撞而使夕卜表改變’這種新外表即是所謂的「銅

鏽」﹙patina）。銅鏽顯示這個家庭擁有此物品有段時問了’如McC『acken

（lg88 : 32）所說的,物品可以充當社會地位的明證。沒有歲月鑿跡的昂

貴盤子只能證明－個人有錢而巳,卻無法證明這個人的家庭背景有多好。

如果某些人沒有任何「恰當」的證明而想要躋身上層社會’那麼銅鏽就是

－堵牆:避免沒有正當血統的新富混入。銅鏽可以防堵偽造者。

McCracken考慮過幾種揭露這些想躋身上流社書的偽裝者的方法,但

些方法跟銅鏽比起來都有缺點‧最粗糙的方法就是服飾法（sumptua『y

Iaws）。規定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必須穿著適如其分的服裝’穿著如高於自

己階層,即會觸法。例如只有騎士﹙khight）可以穿著皮草,或者不同階層

的人穿著不同顏色數量的衣服’或是不同件數的衣服。服飾法在歐〉）∣∣l∣到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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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以下是兩則我家鄉的例子。某則古老的愛爾蘭法律希望透過顏色而

清楚地讓人們外觀與社會地位相符:

農民與軍人只能穿著-種顏色的衣服;軍官與私人仕紳貝∣I是兩種;營

長,三種;迎賓的人物,四種;主要貴族與騎士’五種;博學者

（Ollamhs）和尊貴的詩人,六種;國王與皇族,七種（Wa【ker﹑】788:

l6）。

根據l54l年都柏林的國會法’貴族﹑領主﹑馬夫與工人分月∣」可以穿著

20,l8,l2,與l0肘長（cubit）l長的麻布衣服（McCIintock’l943:67）。不過

造項法律很難執行,也很少人注意這個規定‧除非早已認識了這個人,否

貝∣」沒有人可以從外表判定另夕卜-個人是否真的穿著高於其地位的衣服。從

另外-個角度來看’服飾法讓欺瞞更容易,因為造很清楚告訴別人,什麼

樣的階級就該穿何種服飾。

另-個找出偽裝者的方法’就是透過McCracken所謂的「隱性墨水」

﹙invisibleink）策略‧團體中的人會知道該團體最重要的事物是哪些。假如

你想加入該團體,但當你說出喜歡的歌星,而該歌星卻是「錯誤的」歌

星,或錯誤的畫家﹑小說家’或是「穿錯」鞋子’那麼很清楚你就不是該

團體中人。如要避免不當外來者成為圄體的-員’就必須小心保謹這樣的

知識,當作團體內的秘密。McC『acken認為這只能在緊密有組織的團體,

目成員穩定的∣胄況下’才有可能做到,並不適於急速變化的世界。不過我

認為在某些盾況也適用’例如我們在求職面談時,都會擔心回笞是否「正

確」’以便顯示我們也是「他們的-員」而且投緣。不過申請工作的人通

l譯註:-種古早的度量長度尺度,-個cubit就是從手腕到手肘的長

度。

7
J



∣消費祉會學∣∣ Theso﹤ioIogy。「con5LImpt∣on

常無法真正知道’面談者除了要求的-些正式資格外’還要求哪些東西。

我記得我曾經參加過-個歷時很久的求職面談’包括申請者與甄試委員書

-同吃了－頓午餐。後來某個委員跟我說’那天考試的-部分包括了「刀

叉檢定」（trialbyknifbandfb『k）’他可不是在開玩笑’因為餐桌禮儀乃是

挑選學術候選人資格的方法之-。可見「隱性墨水」策略並非如

McCracken所說巳經過時了。

社會地位也可獲自特殊的榮耀或傳世徽紋（coatsofarms）或其他

（McCracken, lg88: 34）。造裡的榮耀皆由特定的權威授與’但這個權威卻

很難討回授出的榮耀‧缺點是’這樣的榮耀可能無法如賁反映社會地位遊

戲的責際狀態‧

銅鏽可以克服上述的這些困難’並還保有某些好處’也因此在流行

社會出現前,它是如此的重要。銅鏽可以立刻告訴別人這個是陳年的財

富;假如沒有銅鏽痕跡’那麼就是新的。服飾法必須仰賴國家來強力執

法,至於銅鏽’在地的社會人士就可以偵測出是否是偽造的。「隱性墨水

策略」或許還保留著’長期擁有財富的人可以區辨出銅鏽的細微差別’剛

剛加入富人俱樂部的人無法察霓（McC『acken’l988: 35）。銅鏽也可以顯

示出最新的地位狀態’例如以前很富有的家族,可能被迫出售家藏賣物:

這裡重要的不是失去這些物品,而是喪失了當年銅鋪所帶來的合法性。當

擁有可以證明社會地位的銅鏽越來越少時,社會地位也就越來越不具台法

性（McCracken,Ig88:35）。

後來出現的流行’取代了銅鏽長期控制社會地位的功能.根據

McCracken的說法’此情形帶來了-些影響。首先,這意昧著許多消董領

域上,後浪推前浪,蕾的財富與新的財富巳經無法區分了:你買得起’你

就可以擁有。第﹦,現在的下層階級可以近接地模仿上層階級’因為此時

「新」這個符號比「舊」這個符號來得重要得多,所以就出現McCrack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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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下層消費模仿上層社會的狂潮」（McCracken,】g88:10）。第≡’重

怵卜而說的’下層階級的模仿使得上層階級必須要跟下層社會進行區另∣」’

然後他們又被模仿’又開始進行區另∣」.…..如此循環不巳。McCracken

（l988:斗2）說’今日的銅鏽只有對那些超級有錢的人才重要’其他像我

﹛門這種-般人’只是隨著流行的來去而陷入社會地位的競爭。表l.l摘要

說明了銅鏽與流行的關係。

8

從經濟中誕生的消費:十八世紀的英格蘭

十∕﹨世紀的英格蘭經濟繁榮,為更多的社會階層開啟了時尚流行的世界’

造個時期也就是McKend『ick等人﹙Ig82）所認為的「消費社會的開端」。

此時消費與依莉莎白時代發生的原因不同,後者主要孕育於政治’此時期

表1‧1銅繡與時尚

時尚流行銅繡

偏好「新」錢

顯示財富至少在當下是存在的,因

此可以建立該時點的台法性與尊榮

偏好「蕾」錢

證明財富是跨越好幾個世代,因此

可以建立超越現在的台法性基礎

與尊榮

其他的競爭階級很難模仿

對於跨社會階級的〉肖萱主義擴張’

只是提供低量的動力

在今日’它只是那些超級有錢者拿

來證明其社會聲望的策略

其他的競爭階級容易模仿

對於跨社會階級的消費主義擴張’

提供了高量的動力

在今日,它巳經成為所有階級的人

用來證明其社會聲望的策略（除

了超級有錢人以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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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產生於經濟。McKendrick說;「對於工業革命來說’消費革命是個必

要的類比,供給面的激烈變動’位於方程式另－端的消費面也必須如此激

烈的‧」 ﹙l982: 9）現在我們看到的是大量消費的開始’與McCracken描

繪的十六世紀菁英消費不同。－直到十／﹨世紀末,消費是經濟發展原動力

的觀念才被接受:「新慾望的成長刺激了更多努力與產出’而全社會增加

的消費又刺激了經濟的前進」（McKendricketaI., I982: l9）。

英格蘭因為社會階級之問的距離相對較小’跟同時期其他歐洲社會

比起來較為特殊’跨越階級也較為容易（McKendricketal., I982: 20）‧-

個人可以支配的物品’就是社會地位的簡單指標’當然’取得與較高社會

階層相關的物品,也是－種簡便的展示自己地位的方法。對其他歐洲地區

的人﹛門而言可能是遙不可及’但對此時期的英格蘭人民而言’這似乎不是

那麼困難’因此較／」﹨的社嘗階級差距,以及較高的社會流動可能性’造成

了模仿性消費的快速成長‧McKendrick等人指出﹙】g82:23） ’現在有許多

的受雇女性’以前他｛門跟家庭手工業買的物品’現在則由工廠來供應’而

「當女性可以控制他﹛門自己的收入,並且可以使用更多家庭的所得時’人

們可以想像’女性消費者所選擇的物品需求將會增加’例如家庭所需的衣

服﹑窗簾﹑麻布﹑陶瓷﹑餐具、家具﹑銅器;以及個人所需的飾釦﹑鈕

釦﹑服飾配件（McKendricketal, l98Z:23）。過去社嘗學很少去注意到這

些小東西的重要性’但是我｛門可以看到在經濟與日常生活中’這些小東西

越來越重要:聚沙成塔’小東西也可累積成大財富’而女性有更多的機會

去設計適台他們的家庭與個人環境。女性在工業社會開始之際所扮演的角

色’應該比以前想像的更大’不過這還必須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如果擁有「正確的」物品可以賦予－個人社會地位’而「正確性」

仍田上層階級來設定的話,那麼較底層的階級就會努力模仿上層階級的消

責型態,而上層階級也會改變’以便製造差異。上層階級製造他們自己的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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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或是追隨宮廷時尚’但他們的品昧﹙taste）是否會受到這兩者之外的

影響呢?此時行銷與廣告開始進入消費主義的圖像了。josiahWedgwood

是Staffbrdshire北方Wedgwood瓷器廠的老闆’他試著利用行銷與廣告來

影響上層階級的品昧’如果奏效’那麼下層階級的人就會來搶購他的瓷

器,以證明他們的優良血統與教養。這是他說的幾句話;「就跟做其他事

情-樣,我們從頭開始’抓住頭’後面的就會跟著來了」 ; 「您知道的,

很少淑女敢嘗試-般風格以外的東西’除非較高階層認可過了-有較

高尚精神的女士為此定調」（轉弓∣自McKendrickctal’lg82: ll0, ll2）。

McKendrick等人詳細說明了Wedgwood的成功之道（lg82: l00﹣l45）。

其他的物品也試著透過廣告與行銷的影響,塑造品昧。此處重要的

是’新的﹑超越地方性的消責方式,鬆動了地區性﹑傳統性的消費方式’

各式各樣的雜誌與銷售人員散布在英格藺各省’在在都促進了新的消費方

式。越來越多的物品被所謂的流行時尚吞噬’-件東西的使用價值比起流

行價值’變得越來越不重要:假如還沒壞掉’那就把它丟了吧I我﹛門不會

用它到死為止’否則我們會喪失流行時尚所帶給我們的社會地位。在人類

歷史上!這是－種全新的對待物品的方式。流行就是意昧著不停採買,從

製造者的眼光來看’這是相當好的發展。因此流行影響了越來越多的物

品’以及越來越多的社會階級:十／﹨世紀我﹛門看到了大量消費的誕生,跟

依莉莎白時代的言英消貢完全不同。

從心靈中誕生的〉肖萱:浪漫主義與〉肖賣∣肅理

McCracken對於消賈興起的說法很有趣’也很有說服力’不過他只談論政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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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生活與地位競爭’而不真正談消費者自身。相對的’CoIIinCampbeⅡ就

從比較睢心的方式’來暸解消費者的責際消費方式。正如韋伯試圖補充馬

克思主義者專事討論生產上的不足之處’改以（基督新教若干形式的）理

念’而不是歷史唯物論來討論發展’Campbcll探討消責也試著找出是否有

－種消費倫理,基於人﹛門的特殊理念而產生。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

神》－書中’韋伯提出有力的證明,認為新教的「禁欲」後來發展成-種

倫理,以致於認為生產與積累是為了榮耀上帝的觀念,此－行為的本身就

是它的目的。不過他並沒有在此脈絡下討論消費問題。而CampbeⅡ則希望

知道’是否消費也變成了-種倫理?消費本身成為目的?假如是的話’那

是如何形成?假如韋伯發現某種倫理可以導致資本積累是為了榮耀上帝’

那麼CampbeII是否也可以發現某種倫理’導致消費是為了榮耀.……什麼

呢?答案是;個人本身。

當代的生產與消費有個共通的特點’那就是跟傳統斷裂。消費跟哪

種傳統斷裂呢?傳統的消費是相當固定的:只要滿足有限度的需求,而需

要滿足的需求’數量有限’而且任何人都想要的’都是這個範圍內的東

西。韋伯筆下的傳統農民只生產維生所需的東西’假如有人生產比維生所
肘久

需更多的話,他門不僅會認為非常奇怪,而且可能認為曹危及全體的生活

方式（他們是對的）,所以任何蝓越傳統允許範圍者,傳統的消費者都會

提高警覽。造跟今天的情形似乎相反:現代的消費者對於不想多消責的

人,或對於新欲求不感興趣的人,反倒懷有戒／D﹨。我們走了很長的路才到

達這裡。

讓我｛門來比對傳統與現代的消費差異吧ICampbeII（I983: 28l）說,

傳統社會的固著性’意昧著-個人很容易知道責際上的消費模式。在造

裡’消費者意識中的物品很有限’消責得恰到好處’相對上比較容易‧但

是現代社會所要求的是全方位的消貢’消費的數量或種類不固定’而且不

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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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快速變化。我們想要的東西希不希罕並不打緊’重要的是我們想要去想

要,我﹛門欲求去欲求‧我們對新的﹑不同的事物的需求永不滿足

（CampbeII, lg83: 282）。需要跟欲求的過程’與我﹛門對於責際存在具體物

品的欲求是不同的。造個過程責際上是-般化的存有模式。就如

CampbelI﹙lg83: 282）說的:「現代消費者角色的關鍵特徵’是不管任何

l∣冑況’任何時問’他都有個主要義務-想要去想要﹙waⅡttowant）,不

菅責際上消黃或購買了哪些東西或服務。」他進-步指出’疸跟人的心理

沒有什麼關係（亦即跟天生的性向無關）’而跟特定的文明形式有闢。造

樣的文明形式就是工業文明’工業文明把生產與消費隔離開來’而造樣的

隔離對於傳統社會而吉是完全無法理解的。工業社會的消萱不僅是如經濟

學家所想像的經過理性計算,也不像某些心理學者所幻想的’是-種非理

性衝動。CampbelI認為消萱是基於－種強烈的責任感’-種「滿足需求」

的責任’它本身就是-種目的（Campbc】】,Ig83:284）。在消費的深層有-

種倫理’就如韋伯說的生產底層有-種倫理支撐著－樣’假如生產跟新教

倫理有關’那麼消貢就跟浪漫主義倫理有闢。但浪漫主義到底為這個世界

帶來了什麼,而使得消費變得如此重要呢?

歷史不斷製造出反諷’其中-則反諷是:浪漫主義-開始是反對工

業社會,抗拒-切與工業社會相關的事物’包括唯物﹑理性哲學’啟蒙時

代非常重要的理性與科學。它喜好感覺勝於認識,想像勝於智識’內心世

界勝於外在世界‧對我們目前要討論的議題’更重要的是’它以新的個人

概念取代了蕾的概念（CampbeⅡ’lg8〕:281﹣285）。在浪漫主義出現前的個

人’弓∣述CampbeⅡ的話來說’「強調人類的共通∣生’-種人類的感貿’

也就是大家共享相同的地位’因此也擁有共同的權利」（lg83:285）。

這裡使用「man」這個字眼,並非偶然’因為在以前’女性（women）

是不包含在這種個人（individuaI）的觀念裡面的。這-點Campbell並沒提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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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不過浪漫主義的﹛固人觀’容許許多非男l∣生人類﹙Ⅱon﹣maIehuman

bcings）有機會成為個體的個人。浪漫主義認為每個個體都是獨-無二’

而且是自主的存在﹙being）’因此個體的獨特性’而非普同性’成為當時

認識﹛固人的主流觀點（Campbell’l983: 285﹣6）。在浪漫主義出現前,個人

是與社會連結在-起的’而且可能是透過這樣的連結才能成為個體’但浪

漫主義的觀點則把兩者（個人與社會）對立起來,認為自我與令人討厭的

夕卜在社會是對立的,而不是互補的。現在「個人」被理解為是和社會分離

的’而個體的任務’就是發展自己的獨特∣生’造是－種責任。達成此目的

的主要方式之-’就是領略各式各樣的經驗’而這往往意昧著跳脫社書的

限制。浪漫主義者的責任是反抗社曾的限制,只有在不受限的情形下,個

人才能夠無拘無束地去體驗世界。當然’這包含了各種的∣俞∣兕經驗’就如

CampbeⅡ所說的:

浪漫主義所做的,就是重新定義個人主義的教條以及提昇或促進

〔個人主義﹞的相關觀念。不是透過在世上的努力工作、紀律與自我

否定來提昇個人自己,而是透過展現強力的感受、或其他各式各樣強

烈經驗的方式,來「表現」（exp『ess）或「責現」﹙realize）自我

（Campbell,l983:287）。

這當兒的觀念就是找出更新﹑更多樣的榮耀’這樣的行為很明顯是反傳統

的。浪漫主義這種不停體驗個人的倫理’和消賣之間的關連,現在比起過

去,看得清楚多了。

造些連結的核心是自我﹙theseI0‧我們現在認為自我表現﹑自我發展

等概念’似乎是不證自明的好事’其賣那是近來才發展出來的概念‧

Campbell把現代的藝術家稱為「自我的專家」﹙speciaIistofthese】f）

（lg83: 288）。藝術家非常樂於推翻傳統,因為這意昧著他﹛門可以脫離恩

l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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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束縛’自己去責驗‧但是恩庇束縛解開了,他們很快就發現’他們必須

抉擇’到底要迎台大眾口昧而生產商業化的藝術品’成為變幻不定的大眾

口昧的奴隸呢?還是堅持責驗性質的藝術’自得其樂地在閣樓上挨餓?陷

在這種不快樂的抉擇中’他們發展出了CampbeII所說的「藝術的表現理

論」﹙theexprcssivetheoryofart）;藝術家不僅僅只是依照訂單來生產的

人’有天分的人其作品會表現其優越的敏感度。而所謂的藝術天才’在浪

漫主義之前是不存在的。

我們現在還是保有這樣的藝術家形象’假如我們知道早期像米開朗

基羅（MicheIangcIo）或林布藺（Rembrandt）都雇用學徒與助手來幫他們畫

畫’我們可能還是略感震驚。因為我﹛門腦袋還是牢牢地被浪漫主義觀念綁

住,所以對於藝術天才真∣胃流露的作品’還是會有點受騙的感霓。譬如畢

卡索﹙Picasso）把他的畫作切割成不同部分’然後跟他的學生說「你做造

個紅色部分」「你負貢灰色部分」「你可否在下面的部分畫∣上幾條線?」’

你會作何感想?不過疸些事∣青在浪漫主義之前是很正常﹑大家都能接受’

可見我們現在真的有-種大不相同的藝術觀;藝術是個人天賦的表現。造

種對於天賦的崇拜,可說是對工業社會困境的反動;天才之誕生就像微波

爐的出現-樣的「自然」。

對於天才觀的批評就至∣此。但是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造種浪漫主

義藝術觀有何意義?假如在浪漫主義之前的消費者從作品中得取道德訂∣∣示

（也就是說’那並不是與藝術家個人有關的東西’而是有更大的社蕾意涵

的東西）’Campbell筆下的浪漫消費者’貝∣是要經由作品的體嘗而試著再

造藝術家的經驗與感受。也因此要能夠廣泛且深度地培養經驗’以成為自

我的重要元素,消費文化產品就是其中的方法之-。Campbell寫道:

因此,浪漫主義的教義篇文化產品的消費,提供了－套嶄新的動機與

合理性,強調消費本身的主觀控制經驗的價值‧搭配上浪漫主義所強

調的,藝術家的怠∣l作自由不應受至II任何傳統、道德、宗教禁忌的束縛

15



消費祉會學∣∣ Thes0cioIogyo「consumpt∣on

與阻礙,我們可以看到此新教義自然發展的結果,就是消費者有了自

由來體驗任何以藝術形式表達的經驗。這種對於藝術與藝術家的看

法,提供了文化產品相關消費者主權原貝∣l強而有力的文化支持。事貫

上,這種結果並非全都是新教義所樂見的（】g83:289）‧

13

但文化產品並不只限於蕾英階層喜好的昂責繪畫。小說家也是藝術家’大

批尚未「教化」的新興中產階級買得起他們的作品。浪漫主義也提供了－

般大眾體驗世界的新管道。CampbeIl（lg83; 28g-g0）指出,因為小說的

形式易讀與流通廣泛,小說變成了散播浪漫主義價值與理念的重要手段。

重點不在於流通的小說究竟是菁英文學或是通俗文學’例如十八世紀晚期

以迄十九世紀初所流行的亟巒△說（Oothicnove】s）即是最受歡迎的通俗

小說形式’因此在這兩種文學中都可以看到浪漫主義的態度。Campbell

認為小說的最大消責群是年輕中產階級女性’並日丰要也是此－群體在傳

播浪漫主義的倫理‧﹙星漫王義以直迪霞這二﹣園葦自逅且逛Z鍰到訓妻單激
歐夏l鼬匙嫗I匝人!螂贊競貝啟,但是浪漫主義時代的譆者,則希
望獲得經驗’獲得更多天才作家的經驗,因此小說自然變得非常感∣生。如

今人們閱讒是為了’∣俞悅與歡樂）不再是為了聽取司∣∣誨與道德’而造對許多

人來說’是非常震驚的事情（CampbeII, l983:2g0）。除了小說散播不道德

與浪漫愛情的指控外（追是很嚴重的事∣青’因為基於個人的浪漫愛∣青觀

念’-定會破壞以財產移轉為基礎的婚姻體系）’另夕卜小說也被指控造成

讀者的欲求不滿。讀者被吸納入無限可能的想像世界’揭露了現責世界中

生活與經驗的束縛,造成她對於現實生活的不滿。進入到＋九世紀,小說

開始散播到勞工階級,越來越多的人養成了閱譆小說的習∣貫’也因此越來

越多的人對於他們的現責生活世界感到不滿。人﹛門為滿足自我要求越來越

多,傳統對行為的束縛變得越來越無法忍受。我們可以擴充此說法到繪

畫﹑小說以夕卜的所有文化產品‧表l.2摘要了本章對於英格蘭歷史上的消

賈所進行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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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2英格藺的消費:歷史的角度

消黃動力

歷…主鴛萱
主要的消費

﹟∣生別

消費如何擴散 作者

▲
口

﹑
﹑
／
J政 十六出紀 男性封建貴族 在宮廷進行競

菁英爭∣生的模

仿

McCracken

經濟 十八世紀 女性中產階級 廣告與行銷:

模仿上層階級

的品昧

McKendrick

浪漫主義 十八世紀

晚期到十

九世紀

中產階級’

逐漸增加的

勞工階級

女性 小說與逐漸增

加的識字人□

CampbelI

對韋伯而言’資本主義的發展是與禁欲的內心世界﹑自我否定的行

為結台在-起’而對Campbell而言’消賈主義的發展則是與不斷自我滿

足的活動相結台。這兩種倫理似乎互相矛盾’但-種倫理在生產面,而另

夕卜-種倫理在消貴面:兩者攜手把消責資本主義變成了-種生活方式。

CampbeⅡ在他後來的作品（l987）中認為’清教倫理事實上與消費者的

找尋∣俞悅活動是緊密不分的。怎麼說呢?我﹛門就來看看他的論點。這裡重

要的觀念是「自主控制」﹙autonomouscontroI）。
︵﹣- -﹣ ﹑﹑

我們通常會區遜扇﹙n…【ies﹚跟置修鉗luxu『i‧s〕.我﹛門從必需
品中獲得滿足’但從奢侈品中,我們獲得愉悅﹙p】easure）。必需品提供我

｛門生存所需’減輕不舒適感,而奢侈品則是到達∣俞∣兕之路’不僅僅只是舒

服而巳。CampbelI﹙l987: 60）寫道’人類的行動有兩種對比的模式:滿足

所需跟追求∣俞∣兕並非相同的－件事。前者與匱乏有關’這樣的匱乏必須被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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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因而-些不平衡得以矯正。但是後者則是想要經驗更大的刺激。愉

悅跟我們評價刺激的能力有關’因此舉例來說’我們可以透過想像特定的

食物而獲得各式各樣的愉悅’但只有在賁際Ⅱ乞到這些食物時’我們才能滿

足。獲得愉悅不－定要Ⅱ乞到食物’雖然我們可能去吃。那麼追求愉悅的過

程是如何呢?CampbeII比對了現代與傳統的享樂主義（hedonism）。在傳統

社會中,追求愉悅就是追尋感官感受（sensations）。這樣的追尋,只有衣

食無虞的富裕言英團體才有可能:他們不會挨餓受凍。此∣胃形下的稀有商

品不是麵包,而是與確保無虞的需求沒有任何關係的愉悅’因此愉悅本身

就是目的。或許可以透過大吃-頓獲得滿足’但l俞∣兒則是透過類似古羅馬

的習∣貫’讓自己生病,因此可以-吃再吃。另外－個更簡潔的解決辦法,

則是發展更多樣的飲食藝術（或其他的相關藝術）。不過即使如此,仍有

其限制;「例如昧道的感霓’包含嗅霓’只能區分出酸甜苦鹹四種昧道。

顯而易見’稍微有錢有勢的人很快就會窮盡新鮮刺激的∣俞∣兕」﹙CampbclI’

lg87:66﹣70）。

-般而言,傳統享樂主義的特徵在於尋找與特定行為有關的快樂,

例如Ⅱ乞﹑暍﹑I∣生等。但較近的享樂主義’則是在所有的經驗中找尋∣俞∣兒的

面向。傳統享樂主義只有在特定的經驗中才能發現愉悅’但現代享樂主義

則可以在任何的﹑或說所有的經驗中找到∣俞悅:生命的歷程本身似乎就是

愉悅的所在。但這種從傳統到現代的過程是如何發生的呢?CampbeⅡ認

為主要的變化是從找尋感官﹙sensations）的l∣俞悅’變成找尋情緒（emo﹣

tions﹚的愉悅（lg87:69）。他認為∣胃緒的能力’可以提供更長久的刺激’而

這跟自主控制的程度是相伴隨的。當然’當我們暍醉而醺醺然時,我們對

自己的第-個反應通常認為控制是我﹛門最不想要做的事情。∣∣青緒跟控制不

是互相矛盾嗎?我們通常認為∣青緒蕾控制我﹛門’而不是我們去控制情緒。

但Campbell認為’在我∣門說享受某種情緒前’這個∣∣冑緒必須「受到意志

的控制’可以調整它的強度’要與非自願的外顯行為區分開來…….。現代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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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樂主義的秘密所在,就是-個人擁有決定他自己感買性質與力道的能

力」﹙Campbell,I987:70）。

所以我們必須跟自己的I∣青緒保持-點距離,才能享受。但這是如何

發生的?CampbeⅡ認為就此脈絡而言’關鍵在於清教主義的降臨‧雖然

清教徒試著去管理那些不需要的情緒’但假如認為他﹛門就只是在控制情

緒’那可是大錯特錯:他們也可用控涮情緒的方式來表建∣青緒（Campbell,

lg87: 74）。清教徒倫理是用來對抗控制了我們的「自然的」情緒表現’因

而開啟了我﹛門稱為「人為的」情緒表現:我﹛門表達∣青緒’而非∣青緒來表達

我﹛門。CampbeII就這麼說:「個人控制物品與事件意義的能力之發展’

以及對於∣青緒經驗的自我決定﹙self亡determinatioⅡ）’新教倫理貢獻良多

﹙l987: 74）。我們現在有能力從不同的象徵﹙symboIs）中選取喜歡的意義:

我﹛門享受恐怖電影的驚嚇感,因為在特定的時問我們自願投入劇情。我們

控制了恐怖,所以我們可以享受恐怖‧職此’傳統與現代享樂主義的最大

差異在於’前者試著控制世上的物品與事件’以便從其中獲得愉悅;而後

者則從控制事物的意義中獲取∣俞∣兕。現代愉悅追尋者可以在所有的事物中

找到∣俞∣兕,這似乎是必要的,造樣-來,消黃品的世界變成我﹛門今日所認

為的享樂遊樂園。表l.3摘要了傳統與現代享樂主義的差異點。

在造個開場的章節’我們回顧了消費主義的歷史發跡’從政治與經

濟發展的觀點來觀察’也從產生特殊個人主義觀的倫理來觀察。下-章’

我們將討論社會學方法如何看待消費社會。

表1.J傅統VS.現代的享樂主義

現代的享樂主義

找尋任何／所有經驗的愉悅

﹜∣俞∣兒是跟∣胃緒結台

情緒由主體來控制

從控制物品與事件的意義中,獲得I∣俞∣兒

傳統的享樂主義

找尋與特定宣踐結合的愉』∣兕

∣俞∣兕是跟感官結合

情緒不受主體的控制

從控制物品與事件中獲得愉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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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章我﹛門從歷史的角度看消費’這-章我們要看-下在社會學消費理

論發展史上貝有重要影響力的理論。造些文本的共同主題’就是消黃者及

其消費的物品’傳遞了他們在社會世界中地位的訊息’這樣的觀念比「純

然滿足特定而具體的需求」的觀念還要根本。我們先討論DougIas與

Is﹜lerwood的論點:消萱者利用物品來建構可容理解的世界’倉∣」造並維持

社會關係﹙lg7g）。再過來我們要討論Baudrillard的觀念;消貢並不是跟個

別的消費者綁在-起,而是與整體的經濟體系緊密結台’在這裡’消費變

成了溝通體系（communicationsystcm）的-環’而非跟個別的人有關﹙lg88

【I970】）。而後’我們討論溝通的-個特殊領域;如何透過物品的使用而顯

示出社會差異。疸是十九世紀從挪威移民到美國的經濟學家Th0rstein

VebIcn﹙l975【I8gg】）與當代法國學者PierreBourdieu（】g84【lg7g】）的主要

關心焦點.

Veblen的世界觀相當犬儒’他認為-個人在社蕾上的名聲是基於他

的金錢力量而來。換﹦之’－個人的聲望跟他的財富成正比,假如他不需

要弄髒手去工作就可以獲得財富,他會獲得更多的尊重。因此繼承而來的

財富比靠勞力賺來的果責,更令人尊敬。根據他的說法’有兩種方法可以

彰顯出－個人的金錢地位:尷耀陛佐囿與陸隆娃Z自萱﹙conspicuous Icisure

﹃
J

﹛
』

21



悄費祉會學∣ Thes。cio∣ogyo「∞nsumpt∣on

andconspIcuousconsumption）‧當大家都互相認識的恬靜祉匾﹙cosy

Gcmeinschah）逐漸被誰也不認得誰的異化祉會（a】icnatedOcselIscha仇）所

取代時,尤其在大都會地區’陌生人擦肩而過’在此∣青況下’炫耀性消費

更優於炫耀性休間。對於那些只認識自巳周遭的人來說’展現金錢力量最

理想的方式就是炫耀性物品的消費。Bou『dieu（】984【I97g】）也認為物品是

拿來「現」的（expressive）’他特別感興趣的是不同階級的人如何使用不

同的物品來彰顯他們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階級之問會互相競爭’而物品

就是競爭的武器’也因此在「特色」物品﹙distinguishedgoods）與威脅其

優越地位的大眾化之問’存在著∣亙久的緊張關係。物品隨之不斷捲入社曾

地位的定義與再定義。

物品的用處;Ⅱa「γDougIas與Ba「onIshe「wood

在問至∣「物品的用處是什麼?」時’MaryDougIas與BaronIsherwood採

取了人類學的假設來討論消費。他﹛門認為消責有兩個主要功能:首先’物

品的必要∣生在於「它能呈現文化範疇（category）’並維持其穩定」（lg7g:

59）。這跟經濟學採用的消費者模型∣台似相反。對經濟學家而言,消賣者

是個人’個人自主選擇滿足其需求。經濟模型永遠鎖定在個人層面。而

MaryDoug】as與Baronlsherwood則把視野放大到文化層面.物品不只是

告訴我們在特定的文化中’什麼樣的社會範疇是有意義的’同時也以相當

具體的方式穩定造些範疇.就如他們所說:「民族誌研究的標準做法通常

是假設所有的物質擁有﹙materialpossessi0ns）都具有社會意義,並目在文

l8

22



Theo「eticalADp「oachestoConsumDt∣0n 捎費的理諭

化分析上’集中探討它｛門作為溝通者（communicators）的用處」﹙Douglas

andlsherwood, 】797:59）沒錯’這是貫穿我們這本書的主題‧不過物品也

有另外-個重要用處:它l門「創造與維持社會關係」（I97g:60）,疸把我

們從經濟學家的個體消黃者帶至∣l整個的親族與友誼網絡,當然’也包括敵

對的世界’此點容後再述‧D0uglas與IsheⅡwood提出-個例子:在Nuer

部落’牲畜與人的行為有直接關連。他﹛門弓∣述Evans﹣Pritchard的說法:

婚姻的結盟由支付牲畜開始,儀式的每個階段都是以牲畜的移轉或屠

宰作篇標記。伴侶的法定地位是以牲畜的權禾Il與義務來定義……,從

kraal至∣IkraaI的牲畜移動,跟系譜圖完全-樣……。Neu『地區往往用

牲畜來定義所有的社會過程與關係。他們的社會諺語就是牲畜諺語

（Evans﹣PritcI﹞a「d」g斗0: 】7-Ig,轉弓∣自DougIasand【she『wood, l979:

60）。

對DougIas與lshcrwood而言’消費的基本功能’例如飲食,不是直接用
～-︶～╴︵╴︸︵︶︿╴╴╴一一～︵～╴一－╴一╴﹃╴一一︵╴╴

來滿足所需’而是來自∣∣造意義（makesense）﹙】g7g:62）:也因此食物不是對

於「Ⅱ乞」有幫助’而是對於「思考」有益處。確責如此’我﹛門可能說,所

有食物都可以滿足我們身體所需’但我們知道我們對於食物不會疸麼思

考;我們通常不吃人肉並不是因為人肉缺乏營養價值,而是因為吃人肉這

件事所代表的意義。這就如有些人不Ⅱ乞袋鼠肉’是因為袋鼠對他的意義不

同（參閱第八章）。所以DougIas與Isherwood可以這麼說:

社會生活的主要問題是在胎如何界定意義,並維持此意義的穩定。假

如沒有-些傳統方法來選擇、凝結共識意義,那麼社會最／l﹨的共識基

礎貝II會消失。對於部落社會,對我們也-樣,儀式可以避免意義的漂

23



消費祉會學∣ Thes。ci。I。gy。「∞n5umpt0n

流……。在此觀點下,物品是儀式的附屬品:消費是-個儀式過程,

主要的功能是在不斷流動的事件中找至II意義.……。消費者最篇－般的

目標是透過他所選擇的物I兄I ,來建構-個可以理解的世界（Douglas

andIsherwood. l979:65）。

當然’不同階級的人支配不同的物品’也創造出不同階級的世界觀’造在

後頭論及PierreBourdicu時會再討論至∣。

1g

物品的體系:﹞eanBaud「I I∣a「d

BaudriⅡard﹙I988【lg70】）對於消苣的系統面向感到興趣’然而他認為消費

者對於消費很難自主’他也不怎麼關心責證的層面。他的主要論點是:討

論個人與物品的關係’再去解釋需求﹙needs）並不足以理解當今社會的消

費。相反的,需求是和整個物品體系（asystemofobiects）相關’而和特定

的物品無關’和特定個人對於特定物品的欲求也無關。他是如何論證的

呢?在他的理論中’消費圖像是什麼呢?

他先從「-個人跟－樣物品的關係」開始討論起。需求是從何而來

呢?古典經濟學理論的經濟人﹙homoeconmicus）是「天生」就有需求’這

樣的需求「指導」著他去消黃某些「給」他滿足的物品（Baud『ilIa『d, l988

【lg70】: 35）。就如前面說的’Douglas與lsherwood批評他這種思考方式,

因為他把需求鎖定在個人的身上’而無法注意到消費的社會面。

BaudriⅡard反對古典經濟學理論的理由是:我們根本無法指出什麼才是需

求’雖然每個人都有-張消費清單。需求似乎是以-種神奇的方式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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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就是在那裡。而假如需求是天生的’那麼需求應該不會擴張才是。但

我們很清楚知道’現代人的「需求」’遠比幾個世紀前的人來得範圍廣泛

且複雜,也因此需求是從個人以外的地方而來。哪裡呢?－點也不意外’

從廣告與行銷來的。問題不在於行銷手法反應消費者所表現出來的欲求

（主權需求’sove『elgnneeds）’而在於製造商試圖透過廣告’塑造消費者

行為。在以後的章節我﹛門會更深入討論此議題。Baud『ilIard這麼寫道:

「至少在趨勢上’我們看到是生產部門的全面獨裁」﹙Ig88【l970】; 38）。

「削弱了傳統上假設個人能在經濟體系中施展其權力之基本迷思的力量

﹙l988【Ig70】: 38）。此外,Baud『iⅡard也說’我﹛門不應該把需求當成是某個

特定產品製造商所創造出來的需求。例如某個電視製造商可能希望「創

造」消費者對於某新型電視的需求’但對BaudriIIa『d而言’這不是重點

所在:

「需求是生產的結果」不是事責,而是「需求的體系是生產體系的

產品」’這完全是兩碼子事。需求的體系是指「需求不是在某個時

點,被某個特別的物品所生產出來。需求是在更大的生產力架構

下,被生產山來成烏消費力,成馬-般l∣生的潛在儲備力量

﹙BaudriI】ard,】988【lg70】:〕5）。

20

用另夕卜-種略微不同方式來說’事實上不是對於某種特月∣」物品的需求被自∣」

造出來’而是創造出-種「需求去需求’欲求去欲求」:造種說法把需求

連結在任何物品上’更具普遍性了。我﹛門成為消費者,不僅僅只是某些特

定物品的消萱者,而是廣泛意義下-般的、普遍的消費者:用BaudrilIard

的話來說’需求是「被生產出來成為體系的元素’而不是作為某刪特定僩

人與某項物品的關係而生產出來的….﹣。事賣上’需求與消費是生產力有
25



消費祉會學∣∣ ThesocloI。gyo「consumptIon

翮織性的延椰（】988【Ig70】:斗2﹣43）。據此觀點’需求跟愉悅或滿足無關;

消費倒是似乎穩定了資本主義。

上述理論’其責隱含了－個說法:當我∣門購買某項物品時’我們並不

是因為具體物理性質可以完成某些事情。當然’我們不會買-台洗衣機來

煮魚。然而就另－個層面來說’我們購買洗衣機或微波爐’是為了購買某

種程度的舒適與聲望。以此角度觀之’洗衣機跟微波爐在某個層面上是-

樣的。因此我｛門發現自己並非處在物品領域中’而是處在符號（signs）的

領域中;馴匕Z嬉貢匝逍童且L丕星雄些貝且皿室瞳夏且妥慢翅匣Ⅲ
是為－般性的社會目的而存在的荷號〕社會區隔（sociaIdiffbren【ia【ion）變

成了遊戲的名稱,任何理性-效用的方法是無法限制需求的。跟DougIas

與lsherw00d﹙l97g）-樣’BaudrilIard也認為商品的目的是溝通:「商品

與物品’就如文字’女人曾經也是,構成了－套恣意而-致的全球符號體

系,-套文化體系;這套文化體系的償值和分類法的社會秩序’取代了需

求與愉悅不定世界裡的自然與生物秩序」（lg88【】g70】:47）‧

BaudriIIard把消費視為資本主義發展的自然結果。消責讓勞動更有紀

律:在維生經濟的情況下,無法利用不斷擴增的消費需求來控制－個人’

也因此無法利用他來做為消費的力量。但是超過了維生水準’人們想要消

費者的話’消責就會迫使人們成為經濟性質而可控制的勞動力。因此剝削

與控制不僅發生存牛產領域’也出現在消費領域。BaudnⅡa『d並不把消賈視

為消萱者欲求的自由行為,而是把它富做生產體系逐步入主的另-領域:

它不是自由的所在地,而是依賴加深的場所。他堅信目前發生的消費’是

十九世紀發生之事情邏輯上的下-個步驟。當時鄉村地區人口轉型成為產

業勞工’而被重新社曾化,被司∣∣練成全新且不同的思考與行為方式的人: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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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發生在生產部門的生產力理性化過程,在二十世紀貝∣l發生

在消費部門。工業體系把大眾社會化成篇勞動力之後,必須繼績往

前走,以便達成本身的目的,並且把大眾社會化,也就是控芾II他們,

成烏消費的力量（Baud『iIIard, Ig88【lg70】:50,粗體篇原文﹙I勺強調）。

■
Ⅱ
凸

吻
﹂

也就是’「在擴大再生產及其控制的過程中’生產和消費服腐的是柑岡的

邏輯」﹙粗體為原文的強調）L匝以迦丕筐是」邕娃靈腿鎮丕圭霆體

至血i苜董夏岐』遜止媛塾
現在我們巳經建立了這樣的觀念:消費基本上是-種溝通。接下來

讓我﹛門看看它如何溝通／傳遞社會的差異。

建立差異I : VebIen

Tborstein﹨／ebeIn在】899年出版的《有問階級論》﹙ⅧeoKyq／／力eLe／sM℃

C∕αⅡs）是第－本有關消萱的重要文獻。他的主要問題或是:社會榮耀﹑聲

望與地位,它﹛門的基礎何在?（在文中,我交換使用這三個不同的詞）。

他的回笞簡單又風涼:財富。換言之’擁有財富給了我們比錢更重要的社

會貨幣。讀者們或許買得這樣的說法太勉強’也太犬儒了。許多的民問道

德故事’都在告訴我們有比物質財富更重要的東西。但﹨／ebIen卻說’在

社會地位來自送得起貢重禮物的世界（這樣的道德故事只是讓那些沒錢的
＼

人覺得好過-點而已〉。就讓我｛門繼績這樣的犬儒說法,來看看是否有助於
我﹛門瞭解社嘗。

假如-個人巳經擁有財富’而且想獲得社蕾榮耀,那麼接下來他必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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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要展示他的財富。想想看大家對於守財奴的厭惡感;為什麼我們不爽這

樣的人呢?-個原因可能是守財奴並沒有以更具生產性的方式來再投資他

的財富’因此對他入手的財富不盡貢。造是－種清教徒式的批評。另夕卜-

種可能的批評’則是因他不消責:沒有漂亮的新衣﹑沒有豪華的晚宴﹑沒

有異國情調的假期﹑而且跟人出去時’從不買單。對自己或對另∣」人小氣’

似乎是很不體面‧不管我們從消責或生產來看’守財奴都是個可憐蟲。從

VebIen的觀點來看’不展現他的財富,守財奴也因此無法獲得社會榮

耀。以此理論觀點而論,守財奴無疑是無足輕重的傢伙。於是’問題就變

成了:-個人如何展示他的財富’好讓大家都看得至Ⅱ’而生羨慕?VCblen

認為這主要有兩種的方法可達成’第-是炫耀性休閒’第﹦則是炫耀∣生消

貴。

炫耀性休問跟強迫性休問不容混淆:那些領失業救濟金的人常常自

嘲是「休間紳士」。VebIen寫道:在工業化全面支配所有人的生活前,

「若休問紳士-直都能夠維持舒服而又安逸的生活’休間生活確賣是最可

以顯示金錢的決定性力量’也因此是優越力量的證明;」﹙﹨／ebcIn’】g75

【I899】: 38）。在某些特月∣」的情況下,炫耀性休問是最有效展示財富與襯托

社會地位的方法。若如此’接下來得核心問題便是:社會體系林林總總,

在此-體系中’什麼才是展示財富的最有效方法?這也表示對﹨／eblen來

說’財富展示是很重要的現象’但在不同的社會體系中,展示財富的方式

責際上可能都不－樣。早期的VebeIn認為「炫耀性地避免工作是優越金

錢成就的傳統標誌’也是聲望的傳統指標」（l975【I89g】: 38）‧若無法避

免勞動則會有反效果。甚至,「毋須工作不僅僅是榮耀與美德’而且也漸

漸變成過得體面的前提」﹙Vebe｝n, 】g75【l8gg】:4I）。勞動是不名窖的’也

代表在社會上不體面。有尊嚴的職業包括「政府、軍事﹑運動以及神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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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Ig75【I89g】﹩ 斗0）,造些工作或許要出點力氣,但是他們並非為了提

高生產而勞動‧這樣的秀異痕跡在運動領域其貴還看得見:不久之前的網

球與板球運動’還區分著「業餘跟職業」兩種玩家,前者是受到尊重的紳

士,而後者則是不受尊重的球昌。對前者而言’運動是－項休間;而對後

者而言’運動則是維生的方法。因此從社會層面來看,即使做相同的運

動’但社會意義巳極為不同’真的’即使是相同的遊戲跟相同的隊伍’也

能產生不同的意義。當然’參加不同種類的運動’也是另-種臻至秀異的

方法:工人階級只能玩玩足球’真要去打馬球﹙poIo）’根本就付不起。

注的事物通常不具責用。有閒階級不必直接展示他﹛門的休問時問以證明不
╴︶

用工作’但這些時問仍要花在那些將來可以清楚證明他們不用工作的事物

上﹚優雅儀態與禮節的知識在這裡非常重要’-∣圖不正確的行為就足以讓
人立刻分辨出你不是個值得尊敬的人’你絕對不是那些可以把時問花在華

而不責的儀態上的人‧而假如你把時問花在巳經消失的語言’而且沈浸在

-些神秘的學科上’那麼你就可以全然地顯示自己並不把時問花在辛勤的

工作上。這樣來看’有些人去學些死的語言-點也不奇怪lj佺竺雪瑩嫂的

皺直哽﹣延且g臻上巨貢且,遠直僮扈二學習當代有用的語言’可能被認為
有職業司∣∣練的傾向,也因此不夠名髻;但假如你去學習古希臘語’那麼造

就穩當多了。在你們認為我也跟VebIen-樣犬儒之前,請試著把這樣的

說法應用在「教育」跟「計∣練」的差異上。我﹛門說某個人受過「良好教

育」﹙非職業的）’與受過「良好司I∣練」﹙職業的）’是不是有差另∣」呢?這

跟勞心-勞力,觀念-執行的區別是否-樣?這些難道不能用不同的方

式,反映在社會地位的圖像上嗎?

-個人也可以透過支持不事生產的人來提高自己的聲望,所以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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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有－堆不做事的僕人’那麼這個人頁的很有地位‧這-類的僕人會被

擺在雇丰的旁暹,以彰顯雇主的優越地位’至於那些必須幹髒活的僕人’

則盡量不被看到。VebIen認為這種傾向是從不用做事的老婆﹙或說大老婆

）開始的 ’然後漸漸往外擴散。這些人主要是用來展示雇主的財力-

這似乎是他們的主要功能。他們代替雇主炫耀性地浪費時問。他們或許也

很忙’但做的都不是那些會降低身份的勞動。也因此Veb】en這樣說:

「花在造些事∣青上的勞動是休閒;而假如不是田沒經濟壓力且發號施令的

主人來做這些事情’而是由他人來代為執行的話’那這就是『替身休間』

（vicariousleisure）」﹙VebeIn,lg75【I8g9】:59﹚。僕人的休閒不是僕人的’而

是屬於主人的。沒有任何技能的僕人其貫也不太好:用來司∣∣練僕人做好工

作所花的金錢跟時問’應該讓大家都看至∣’這樣子主人的金錢地位才能夠

在疸些僕人的技能﹙或沒有技能）中彰顯出來。這很像第-章所說的銅鏽

﹙可以讓人看得出時間痕跡）,或可稱為「時問資本」（temporalcapital）。

要昭告天下我有錢,炫耀性休閒並非唯－的方式。透過物品的炫耀

性消費,同樣也能達到這個目的’尤其在當代社會’上述那種不用做事而

可以炫耀性休間的人’似乎只限定在超級有錢的-小撮人’大部分的人都

必須賺錢。毫無生產力的消賈時問是-種榮耀,而毫無生產力的消費物品

同樣也是－種榮耀。在VebIen的模型中’下層階級的物品消萱僅僅只是

為了維生的再生產而已’而上層階級的消費則是超越了維生水準’以炫耀

性的消費向世界顯示他們的生活品質。某類的活動、食物﹑衣服或飲料就

是為這些炫耀∣生的消費階級而準備的。VebIen寫道:

3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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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使用束∣I激物而造成酩酊大醉或其他的病態結果,似乎變成了-種

榮耀,變成-種標誌,彰顯那些有辦法付得起沈溺代價的人的優越社

會地位。過度耽溺船此而造成的虛脫,被某些人恣意地認篇是男人的

特質（﹨／ebeln,】g75【l899】:70）。

川
廾

D

﹄

圃﹙Gou【）也被編織成榮譽的徽章.造些「昂貢敗德病」（I,75【l8,,】:
7l﹚在以前只有富人才能付得起’現在可能不再那麼名髻了。不過VebIen

仍然認為’我們會以寬容的態度來看待有錢人做這些事∣胃,但對於「女

人﹑少數族群﹑低劣人物」做同樣的事∣青時,就不會如此寬容。當社會越

來越富有時’單靠消費彰顯自己的金錢地位就越來越困難。越來越多的階

級有能力消費’演變成必須以某種消費方式’才能讓人立刻知道自己的消

費能力。在這裡’人們必須花費時問學習那種讓人印象深刻的炫耀∣生消

費。VebIen寫道:

培蓑美學能力需要時間,也需要應用,因此紳士必須把他的休閒生活

變成-種或多或少都要費力氣去學習的事業,－種可以讓人看出他的

休閒生活是學習而來的事業。紳士被認篇可以毫無限制地消費,並且

購買正確的物品,而與此有關的,貝II是他必須知道如何以適當的方式

消費（VebeIn,Ig75【l89g｝74-5）。

在此觀點下,何為正確的消費變成了－個人要能夠展示他有問暇學習如何

恰如其份地消責‧

炫耀性休閒可以透過賜予別人休閒而得到更高的聲望’例如妻子或

僕人’他們充當主人的替身’不貝生產力地把時間消費掉,以便彰顯主人

的偉大。同樣的’物品的消費也可以從主人本身延伸到他人’例如僕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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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穿著昂貴的僕服’妻子或女兒穿得比自己奢華’我﹛門在第II章會再回

來討論這-點。-個人也可以開個酒會’讓客人來替代主人消費財富’這

主要是以食物﹑飲料或送禮來展示。宴會或舞會可以清楚證明給其他聲望

的競爭對手看’本人是有能力支付如此花費的‧類似宴會或舞會的東西’

可以拿來當武器’證明自己比其他人更值得尊敬。當然,造不是說宴會或

舞會沒有其他的社蕾功能’例如團結或休問’不過他們也帶有地位判月∣」的

目的。

即使在VebIen的時代,擁有僕人的現象也快結束了’越來越多的工

人階級可以找到不錯的就業機會’而成長的中產階級則負擔不起雇用僕人

的費用。在此∣青況下’VebIen說: 「替身休間與消費的責任現在就落到

太太的身上了」﹙Ig75【l8gg】: 80﹣I）。在此我們碰至∣」了-個他所說的「奇

怪的反轉」﹙curious inversion）:－家之主無法休問’必須不斷勞動賺錢’

而替身休問與消費貝Ⅱ流傳了下來’變成了太太的工作; 「我們看至∣」男人全

力投入工作,以便讓他的妻子用正確的方式來彰顯耗時的替身休間’這種

現象可說是屢見不鮮」﹙Vebeln’】975 【】8g9】: 8l）。面子跟榮耀就這樣保住

了。宣稱「我的老婆不用工作」’意昧著女性必須代替老公去消費時問與

物品’以便彰顯老公的財富。這跟女性自己去消費時問或物品不同。此說

也可應用在孩重’甚至是愛犬上’例如幫他們穿上 流行的服飾。「展示

不貝生產力的東西」此原則仍然繼績著。

以前的封建社會,階級區分比較僵固,但現在的資產階級社會則流

動∣生較高’只是上層階級仍被視為設定社會標準的人。也因此消費的-般

模式漸漸變成下層階級無趣池模仿上層階級所做的事。越往下層走’就可

以發現越無法以休問來取得榮耀’也因仳物品的消賈成為人｛門展示財富與

榮耀的主要方法。﹨／cblen寫道:

尸
o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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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社會∣偕級,甚至是最低賤的窮人,也不會放棄-般的炫耀∣生消

費。此消費類別中最低標準的項目,除非迫於維生需求,否貝∣l不可能

被放棄‧在拋開最後-串廉價首飾或最後的金錢虛榮廁具之前,骯髒

與不適仍是可以忍受的（VebeIn,】g75〔l8gg】:85）。

作為－個社會人’似乎離不開某種形式的炫耀∣生消費:所有的社會都必須

提供某種被道德人士認為是浪費的消費;時問的浪費及物品的浪費,以便

羸得社會聲望。在莎士比亞的《李爾王》（Ⅱ’iv）也有類似的觀點:

啊!不要跟我說Ⅱ﹣麼需要不需要;

最卑賤的乞丐,也有他不值錢的身外之物;

人生除T天然的需求以外,要是沒有其他的享受,

那和畜牲的生活有什麼分另lI?

這意昧著－個人若只支付得起最低的生存需求’那與動物差不了多少。與

自然共存的生態神話是否對此必要浪費原則感到悲哀?從炫耀性消費回到

炫耀∣生休間是否就可以解決此問題?這是個有趣的議題。

讓我們再回到熟悉的工業社會。消責最終還是比休問更能彰顯-個

人的金錢地位。為什麼呢?休問只能在大家都互相認識的小社會才能成為

獲取地位榮耀的方式’而炫耀∣生消貢貝∣」可以在-堆陌生人的社會中’有效

地成為展現金錢地位的溝通要素。我們可以看見’在都市中人們消費比鄉

村地區的人,更帶有炫耀性’因為他l門必須讓更多的陌生人印象深刻。表

2.l是炫耀l生消費與休問的比較。

對於消黃逐漸取代休問成為取得社會榮耀的捷徑,VCbIen還提出另-

種解釋,那就是「辛勤工作的本能」﹙theinstiⅡctofworkmanship）（Vebe】n,

些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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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l展示財富與地位的方法

炫耀性休問 炫耀性消費

不具生產力的去消費時問 不具生產力的去消費物品

適合較小﹑較少發展的熟人社會 適台較大﹑較發展的陌生人社會

上層社會的策略 中產與較低階層的策略

封建社會（與未來的「綠色」社會?）資本主義

l975【l8g9】: 93）。它與炫耀性浪費的法則相矛盾,指的是正面看待生產效

率及其用途的傾向‧在此看法下’無所事事是很丟臉的事。不過這可能只

存在於某些認為用另外－個原則來取代炫耀性浪費更能彰顯社會榮耀的階

級。﹨／cb】en確也承認’「明顯地亳無目的的休閒會被看扁’特別是在那些

普羅大眾出身的有間階級之中」﹙VCbeIn, I975【l899】: g5）‧此原則的責質
效果似乎就是強迫那些休間階級偽裝從事有用的工作。不過如果VebIen

把此論點推得更遠-點,那麼他就可以推導出基本聲望的鬥爭問題。但他

並沒有這麼做’只是認為所有的階級都想要模仿更高的階級而已’而非生

活在不同的競爭原則下。因此VebIen的社會顯然是共識型的社會:所有

的人都同意聲望是建立在某種程度的浪費上。接下來將討論的Pie!.re

Bourdieu’仍籠罩在廣義的Veb｝en傳統模型中’不過複雜多了。

建立差異II : Bou「dieu

VebIen的說法大部分都停留在有趣且說得通的理論層次上’Bourdieu

﹙lg84【lg7g】）則以責證的方式’仔細檢視社會階級與消費寅踐的關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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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本章仍然只討論理論的層面。Bourdieu最有價值的創新思維’可能是他

對於兩種資本的區分。通常當我﹛門想到資本時,就只會想到經濟資本’但

BourdIcu認為還有另-種資本’它有噎偃Ⅲ以萼化為經濟資本’但有時候

也跟經濟資本作對.第二類的資本稱壑止資本‧文化資本有點類似我﹛門
在討論VebIen時所說的－種觀念:不僅僅只要消費就好’還必須以恰當

27

﹑︶↙＼︼︵︶︵一一一一一╴

目有禮節的方式來消責’而取得這樣的禮儀’必須透過花賃時問與金錢在

不貝生產力的事情上。
︶一～一 ～

對Bou『dieu而言,時間與金錢也捲入文化資本內,此處的關鍵∣生概

念是教育。-個人上學的時間越久’教學的單位越是言英’此人所擁有的

文化資本就越高。我們若把兩類的資本組台起來,那麼不同的圄體就可能 ﹟
﹂

聆’
落在四種不同的類別:﹙I）高經濟資本與高文化資本;（2）高經濟資本’但

低文化資本;（3）低經濟資本’但高文化資本;（4）低經濟資本與低文化資

本。根據這兩種資本的特殊組台’我們可以把不同的團體放在－個社會空 ＝

問地圖上。Bou『dieu﹙l984【Ig7g】: l28﹣g）只分析法國社會的不同團體。確

責的’他討論了兩種不同的事情;我們剛說的社會地位空問’以及生活形

態空問（thespaceof】ifbstyIes）,而後將兩種地圖疊在-起。這讓我們可以

看看不同的生活形態如何在特定的社會圄體中表達出來。我們用直貿來想

大概可略知-二’但Bourdicu的討論則相當細膩。他不僅討論:從低經

濟資本至∣」高經濟資本的飲料的偏好-從－般的紅酒﹑啤酒﹑有氣的白

酒﹑礦泉水、威士忌’-直到雞尾酒;或者從低文化資本到高文化資本﹙

假設經濟資本不變）的作曲家的偏好-從比才（Bizet）﹑柴可夫斯基

﹙T℃haikovsky）至∣拉威爾﹙RaveI）與史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或是兩種資

本都高者的需求-Xenakis﹑Webem與Bou】ez。他還列出每-社會地位

的人和此二資本有關的-組特殊的文化責踐。例如高文化與高經濟資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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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喜歡WarhoI的畫’Xenakis,Webem與BouIez的音樂’常去左岸藝

廊’參加前衛慶典’吃中國餐廳,聽F『α〃ce﹣M!＄／q!!e電台（類似英國的

BBC第3台）’喜歡閱讀政治與哲學論文’報紙則看《LeMb〃咋》 ;而那

些兩種資本都較低的人’則偏好去野餐,聽流行電台L〃xe加bO!〃g’播放

CharIesAznavour或johnnyHal】yday的音樂’閱讀愛情故事’看《Le

Pα〃s／e〃L∕be陀》報紙‧

敘述到此有件事情變得很清楚了’那就是不同的社會團體生活在不

同的世界’而在個另∣l的世界中’他們有特殊的文化責踐組台’這些責踐在

該世界內部有其邏輯的-致性’這些都可根據Bourdieu的概念按圖索

驥’而令人驚訝的是這些世界幾乎是自我封閉的’透過消費物品的特殊組

合,及其消費方式’而創造出－種特月∣」的真責感。讓我以閱讚報紙為例來

談倉∣l造某種特別世界的感霓。我遷移到澳》l∣∣前,曾經在英格蘭中地北遑的

KeeIe大學工作。我與我認識的每個人’幾乎每天都是閱讀《衛報》

﹙G剛αγd／α〃）或《獨立新聞報》 ﹙／〃depe〃de〃／）∣’假如有人不是疸麼做的

話’我曾霓得他﹛門有點奇怪’並日盡量辦免跟他們接觸。但每次我坐火車

到倫敦時’我四周的人都是在看《每日電訊報》（DαMvMegr叩力）z ’多少

有點震驚「竟然有這樣的人」 ;更慘的是’我跟他們坐在同－車廂內.造

麼-份報紙不過是我的社會世界裡的－部份,竟然會讓我難以接受這樣的

事賣:其他的報紙也可能建構出另－種世界。現在你把《衛報》讀者與

《每曰電訊報》讀者的世界裡消賈的物品補齊’那麼你就會發現’不同的

賣踐會相吸而形成－個似乎完全真實﹑調和﹑對相關的人且是唯－台法的

28

L譯註:知識份子閱讚的報紙。

2譯註:類似台灣的《蘋果日蚶》,有大』d的I慟I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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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這樣的世界其責是以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獨特的組台方式為基礎而

建立的’造個世界裡面的人如魚在水中’買得再自然也不過了。不同的社

曾圄體在各自的經濟-文化組台裡’買得舒服自在’出了追個世界’便會

貴得愍忸。新認識的朋友假如問你:「你喜歡聽什麼音樂?」’他可能是

在找尋解開你社會空問地位的鑰匙。假如你知道某人喜歡某種音樂’你就

知道他﹛門其他的文化責踐是什麼’因為這些文化寅踐並非獨立的,組台起

來多少有些-致∣生。讀者麼或許可以想想,自己用什麼方式在那個社會空

間來定位新朋友:你們至∣底會如何做?

就如Bourdicu講的’疸樣的組台「讓基本的社曾差異得以表現出來」

﹙Bourdieu’l981【Ig7g】:226）’透過這種方式呈現與其他人不同。換言之’

每次的消賣都在繁衍社曾差異。為何某些物品的消費可以象徵秀異’其他

的東西就不行?例如在巴胎的〈平均律鋼琴曲〉﹑蓋西文的〈藍色狂想

曲〉、以及約翰史特勞斯的〈藍色多瑙河〉之間’不至∣」－個工人選擇巴

怡’20.5℅的工人選擇蓋西文’50.5℅的人選擇約翰史特勞斯;而對高

職業與藝術家而言’33.5℅的人喜歡巴Ⅱ台的〈平均律鋼琴曲〉, l2℅喜歡

〈藍色狂想曲〉,而沒有人喜歡在多瑙河玩水﹙Bourdieu, 】984〔】g7g】: l7）?

當-個人沿著社會階級的階梯往上爬時’大概喜歡巴哈的人數也會隨著攀

升,而喜歡史特勞斯的人則等比例下降。蓋西文在中產階級的得分最高,

而在較低或較高階級的分數則下渭。Bou㎡ieu所謂的秀異的禾∣」潤（the

p『o向t indlstinction）與佔有不同文化產品之手段的稀少性成正比﹙Bou「dieu,

I98斗【】979】: 228）。他寫道:「微妙分出階層的文化物品,似乎劃分出了

進步的不同階段與程度’從而界定了整個文化事業..…追個階段從「文盲」

到「文化」﹙Iite「ate）,中問夾著「非文化」、「半文化」;或從「－般譆

者」’-直至∣」頁正有涵養的譆者’只有有涵養的讀者才能宣稱他們懂得欣

o
↗

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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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精緻物品微妙之處。這樣-來’某些藝術就被建構成「高級」的,而其

他的就是「低級」的’某些是「中問的」‧如此宣稱的人,是由於他們受

過較多年正式與非正式的教育來獲取這些知識。教育培育美學能力’讓教

育者有能力深思’保持鑑貫距離。我們在此暫時轉進哲學的探討。

Bourdieu將之視為是康德式的美學觀（Kantianaesthetic）。康德式的美學觀

是什麼呢?DanieIMiIIer清楚地寫道:

康德式的美學棄絕立即的感官快感,偏好透過文化培蓑、抽象思維而

達至II的理解。因此它傾向於拒絕意指（signi伺ed）或自然方式的再現,

而喜歡傅統的原貝∣l ;行家的與形式的方式。VebIen筆下的有閒階級

炫示財富與消費的方法,遭到另-種更細緻、超然且非炫耀的形式所

挑戰,這樣的形式只有足夠文化l∣多養或文明的人才懂得欣賞。這樣的

美學,顯然表現在冷酷、超然的與「玄妙難解」的現代藝術形式上

（Mi】Ier,D, l987: 】4g）。

假如有康德式的美學’那麼也會有反康德式的美學。什麼是反康德式的美

學呢?

它是-種大眾文化的美學,偏好立即的娛樂﹑快樂、內在感覺,尊重

感官與再現的感覺。在這裡,實體與意指是最重要的。關於哪種丰題

適合拍照的問題,正可以清楚說明此點。康德式的美學認篇是萵苣與

汽車失事場面,而反康德式的美學貝Il喜歡日落與初領聖禮的場合

﹙Bourdieu, lg8￠【I97g】: 34-4l）。對前者而言,美是透過再現模式倉Il造

出來的,對後者而言,貝ll是內含舶主題中（Mi】lef,D, lg87: 】50）。

所以文化資本的增加’比較會支持以康德式的方法來看待世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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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而低文化資本的人’則傾向於反康德式的美學’喜歡立即、感官的與

具象的美學。美學觀如此不同’意昧著-般的物品與文化事物也會以截然

不同的方式消費,消費者從而也涇渭分明落入不同的階級。表2.2是康德

式與反康德式的美學對比與摘要。

高文化資本相對而言比較稀少’而這樣的稀少性必須被保謹。接下

來他的論述我們可能很熟悉了﹙假如某個圄體獨有的物品﹑資格與文化實
踐漸漸被其他圄體取得﹙例如透過教育機嘗的增加﹑更有錢’或者前此仍

昂三的物品價格下跌）’那麼為了保持其獨特的社會距離’他們就必須改

變）當然’文化貫本或經濟資本’何者更適台作為秀異的墓礎’這檬的鬥
爭－直不歇,這是支配階級內部鬥爭的特色。Bourdieu把支配階級區分

為:主要以經濟資本為基礎的支配階級團體’和以文化資本為基礎的支配

階級圄體‧由此我們可以清楚看至∣」 ,遍且瑩異二-藝魎室或fu遨世乏籃丕起

那些只是有錢的人的品昧:爭奪界定秀異的台法權力-直是造種階級內部
﹃︼＝－～︼一╴～︼＝╴︸一～╴︻～～一－╴-

〕O

表2.2康德式的與反康德式的美學

反康德式的美學康德式的美學

較低的文化資本

大眾文化

立即的』∣俞悅

肉體中心（感官的）

以自然的方式再現

以每個人都看得懂的方式炫示富與消

較高的文化資本

蓄英文化

有教養的（I因象的佔有
匝靈軏﹜（理解的）
以傳統式的行家與形式的方式再現

精緻﹑有距離感﹑非炫耀的形式展現

’只有聯教養或文明人才能讀懂費
適台拍照（蔓苣與汽車失事 適合拍照 儘盥避聖禳
資料來源:根據MiⅡer,D.。l987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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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爭的-部分。夾在這場社會遊戲中問的是逝少宣產階紐（newpcttybour﹣

geoisie）’Peatherstone﹙Iggla）曾經以Bourdieu的手法討論這個階級。造

個階級不僅將知識份子與前衛人士的觀念通俗化’而且:

他l門扮演文化企業家的角色,不斷地正當化專業新領域的智識化,例

如流行音樂﹑時尚﹑設計、假期、運動、大眾文化等,這些漸漸都變

成了嚴肅分析的對象。在此,重點不在船此新／∣﹨資產階級在提倡哪－

類特殊風格,而是他們普遍都顯現對齡風格的興趣,對胎過去風格的

懷舊,以及對舶最新風格的興趣（Peatherstone,lgg0a:9】）。

／

這種佔領新領域’（將之劃為其知識的工作範圍的殖民手法,是-種宣稱擁
有秀異的方法。在此以前,只有化身為高文化的專家時才可能達成’這是

﹨

新小資產階級唯－獲取文化資本的方〉去〉除此之外別無它途‧或許我﹛門可

以說’他們試著應用康德式的美學觀念到還不受尊崇的領域。當然’他們

必須說服這個世界,他﹛門所作所為都是正當的’特月」是那些認為高文化才

值得注意的階級。他們對於風格的興趣’表示他｛門可能成為不斷異動之物

品的積極消賈者。

但整個階級都迷上同-方面的特定物品與貫踐’並拒斥其他階級,

這是怎麼-回事?某些特別的物品怎麼就「正確地」變成了某個團體的專

屬’而此團體內的人卻不必審∣真考慮?這不是簡單把整個世界畫∣分為康德

派與反康德派的兩個階級就得了’秀異也有程度之分。即使我們都信奉康

德式的美學’我們也不可能同時都愛上某些物品。因此還應有其他的社會

屬性在作用。Bourdieu認為生產領域與消費領域’存在著-種形態上的同

構性﹙homoIogy）,這使得兩者問具有客觀的協調性（Bourdieu,】981【lg79】:

233）‧在生產領域與社蕾階級之問’也有類似的關係’即使兩者並非匱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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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連（這也是為何他用同構性-詞來說明）。以時尚為例’他認為在生產領

域內部的鬥爭邏輯’跟支配階級內部的鬥爭邏輯,有－客觀的協調性。在

時尚方面,∣弓爭主要是圍繞著新與售的對抗’而疸又與年老﹑年輕的對抗

產生關聯’接著又有其他的對抗’例如昂責／便宜’古典／貫用等。相同

的’資產階級內部的鬥爭也可以理解成新與蕾’年老與年輕的對抗﹙見圖

2」）。在此Bourdieu將權力和年齡等同﹙特別是經濟權力）’因此-般而

言’年老的人比較有權力。－個人當然可以在生理上年輕’但獲得權力使

得他在社會年齡上比較老。所以在疸兩個領域裡都出現相同的對抗;

在時尚領域佔有支配地位的女裝設計師,面對挑戰者的積極競爭,只

須探取／l﹨心與謹愎的消極策略,直接迎合舊資產∣偕級的需求,這些舊

資產階級和他們之間有種異體同構的關係,同樣都排斥新資產階級的

膽大妄篇。同樣的,此領域的新來者,年輕的裁縫師或設計師’殷盼

生產 消賣
﹦●D﹃右■■■■■■﹦■■■■■■■■■■■■■■■■■■■■■■■■﹦■︻■ □

蕾
Ⅶ
新

蕾
Ⅶ
新

■＝︼■■■■■■■■■■■■■︼■■■■■■■■＝■■■■■■■■■■▼﹦■●▽■

時尚

生產領域內的分化和消賈領域內的分化相吻台

圖2‧1異體同構關係〔B0Ⅲ‧dheu,】g81I1g79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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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顛覆性的概念能贏得認同,因此是資產階級內那些較年輕世代團

體的「客觀盟友」﹙Bourdieu,lg84【I979】:23〕）。

所以這些場域裡面都有相同的對抗集台’這也是為何特定的物品與特定的

階級或階級次圄體似乎都嘗自動對上眼。俗稱的「品昧」就社會學而言’

只是「人與事物攜手向前行」﹙Bourdieu’】984【lg79】:24I ）而已。大家常
-

說品昧是沒有來由的’但BoⅢdieu在做的正是為品昧找出來由‧

32

B0urdicu拮麼寫品昧:

品味是媒人;它把顏色,

去配對「適配的兩人」。’去配對「適配的兩人」。這

也把人配對起來 ,人們-開始就根據品味而
﹑～﹣︵～︶﹦╴＼︿一﹀︶一︵︸＝︻～╴

種自動自發去解碼另－l∣占I人慣習﹙habitus）

的情形,就是立即親近性的基礎,此親近性讓人們的社會交往有概念

﹙orientsociaI encounters） ,不鼓勵衝突的社會關係,鼓舞適配的關

係,這些交往只需用至∣∣發自內心的社會語言,如我喜歡或不喜歡,就

可以T﹙Bourdieu﹑Ig81【】g7g】:243）。

因此’品昧並非是個人的﹑無法分說的﹑天真無邪的’它似乎隱藏在社會

生活的基底’保證社曾的秩序與和諧’同時也反映出社會鬥爭。

本章的主題可以簡單摘要如下:消費傳遞了社會的意義’而且是社

會秀異的鬥爭場域。可以這麼說’因個人飢寒交迫而需要的具體滿足’幾

乎可說只是意料之夕卜的副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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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蕾學對於商品之社會特徵的詮釋’最早且最有影響力的作品可能是馬克

思《資本論》第-章所討論的商品拜物﹙fbtishismofcommodities）‧馬克思

認為商品具有拜物性質’因為商品似乎只跟商品有關’而掩蓋了它事責上

是人類勞動的產物,並因此把人們帶入特殊的社會關係此-事責。在封建

社會中’人們的社會關係並未被偽裝成勞動產品間的關係’但是在資本主

義社會,人際關係卻是以物與物之關係的形式呈現。這些物品可以在市場

上交換’是因為他﹛門只是相同事物﹙也就是人類的勞動力）的不同展現而

巳。對馬克思而言’物品的「真責性」（reality）是在它的交換價值裡頭,

而交換價值是從勞動力而來。結果,我們很少注意到物品的使用價值’也

就是物品的具體功能﹙這跟凝結了人類勞動的抽象形式剛好相反）。但是從

消費的觀點來看’我們關心的是物品的特殊使用價值。馬克思學派對於商

品交換價值的強調’可能阻礙了社會學對於責際消費行為的討論。

商品在市場上才可能是商品,-旦售出後,它就進入另-個領域

了。KopytofT﹙】g86）認為商品有個共通的特性:因為它們可以交換,所以

它們是相通的（equivaIent）’但是造種沒有差異的同質∣生’伴隨著「難道

沒有神聖的東西了嗎」的絕望Ⅱ內喊,出現了另－種反趨勢:人｛門試著透過

神聖化或限制商品交換的範圍,而把商品「個體化」﹙singularize）。

n
o冗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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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Cracken（lg88﹚舉了-個極端的例子:某個消萱者LoisRoget把商品和

-個高度限制的流通領域綁在－起。Lois是家族物品的看守者!所典藏

的家貝,每樣都與家族歷史有關。換言之’歷代的家族歷史是以家具與附

著於其上的家族歷史而呈現‧物品中黏附的不是抽象勞動力’而是家族成

昌的生命.McCracken指出’這是現代市場尚未出現前的消費宣例’現代

的家庭則是在市場上購買物品’而非從繼承而來。

除了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以外’可能還有－種標誌價值﹙signifying

vaIue）‧它也可能是標誌著該物品在具體的使用價值之外’還有另外的

「用處」’例如毛線衣明顯的使用價值可能是冬天保暖’但是它的標誌價

值’或曰象徵∣生的使用價值’則在於它是家人或朋友送的澧物。自己購買

的Armani外套的象徵性使用價值’可能跟家庭無關’但也可能跟保暖-

點關係都沒有。蒐藏者要找的價值似乎也不是該物品的交換價值或簡單使

用價值。我們將透過McCracken所謂的「置換性意義」﹙displacedmean﹣

ing）與BaudⅡllard對於物品體系的解說,來討論此議題‧
4

0
n

d

馬克思與商品拜物

對馬克思而言’物品有兩個面向﹙Marx’l971【】867】）。第－個面向是使用

價值﹙use﹣valuc）,指的是物品責際上的具體用途‧例如你可能買煎鍋來煮

飯’買電腦來寫文章’但不可能用煎鍋來寫文章。從此觀點來看使用價

值’那麼物品之問是無法比較的’它﹛門用在不同的目的。當然,我們也可

能說,在煎鍋﹑剷鍋﹑煮鍋,或不那麼容易瞭解的,電腦﹑鋼筆、鉛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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鵝毛筆之問’有-些相通處。但這些相通處仍停留在使用價值的層面。不

過如果我﹛門說－台電腦等於五十個煎鍋,或-個煎鍋等於-百枝鉛筆’或

說-件CK的襯衫與-瓶G『angeHermitage的酒相等,也是可以的。在資

本主義下’責際上任何的X物品都可以用某個特定的比例而與另個物品

Y等價（equivaIent）’也就是X＝〃γ’〃是-個常數。既然這些物品都有各

自不同的用途’當然就不可能在使用價值的層面進行比較‧這就把我﹛門帶

入馬克思學派對於物品的第二個觀點:物品不僅只有使用價值’而且還有

它的交換價值（exchange﹣va∣ue）’這才使得它可以在市場上與其他的商品

交換。事宣上’在資本主義社會’交換價值遠比使用價值更根本。馬克思

以略帶幻夢的筆調寫著:

如果商品能夠說話,它們會這麼說:我們的使用l買值或許讓人們感至∣l

興趣,但它並不讓我們變成物品,而是交換價值才讓我們成篇物品。

我們做周商品如何交流﹙inte『course）可以證明此點。我們各自看至Il對

方的只是交換價值而巳﹙Marx,l974〔l867】: 87）。

因此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物品是以交換價值來分析,而非以它的使用價

值。但什麼構成了交換價值呢?對馬克思而言,商品的秘密在於勞動力

（Iaborpower）;當X商品交換〃個γ商品時,所交換的是等價的勞動力。

這是不同的商品所共享的特性’而疸也讓它們可以互相交換。當然,勞動

價偵理論有很大的爭議,但對於本章而言,這不是重點,我﹛門只是想知道

馬克思與此傳統下的學者如何理解物品的世界‧馬克思感至∣」興趣的是人﹛門

之問的社會關係如何轉化成為物與物的闢係;物品變成了真責’而勞動力

消失在物品內,物品開始支配我們的社會關係。就如他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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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之所以神秘,就只因篇人們把人類勞動的社會l生質,看成了勞動

生產物自身的性質;從而,生產者和總勞動的社會關係被認篇是存在

於生產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係（MarX,I974【l867】:77﹚。

所以我﹛門可以把商品理解成人類關係疏離的例子‧當資本主義不斷擴張發

展時’物品的生產不再是為了使用價值’而是為了交換價值,那麼此種疏

離感就曾更強化。當然’使用價值不曾消失’但是它逐漸臣服於交換價

值’臣服於市場上的流動。交換價值甚至不再需要拿使用債值當掩護,我

們現在買東西就很少考慮使用價值,多半只考慮標誌價值。不過馬克思並

沒有發展出標誌價值的概念’我﹛門在底下會回來談此問題。

對馬克思而言,當物品開始有交換價值’成為商品時’那麼它就會

遮蓋住人與人的關係。他認為頁責的闢係是生產者之間的關係’而非消費

者之間的關係。所以他的論點讓我們知道’在資本主義社會’商品如何被

交換,以及交換價值如何遮蓋了生產者之問的關係’不過卻無法告訴我

﹛門’-旦商品被買走’離開了-不管短暫或永久-交換的領域,這

些商品後來如何了。說到這裡應該很清楚了’馬克思並不從消責者的觀點

來理解物品。現在讓我﹛門更進－步體察商品’看他﹛門如何去商品化

（decommodi偭ed﹚’再商品化﹙recommod而ed）,甚或神聖化﹙sacraIiz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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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的文化l專記

對於資本主義有-種極端的觀點:所有的物品都是商品’都可跟其他商品

交換’在所有的時點它﹛門都是商品。lgorKopytoff﹙】g86）試著證明並非全

都如此。在所有的社會中’某些物品會從商品交換的領域中移除’甚至某

些東西從來就沒成為商品過,而且大部分的物品可能某時候是商品,有時

∣∣矣則不是。他以稍微挑量的□氣問道:假如人們變成商品而在市場買貢

時’會發生什麼事∣胃?這裡指的當然是奴隸,而且我｛門想都不會去想’我

﹛門對待物品和對待人的方式會是-樣的。我們通常把人跟物放在對立的兩

個極端’不過疸可是晚近才有的事’而目就文化來講’還滿例外的。請先

拋開道德意見’看看如果把人當物看待的話’從人□的販賣過程’我們可

以看出什麼。

Kopytoff﹙l986: 65）認為奴隸做為商品的狀態,不會是永久的。-個

人可能因為被俘擄﹑打敗仗或其他原因而成為商品。此商品在奴隸市場上

買責,而此時「去商品化」的過程也就開始了’奴隸開始有-個新的社曾

身分,例如在田裡工作的工人’或羅馬帝國的軍人’他變成了「個人」而

在主人的社會中有－新的角色。至少在某段時問內奴隸不會是商品。如果

再被賣出去’那麼他們又成為﹦手奴隸市場的商品,而-旦被買入,另-

個去商品化與個別化（singularization）的過程又開始了。Kopytoff認為像這

樣的人-物（peopIe﹣thing）的轉換歷程應可以應用在所有的商品上。任何

的商品-旦被買入後,它就不會被當成商品對待’因為它已被納進－個它

有所屬地方的特殊世界’有它自已的鷗性（參考Corrigan’l98g以衣服來

證明此點）。當然,它也可能又回至∣市場,但假如它變成家庭的傳家遣

產’那麼它就不會進入市場‧物品有它｛門自己的傳記’也因此通常不僅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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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商品。不過傳記沒有公定格式’我﹛門對於自己就可能有各種不同的小傳

記:我們的職業傳記和家庭傳記可能非常不同,也可能緊密結台;我﹛門可

能分月∣」擁有自己的政治傳記’經濟傳記與心理傳記。根據我們所強調的’

我﹛門會有許多的不同生命。確責如此’不是貓有九條命’而是我們自已有

許多不同的生命傳記‧-隻貓的傳記就是很好的去商品化過程。你可能在

市場上買了－隻貓（因此牠是商品）’但-旦購入後’牠就在你的生命中佔

有-個特定的位置-牠開始變得個別化’而牠在以後的階段也不太可

能再度商品化﹙見圖3」）。

我們可以用兩個對立的軸來想像商品世界:「完美的商品可以跟任

何東西進行交換’而完美的商品化世界是所有的東西都可交換與出售。同

樣的’完美的去商品化世界是所有的東西都是獨-無二的’無法交換」（

Kopyto筮l986;6g）‧馬克思擔心資本主義會變成前述的第-種世界’在

此世界中’金錢的氾濫推翻了封建社會的限制,襲捲所有的東西’化為目

眩的商品。在-個完全商品化的世界’沒有任何東西是神聖的。我﹛門等下

會回來討論人做為商品的問題’但現在我們要注意,任何的經濟社會,似

乎都處於完全的商品化與完全的去商品化兩極之問:兩種元素都有’都是

混台著。似乎每個社會都會討論哪種物品可以商品化’那些不行。舉例來

說,兩者之問的緊張關係’可以從-些爭議中看出,例如;土地是否要開

採’還是要成為保留區’開發或保留’經濟利用或是神聖保存。商品化與

去商品化過程的爭執在社會中的各個層面都可以看到’不限於-卜怵＋地的

例子‧大部分的社蕾都會把某些物品放在接近或遠離造－端或那-端。某

些物品近似商品,其他的貝∣為非商品。

交換價值的領域可能有許多個。並非每樣物品都可以跟其他物品交

換:某些物品只能跟某些物品交換,而此時這些物品的共通特徵並非抽象

的人類勞動力,而是在商品化與去商品化的兩極中問保持相等的距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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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化

﹃

↙

圖3.l 商品化與去商品化（K﹙﹚pytoff, l986）

Kopytoff弓∣用PauIBohannon﹙l95g）在奈及利亞中部的對Tiv族的調查,

以簡單的例子來說明不同領域的交換如何進行。對於TiV族人而言’有≡

個交換領域;

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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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維生物品的領域:蕃薯藤、穀物、調昧品﹑雞﹑羊﹑器皿﹑工具

與其他;﹙b）聲望項目的頒域:主要是牲畜﹑奴隸、儀式任務、特月Il

的服飾、醫藥與黃銅棒;（c）對於人的權利領域:妻子、守衛﹑與子

孫。這三個頒域代表三個不同交換﹛賈值的世界,也就是三個商品世

界。在每個頒域內的物品都可以互相交換,而且有他們自己內部的道

德規貝II 。此外,這三個領域在道德上的位階有高低之分:有關舶不受

限芾II的市場的維生頒域,位階最低;有關船親屬與親族團體關係的世

界的人權領域,位階最高。

有時候透過黃銅棒的使用,物品可以在領域之問移動。所以這裡我們看到

-種架構,按照道德位階而形成了≡個界限分明的交換領域’只有在很特

月∣」的情形下才可能在領域之問移動﹙見圖3.2﹚。通常各領域是分開的。對

我﹛門而言’這似乎相當複雜,但Kopytoff的解釋則很有道理:疸其責是

-種簡化。這個架構以簡潔的方式為Tiv社會中流通的物品（人當然包括

在內）排序-和這套架構比起來,任何東西都可與其他東西交換的社

會’確責是－片混亂。我們社會的系統比Tiv混亂多了。離開商品化越遠

的社會’交換領域就越多‧在極端的情形下’有多少物品就有多少交換領

域。不過這也表示,如果沒有東西可以交換,所謂的交換領域就曾消失’

甚至人類社蕾的概念也會跟著不見。不過-個社會越商品化,交換領域就

越少:每樣物品變得都可與其他物品交換’沒有任何差月∣」。

商品化軀力’和與它對立的﹛固別化軀力﹙thedrivetosi!】guIarization,

如;歧視﹑分別與神聖化）會碰撞。某些東西從來就被視為聖物而成功地

抗拒了商品化’有些物品則在商品化的過程中被解救出來而變成聖物。前

者包括如紀念碑﹑國家藝術收藏﹑皇家居住地等等。我∣門很難想像在

Canberra的戰爭紀念碑可以賣給-家速食連鎖店’然後在該地賣所謂的

AⅡzac漢堡I 。對澳洲人而言’這是非常神聖的地方’絕對不可以疸麼做。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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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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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奈及利亞TiV族的交換頒域﹙B0haⅡⅢ】0Ⅱ】,l959）

I .譯註:ANZAC是Aust『aIianandNewZcalandA叮nyCorps的縮寫,指的是澳洲與紐西蘭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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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lg96年1月的時候’澳洲的新南威爾斯政府決議,新的州總督

（代表王室）為兼職’不可以住在政府官邸﹙GovernmentHousc’此官邸將

轉為其他用途）’如此－來約可省下數百萬澳元﹙Ⅷe4〃s〃α／／α〃’】7januaⅣ

lg96）。-個與王室有關的職位於是透過商品的詞彙而降級’被從神聖的

領域中移除。神聖的物品邁遇到商品化’嚴重者會失去其存在的價值,在

－般的商品世界中不再受到保護。戰爭紀念館對澳〉州人還是神聖的,但王

室似乎巳不再是了。

如我們在Tlv當地看到的’限制交換的領域也可以達到個別化的結

果。以下的例子大家再熟悉也不過了:

4o

遺產項目

任何對澳洲mi言是非常重要的國家遣產物品,沒有得至I∣許可前,不得

帶出或寄出澳洲。

這些項目包括:藝術作品﹑言、文獻﹑地圖、郵票、硬幣、家

具﹑原住民手工藝品,以及任何與我國社會、軍事﹑運動歷史,以及

科學、技術發展有關的東西。與圖片、電影與電視產業相關的東西、

特殊的自然歷史物品,例如礦物物種、早期化石與其他的考古發現（

』Z／s〃α／／α〃○／s／O／〃sse∕wC2, lgg2:9）。

這段話並沒任何說明,在澳〉）∣∣I∣境內的交換是否有限制,不過很清楚的是,

這些物品-旦準備要出口’那麼它們在某種程度上就被神聖化而無法自由

買賣。當然’它們最終可能還是會被買貢’但必須獲得澳》l∣I∣國家的許可‧

造些物品被個別化﹑特殊化’只是因為它們被歹∣」為國家遺產,而國家遣產

就無法等同於X數量的洋蔥‧Kopytoff認為個別化的行動通常是-種權力

運作’例如在上述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澳》∣∣l政府運用其權力在所謂的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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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上,或更根本的’作用在所謂的「本質上是澳》∣∣∣∣的」東西上。

在比較簡單的社會中’大家多少都有共識’何種物品應該歹∣」入特別

的交換領域﹙雖然這可能有點簡化）’而在比較複雜的社會中’對於某些特

定物品的適當地位’不同的觀點之問可能會出現緊張狀況。大眾文化可能

宣稱某些物品是商品’而特定的圄體與個人卻不萱同。事責上’圄體要展

現其身分認同的-個方法’就是大家合議’將某些特定物品歹∣」入限制的交

換領域而將造些物品個別化。Kopytoff以非裔美人在lg50年代蒐集非》ll∣

藝術來說明此點:

在田野調查中隨地取得的非﹟∣l!∣藝術全被封烏聖物而放入封閉的頒域。

這些人們官∣l造的物品被儘可能地個別化T;對收藏者而言,保有它們

是出船個人的感性I賈﹛值,或者純粹是由齡它們的美學價值,或科學價

值﹙這需要收藏者對船此物品的文化脈絡有相當的瞭解）。透過非﹟ll市

場商人獲得這些藝術品,並不完全適當,更糟糕的是透過在非﹟l∣的歐

﹟l!∣商人,而最糟糕的則是透過住在歐﹟∣I!∣或美國的交易商﹙Kopyto什,

lg86:78）‧

這類物品可能巳經被商品經濟污染而邁到貶抑。這裡’我﹛門可以看到非裔

美人的專業團體如何試圖去限制﹑神聖化此流通領域’對抗那些把非〉）∣∣∣∣藝

術品當成-般商品的人﹙這些人可能從那些不神聖的商人階級手中買來）。

這些非裔人可以拿這些藝術品和其他的非〉）l∣∣∣或「原始」藝術品交易’但不

可出售’除非在極端需要的情況下’或賣給博物館﹙當然’博物館本身就

巳個別化和神聖化了）。在較為俗世的層次上,例如啤酒罐或漫晝書’最

理想的l肩況是和其他的啤酒罐或漫畫書交換’以此方式讓收藏者保有他們

想要的個另l」性。不過Kopytoff也指出’造會導致-個矛眉: 「-旦人﹛門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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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變成更個別化﹑更值得收藏,那麼人們就把它變得更有價值了;而假

如它們變得有價值’那麼它們就有-個債格’從而變成了商品’它們的個

月∣」性也就消失了」﹙Kopytofn986;8l）。

因此有許多人嘗試畫∣出個別化的領域以避免商品世界的侵霎’不過

就私人收藏的情況來說’這些努力並不能完全成功。刻意為收藏而休高產

品’本身就有可能變成-個龐大的產業。我們還可以在最神聖與最低級的

領域（也就是藝術）中發現其他的矛盾。-方面我們看到達文西﹑林布

蘭﹑梵谷或畢卡索的作品’都是無價的’但另方面我們又看到’這些作品

的所有者必須為它支付－定金額的保險’或萇罕存市場上拋售。所以物品

可以是商品或個別化的物品’但在同－個時點’它們不會既是商品又是個

別化物品‧繪畫只有在極少數∣青況下才是商品,大部分的時問都是做為西

方藝術的神聖物品而個另∣」化。把某個東西視為商品’或把它視為個月∣」化的

物品’造種對比在王爾德﹙OscarWildc）對於某些鄉愿的評述可看出:這

些人知道所有東西的價格’但不知道這些東西的價值‧

這裡我﹛門可以看至∣’物品有時﹛∣矣是商品,而有時候不是’它們有自

已的生命歷程’而不能只注意交換的時點’而即使它﹛門是商品’它們也可

能只跟某些特定的商品交換’而非所有的商品。在當代社會中’商品化與

去商品化似乎有個緊張關係,每樣物品都處在造種緊張關係裡面。接下來

讓我｛門看看部分受至∣限制的交換領域,也就是OrantMcCrackcn﹙l988）對

於LoisRoget這位看守者的消萱所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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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制的流通:作為家族畫物的家庭用品

以前家族所使用的物品大部分都是從父母或其他親戚而來,但是從十八世

紀以後,現代的家族漸漸改從市場上買其東西。McC『acken在他的田野調

查中卻發現-個回歸早期家庭與物品之問關係的例子。McC『acken簡潔地

敘述道:「LoisRoget是其家族財產守謹者」﹙McCracken,O.,lg88:4￠）。

「守護者」這個字眼在此可詮釋為看管某些物品,並且知道疸些物品的歷

史’例如博物館古董的守謹者‧ 「守護」因此不僅只擁有而已’而目還有

把這些物品與歷史﹑家族連在-起’並流傳給後代的意思。McCracken很

傳神地用「看守者」﹙cu『atorial）這個字眼來描述這種∣青形’Lois儲藏﹑展

示與保存這些物品’她把這些事∣青當成是她的家族責任。她的家族在當地

巳有好幾個世代了’有足夠的時問累積家族物品‧在某種意義上’她的家

族比較像中世紀的家族’好幾個世紀-直住在同-個村落,而不像現代工

業社會典型的家族’家族成員散居各地’甚至全世界。在空問與社會流動

劇烈的環境下’如我們當中許多人曾經經歷過的那樣’要好好持績收藏物

品,是相當困難的事∣胃。我們現在對於豪門世家的感覺,往往和歐》∣l∣的上

流家族聯想－起’這些家族可能很長的時間都維持著家族形態’因仳可以

投入大量的時間與經歷’把他﹛門自身轉換成死後仍然績存的物品-透

過-張昂貴的椅子或藝術品來再生﹙reincarnate）’而居家房子本身’則成

為這個家族存在了好幾個世代的總代表。不同的家具代表這個家族的各個

成員,而在同-屋頂下的總收藏貝∣是家族歷經時問洗禮的明證。這個家族

就像任何的社會制度－樣’例如醫院、監獄或大學:個人會死’但制度不

會凋零。西元l59Z年成立的第-所大學’制度和今日-樣’但裡面的學

生和學術人員卻不同。LoisRoget家族似乎屬於上流社會,帶著-種「歷

史感」’即使經濟地位早已不如以往。McCracken如此寫道: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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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解釋親戚時解釋得太好了,以致於當她秀給我看她的客廳時,我

覺得她是在讀家族成員樹（thefamilytree）給我聽。每樣物品都有來

頭,這些物品以前的擁有者都有-個適當的親族名稱。譬如某些「漂

亮的／l﹨盤子」讓人回想起英格蘭的姑姑,而在大廳的-張椅子,讓人

想起來的貝∣I是Lois的曾祖母﹙McCracken,G.,】988:46）‧

任何與家族歷史無關的束西’都被說成是無關緊要:「那只不過是-張椅

子而巳」。這∣胃況不禁令人遐想’將來這張椅子是否會變成「老被Lois說

成無闢緊要的椅子」,而以這個方式進入到家族的故事裡面‧

非Rogct家族﹙大部分現代家族應該都是）沒有歷史的沈重壓力’也

沒有擁有物品的家族性﹙famiIyness）所帶來的安全感。現代家族仍是透過

物品的消費來建構其家族,不過這樣建構起來的家族是B經簡化了的家

族:他﹛門創造的是核心家庭（nuclcarfhmily）’而非延伸家庭（extended

famiIy）。核心家庭使用物品構建自己的家庭’但與夕卜在的世界或親族是分

隔的’與祖先或後代也沒關係。不過我認為這樣講有點誇大其詞了’第七

章將討論到的CsikszentmihaIyi與Rochberg-Halton﹙lg8】）即認為還是有部

分的延績性。我責得LoisRoget是個極端的例子’或許在許多人的家裡仍

有些物品可以從中發現他｛門家庭的歷史,雖然我沒有足夠的證據。

某些物品可以採用LoisRoget對待物品的方式來做行銷。圖3.3是維

多利亞省Bayswater地區R.CRoberts所製作的－件家具上的標籤’l99〕

年買的。

從我﹛門的觀點來看的話,哪些是關鍵字呢? 「傳統」﹑「家族成

員」﹑「≡代」、「你的家族」、「傳給後代」、「回至l從前」﹑「極佳的蕾

標準」﹑「跨越時空的經典」。這裡對待時間的方法很有趣。以「跨越時空」

這個詞彙來看,疸似乎是在告訴我們,這東西存在於時問之夕卜‧不那麼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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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式地來解釋’這也在告訴我

們追個物品並不受我們現在所

居住的時代所限制:它試著要

與那些只有短暫存在的多數消

賈品（可能只有－季或半年）

進行區隔。「傳統」似乎就是

希望把時間的觀念嵌入。時問

是無差月∣」地往前進’但在此’

它被軟化﹑抓住’成為有差另∣l

意義的「傳統」’因此它開始受

至∣人類所關心的事∣胃的影響,

開始展現其混台﹑有年代感的

活動。在此’時問是站在我們

這暹的。而Rogct世家以及在

中世紀’則亥∣」意以「≡代」﹙在

此包含了過去與現在的j-c『a仇

成員）、「未來世代」（你｛門自己

的成員）這些字眼來弓∣人遐思所

謂的家族時問（fam∣∣Vt∣me）。時

問把製造者與購買者的家族結

台起來:他們共享時問帶來的

僮璽』刃﹣伽餓﹝『
2ugtr日｛加￠㎡『酌,Ⅲ『何ⅡⅡ『t

日m■側￠SH￠hHz仳

?i回砥向mα﹛ d峽況c哂仲血
c”…‘m雌加匈吮c8凹冗㎡皿

纔驪
f加β￠『m蛔∕h﹠JF

11tα’它α刷亟月“fm“n戶m!
蛔〃!‘4α㎡…m卹㎡蛔／h紉鞠
晌□而仇J宙餽J啕向k內『它Cβ“伍呵何U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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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o“〃

連績性之概念,在巳經存在﹑過去的J-Cran家族與傳統,跟巳經存在﹑

未來的購買者家族與傳統’這兩者之問’有-個平滑的連績性。你所要做

的只是買下這件家具,然後你就可以繼承J-Cra仇的傳統,擁有並留給未

來的世代‧ 「回到從前」意昧著j-Cra伉真的在該物品中提供了某些不尋
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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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東西,讓你可以和過去的歷史休戚與共;我們通常也會認為過去是標

準較高﹑家庭較快樂的黃金年代（我們在底下將會回到這個話題）。

這個標籤其責是在－件很不傳統的家具項目上發現的:電腦桌。因

此’即使是-個很現代的東西’仍然有可能喚起傳統與跨世代的感覺。因

此可說’McCracken認為LoisRoget這種對待物品的方式很希罕’多少是

誇大其詞了。看過以上的討諭,讀者可能也會想使用這種方法’自己來看

看家族內的物品。

物品＼置換的意義,與希求更多的物品

為何當代的消費者想要越來越多的物品呢?為何腦中從來沒有「夠了」這

個字眼呢?McCracken以置換的意義（dispIacedmeaning）此概念來瞭解造

個現象。在此觀點下,物品代表－座橋樑’透過它,我﹛門可以在當下找到

－個不易完成的意義。為何嘗發生這樣的事∣青呢?在所有的社會’似乎都

有-個理想社嘗應該如何的想法’但這樣的理想社會在責際上卻不是如

此。現貢的生活和理想之問’似乎永遠有個落差。如此的話,理想又有什

麼用?-個方法就是把它完全拋諸腦後’不過這會造成-個沒有希望的社

會’沒有任何事情可以改變的社會’居住著痛苦﹑失望、永遠憂傷卻得過

且過的人們‧另外-個比較常見的策略,就是把理想放在不被現實腐蝕的

安全所在’但仍然可以貫現。就如McCracken說的（I988: I06）: 「理想

從日常生活中移去,送至Ⅱ另外-個文化世界’在那裡’人們可以抓得到’

但不會有危險」。這就是他所說的「貢換意義」的策略。那麼哪些地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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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置換意義呢?其中之－’就是過去:召喚黃金歲月’此時所有的事物都

是美好的’或至少比現在的世界來得更好。另-個策略不是召喚過去黃金

歲月’而是寄望黃金未來。McCracken（l988: l06﹣7）歹l」出幾種可能: 「沒

有法律與財產的無政府社區﹙anarchistc0mmune）﹑人類－律平等與自由的

完美民主社會、提倡共同利益超越個人利益的完美社會主義國家與經濟個

人主義主宰-切公共事務的自由放任社會」。對於虔誠信仰者’在革命之

後’所有的事物都會變得美好。

理想除了在時問上可以置換夕卜 ,也可以在空問上置換。對許多世代

的西歐人來說’俄羅斯似乎是-個責際存在的理想社曾,在這裡’每個人

都很平等’都有工作’沒有人會有匱乏。因為當時很難去檢查到底賞際情

形如何’因此鐵幕的存在可以支撐這樣的幻象。類似的置換發生在另－

暹:現在是資本主義的西歐變成每個人都很有錢﹑快樂且開BMW車子的

理想社會。這樣的相互置換在lg90年代初結束’造成許多歐》∣∣l人喪失了

傳統苣換意義所給予的希望與保護‧昔日以社會共產主義或資本主義社

曾來置換的理想,而今某些人似乎以排外的國族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來替

代。

以上我們是以總體的層面來探討置換意義的策略’但我們也可以把

它應用在個人層面‧我﹛門將會看到,這在消費社會中特別的重要。我﹛門都

有自己的理想:假如理想是在過去’那麼我們會認為孩提時﹛l矣是完美的;

如果是在未來’那麼它出現的形式會是「當我結婚後」﹑「當我離婚

時」﹑「當我擁有房子時」、「當我得到新工作時」﹑「當我終於瞭解社書

學時」等。McCracken認為物品可以當成是達到這些置換理想的橋樑’－

種我們希求但無法完全獲得’或者我﹛門真的可以獲得,但只是得到－部分

置換意義而巳的東西。如果我們希望的每個東西都可以拿至∣’那麼問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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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在’再也沒有任何意義可以責換了。但如果我們無法得到某些東西,那

我們似乎可以透過它而獲得整個的理想生活形態’這個生活形態與該物品

似乎是連接在－起的’這樣的話,也可讓我們避免喪失任何的幻想‧

這樣的橋樑似乎主要是在想像中運作。但透過購買物品’我們就可

以採取實際的步驟﹙買東西）而找到理想的生活風格。在這裡’我﹛門把生

活風格視為-整套的不同物品與消費責踐組合:讀者會許還記得前面談到

的Bourdieu（lg84【】97g】）,他認為不同的階級會有各自特另∣」物品的收藏與

活動。所以假如你能夠買下－個與自己希求的生活風格有關連的物品’這

物品就為你和理想的生活風格之問架起了-座橋樑﹙見圖34）。這時你所

希求的生活風格與你的現貫仍有殘酷的距離’因為你買到的只是-個單-

的物品:你買得起-件東西’但不是全部。例如你可能買－支非常昂員的

手錶,跟你現在的擁有物都不-樣’但卻形成了理想生活風格的－部分,

或買了－件香奈兒（ChaneI）的套裝’但衣櫃裡面卻全是從K﹣Ma㎡買來的

服飾;或者去買－支超貴的口紅’因為你知道這是你要的生活風格下’你

會去做的事∣胃。以McCracken﹙Ig88: lI I）的話來說:「這些橋樑可以證

明此類生活風格是存在的,甚至可以證明你是有能力可以達到的。」當

然’這也是個危險遊戲‧-旦得到與理想有關連的物品,那麼它就成為現

貢的-部分’現貫生活中也就納入了危險’香奈兒的套裝跟從K﹣Mart買

回來的衣服都放在同－個衣櫃裡面,共同構成此衣櫃的內容。為了避免這

樣的情形’我們就蕾再去買另－件作為置換意義橋樑的物品’而當然’它

的命運也也書－樣:－旦我們開始了此絕望關係,就會－個物品接著-個

物品,每個物品都代表了理想,但隨後就被降等到現責來’循環不停。只

有在消費社會裡頭,這種與物品的關係才有可能變成大規模的信形。例如

說’有-天你突然中了樂透彩而變得非常有錢;你與理想生活風格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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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主體的消費物品

x＝理想生活風格的消貢物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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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
x理慫

℉R
生活風格蚓

紮喲∕

主體透過獲得與此風格相連的某項物

品’建構到達理想生活風格的橋樑

圖3‧4貨品作烏意義栘置的橋樑﹙McC『ackeⅡ,l988）

可能-夕問沒了’再也沒有放苣「置換意義」的地方（造個地方原本可以

分開理想與令人不爽的現責社會）。解決的辦法之-’就是蒐集稀有、而

目光是靠財富也買不到的東西:「獨特或非常希有的收藏品必須找尋﹑挖

掘﹑從其他的收藏者那兒羸得。當物品具有這種特殊的避逃的可能性

（eIusiveness）時’那麼它們也可成為橋樑」﹙McCracken」988;ll3）。但這種

情形難得-見,我們僅有的另類選擇就來自於消簧品的世界。即使我們可

以買得更多更多,但我｛門總是有更高層次的消費選擇’也因此我們的理想

永遠在安全的地方。就如McC『acken（Ig88: l】5）說的: 「利用物品來回

復貢換的意義,是當代社會的消黃弓l擎之-。」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物品之問’在-個體系下’如何互相關連’並成

為體系的-部分。我﹛門將討論jeanBaudriIIa『d﹙lg90〔Ig68】）對於他所說的

「暹緣物品」（ma『ginaIoh】ects）與「暹緣體系」﹙marginaI systems）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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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的例子是古物﹙bygoneohiect﹚ ’後者的例子是收藏﹙coIIcction）。

Baud「I I Ia「d與物品體系;古物與邊緣物品

我﹛門前面談至∣馬克思時’知道他把物品當成商品’而且可以從使用價值與

交換價值來理解‧至於BaudriI】ard較少拿交換價值來和使用價值比較,

而較常拿他所謂的標誌償值來做對比.物品不僅僅有功能而已﹙換言之,

它們不僅只是因使用價值而存在而已）’它還標誌著-些事情。這可以幫

助我﹛門理解’為何我﹛門會擁有許多沒有使用價值的物品:它們對於我∣門的

價值是標誌價值。他首先帶領我﹛門觀看古物。

古物﹑蕾物﹑老物’不管你怎麼稱呼它’BaudriⅡard的論點在於’造

些物品不是跟現在無關的過去古怪殘留’而是現今物品體系﹙systemof

o切ects）的－部分。它的價值是給今曰的我們,即使此價值－點功用都沒

有。就BaudriIla『d的觀點來看’這種明顯無用的古物’唯－的功能就是

標誌某些事物。那麼它標誌什麼呢?時問,當然’更正確地說,時問的痕

跡（singsoftime）。為什麼這個很重要?我｛門先想像-個情況:我們所蒐

集的束西都是當代的。從Bou『dleu的觀點來看,追些收藏形成－個體

系’標誌著收藏者的社嘗階級。不過它們缺乏歷史的基礎。它們只不過是

東西而巳;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幫它們定位’然後告訴我們,它﹛門可以超越

現今時空。而跟當今物品擺在－起的古物’讓這樣的收藏可以有明確的歷

史基礎’也因此我們對於蕾家具﹑某時期的物品都會非常著迷。對

BaudriⅡard而言’這類的物品提供-個「原生」的迷思﹙amyth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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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Ⅱ）’因為我們現在擁有那些其他人曾經擁有過的物品,那種我們尚未

出生前就有的東西。可能我們會觸摸到類似McCracken提至∣」的黃金歲

月’－個置換意義可能存在的地方’不過BaudfiIIard似乎傾向從心理分

析來解釋’也就是認為此現象是-種退化到母親∣霎裡的狀態。古物也同時

顯示了真賓性（authenticity）’而BaudrilIard則從父親的血統傳承方面來解

釋:因為在西方社會,財產與台法性通常都是透過父親來傳遞給後代。父

親-直想要確認孩子就是他的’而從孩子的觀點來看這些物品’那麼這些

物品就帶有真宣性的證明（certiHcatesofauthenticity）。例如在我住的小

鎮’在某家古重店裡’我們可以發現有張附上證明的咖腓桌’上面寫著這

張桌子的木材是從Ig02年拆除的-座教堂裡拯救出來的。這樣物品有很

明確的歷史在上頭’而我們可以成為這類歷史的看守者;不是在Lois

Roget家族史的意義下來談的看守者’而是從社區或宗教或甚至是全國的

歷史來談-我們都是它真正的孩子’也是看守者,我們把歷史融入自

已本身‧買了這個古物’我們或許在執行文明與藝術的任務‧很明顯的,

這讓我們有超越當下的存在感與展現感。BaudriIIard提到另夕卜－個關於建

房子的例子。在這裡,某座古老的農舍拆毀了’但保留了某些東西而整台

入新房子的建築中。蕾房子的三條橫樑與兩塊基石在新的建築裡找至∣」出

路,因此呈現了Baud『iⅡard所說的「渺小但昇華的展現…….為過去的世

代作見證」﹙lgg0【】968】:38）.總吉之,

■

48

就功能性環境而言,人們並不「在家」‧篇了讓房子變得可居住,它

需要－些東西’類似那種可以拿來將教堂神聖化的耶穌受難十字架碎

片,或類似神奇賣物的東西,類似絕對員貢的－個片段,可以成篇

「員貫」的核心,而且在「員貫」裡頭供奉。這就是古物（Baudrillard:

lgg0【】968】: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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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功能性來理解-個物品’我﹛門所側重的是它與世界的賓用關係:例如時

鐘告訴我們時問。但假如不是從功能性來理解’而是從「擁有」觀點來理

解,那麼這個物品就會變得非常不同。時鐘可以告訴我﹛門時問’但事責上

當我們說「造是我的時鐘」時’這巳經有另夕卜的意涵了‧可能它是某個人

送的禮物’或可能是我在蒐集時鐘‧這裡的重點是’物品可以從它與人的

關係來理解（Baudrillard: 】gg0【I968】:43）。

造個論點在收藏的例子上特月∣」清楚。人們蒐集、搜尋’而目以某種

特殊的形式安排物品:時鐘並不需要告知時間’但它﹛門必須是收藏者設定

的某類型時鐘‧例如所有的時鐘都必須是法國來的,而且在某個時期之

前‧無論如何’收藏的統－原則是依個人的規則而定’不管是法國時鐘或

啤酒墊﹙bcermat）。當然’這裡還是有些灰色地帶。-旦你開始蒐集法國

時鐘’那麼這些法國時鐘似乎就開始誘惑你,把你的熱∣青弓∣導至∣這些物品

上l帶領你到找得至Ⅱ它的地方。現在變得很難知道’到底是你在收藏法國

時鐘’還是法國時鐘在收藏你?在個人的主體與收藏的客體之間’有了相

當緊密的連結了。最終的目標是收藏完整的-套物品’但假如我﹛門頁的蒐

集完整時’那麼我們又會碰到跟McCracken所說－樣的問題’就如他舉

的例子:如果－個人突然變得非常有錢,以前安全的放在置換意義處的東

西,現在都可以買到的話’那麼有何問題?收藏完整之時’也就是收藏死

亡之時’因此必須再繼績找另夕卜-個置換意義的避難所。或許你可以再試

著收藏另外的東西。收藏的每件物品都可以當成是獨－無﹦的束西﹙例如

某位特月∣」的藝術家的﹦）’也可以富成是－系歹∣」收藏的其中-件（例如X

藝術家的全部畫作與草稿的-部分）’這樣子’收藏者可以同時有獨-無

﹦與系列收藏的∣央感‧BaudriIIa『d以阿拉伯的後宮（ha『em）來比喻物品的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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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迷人的地方在船它是－系列的親密∣生﹙intimacy,永速與喜好的物

品有關）,也是親密的-系歹Il﹣……。人際關係領域通常是獨－無二且

有衝突性的,在此領域中,不容把絕對的獨恃性與無限「l勺系列融合在

-起,而這也是篇何它們是無∣垠痛苦的來源。由持犢與類似的詞彙所

組成的物品,具有安慰的效果。……複數的物品是唯-匱正有可能與

它們共存的存有﹙existingbeings）,因烏它們之間的差異並不會造成類

似人們因差異而起的相互對抗,它們就乖乖地圍繞著我,我在意識上

可以把它們組合-起而沒有任何困難﹙Baudrillard: 】gg0【lg68】:45-6）。

如果收藏可以看成是私領域’那麼從交換價值來看’它就貝有很高的價

值。－個人可以因為投資而收藏’即使在渲種情形下也-樣’驅力都是來

自物品的邏輯以及為了尋找完整∣生’也因此即使在投資者身上,同樣都具

有-股私人的熱∣青（除非他們不知道將收藏品連結在-起的邏輯非闢金

錢’若是那樣的話’他們只是在囤積物品而巳’而不是在收藏物品）。物

品的槓累與市場的交換價值有闋’但是物品的收藏則與收藏的主體有關,

而且收藏品活得比主體久’除非它壞了:當主體丟下收藏品,而不再蒐集

時’收藏品的物質頁寅也消融掉了,因為沒有收藏者,收藏品不可能存

在。

因仳’物品很清楚不僅僅是貝有功能性而巳’它們的意義也不是交

換價值可以窮盡的。它﹛門還具有標誌價值’在接下來的幾章’我們將探討

行動者﹙agents）如何有系統地並有意地將物品與意義融台在－起。當然,

這裡我指的行動者是廣告,而不是購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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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中葉出現的百貨公司是消責文化最重要的－個發展動力。RIcha「d

Sennett（1978〔l976〕: 1』2）認為這種動力來自於生產體系的變化:跟以前

的生產比起來’現在的工廠可以更快速地生產越來越多的物品’也因此有

效率的產品銷售通路就變得有必要了‧工業化鼓舞了大型購物中心的出

現’在這裡可以買至Il任何的東西。在百貨公司裡面的購物經驗也變得很不

-樣:﹛賈格是固定的’人人可以自田進出’而且每個人口袋中的錢跟其他人

的錢-樣平等‧固定價格表示不需要再像以前費力去議價談判’自由進出表

示人們進來了不-定要買東西’而可以自田離去,就如同現代購物者最常講

的-句話:只是看看而巳∣大規模且產品眾多的新商店表示你可以在那裡問

晃好幾個小時,著迷於夢幻宮殿裡的倉Il意展示‧購物者從主動的議價者﹙他們

通常要買東西時才會進入商店）’變成被動的固定價格接受者﹙他們可以在商

品堆裡頭遊蕩而沒有義務必須購買）。這些物品透過各種陳列的方式而允諾給

你所有的l俞∣兒,經常會讓消費者難以抗拒,也因此讓可敬的中產階級婦女,

產生了l∣頂手牽羊的嚴重問題。在以前的－般商店中’她們是絕不會渲麼做

的。不過百貨公司真的讓人有置身夢境的感覺’商品散發出甜美誘人的香水

昧道,征服了她們。任何階級的人都可以進入’也因此透過所謂的「奢侈品

的民主化」（thedemocratizationofIuxury）,所有的階級都可以用他們自己的方

5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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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來達到某種形式的消費感（consumerhood）。不過我們也將會看到,百貨公

司特別為新的中產階級提供了物質手段,讓他們看到自身的文化認同。

百貨公司不僅僅只影響購買者。由於規模巨大’內部組織逐漸的官

僚化。此外’它也變成了婦女很重要的公共空問’變成了-種「沒有亞當

的伊甸園」﹙AdamIessEdcn）’大部分的工作者或購物者’都是女性。OaiI

Reekie﹙l992’lgg3）曾探討澳》l∣∣∣百貨公司的商品及社會空問是如何的被性

別化。RlldiLaenhans（l9g3）則從更全面的角度來看這個議題。

51

購物的變化

在現代的大城市中’最大的愉悅（雖然有時也是最大的挫折）就是購物活

動:買東西、四處購物﹑逛街、或只是到處看看而巳。這樣說可能也不算

誇張:購物成為佔用人生許多時問的-項文化責踐‧當然,過去並非如

此’但是當十九世紀的百貨公司出現後’購物開始產生鉅變。那麼鉅變前

與鉅變後的圖像,有何改變呢?我們或許可以從簡明牛津字典﹙l973年的

第三版）對於「購物」﹙toshop）的定義看出端倪:「為了要購買或看看商

品的內容而去-家商店或多家商店」‧注意此定義的「或」 :可以選擇只

看看商品的內容’這是非常晚近的事∣胃了’而早期所謂的「購物」’頁的

就只是去某家商店買東西而巳。沒有到處買或「只是看看」這樣的事。這

種慣習的痕跡,還可以在某些法國商店門□掛的牌子「歡迎自田進入」而

看出,這代表人們可以自由進入而沒有義務要在那裡買束西。但假如我﹛門

還看得至∣某些店鋪仍然要寫個牌子來讓客人安心,我們現在認為埋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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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當代購物者基本權利:「只是看看而巳」,可能並非如我們所想像的那

麼理所當然。

那麼在百貨公司出現前的購物,大概是怎麼個樣子呢?首先’商店

都是超專業化的‧他們不兜售許多束西’而是只有－樣物品。為什麼呢?

MichaeIMiⅡer以法國為例來做解釋’我們可以當成是－般歐洲的範例;

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大部分的零售業都是控芾II在基爾特I﹙guiIdsys﹣

tem）手中,而基爾特主要關D的事情,是維持工藝水準,並且確保

商人或／∣﹨型生產者﹙通常這兩者是同-人）不會人侵至II鄰近地區。基

爾特管理並限芾∣I人∣∣Ⅱl進人各種行業。他們堅持每一個銷售者只能做－

種專業,而且只能有-冢店;他們設立工作的標準,也設定購買原物

料的條件。有時｛∣炎仙lIⅡI也設定最低售｛頁,以避免「不公平」的競爭出

現（MⅢer,M,】g8I;2I﹣22）。

因此造個體系的控管者是基爾特’他們關心的焦點是會員的利益’而非購

買者的利益。我﹛門通常都認為基爾特只能控制生產’但在這裡我﹛門卻可以看

到,他﹛門也控制了流通。很明顯的,基爾特會員之間沒有任何的競爭’也因

此供應商不會削價競爭’也不會銷售各種商品至∣」基爾特的勢力範圍之夕卜。

蕾式購物的第二個特點就是’當消夤者進入商店時’購買與銷售就

等於完成了。RudiLaermans如l比形容:

α

﹄
尸
0

消費者與商人之間的關係其實已經隱含了雙重的契約; l也必須買－些

東西,而這些東西的價恪是必須討價還價的。大部分的狀況是,消費

l譯註:-種由同行業所組成的,嫻似公會的組織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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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根本不曉得他回家時,會買回哪些物品。這些產品從不曾做過廣

告,也不曾拿出來展示。商人從大抽屜或鎖上的櫃子裡掏出東西,吹

噓這個東西有多好,有人詢問就開個價,討價還價的過程就開始了

（Laermans, lg93:85）‧

因此假如某個人走入-家商店,那麼他走出來時’勢必也會帶些東西出

來。這樣的契約似乎可行’因為雙方都接受:商人花了許多時問來讚美其

商品﹑說服消費者’那麼這樣的努力應該獲得報酬（Sennett, Ig78【I976】:

I12）‧而接受商人生花舌粱的另－方’也會買得要用某種方式來回饅’除

非商人只想講話而不用對方掏出錢來。若無回績根本是浪責時問’而我們

也知道’這樣的買賣是很花時問的。消費者基本上不僅在購物’也在購買

對方的表演,兩者是-樣重要的。很明顯的’在這樣的體系下’所謂的逛

大街﹑看東西根本是不可能的-東西甚至都還藏起來呢∣更糟糕的

是’貨物既出’恕不更換’也因此買方要非常小心。今日花時問逛街買東

西的人’－定覺得以下這些事情很奇怪:看不見販賣各式各樣雜貨的商

店﹑不能自由進入商店,進入了就要買﹑沒有固定的價格或標示的價格只

能當參考﹑店裡面有什麼東西也沒清楚指示﹑貨物既出,恕不退換’也因

此東西有問題時’無法獲得補償。

就晚近的買賣形式來看’買賣其責還包含了以下這些元素:在許多

非西方國家的市場’大概都會有討價還價的過程﹙在這些市場’你至少還

有機會看看不同的東西）;在以前的蘇聯,你常常需要和人排隊’可是你

不知道隊伍的終點到底在賣什麼東西!但你知道至少是有東西可賣’而追

在物資缺乏的社會中,排隊還是有它的好處‧-般而言’社會主義的國家

（如Ig89年以前的蘇聯與前東歐各國）’雖然銷售型態不同’但跟基爾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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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有許多平行的地方:兩者的交易中’最重要的元素不是消責者’而是保

謹基爾特會員的禾∣」益’或是保謹國營工廠的利益﹙這些工廠最主要的目的

是完成國家給定的生產配額）。分配是生產之後再來想就可以的事∣青。在

這兩種案例中’生產者的利益都大於消苣者的利益。

這些社會似乎對於銷售不感到什麼興趣’這讓我回想起Ig8g年1月

的某日。當時我在捷克的苜都布拉格’需要去超市買點東西’因此我走到

離旅館最近的那家超市‧我去到那裡時’發現外面大排長龍’但奇怪的

是’超市裨面柿沒有多少人。每隔幾分鐘最前面那個人就會離開人龍’然

後走入超市。當我越走越前面時（按照國家社會主義的方式排隊）,我終於

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了:超市內的人數,不管何時’都不能超過門內購物

籃的數目。假如所有的購物籃都被拿光了’其他人就都不可以進去‧這樣

的設計根本就不是為了消費者的舒適’而只是為了職員的利益’或者說’

是為了讓那些生產籃子的工廠完成配額的任務而設計的。我最後終於買到

了殷切盼望的－大條巧克力與-大罐伏特加’走回旅館’我舉杯慶賀我頭

-次碰至∣」了以籃子管控經濟的案例。

所以在十九世紀前的西方社蕾,或是今日某些非西方社會中,以及

在l990年以前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購物的經驗跟我們習∣買的方式’大

不相同;消賣者不是永遠是對的’也不是永遠排在第-位’反而是那些不

必互相競爭的生產者的利益’永遠擺在前面﹙封建的基爾特或國家獨佔的

國營工廠）。

但為何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事∣∣胃蕾改變?以什麼形式改變?對於

購物者與購物經驗有何影響?DavidChaney認為都市的發展是個重要因

素。不斷上升的地租使得零售業者「必須更經濟地考慮空問的使用,造意

昧著空間要往上發展‧-個商店有許多層樓’而目必須包含許多部門,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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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方面都是市場力量作用的結果」（Chaney’】g83:23）。MiIICr﹙】g8l:33）則

認為’大量生產「需要－個比小商店所可以提供的’更加有效率﹑但也更

加昂貴的零售體系」’也因此Sennett說’「百貨公司是對於工廠的－種

反應」﹙I978【Ig76】: I42）。以前的配銷體系巳經無法應付市場上氾濫的大

量生產物品。這似乎也就是資本主義社會購物形式改變的最主要原因。

另外-個比較不是那麼有直接影響的因素’就是交通與都市空問分

佈的改變（也包含了都市空問分布的心理層面改變’底下我們會討論到倫

敦的個案）。鐵路的出現’使得物品送到工廠、工廠產品迭到商店更加容

易,同時’人們從郊區到大都市,或甚至更遠的小鄉鎮到大都市’都變得

簡單了‧都市的重新設計有造樣的影響: SeⅡⅡett﹙Ig78【I976】: l43）說’

今日我們在巴黎行走I5分鐘的路程’在十九世紀初時’大概要－個半小

時。很明顯的’除非有很好的理由’否則大家不會走出超過自己的生活區

域範圍。但當I860年代幾條大道穿越巴黎市區’以及許多地方所出現大

眾運輸,快速旅行變成可能了。這樣的變化’不僅是把工人帶到工作場

所,也把購物者帶進了商店。例如在澳洲的墨爾本’「百貨公司的老闆

Meyers受益於墨爾本的運輸型態’例如火車與電車都集中在Meyers百貨

公司座落的那-區」（Kingston, lgg4: 55）。造樣的基礎建設使得人與物的

移動更有效率’也因此要到遠處購物就變得可行了。很顯然的’百貨公司

要能繁榮’造些都是最基本的因素。

百貨公司也開始把自己定位在大都市中的主要視責焦點,並以此來

行銷自己。例如MⅢer（l98l）所研究的Pαγ／sBo〃MJ加〃e百貨公司。在巴

黎區域的地圖上有許多著名的地標’例如凡爾賽宮﹙Ve『saⅡIes﹚旁有座城

堡﹑StDenis旁則有著名的Bαs／／／q〃e﹑VincenⅡes有堡壘式城堡﹙C〃α／eα〃﹣

／b『7）’而巴黎本身的代表…….那當然是BonMarche百貨公司了。這家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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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公司被建構成－定要參觀的地景’就像許多城堡或監獄-樣令人印象深

刻:到巴黎旅遊非得參觀BonMarche百貨公司不可。

從AdrianFo㎡y探討倫敦運輸﹙】g86:234﹣8）可以清楚看至∣」大眾運輸與

大商店的關係。例如海報的標語:「趕赴冬季大拍賣的最佳方法就是搭乘

地鐵」’ 「旅遊與逛拍賣」變成了同-件事。-系歹∣」的海報把大商店與倫

敦其他景點擺在同等的位置:劇院﹑電影院﹑漢普敦宮﹙Hampton

court）﹑格林威治.…… ’和西區（WestEnd）的商店並歹∣」。就跟Bon

Marche的地圖-樣’在這些海報系歹l」中’所有這些都是等值的‧

另外-個更細微的都市變化’可以拿倫敦地鐵的蕾地圖與現代我們

熟悉的地圖做比較而看出﹙在Forty, l986: 236﹣7的書中複製）。蕾的地圖

上’車站是根據地理上的正確位苣而擺苣’所以我們可以看出距離大概多

遠。但現在的地圖（從I93】年開始）則變成簡圖（schematic）:車站之問並

沒有距離的標示,整個運輸系統變成了抽象的圖樣。這樣做當然有泯滅距

離觀念的效果。就如Po㎡y說的:

新的地圖放大了市中心區域的車站距離,縮減T郊區車站間的距離。

結果是倫敦看起來比貫際的／l﹨,而外面的區域l以乎很接近市中心,這

讓許多還在猶豫是否要來一趟行程的人,起身行動。…….很難說清楚

至II底這樣的運輸設計政策對於誘發人們一遊的程度有多高,不過我們

有理由相信,現在旅遊變得似乎更容易、更不費力氣﹑更∣俞快了,而

這對船休閒運輸有很大的貢獻〔Pony,Ig86:237-8）。

人潮就這樣被帶進了大商店。

生產與運輸革命之子:百貨公司’打碎了基雨特的限制。許多物品

開始在同－個屋頂下銷售’價格固定﹑自由進出﹑貨物售出可以退換﹑銷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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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變成近乎常態的事∣胃﹙Mil【er’M, lg8l:27）‧新的工業情況提高了低成

本物品的銷售周轉率’固定價格表示可獲得-定的利潤。討價還價現在已

經不可能了’Sennett﹙l978【l976】: l42）則抱怨「自由進出的觀念使得

『被動』（passivity）變成了規範」。討價還價的終結’讓購物者從積極的買

責過程參與者’變成了被動的參與者’他們貪婪地買下呈現給眼睛或荷包

的東西。

雖然我們瞭解百貨公司的發展與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發展有關’但我

﹛門還沒看到百貨公司如何把大量生產的物品迭到饑渴的消費者手中。換言

之,是什麼造就了消費者的饑渴?我﹛門現在必須看看展示的問題。

展示

我們可以把百貨公司的展示要素分為≡個部分』展示商店本身﹑展示商

品’與展示銷售人員‧

展示商店本身

百貨公司鐵定會讓人注目的-個特徵就是它的規模。這有多重的效果。苜

先,讓人以為他可以在這個屋頂下買到任何想要的東西,因此單單為了方

便這個因素’就可以吸弓∣他們湧向百貨公司。當然’無所不賣這l固觀念’

當然是和更廣泛的權力概念有關:統治者假如真的可以提供所有的東西給

他的子民的話’那麼追些子民就欠他－份∣青。百貨公司也有同樣的效果。

你如果突然發現某個地方有你想要的任何東西,那麼這會神奇地讓你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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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不足或霞乏的想法。即使買不起’在這裡也可以享受看看摸摸的快

感。你可能會感謝上蒼創造出這麼奇妙的東西。第﹦點’許多建築物的規

模奇大,用意就在彰顯人類的渺小。大教堂的設計者深知其中奧妙:教會

與神的力量﹙I∣頂序應該是造樣吧I ）得以物質的方式來展現。在中古世紀

的歐》∣I∣ ,沒有任何建築物可以跟教堂媲美,磚頭砌起的教堂象徵著教會的

權力凌駕在信眾上。同樣的,宮殿或城堡的規模’也象徵著皇朝或貴族的

權力足以支配這個地方。早期許多火車站的建築,也是以物質的形式來彰

顯維多利亞時代對於進步與工業化的看法’而倫敦的St.Pancras車站看

起來就像-座教堂,這就是-個清楚的展示:教堂與工業都是利用相同的

威懾技術。拿百貨公司和教堂做類比’-點也不誇張;它吸弓∣人﹛門來此廟

堂朝拜消萱主義。

眾多的百貨公司知道規模的重要∣∣生:這是推廣促銷本身的╴個特

色。MiIler這樣描述巴黎的BonMarche百貨公司（也適用於其他商店）:

50

有關商店的每項事物,充斥著「巨大」「寬廣」「浩瀚」……等等的形

容詞。文章與／I﹨冊子也喜歡描述幕後作業的規模,投射出-種令人無

法置信的商業機器形象,讓人有極度狂野的想像。地下室是個「貫貫

在在的迷宮」。文章鉅細靡遣地描述巨型電器照射出的數千盞燈光。

大量的數據講述幾百名員工提供的不同服務、以及百貨公司每天收至I∣

的數千封信。永遠有對於廚房的描繪:巨大的設備可以-次搞定800

份牛排,或在-天內可以做出五千人份的餐點〔Miller,M, lg8】:

】7￠）。

建築內的大型迴廊與樓梯讓人有更強烈的「規模」印象,高樓層上的雅

座,可讓逛街者從上瀏覽下面熙攘的人群而沈醉在浩瀚無暹的幻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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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規模並非－切,我l門還應看看建築的另外-個元素,也就是它

營造出來的豪華印象。為何這也是必要的呢?我們還記得百貨公司是以較

低的利潤但較高的銷售量’提供消費者廉償的工廠製品’不過-廉償

物品的特色就是廉價。廉償並不會帶來尊榮’我們譆過第二章對於

Veb】en﹙】975【l899】）的討論以後’對於這-點就不會感到篤訝了。廉價不

會帶給我﹛門∣俞∣兕,除非我們是只從經濟角度來考慮任何事的人。要避免陷

入廉償所隱含的這種危險’我∣門得要轉移注意力,把百貨公司看成豪華的

展示場所’或豪華的-種景觀。Laermans這樣說:

大量使用大理石、地毯、飾物等,以及細緻、複雜、有形的樓座或餐

廳,作用都是在具現豪華、舒適、流行生活方式的觀念。在個人化服

務的背後,也－樣有豪華的概念。對購物者提供的許多免費服務與禮

貌招待,早期的百貨公司創造了－種讓人有貴族感覺的氣氛。當女性

消費者購物時,沈浸舶宮殿般豪華的氛圍中,她們感覺自己﹛象女皇,

至少像淑女﹙Laermans,lgg3:g3）。

因為自由進出’每個想要感受豪華氣氛的人’都可以去感受－下。這也是

百貨公司必須光是看就非常吸弓∣人的原因。

展示商品

百貨公司進-步的工作是:現在我們巳經把人帶進門了’也給了他｛門豪華

與吸弓∣人的環境’那麼如何讓這些人不僅只是看看而巳’還嘗放手購買

呢?不要忘了’踏進這個新的體系並沒有購買的義務’也因此銷售三的鼓

吹是不和以前有效呢。你如何把－個只是商品’－個只是物質的東西’變

成月∣」人想要的東西?苜先’你先透過廣告來打底;百貨公司造成報紙﹑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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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傳單﹑卡片等大量被使用﹙Lacrmans, lgg3; g0）。新廣告跟蕾的也不

同,蕾廣告通常只是很無趣地平鋪直述有什麼東西待售而巳﹙參考第五

章）。但是透過醒目標題與□號,商品不再僅僅只是要出售的物品’它們開

始有了其他性質。比較-下就知道差異:－行廣告這麼寫著「毛毯廉

售」’另-幅廣告則有張毛毯的圖片’加上-個口號「沈浸在舒適中的美

夢」﹙』!!wα／／α〃肫〃!e〃h肫e幼﹜, I9g3年五月號: I20）。第－貝Ⅱ廣告－點也

不帶勁’但第﹦個廣告則有著∣俞∣兒的承諾。因此第-步驟就是透過廣告而

把商品變成人們想要的物品來吸弓∣客戶。人們可能並不會對於來這裡買毛

毯感到興趣’但假如你同時銷售沈浸在舒適中的美夢’他﹛門可能就會感興

趣了。造裡,毛毯的象徵性跟它的物質性變得－樣重要了（甚至更重要）.

-旦人們走進大門內’生活必須的物品﹙蕾風格）就不斷轉化成想要的物品

（新風格）‧購物者現在面對的是「令人目神迷的室內裝飾及建築裝〉黃﹑夢

境般的燈光’以及最重要的’最杏商品的精緻展示」（Laermans’l9g3:

9I）。

需要轉換的物品,最三要的是那些流行商品’因為它﹛門以很便宜的

價格購入,但生命期很短。必須透過精心佈苣的櫥窗展示,或擺在出奇不

意的地方來吸弓∣目光:假如你在逛家俱部門時’突然發現有最新的服飾展

示,你可能會有不╴樣的感受。並置不同的東西’營造出奇怪的感壹’造

種技巧Senne㎡（I978〔lg76】: l44）曾這樣評論:這會中止-個物品的使用

價值’讓我們忘記此物的責際用途是什麼’而只是用展示的角度來看它’

也因而變成我們想要的東西.在藝廊裡面也可以看至∣同樣的現象:兩個人

在-旁討論展示物品的藝術品優點,然後嘆息無法把它買下來。寅際上,

他們喜歡的是打在藝術品上的燈光。他們想要這個投射燈,是因為它在這

個環境中呈現出來的感貴。在藝廊中,每樣東西都是展示品’束∣」激著感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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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在百貨公司也－樣:最普通不過的物品’透過擺設陳列’就變成想要

的東西。早期的百貨公司是劇院’也是藝廊’每－樣東西都放在神奇的點

線上’而且每樣東西都可出售,投射燈也包含在內。就如Laermans

（】gg3: g2）說的:他｛門「把商品轉變成永恆的奇觀,變成商品的展示劇

院」。例如在BonMarche百貨公司’「白色拍賣」期問的特色’就是

「整間店都裝飾成白色:白色床單、白色浴巾﹑白色窗簾﹑白色花朵.﹦…

無窮無盡’所有的束西都在塑造－種【白色】的主題’連樓梯﹑通道與樓

座也不放過」（MilIcr,M, I98l: l6g）。

另夕卜－個常見的作法’就是在－個異國∣青調的地方,將生命的興奮

意義注入商品裡面’例如放在-個以東方為背景的所在-百貨公司遂

而變成了－座埃及神廟,或是日式花園。在美國,當然’歐》∣∣∣∣是異國的他

者﹙exoticother）’百貨公司可能會模仿波斯街道或住宅。帶著異國∣青調的

物品可能是最被渴望的東西,百貨公司擺設物品往往精心營造異國的l∣胃

調。

消費文化的深層基礎是把物品和超越使用價值的意義結台起來:我

們購買的是物品的意義’而非物品本身。Laermans稱此為「商品的文化

化」（culturalization）,而他也綜合了我上述的主要論點:「早期的百貨公

司是把傳統消費者轉化成現代消費者的先鋒’也是把『只不過是商品」轉

化成令人驚奇的『商品符號」或『象徵物品』的先鋒.就此而言’它﹛門為

我們仍居住在其中的文化奠定了基石」﹙Laermans’lg93: g斗）。我們都是百

貨公司的倉∣」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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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銷售人員

在老式的買賣風格中’銷售人員不必然要是讓人可以∣俞兕觀看的對象’眾

所周知他們通常是毫無章法’也不可信賴﹙Millcr’M., Ig8l: 】7l﹣72）。隨著

百貨公司崛起,新-類的銷售人員開始出現。如果百貨公司的主要作用是

展示’這就表示銷售人昌也是展示的-部份。他｛門必須有紀律﹑素養’且

和藹可親‧總而吉之’他們必須拿得出去﹙presentabIe）。他們成為那個全

面勾弓∣人的機器﹙也就是百貨公司）的－部份。BonMarche百貨公司試著

說服群眾’他們的銷售人員透過室內音樂會的制度薰陶’是有文化也有紀

律的。音樂嘗意欲促銷的不是物品’而是銷售人員（MiⅡer’M.’I98l :

I73）。後來的教育所扮演的角色’其中之-或許就是培訂∣∣有紀律、素養並

站得出去的人’所以百貨公司﹙以及其他的服務業）不再需要司∣∣練不知道

是不是朽木的人做銷售員。說責在的’高等教育證害的-個功用’或就在

於很容易可以證明來人是否有紀律,教養是否適當,而不是證明他是否聰

明或有才華。無論如何’百貨公司需要募至∣」或自己訂∣∣練標準化的銷售人

員’可以來搭配著整體商店的氣氛。商店的官僚本質隱含了中央調控’銷

售人員不能有獨立的想法’因此後者根本沒有任何選擇’他只能根據另∣」人

設定給他﹛門的方式來行動。C.WrightMills在《白領階級》-書當中’認

為這是新類型的異化勞動的-個好例子;你不僅是出售你的勞動力,你賣

給雇主的還有你給別人什麼印象的個人特質:

59

人們都知道銷售人員不是-個人,而是商業的面具,刻板的歡迎參觀

與謝謝光臨……。親切﹑友善,變成是個人化服務的面向,或者大公

司的公共關係面向,理性化是烏了銷售更多的東西。內心並不巨誠,

但成功人士卻是把他的外表與人格當成工具使用….…銷售女郎變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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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異化。在-家大型的百貨公司,-位特意安排〔I勺觀察者如此形容-

位女孩:「我已經觀察她三天T,她化了妝的臉上永遠掛著定型的笑

容,從未變過,不管她跟誰說話。我從未聽過她那自發的自然笑聲。

她要不就微蹙眉頭,要不就是缺乏表」∣青。當顧客靠近她時,她立亥II回

復她那僵硬、強迫的笑容﹙MⅡIs,】956【lg5I】: I82」84）。

就這樣’百貨公司需要有紀律﹑有教養目和藹可親的銷售人員-他們

並且要與自己的人格疏離’因為他｛門必須把它賣給別人。

階級

階級適合放入百貨公司圖像的哪個地方呢?百貨公司早期經常使用的－個

用語是「奢侈品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ofIuxury）。這有－點誤導’

因為上層階級仍會繼績他們的奢侈消費’而不需要百貨公司。勞工階級當

然可以進入大商店’但他﹛門可能只是看看而巳’不會購買.百貨公司的目

標市場是中產階級,而且有許多特另∣」的理由’讓百貨公司與中產階級互相

配台得很好。Laermans（lg93）指出’中產階級為何覺得百貨公司如此吸

弓∣人’-個理由是他們代表了-個公共空間’而且是女性的空問,不是男

性的空問:在這之前’女性-直被限制在家庭範圍內。勞工階級的女性進

入公共空間比較沒受限制,因為他｛門許多人就是要出外工作。也因此百貨

公司在此方面就不是那麼重要‧我﹛門等下會討論性別的議題.

大型商店的出現’是在都市中產階級數量大量成長的時候,這個中

產階級是新的’新制度出現之後而創造出來的’或者由蕾階級重組而成
8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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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如Laennans﹙lgg3;g6﹣7）寫的:「公共與私人管理的專業化與官僚

化過程’創造了持績增長的白領工作﹙例如記帳員、學校老師﹑大型銀

行﹑保險公司與鐵路的雇昌）‧現在,這些新的社會階級’似乎不太確定

他們是誰’在社會中的地位如何。他們知道自己不屬於蕾的貴族或偉大的

資產階級,他們也知道他們不是工人階級的-員﹙雖然馬克思主義者可能

不同意’但是他們從少數幾個原則得至∣」的階級論點’恐怕很少新的中產階

級會接受）。所以這些新中產階級人士是誰?他﹛門當然不願意跟勞工階級

混淆-起’但他們也支付不起豪門資產階級的生活形態。進入百貨公司可

說是最佳解決方案:他﹛門買得起這些商品’而這些商品,透過所有的聰明

技巧’而與奢侈品扯上關連。如Laermans﹙lg93）所說,假如新的中產階

級還沒成功地形塑本身的文化認同﹙這看起來很台理﹚’那麼承諾透過消費

給予其身分認同的新型態商店’就是個完美的目標‧在這裡’-個人可以

從商品架上買至∣」地位。

因為新的中產階級是新的都會現象’夕卜觀變成了顯示給陌生者看的

－個重要方式,這在第二章談過了。所以新的中產階級變得特另∣」注意外

觀’以彰顯其階級歸鷗,也因此大型百貨公司才有可能提供所有他﹛門想要

的東西。MiⅡer﹙l98l: l8斗）這麼說;「BonMarche百貨公司的商品和布爾

喬亞生活方式的知覺交織在-起’因此購買-條BonMarche的桌巾’或

是上劇院的外套’同時也變成了購買布爾喬亞的地位」‧變成布爾喬亞’

現在似乎就只是外觀的事∣胃而已,這樣的夕卜觀是由百貨公司推廣的模式所

設定’而由購買者接受.百貨公司變成禮儀的重要書籍’在這裡’適當的

物品’在適當且預設的脈絡下’賣給適當的人。他們想辦法給人們「什麼

是中產階級」的觀念。不過階級-直都象徵著鬥爭,就如第二章

Bourdicu的著作裡說的,物品必須不斷推陳出新,才能維持它的地位。所

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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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了讓顧客不斷回流’商店的流行商品周轉率很高’這就－點都不奇怪

了。新中產階級試圖透過百貨公司找到文化認同’這也是我﹛門第-次看到

-個新興的階級’幾乎都是透過消費來定義。很明顯的’這兩者是相互倉∣」

造出來的。

表4.l摘述了百貨公司出現以後所帶來的變化。

性別

我們已經提過’百貨公司提供女性-個新的公共空問’而目百貨公司也給

了女性很好的藉口逃離她所在的地方。早期的女性可能都只在鄰里附近購

物’碰到的都是早已認識的人。這雖然有好處’但是也多少有限制。百貨

公司讓他們不僅可以逃離家庭空問’也可逃離鄰里’以前在熟識的社區有

它的愉悅與限制’現在換成市中心-群陌生人社群’愉悅與限制的方式完

全不同。大部分從家鄉逃離限制的人’可能會覺得有－種探試自由的感

覺,而百貨公司也在鼓勵消費者嘗試新的東西。在這些店裡’他﹛門也可逃

離男∣生。對於女性而言,這有相當的吸弓∣力’讓他﹛門逃脫到處都是男子氣

﹙mascu】ine）﹑令人緊張的街道。-位作者甚至這麼說:「百貨公司讓女性

的公共空問成為可能」 ; 「購物的舞台似乎是現代都市中’最廣泛可見的

女性解放符號」（Barth’l980: l2】’l37 ;弓∣自Lae『mans’l9g3: 87-8）。

Laermans（l993: 8g）則說:「對越來越多的女性來說’百貨公司之於她

｛門’就像是市區的男性俱樂部與咖腓廳之於他們……許多百貨公司甚至提

供女性組織免費的嘗議室」。依此而言’那麼百貨公司在解放女性方面確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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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l購物的變化

百貨公司出現前 百貨公司出現後

購買的義務:不能「只是看看」 選擇性購物;「只是看看」變得可

能

超-般化:每家百貨公司都銷售各

式不同的東西

百貨公司的銷售是對於工廠生產出

來大量物品的-種反應

百貨公司問互相競爭

固定價格:不能議價

以慾求為中心:展售或廣告變成成

功銷售的關鍵

可以「至∣I處逛逛」

銷售幻想

可以退或換

消費為中心

百貨公司吸弓∣城市與之外的所有購

物者

銷售人員的特徵必須符台「有教養」

的公司形象

對購物者與勞工而言’倉I」造出－個

新的女性空間

對新興中產階級可以透過購買架上

貨物而獲得文化認同

超專業化目每-家店只銷售－種物
□
口口

基爾特體系來控管銷售:在手工藝

體系下,只有特定的物品

基爾特的會員問沒有競爭

沒有固定的價格:必須議價

以需要為中心:物品不會享出來展

售或廣告

不能「至∣」處逛逛」

只銷售商品

貨品不能退或換

生產為中心

只能在自己附近區域購物

銷售員的個人特徵相對不重要

公共空問基本上是男性的

對新興中產階級無法提供文化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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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過底下將會看到’女性（與男性）也曾受到這些

百貨公司以特定的方式形塑‧

百貨公司不僅提供女性購物者新的機會’也提供女性勞工新的機

會。這裡’對女性而言是值得尊敬的地方 盡管工作辛苦’薪水不好

或者如WrightMⅡIs（I956【lg5l】）說的’有那種工廠工作所沒有的疏離

感。雇用女性比男件俘百,她∣門比較不會組工會’而且女性受教育的機會

漸漸和男性差不多了。加上百貨公司強調門面’女性變成了最理想的勞動

力‧銷售員似乎不是工人階級’而是下層的中產階級。這有部分可能是因

為他們「拿得出去」（前提當然是:中產階級很重視門面）’因此容易招

聘’而另夕卜的原因則是這份工作似乎值得尊敬’也因此對那些不想被認為

是勞動階級的中產階級人士來說,這是份「正確」的工作。

富談論到男性﹑女性的公共空問時,我們巳經碰觸至∣∣空問性別化

（gende「lzatI0nofspace）的觀念。不過在百貨公司內部’也仍然有性月∣」化的

情形,對此GaiIReckie的文章〈沒有亞當的伊甸園之變化〉（】992）已有

著墨。這篇文章探討了Ig30年代在澳》∣∣∣布里斯本（Brisbane）的-家百貨

公司McWhi㎡c『s ’及其在I9g0年改成McWhiⅣersMa『ketplace的空間性

別變化。為何】990年代的空問變得比較沒那麼明顯的l生別化呢?

McWhi㎡e『s在Ig3I年／﹨月嶄新開幕’打從-開始’它就是主要為女

性而設計的空問。開幕的宣傳寫著:

在四天之內,大約有-萬名女l∣生參觀了時裝模特兒秀。這不僅僅只是

-場走秀而巳,還有澳洲的頭號慢板舞蹈者PhyI與Ray的舞蹈表

演,以及促銷BerIei緊身內衣的現場脫口秀。McWhirters還請來知

名緊身衣製作顧問Poster-Jones女士,在這-推廣週內,提供免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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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緊身衣穿法」咨詢服務‧其他的推廣活動包括小孩的派對與默

劇,密絲佛陀化妝展示,以及展示複製的英國皇冠珠費﹙Reekie.

Igg2: l74）‧

然而比起造些促銷推廣活動更有趣的是’百貨公司的空問區隔化已經變成

常態。男性物品與女性物品放在不同的區域’男性的百貨所佔空間較小’

也都放在店裡比較遑緣的地方。甚至在報紙廣告中都有如此的區隔:「男

性與女l∣生物品的廣告分別刊登在Co〃『／erM!／／不同日子的頭版上」

（Reekie, l9g2: I74）。即使在男性的百貨區域’大部分的購物者還是女性。

Reckie（】g92: I78）在分析早期l930年代McWhi㎡ers的零售空間組織時,

即根據這些空問組織是否專為女性或男性而設,或是混台的擺置。女性空

問在整棟大樓都看得到’從地下室到四樓,混合空問除了﹦樓外’也是分

布各處’而男∣∣生空問只有在二樓才看得到。男性似乎就像被隔離檢疫-

般,放在專屬的小角落裡。整家店有30個女性區,8個混台區,而只有

5個男i∣生區.所以百貨公司的空間不僅是根據性另∣」而進行區隔’更令人篤

訝的是’女性空間竟然這麼輕易地就支配了整家店。

讓我﹛門跳到】960年代吧。「McWhi㎡ersMarketplace的五層樓裡面,

完全沒有任何的性月∣」區隔’也不像Ig30年代那樣的女性支配空問」

﹙Reckie’lgg2﹩ I86）。在Ig30年代,商品有很清楚的性別化’也因此很容

易轉換成空問的區隔.但是反觀現在;

b3

透過休閒零售而推廣的消費活動,建構T－個獨肩IIl∣生的自我表現形

式,在這裡,自我是透過∣∣箭買許多東西來定義,而遍些很少徇淌楚的

性別化。lg90年代的消費者,被消費經理人認定篇、或是被推廣成

烏-個無性月Il的人,他她們篇自己購買身分認同,這種身分認同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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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顯然無窮無盡的「獨特」或非標準元素堆裡面,組合、再組合而形

成﹙Reekie, l992: l88。粗體字篇本書作者的強調）。

性別化的意義並非消失’而是變得混淆:跟Ig30年代的標準性別配套元

件比起來,我們現在的元件多了許多。這可能是因為越來越多的女性進入

勞動市場’男∣∣生也變成了消費者,隨而廣告人士也試著去哄誘男性消賈

者。Reekic認為在造過程中,空間重新被分類了:家庭購物﹙仍是大部

分女性在做）的場所是在超市或郊區的購物中心’但休閒零售的場所’巳

經較少性別的標誌。這裡的論點是’-般的購物還是女性的空問’但是嬉

遊∣生質的購物則變得混台性。Reekie（lg92: I90）很鄉愿地說:「某些消費

活動╴旦開始失去『女性單調乏昧、社會地位也不高的工作」的意涵時’

消費就失去它清楚的l∣生另∣」連結」。現在,男人也消費了,購物也不再是

「沒男子氣概」（unmanIy）’至少為了家庭購買非日常用品時不曾感到丟

臉。這個後現代的McWhi㎡ersMarketplacc ’意義不在於它可提供購買未

性別化之前的身分認同（pre-genderedidentities）,而是它是－個地方,可

讓消費者歡欣地購買物品’以建構自己的身分認同。

雖然我｛門說百貨公司將女性從某些特定的限制中解放出來’我們不

應忘記它也試著把女性塑造成配台她﹛門銷售目的的形象。Reekie所蓄

《誘惑》／Tb〃?P／α〃o〃S, 1gg3）談到此問題。他檢視百貨公司如何透過廣告如

「郵購目錄﹑新聞雜誌﹑模特兒展示﹑店內的模特兒人像’以及美容產品

的推廣,而在l9l8到I930年問,賦予消費主義性另∣」區分’並將性別

標準化」﹙Reekie’l993: l〕6）。就女性而言’-般的趨勢是朝向創造-個標

準模型女性的方向發展。這是伴隨著以下的－些技巧:把女性臉部畫得像

洋娃娃,而且強調雙唇,或者在不同的模特兒臉上畫上相同的臉’把身體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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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成瘦骨燐晌的模樣,讓它跟責際的女性身體不-樣﹙見Reekie’lg93: l39

的圖片）。這樣就可以精巧地把我們認為「自然」的事物秩序反轉過來’而

這可讓百貨公司獲益。這裡我所謂「事物的自然狀態」’是指我們到百貨

公司去買東西時’會試著找-件符台自己身體的束西。但假如商店經理創

造了－個風格形象,-個標準女體的抽象模型’那麼身體變得必須去適應

商店所提供出售的衣服。這裡’身體變成被身外之物的抽象模型所支配’

而目受行銷所塑造。商店再也不用擔心及苦惱走進店內的女性身材五花／﹨

門了,因為現在投射出來的形象就只有那個女人應該有的身體而巳l毫無

疑問地,某些女∣生曾努力達至∣」這個標準身材’儘管這個標準身材-點也不

真責’女性的身體仍是田血肉組成的’而不是可塑∣生很高的塑膠。標準化

的尺寸與雕塑身體’吻台製造商大量生產的標準化尺寸與形狀-從造-

類的身體可以獲得更多的禾∣」潤.事先裁剪好的衣服需要事先裁剪好的身

體。

另外-個類似的趨勢,可從櫥窗模特兒的出現看出‧在第－次大戰

前’製作服飾的人所使用的櫥窗模特兒是沒有頭的’而目比較沒有形。這

對林立大不相同櫥窗模特兒環境下長大的我們而言’聽起來好像不太有吸

弓∣力。不過無頭且無形的櫥窗模特兒有-些優點.lgZ4年的櫥窗裝飾冠

軍﹙ChampionWindow-Dresser）說’這個方法:

留下想∣象的空間給人們,消費者可以輕易地想像寬袍下的身材……簡

單的-套衣服暗示,就可以讓消費者有想像的空間。在幻想穿上這件

或那件衣服時,她就會得至II責質的l∣俞悅。不要剝奪她這個∣俞i∣兌。她無

法想像自己是舞台上的年輕淑女,容光煥發,如蠟像般的酒紅嘴唇

（引自Reekie’】9g3: l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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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田自己身體模型所建構起的幻想,有許多想像的空問。不過-旦櫥窗

模特兒加上了頭與特定的身材’這個可能性就沒有了。此時’幻想是建基

於櫥窗模特兒模型’女性沒有多餘的選擇’只能去配合-或是不管流

行’而變成-個反社會的身體﹙anti﹣social）。這種台宜的女性模型甚至在

lgI8到lg20年代中期’被國家機關所強化。在這個時期’我﹛門看到:

州政府與聯邦政府進行了-系歹II成年女性勞工的基本工資與生活費調

查……。周了要確認勞動婦女衣櫃的合宜內容應該是什麼,法院法

官、男性顧問與女l∣生專家就以大型服飾店的衣服廣告篇依據來認定

（Reekie, l9g﹞: 】斗6-7）o

不僅百貨公司提供理想的模型給女性,連國家機關都拿些模型為標準’並

且放在工資協議中。所以當百貨公司或許在許多方面增加了女性的自由

時’他們也生產出標準模式的女性身體,造與其說是賦權’不如說是限

制‧

在百貨公司發展高潮時期’男l∣生並沒扮演重要的消費者角色。男i∣生

在公司型錄或其他地方的形象’比起女性形象的轉變來得緩∣曼,而且年齡

層涵蓋較廣泛。女性模型比較會投射-個年輕的形象-再次的’男I∣生

又逃脫了標準化過程。男l∣生在任何年齡都可以是理想的男性,理想的女性

則有很大的限制‧男l生似乎是以活躍的職業角色出現’而女性則是以休問

的角色出現。男性身體在呈現時,和女性比起來’佔據更大的空問’而目

更具自信﹙Reekie,】g93: 】40）。

百貨公司的出現’是為了應付快速工茉化經濟的配銷問題,以及新

興中產階級的認同問題。它給了女性－個新的公共空問’增加他﹛門的就業

機會’倉∣l造出-種類似今日媒體所看到的標準女體模型.當新興中產階級

尸
0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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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psandShopping : theDepa「tmentSt。「e ∣ 商店與購物:百貨公司

裂解成更特殊的各種消費群體時’今日的購物中心取代了百貨公司作為主

要消貢場所的地位‧不過造巳經超出了我﹛門在這裡討論的主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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譆過MaxWeber﹙】976【】901】）與ColinCampeII﹙l983,I987）作品的人都記

得:資本主義必須克服傳統上對於工作與積累的態度’才能昂苜闊步邁

進。例如:

bb

當-個人耕種l0畝Ⅲ地可以獲得l.0馬克時,每天他耕種2.5畝的

田地,賺得2.5馬克;但當耕種l0畝田地可以獲得l25馬克時,他

不會去耕種3.0畝的土地以賺得375馬克,而是Z0畝,賺得他習慣

獲得的2.5馬克。賺更多錢不會比工作更少來得有吸弓∣力‧他不會

問:假如我努力工作的話,我-天可以賺多少錢?而是:篇滿足我過

去的需要,我必須工l乍多久才能賺得2.5馬克-我以前所賺的錢

（Weber,lg76【l904】:5g-60）。

假如消費者只是滿足於傳統需要,那麼就很難看到超出此需要的需求。對

那些不為清教資本積累倫理所動的人而言’就沒有東西能夠鼓舞以消費者

為中心的經濟擴張。此時我們需要廣告來解救‧大批廉價量產的嶄新產

業’需要如Stua㎡Ewen所說的「-個不斷有反應的消費者市場」﹙lg76:

32）:－旦消費者開始找尋可靠的物品時’新的物品製造商也需要可靠的

消簧者-必須創造-個可以供應所有新產品的市場’這表示製造商不僅
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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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生產物品而已’還必須創造出購買這些物品的人。廣告就是要有效率地

創造出消費者,而要達至∣此目的,其中的－個辦法就是不斷讓個人接受外

在社會的嚴格檢查。Ewen（lg76:97）歹∣」出－些常用來讓廣告閱聽人產生新

的缺乏感’然後由製造商提供解決之道的廣告用語: 「『暗藏的臭昧」﹑

『麻痺的毛孔』﹑『假期膝蓋』﹑『霎兒肥的臉』﹑『久坐辦公室的醫部」﹑

『腋下的l嘉害」﹑『0乎氣｛象煙灰缸的∣當』等」。如果說百貨公司給了人們美

夢’那麼早期量產時代的廣告則是給人們夢魘’只有製造商才能解決此困

境。今日的廣告似乎混台了這兩者:既提供愉悅的夢幻’也製造社嘗夢

魘,而當今的消萱者貝∣是這兩種廣告成分來回辯證的產物。

我們在本章將探討廣告興起的原因;閱聽人如何被廣告建構成大眾

化與性別化的消費者;類似女性主義的社會運動如何被利用來出售更多的

物品,也就是GoIdman﹙l9g2）所說的「商品化的女性主義」;在技術

上,廣告如何貫際完成它的目標;以及法律到底能夠保障我們不被廣告誤

導到何種地步。

▽
〃

低
U

廣告的興起

剛岡∣提過’廣告的-個主要目標就是創造出有效率的消賣者。但它是如何

做到的?此外,廣告又為世上帶來了哪類的社會新產物?早期的廣告並不

是很認真地富試去創造消賈者。看看l782年-月 I7﹣l8日的s／.／tJ加es

C〃加〃／C／e上的廣告:

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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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與百葉門絲織口袋書。

非常多種類的摩洛哥口袋書、信盒與女士針線盒;有金、銀﹑琺瑯或

金屬鎖;旅行用的紅色與黑色書寫箱;驢皮的備忘書。

各式各樣的龜甲嗅瓶與牙籤盒,鑲嵌金禾「l銀、銀絲包與藤繩。

整套的牙齒用具。適合紳士清潔牙齒,放置於魚皮盒內,7先令;單

-用具I先令;頭髮用的黑絲袋,2先令3便士;玫瑰花結l先令2

便士。

Sangwine出售’地址:NewRoundCoult﹣Strand對面,38號’有

個玫瑰標誌（弓∣述自Dyer,Ig88【lg82】; l8）。

這個廣告讓人感覺好像是要買就買’不買拉倒:我﹛門就只有這些東西’價

格就是這樣’你就只有在這裡買。沒有任何嘗試創造某類消費者的意圖,

雖然仍有-小句「適台紳士清潔牙齒」’不過它仍沒有說明為何紳士必須

做這件事』此廣告並沒有讓人有慾望想去清潔牙齒,而只是說說這是－件

可以做的事而巳。跟-個最近的廣告對比:「jordan牙刷-更甜美的

香吻∣」﹙』〃wα／／α〃肫〃】c〃h脤e幼』﹑Igg3年II月號: I76）。這似乎更可以

創造-個刷牙的慾望,除非是那些反對接吻的團體。更值得注意的是,它

暗示接吻是根據甜美程度來評估的’而你的可能就達不至∣l此標準:它把你

建構成不夠格的人’隨而將以jo「dan牙刷解決你的困難。這裡我們可以

看到當代廣告的－個基本特徵:暗示消費者跟他人的關係中缺乏某些東

西’從而建議以廣告的產品來解決。所以廣告並不僅倉∣」造個人內心的慾望

而巳,不是只以個人為對象的封閉式廣告,而是倉Il造與他人建立關係的慾

望;當代廣告集中在個人與社會相交的那－點’宣稱有辦法讓個人更成功

地成為社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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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的方法可以追溯至∣心理學家AIIpo㎡對於廣告影響的研究。他認為

「我們對於自己本身的意識大部分是反映了月∣」人對我∣門看法的意識.. . . . . 。我

對於我自已本身的看法並不是我自己的想法,而是鄰人對我的想法」

﹙AlIpoⅥ, Ig24: 325 ’弓∣自Ewen ’ l976 : 34）。所以我對於我自己本身的看

法’並不是古典資產階級理論那種個人主義式的、自我封閉式的想法’而

是受到別人如何看我的影響。Ewen曾說過:「lg20年代的廣告文本’許

多都是在陳述『個體是個不斷受到社會嚴厲檢視的對象」」（l976: 34）。我們

永遠受到月∣」人的檢視﹑評價’我們的存在變成了月∣」人如何看待我們:在任

何時點’我們都有可能無法通過社會的檢視測驗‧任何人都可看出,這種

看待社會的方式’完全符台了製造商的利益,因為只有在此特殊的社會理

論被廣泛接受時,問題才會變成問題’也因此製造商才能夠以解決問題的

姿態來行銷其產品。這比不斷讚美自己的產品,或訴諸自我中心需求但不

菅他人的說法’在促銷產品上來得有效多了.

AIlpo『t的方法創造出-直處於害怕狀態的社會行動者,他／她只有

不斷使用為了克服恐懼而設計的產品’才能克服恐懼‧不過這樣的恐懼永

遠不會消失’因為社會不斷在檢視我﹛門:－則刮鬍富的廣告提醒我｛門『批

判的眼光正盯著你」’而刮鬍刀製造商讓懶惰的消費者『無法逃遁於控訴

的眼光」﹙Marchand,lg85:2l3,2l6）。Ma『chand﹙】985 ; 208）認為這是「第

-印象的寓言」’在這種陌生人之問只有短暫互動的快速翻轉社會’第－

印象可能就是－個人所能知道的全部。所以必須以簡單易懂的方式’來好

好展現個人的優良特質’並且掩飾那些不佳的特質‧夕卜表變成了-切’而

社會行動者可以做的’就是變成永恆的消賈者。如果早期的消費者對於產

品很挑剔’現在則是對自己本身很挑剔:不再是產品不足的問題,而是個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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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這個人只有透過市場上的產品來解決此不足問題。以Ewen的話

來說:

美國的全國性廣告,其功能性目標在船眉∣l造欲求與慣習。伴隨著大量

產能的發展,大量配銷也變得需要,而廣告貝Il試著倉∣∣造出讀者的個人

需求,而這樣的需求是∣隨著擴張的市場而波動的（Ewen,l976:g7）。

廣告的目標之-是倉∣∣造出-群消費物品的人□。在行銷尚未很複雜﹑也還

沒有針對特定消費者或－般消費者時,根據Ewen的說法﹙lg76;4I﹣4）’

美國的廣告被視為眉∣】造同質化國家的工貝,以克服因為人口異質性太高而

帶來的緊張。當個人以消費者的姿態出現,而非以某個族群團體成員出現

時’那麼就可以強化社會連帶感。消費∣生產品宣稱可以建構國家成為文化

單-體’儘管社會還是－個多元文化狀態。假如我們都是相同產品的消費

者’那麼我們在文化上就變成相同,不管我們從哪裡來。

上述論點換個角度來看’那麼l920年代的美國廣告似乎就是在宣

稱,它可以提供-個「普世」的文化,以克服社會分歧。普世觀被視為文

明化過程的-部份’而廣告設計就是為了「讓人﹛門對於其出身感至∣羞傀’

也因此要他﹛門把原有的風俗習∣貫視為異類’加以拋棄」（EWen’lg76:43）。

-個人可以透過喝可口可樂或消費其他產品’而變成-位恰如其份的美國

人:疸被視為普世的﹑文明的本能’雖然事責上這只不過是特定資本主義

階段的產物而巳。不過我們仍必須承認消費主義是倉∣」造某種社會連帶感的

－種可能方式’不過這比較像是〉余爾幹﹙Durkheim’lg84【l8g3】）所說的機

械連帶（mcchanicaI solidarity）’而非有機連帶的形式﹙organicsolidarity）。

念過社會學的人應該還記得,機械連帶社會是社會元素之問分化程度比較

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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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之社會的特徵。在這種社會裡,消費者以跡近雷同的方式消費,也渴望

相同的消費模式’社會連帶在此過程中被建立起來（雖然在責際上消責方

式並不可能雷同’但是當時廣告的目標就是要讓他們都進行雷同的消費

）。不過’機械連帶的問題是’它並無法促成社會發展’因為大家都-

樣‧有機連帶的分化程度就比較高’因此可以發展出比較複雜的社會。近

來常有針對某個特定圉體’以特定方式來打廣告’這在比較複雜的消費社

會中’可以建構出－個比較有機連帶的模式’除非它割裂社會而危及社會

連帶。不過就我所知’此部分的研究仍少。無論如何,我們或許仍可說’

早期的廣告是為了建構-個同質性的市場’而後來的階段’則在建構市場

區隔。後-階段能夠出現’是因為在前-階段時巳把我們成功地轉化為消

費者’所以-旦我們巳經認同成為消費者且無可逆轉時’要再次把我們切

割區隔,也就不會碰到什麼困難.

廣告試著克服的另－主要社會分歧’就是階級,方法則是創造出大

眾消費者﹙massconsume『）的觀念。Ewcn寫道;「把『階級』的觀念變成

『大眾」,企業希望創造出-種『個人」’這種個人可以透過物品的消費’

而非生活﹙工作）的品質與內容’來表達其需要與滿足」﹙l976 :43）。此

時,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的生活問題,成為廣告利用的對象:這些問題不是

體系的問題’而被詮釋為個人的問題’必須使用特另∣」的產品來克服造些個

人問題。問題不在體系,而在個人。EWen找出-段非常好的例證:李施

德霖漱□水（Liste『ine）的廣告’該廣告宣稱可以解決口臭的問題。上面寫

著:他很清楚知道,在獲得成功﹑人氣之前’有某些東西擋著他。某些他

無法抓住的朦朧細微事物.…... 。有-天’他終於知道了….. . ’那個他的朋

友顧及禮貌而不告訴他的事責‧」 （lg76 :46﹚。□臭是造成他商業上無法

成功的唯－事物,而李施德霖當然可以提供解決之道。成功的問題不再是資

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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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不均等問題’而變成完全是個人身體的問題。自我被轉換成商品化的自

我:身體被建構成所有問題的根源（□臭﹑粗大的毛細孔或其他的問題）’所

以絕對需要藉助商品’以維持－個適當的社會身體。

當然’此恰如其份的社會身體’不僅僅只涉及階級化的﹑或大眾化

的身體,還包括性別化的身體‧下面我們將探討廣告如何建構-個恰如其

份的性另∣」身體。

廣告中的性別

這裡我們將討論ErvingOo｛fman﹙lg79【l976】）對廣告裡性另∣」關係的研究,

以及Robe㎡OoIdmah﹙lgg2）對於廣告商如何利用女性主義來銷售商品的

分析。

在Ooffinan（Ig7g【Ig76】）的著作《性另∣」廣告》﹙Ge〃叱『.』dVeγ／／se加e〃的）

裡’有超過508幅I970年代的廣告圖片。從他的樣本中’他提出五個主

題來討論:相對大／」﹨﹑女性的碰觸﹑功能級別﹑家庭,以及儀式化的從

屬。

相對大小

通常我們書認為,在藝術或圖畫中如果出現兩個人’比較高的那位通常比

較具有權威感。在此意義下’相對大小就是-項權力的指標。－般而言,

廣告中的男性都比女性高。這個問題如果反過來從女性比男性高的圖片來

看’就可以更清楚看出其意義;在Ooffman的圖片中’「這些男性似乎

g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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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社會的下層從屬階級’而且都穿著成雜役的樣子-也因此完全可

以以特定的技藝群體來看待他﹛門’而不會產生威脅性（Goffman’lg79

【Ig76】: 28﹚。因此’當女生比男生高時’造些女性是來自較高的社會階

級,此時再現的是社會階級’而非性別差異。

女性的碰觸

G0ffhlan注意到’女性往往被再現成撫育或撫摸著物品的模樣,而非以功

利的方式去緊抓﹑捂住或控制著物品。高夫曼所歹l」的圖片可清楚看出碰觸

物品的性別差異:-位男性緊緊握住-瓶Jagermeister烈酒﹑-只倒滿酒

的杯子﹙有兩個例子）﹑-包香煙與-個船舵-在每-個例子中’女性

只是輕碰男∣生的手’或以優雅的方式碰觸物品。似乎男性、女性跟物品的

關係’以及兩者之問的關係’非常不同.女性似乎不想壓制這些物品’反

而蕾珍視它﹑以審美的方式讚美它。相反的’男性則顯示出他是物品的主

人’把它們當成達到特定目標的工貝’而非值得讚美的美麗物品。對待物

品似乎有美學∣生與工具性兩種方式:這樣的對比’以－種特另∣」的方式’建

構男女的性月∣」關係及其差異:男性的行動皆有清楚的目標’而女性只能在

-旁崇拜地觀看著。

C
■
凸

▼
J

功能級別

當男∣生與女性在某個場台台作時’誰扮演執行的角色?幾乎所有Goffhlan

的圖片都是男性來做。例如:男性的醫師檢查病人,而女性護士在旁觀

看;男性用泵抽水’女性貝∣優雅地拿著水桶’快樂地承接暄出的水;男性

開船’女性穿著比基尼在旁展示;有兩張圖片是男性照相’而女∣生只是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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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姿勢而巳;有－些圖片是男∣生指向建築物’而女性l∣∣頁著方向看過去。

家庭

G0ffman選出的圖片’把男孩與父親建構成不－樣’兩者的關係有時還是

衝突的,而女孩跟母親的構圖’則都-樣,只是-個年輕﹑-個年老而

巳。可看至∣男孩必須去做某些事情以「變大人」’而這裡的父親通常做跟

兒子不同的事情:-位點著煙,另－位坐在玩具車內;另-位抽煙的爸爸

站在坐鞦韆兒子的後面‧女兒通常跟媽媽在做同樣的事∣青,或擺在同樣的

地位,或穿著類似的服裝。在其他的廣告’「父親通常站在其他家庭成員

夕卜面－點﹙假如沒父親的話’則是兒子）’似乎是要表達－種關係:父親的

保謹和距離有關係’甚或要有距離才能有父親的保護﹙Goffinan, I97g

【l976】: 39）。這裡的形象清楚地說明’父親是保謹者（而且通常是∣府瞰

者）,而婦女與子女則是被保謹者﹙通常也是被俯瞰者）。家庭的主題在第

六章嘗繼績討論‧

儀式化的從屬

Goffinan的第五個主題特另∣l有趣,因為他探討透過廣告所建構起來的男女

權力關係。要看誰處在劣勢位置’方法就是去看比較沒勢力的人躺在床上

或地板:Goffinan認為此姿勢讓人很難防衛自己,此時此人就必須仰賴安

全的周這環境。在他的例子’「似乎兒童與女性比較常被擺在地板或床鋪

上」﹙Goffhla几lg79【I976】;4l）。Goffh】an說: 「較高的物質空問象徵著

較高的社會空問」（I97g【lg76】:43）’而在大部分的個案中’男性佔據的

物質空問比女性高。即使在某些例外的個案’男性通常看著女性’而女性

貝Ⅱ假裝害羞地轉頭過去’所以保有俯瞰權力的人仍是男性。還有其他的肢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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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姿勢’例如「羞赧地蹲著」﹙Ig7g【】g76】:45）’這象徵-個無權勢的位

苣‧女性通常被擺在這樣的位置’男性則很少。在相較於他人頭位比較低

的個案中,也發現類似的模式’廣告常以此手法描繪女性.對Ooffhlan

來說’「這樣的配置’可解讀為接受了從屬的地位’－種對他人表示逢

迎﹑服從﹑息事寧人的表現」﹙l97g【l976】:46）。

商品化的女I性主義

這就難怪女性主義大都會批判以此方式來鋪陳女性的廣告。這對廣告商可

能會造成-些困擾,所以他們開始試著找尋出路’把－些女性主義的想法

放入廣告中’以消除女性主義批判廣告的力道。他﹛門的做法很簡軍:利用

某個社會運動或社會觀察’將之建構成好像是在跟資本主義世界對立’從

而銷售更多的資本主義物品’原來的社會運動或社會觀所要顛覆的資本主

義體系’最後反而被強化了。例如環保綠色運動原本是反資本主義與消費

主義的運動’但現在我們到處可看到廣告商接收此訊息’禾∣」用「綠色商品」

的觀念來銷售更多的產品。在女性主義方面,我﹛門發現有GoIdman﹙lg92）

言之鑿鑿的「商品女性主義」﹙comm0dityfbminism）。當然’造是「商品

拜物教」（commodityfbtishism）的雙關語’後者在第≡章討論馬克思的商

品形式時就巳談過。GoIdman認為此雙關語:

提醒我們,商品的關係讓行動主體的關係變成了物品間的關係。把女

性主義變成符號｛買值的過程,就是把女性主義變成商品圖示﹙iconog﹣

raphy）的物化過程。當廣告商佔有女性主義時,他們就是要提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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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殘餘的東西-物品:外觀與姿態。女性的論述也因此被-些商

品名字所重組、重述,例如肋〃es襪子,／V／ke鞋子,Es／w／牛仔褲。

符號物品也就可以代言、等同女性主義的目標;獨立自主與專業

成功。透過﹛∣lI人∣〕W肖費選擇,個性可以彰顯、關係可以達成、資源可

以獲得（GoIdmaI】, Ig92: I3l）。

也可造麼說,從廣告商的角度來看’女性主義不是有特殊政治與意識形態﹑

想改變社會的-種社會運動,而是－個可以透過消貢正確物品而抵達的國

度:某些物品可以象徵「女性主義的生活風格」,而這就是我們所需的。

「這樣的女性主義者」被建構成只不過是許多類月∣」的消責者之-而巳。

女性主義如何在廣告中呈顯呢?他們「把象徵獨立﹑參與職場﹑個

人自由與自我控制等符號組裝起來」（GoIdman, l99Z: I3﹞）。某些譆者可能

還會記得I97﹞年時’露華濃（Revlon）推出的Cbarlie香水廣告’顯示-

位年輕積極的女性並不需要男性才能找到生存的意義﹙OoIdman, Ig92:

69g）。這似乎是最早處理女性主義的廣告之－:只要購買露華濃的－系歹∣」

CharIie香水’你也可以成為獨立女性。較近的例子則是GoIdman（lg92:

l34-5）所說的,于∣」在se『雜誌的廣告。當代婦女在現責生活中必須扮演的

許多角色,被以-種令人驚奇的視貴方式呈現出來。這名女性被分成三大

塊:最底下的三分之-’出現〉占著泥巴的登山鞋與牛仔褲;中問的部分’

則有身體裝飾品與晚禮服;上面部分’則穿著正式套裝（busincsssuit）。所

以她同時又能運動﹑又性感﹑又能做事,並不只限於-個角色而已。廣告

上的文字’又∣合好可以說明廣告商如何禾∣」用女性主義來達成其目的。開始

這樣寫著:「今日的婦女不僅僅只依靠肉體而巳」。「女人不僅僅只是身

體」的論點’讓女性主義者很難不同意。感覺上’這個廣告還是在幫女∣生

主義者說話。文字繼績寫著:他們「是成功的職業婦女,習∣貫於做決

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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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這樣的女性建構’女性主義者也很難不同意‧那麼se【／雜誌到底要

給她們什麼呢?成為成功職業婦女的「優勢」。更精確地說’是「即時的

醫學突破報導﹑深度的健美與營養報導﹑最新的流行與美容觀念﹑財務﹑

生涯與闢係的諮詢」。所以新的職業婦女需要健康的知識、健美身材的保

持、食物﹙以科學的「營養」面貌出現’其責指的是「菜單」）﹑流行﹑美

容﹑財務﹑生涯與關係 這位女性的「自我」是由這些零件組成的’

他的成功被建構成需仰賴可以給她優勢的－種商品,也就是seγ雜誌。

不管是否為職業婦女’她仍必須參與婦女的傳統樂趣:身材﹑食物﹑流

行、美容與關係。造則廣告似乎在宣稱,你可以成為－位成功的職業婦

女’但傳統的東西仍然是成功的－部份:你不可以「只是」-位職業婦

女’而對身材﹑Ⅱ乞的食物﹑穿的衣服﹑化的妝沒興趣-這些都是典型

的消費領域。看來,對做為消費者自我的身分認同而言’生涯只是許多夕卜

加其上的東西之-而已.

GoIdman﹙】g92: l38-9）比較Ⅱ佑.雜誌﹙可說是女性主義的雜誌）,以及

Cos〃iOPo／i／α〃雜誌（比較不能稱為女性主義雜誌）時’仍可看到’所謂的

現代成功女性’仍是-名商品消費者。兩本雜誌都把女性擺在強者的位

置:Ms雜誌的廣告問「你如何稱呼巳經爬上頂端的女i∣生?Ms」 ;

Cos〃iOPo／／／α〃雜誌的標題貝∣寫著「美麗臉龐背後的力量」‧那我們如何知

道-位女性巳經爬上頂端’既美麗又是強者呢7那就要看她們所擁有的物

品是什麼。M,.女性擁有「護照﹑Tictac口氣芳香薄荷糖﹑孩童的畫﹑計

算機、鑰匙﹑美國運通信用卡﹙隸羼消費社會的明確符號）﹑香水噴劑﹑迷

人的黃金手鐲﹑皺皺的百元大鈔﹑Anacin頭痛藥、以及名片（GoIdman’

Igg2: 】37）‧Cos〃’OPo／／／α〃的女性所擁有的物品’部分與l么.女∣生重疊’

不過造些物品更明顯是消黃物品:「美國運通信用金卡（很明顯’是個非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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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認真的消責者I ）﹑化妝刷﹑泛美航空世界旅遊卡﹑He『【z租車卡﹑CD

﹙莫札特）﹑小型Sharp計算機﹑機車安全帽﹑潛水鏡與水肺（GoIdman,

】g92: I37’ l40）‧頂端女性或女強人’被轉化成-組特殊的物品.

這樣看來’要成為女性主義者所贊同的女性’就必須是特定物品與

特定服務的消費者’而造在資本主義裡頭很容易找至∣」。主要論點現在很清

楚了:廣告商應付女性主義挑戰的方法’就是把女性建構成獨立自主的

人,但必須仰賴特定的商品。這不僅沒有威脅到消費世界’還把女性主義

者關心的東西變成動力燃料’至∣」達更遠的地方。消賈吸納了政治’而且以

更有力的面貌重現。

表5.I摘要了二十世紀的廣告效果。

表5』二十世紀廣告的影響

製造出可信賴的消費者

廣告本身倉Il造出消費者的缺失,並目同時允諾可以補救此缺失:不是產品有

問題,而是個人本身

不是把消費者視為單獨的個體,而是社會人

將「階級」社會轉化成「大眾」社會

把「自我」轉變成「商品化的自我」

把物品與人配對起來

促銷某些讓人l門的生活看起來貝有「女性主義」或「環保」風格的產品,把

社會運動弱化成l∣台當商品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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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吉如何運作

我﹛門巳經大略討論過廣告與－些社會觀念（如階級﹑大眾與性別）的關

係。讓我﹛門更進-步看看廣告運作的技術。這主要有兩種探索方式。其－

就是看人｛門在日常生活中,對廣告的知霓與反應’不過由於篇幅的限制’

我就不討論此部分。另－種方式則是觀察廣告本身。跟其他的物品－樣’

這裡我們把廣告視鳳文化的人造物。造有點像在探索詩或小說如何創造’

以瞭解它們希望達成的效果。責際上,許多有關廣告的著作’作者是來自

於語言與文學的背景,而非社會學背景。這裡的分析也將著重於形式分

析:如果我﹛門認為廣告是製造某類意義的機器’那麼我們這裡要做的’就

是瞭解哪些東西讓機器動起來。底下只是－個簡介分析’有興趣深入的讀

者可以參考JudithWiⅡiamson的lg78年的經典作品。這裡將只探討比較

重要的論點。

WiIIiamson的作品可充當形式分析的入門,他舉的例子是廣告如何以

看起來非常自然的方式,把產品與其他物品連結起來’或與可能的消費者

連結起來。但是’造種建構方式-點也不自然。如果事物問的連結被安排

得看起來很自然’那麼其他看待事物的方式就被排除;如果廣告商可以在

商品與人類之問’建構起－個明顯自然的關係,那麼商品就變成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部份’好像事∣吉本來就該是那樣。這樣的蓮結完全是人造的’

但卻變得看不至∣」了。

讓我們舉圖5.l與5.2的ContinentaI濃湯廣告為例。兩者都是把產品

跟其他物品的意義連結起來’並在廣告中留下－些空問給進行閱譆的主

體。這兩個廣告是理解法國學者RolandBaIthes（】g89【l957】）所謂的神話

民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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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th）的最佳例子。RoIandBanhes是第-位以語意學﹙semiotics）方法分

析俗世大眾文化的學者’可謂WiⅡiamson之前的重要先驅者之-。「語

意學」源自希臘語的「符號」﹙sign﹚－字’是-門理解符號世界如何運作

的學科。符號可以是任何帶有意義的東西-字眼﹑聲音﹑圖片﹑交通

號誌﹑服飾。但符號的本質是什麼呢?第-位把符號科學加入此學科地圖

的瑞士語言學者FerdinanddeSaussure（lg74【IgI6】）以如下方式看待符

號:符號是由意指（signi伺e『）與意涵﹙signi伺ed）構成’這兩者與指涉物

﹙refbrent）不同。例如書寫的文字「馬」,或其發音,就是意指;當有人寫

了「馬」字或發此音,我﹛門腦海中浮現的那﹛固「馬」的觀念,則是意涵,

兩者加起來’就是-個符號。指涉物則是具體存在的那匹馬‧注意’在意

指與意涵之問’並不具備必然的內在關係連結’兩者之間是非常任意的。

意涵的「馬」與發音「n丫v」並沒有特殊的連結:法國人可能發音為

C〃evα／ ,德國人為P〃e㎡’瑞典人為〃αs／。這表示意指與意涵之間是可分

割的’而且在其他的意指之間自由流動’進而倉∣」造出與意涵完全不相關的

意義。對Barthes而吉’這就是神話運作的情形’同樣的過程’也是

WiIliamson分析的基礎。Ba㎡hes以-幅上面有-束玫瑰的圖片為例:這

是－個意涵為（signify）玫瑰的符號’當然。但玫瑰本身可被視為意涵「熱

情」或「愛情」。所以-束玫瑰的圖片同時意涵了「玫瑰」’但這個玫瑰符

號變成另夕卜-個意涵﹙熱∣冑與愛∣胃）的意指’兩者的結台就變成了－個新

的符號。當第－個符號變成了第﹦個符號的意指時’根據Barthcs的說

法’造個現象就是神話在運作:它「偷走」了某些東西﹙玫瑰）’利用它來

意指其他的東西。

圖5.l可看到’右下角有﹛固馬克杯,預留-∣固空問,讓讀者可以舉起

此湯杯:只有-個杯子’廣告中沒其他人在了I它是你的’拿去吧I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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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左撇子可能會覺得有點問題。這裡的神話似乎就是那個充滿國際旅遊

經驗的人’這可從皮箱上精心布置的﹑具有異國∣青調的老蕾與剝落標籤看

出。消費ContinentaI濃湯的人變成了異國旅遊的旅行者。把濃湯包裝放

在行李箱上面’讓它們獲得跟那些老舊標籤類似的地位-它們借用’

或者說偷竊,那些剝落標籤所代表的意義。疸樣的過程在廣告中非常普

遍:把兩個物品放在-起,而那些比較沒尊嚴與價值的東西’會拿走比較

偉大的東西的意義。所以把你的產品放在知名人士或物品的旁邊’就可以

從他∣門身上偷得價值。把想銷售的廉價香水放在艾斐爾鐵塔旁,你就可以

偷走時髦的巴黎風昧’變成你產品的元素﹙參照WiⅡiamson的討論’

】978:20-39）。

圖5.2也是ContinentaI濃湯’圖中的主角準備要吃－道以PIuffy

﹨／eggetabIeBake做成的食物。這裡的神話,似乎是把居家感﹑離家感放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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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

-起:異國風昧的湯’是從-眼可看出的家庭手工編織桌布借來居家感;

而居家桌布與碗盤’貝Ⅱ從濃湯借來離家感-造裡’居家感與離家感不

斷交錯著,而你當然可以消賣已經準備好的誘人食物’並同時得到兩者。

-旦產品可以從夕卜在地方得到意義,那麼距離取代其意義,就只差

－小步了‧就如WilIiamson說的’ 「產品本身開始有意義了‧它－開始

可能是某些外在物的反射,但很快就會代表這些夕卜在物了」﹙lg78: 35）。

她舉廣告的-個□號為例:「BeanzmeanzHemz」（WiIliamson, I978:

7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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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Beanz」疸裡是「Heinz」的－個子集台’它的存在被此品牌限定

住。Heinz之外就沒有豆子了,而這也不嘗排斥Heinz除了豆子之外’還

有其他的56種產品。這顯然是個強而有力的技巧:產品攫獲住真責,而

真宣世界從產品中散發出來。產品就是真責,如果你要-個真責的存在’

你就必須購買此產品。

跟沒有任何品牌比起來,我們可以把許多特別的意義與價值灌注在

品牌上’所以像Heinz造樣的品牌,可以把它本身強加在任何貢際物品上

（如豆子）’成為意義的主要承載者‧這樣的過程在英文中巳經很普遍了:

例如我l門不會想到巧克力’而是想到Cadbury∣s牌的巧克力;或者不會想

到吸塵器,而是想到Hoover牌的吸塵器。過－陣子以後’我們甚至不會

想至∣Cadbl!rys牌巧克力或Hoover牌吸塵器,而會說買-條Cadbury∣s ,

或－台Hoove「-事宣上,在英國或愛爾蘭’「toⅡoover」通常就是指

「吸乾淨」 I 。真正的物品本身已經消失在品牌後頭’公司的名字取代了

「頁正的物品」。-旦我﹛門開始造樣的思考方式’那麼市場上物品過剩的狀

況就不會造成製造商的絕境-畢竟’我們對於購買任何人製造的巧克

力或吸塵器巳不再感到興趣,而會只想買Cadbu『yIs或Hoover牌的產

品。品牌逐漸獨立於市場波動之夕卜 ,讓其他的競爭者難以入侵其領域

﹙WindscbuttIe, I988: l2）。但人們不只行銷巧克力與吸塵器’還行銷

Cadburyis或Hoover以夕卜的東西,也就是比Cadbu『yis或Hoove更好的﹑

或不同意義與價值的東西。

關於品牌取代寅際產品的力量’我知道-個非常棒的例子’那就是

l譯按8在台灣也有類似的恍形’例hI】去買－瓶「舒跑」,指的就是去買迎勁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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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愛爾蘭貢的Stag西打﹙蘋果酒）。在那裡’西打的名聲並不太好,因為

它的形象是-群＋二到十五歲的年輕人’坐在廢棄地上,很快地暍到酩酊

大醉。在lg80年代後期’Stag的廣告從未說它是西打’所有的行銷策略

都給人-l固印象:它是淡啤酒’雖然它從未公開宣稱是淡啤酒。-些修我

研究方法的學生’進行了-些有關Stag的訪談,而發現大部分人頁的認

為Stag是淡Ⅱ卑酒。因此在進行研究時’某-組學生去-家酒館’點了-

瓶西打。「沒有I 」她接至∣造樣的答覆’並目被要求立刻離開’因為該酒

館不希望有這樣的客人在酒館內。同組的另－名學生進入後’點了-瓶

Stag,她立刻就拿到了’無疑的她是這個場台歡迎的人。所以’讓人﹛門只

知道其品牌名字’而且行銷成淡啤酒’而非西打’該公司可以把它定位成

複雜而且受歡迎的飲料。在酒館內叫西打’要盲著被丟出去的危險’而叫

Stag你就變成尊客。產品本身’西打’完全消失在品牌後面。生活在資

本主義最高消責階段的我們’這可能巳經是常態,而非例外了。

7g

廣告語﹦與〉肖貢者保謹

我們巳經看到廣告如何聰明地操弄不同的符號’以便在出售的產品上投射

意義’而這兩者之問本來沒有明顯的關係。而法律真的可以保障我們兔於

廣告的誤導嗎?讓我﹛門再討論-下。

根據澳〉州聯邦消萱者事務局﹙FederalBureauofC0nsumerAffHirs’

lg93: 3）的規定’消責者有權禾∣」知道「所需的事責以便進行資訊充分的選

擇’免於受道不誠實或誤導的廣告與標示之欺朦」。I974年的交易實務法

1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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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PracticcsAct）「提供強制禁止不公平、不謹∣直、誤導與欺編行為的

法律基礎」（lgg3;5）。但是RichardPannentier﹙lg9￠: l42ff）在評論美國的

消責者保護法時’認為這樣的立法可能犛牛與原先立意相反的效果’不僅

保護不了消費者,反而讓他﹛門受到更多的操弄與欺騙。這怎麼可能呢?讓

我｛門從g6年新年的32頁Di〃ovα／／o〃s目錄﹙l996年-月份時’』甽s〃α／／α〃

報紙隨報附送）來看－些例子:

神奇拖把

美麗的桃花木檔案櫃

亮麗的遮陽亭

聰明的伸縮塑lI寥刷

歡樂多樣的罩單

優雅的鈕釦服飾

不可缺少的花園陽傘

耀眼的針織料新西裝

難以置信的金邊餐具

精緻的義大利皮製涼鞋

很棒的空間收納盒

高品質的潛水錶

可愛的日月罩單

靈巧的電視天線

夏日的絕佳選擇

非凡的製麵包機

非凡的雙面雨衣

革命性的新掃把

風格獨特的儲藏塔

超棒的律師言架

8o

對大部分的譆者來說’這些「神奇的」﹑「美麗的」、「亮麗的」、「聰明

的」＼ 「歡樂的」＼ 「優雅的」等等’只不過是-種看法,而非事責的描

述。但這就是Parmentier所描述的典型「吹噓」﹙lgg4: l43）。他說,在早

期購物者自己要小心的時代’消黃者要有能力去區辨什麼是「吹噓」’但

是有了商業語言的新管制後’這些語言卻變成了是真的’只是需要求證而

已:

1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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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購物者自己要小心的｛專統還是－般狀況時,商業詞彙基本上是說lI∣l

l生的,而現代的管芾II環境貝∣l錯誤的假設:商業詞彙主要是做參考

﹙re化re『】tial）,提供理l∣生市場所需的寶貴資訊而巳…﹣…。但受管芾II的參

考性成篇廣告的－萵∣』份時,甘∣l變成了吹I噓表達,讓它｛∣!lI變成類似事賈

的東西,而這種東西,在以往,所有理l∣生的人們都會摒棄的

（Parmentier, lg94: l15-6）。

管制原來是想保護消費者’但卻落在廣告商的手上把玩’讓牛皮更不容易

戳穿。換言之,造些「神奇的」、「美麗的」、「亮麗的」＼ 「聰明的」、

「歡樂的」＼「優雅的」以及其他的詞彙,變成了廣告項目之品質的事賣描

繪,而不僅只是在鬆餅上頭加幾克的鹽巴而已:不再是販售者本身提出而

貝有爭論性的意見而巳’而是法定核准的事責陳述。優雅的鈕釦服飾很優

雅,因為法律保障它是優雅的’消貫者毋庸置疑。Parmentier的推論可能

假設了讀者是天真無邪的’不過讓此類讀者存在的法律結構’現在已經就

位了。「看廣告的人」﹙adve㎡isee）自己小心吧。

111



窠亞地區的羹宣與旅遊:個窠研究
F○○d己ndTbu「Ist inEa5tA5ia

簡介

儘管資料再詳盡’單獨的-個章節’顯然無法涵括﹑介紹整個東亞的消賓

領域’因此在這兒我決定將研究投注於觀光業脈絡中的食物。這個主題大

到可以寫成－本書’為了簡化分析’我選定了中國﹑香港﹑日本﹑韓國﹑

澳門及台〉彎這幾個國家觀光局英文網站上所呈現的食物。資料在

2006／3／23從下列網站下載:

中國ht〔p:／／www.cnto.org／aboutchina.asp

香港:ht﹙p:／／wwwdiscovcrhongkong.com／eng／gourmet／index.jhtmI及相

闋網頁

日本:http:／／www.jnto.go.jp／eng／EO／及相關網頁

韓國http:／／engIlsh1ou『2koreacom／及相關網頁

澳門:http:／／wwwmacautour】sm.gov.mo／engIish／fbod╴enphtm】

台〉蠻:http:／／20Z〕g.225.I32／jsp／Eng／htmI／about taiwan／gou『metjsp

在本章中其他未詳加註明的弓∣用資料皆是出自上述網站。

上述部分網站提供大量和食物有關的資料’其他則相對較少’因此

接下來的分析’提供較多資料的國家將會比其他國家說明多-點。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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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l 2006年﹞月各國國家觀光局網站中關於食物介紹的字數

字數％字數國家

韓國

日本

澳門

香港

台灣

中國

台計

47％

2I％

I1％

g％

7％

3％

I00％

375g

l655

ll2g

7I斗

545

25﹞

8055

6.I 歹∣」出各個網站中關於食物介紹的字數’清楚地呈現韓國及日本有大量

有南食物的資料可供分析‧

這些網站都是以英文介紹’所以可以合理地推測’他們主要是想藉

由食物將他們的國家「推銷」給外國觀光客’對象並不是當地的觀光客。

這些國家如何建構能讓外國觀光客理解的本國文化呢?其中－個笞案可以

從造些網站上所提供的觀光消費概念中找到’當然,不是僅把食物的種類

歹I」出來即可找到此笞案’但食物清單與類型是必要的準備。

我l門消費食物的同時’也在消責歷史﹑文化﹑時令季節﹑人際關係

這類的概念。用另-個方式來說:我們藉由食物的消賈責踐來「演出」

（enact）這些概念。舉網站上歹∣」出的食物或食物種類為例。台灣的網站上

歹」出-系歹∣」的食物種類及其特色:廣東﹑四l∣∣﹑北京、江浙、湖南﹑台灣

及客家菜。在澳門的網站上,我們可以看至∣」:薯茸青菜湯（ca】doverde）,

奶油貝類（ameijoas）’煙燻香腸（chouri?o）’橄欖油（oIives）’葡萄牙

侷烤（cozidoaPortugucsa）’葡萄牙AIentejana省的碎豬肉（carncde

porcoaAlentQiana）,烤沙丁魚（sardinhasassadas）,馬鈴薯雞蛋煮鱔魚

﹙bacaII﹞auhGomesdcSd）’奶油鱔魚﹙bacaIhaucomnatas）’煎烤鱔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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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alhauassado）’餅乾碎布丁（serradura）’傳統的甜點如修女的肚子

（barrigasdc仃eira）’天使的胃（paposdeanio）’天空的豬（toucinhodo

ceu）’甜蛋（docedeovos）等。韓國的網站則是列出:韓國泡菜（kim-

chi ）﹑熱鍋蔬菜飯（bibimbap）﹑燒烤醃牛肉（buIgogi）﹑碳烤醃肋骨

（griIIedgalbi）、人參雞湯（samgyetang）﹑蒿麥冷麵（naengmyeon）﹑海鮮

湯（baemultang）﹑韓國泡菜鍋（kimchijjigae ）＼鐵板雞肉（dakgaIbi）﹑

牛骨湯（seoⅡeongtang）﹑牛肋骨湯（gaIbitang）及粥（】uk）。韓國的網站

上甚至歹∣」出各種菜餚的食材,韓國泡菜:甘藍菜（或是蘿蔔﹑黃瓜等）﹑

蘿蔔絲﹑碎蒜﹑青洋蔥切丁﹑緘魚﹑鹽。熱鍋蔬菜飯:米﹑蕨類植物﹑桔

梗花根﹑豆芽、牛肉﹑辣椒富﹑芝麻油。燒烤醃牛肉:牛肉（或豬肉）﹑

梨子汁或糖﹑醬油﹑碎蒜﹑青洋蔥切丁﹑芝麻油‧碳烤醃肋骨:牛肋骨

（或者豬肋骨）﹑糖﹑醬油﹑青洋蔥成丁﹑碎蒜﹑芝麻油‧人參雞湯;嫩雞

肉﹑甜米﹑人參﹑蒜’栗子、棗子。蒿麥冷麵:蒿麥麵或其他麵條﹑牛

肉湯、牛肉薄片﹑黃瓜絲﹑梨絲﹑水煮蛋切成薄片。海鮮湯:蟹﹑蛤﹑

蝦﹑魚﹑蘿蔔﹑紅辣椒醬、紅辣椒粉﹑青洋蔥﹑蒜。韓國泡菜鍋:韓國泡

菜﹑豬肉﹑芝麻油﹑言洋蔥﹑蒜。鐵板雞肉:雞肉,紅辣椒醬﹑梨子汁﹑

糖漿﹑糖﹑碎蒜﹑青洋蔥切丁。牛骨湯:米﹑牛肉﹑牛肉湯﹑青洋蔥切

丁﹑碎蒜﹑紅胡椒粉﹑胡椒﹑鹽。牛肋骨湯:牛肋骨（或豬肋骨）﹑蘿

蔔﹑青洋蔥切丁﹑碎蒜﹑胡椒﹑芝麻油、芝麻子。粥:各種各樣的穀類。

這樣的清單要「演出」（enact）什麼呢?要提供什麼給觀光客呢?清

單所提供的概念之-,就是多樣性:藉由網站上所列出的事責訊息’清單

就在『演出」。它保證觀光客永遠不會感到無聊.這兒有不同的食物’在

每家餐廳的餐桌上都會有新的體驗。網站上歹∣」出的資訊也提供不同的國家

文化供觀光客消賣;台灣有七種食物文化﹑澳門則是呈現出早期葡萄牙殖

民的文化。中國的網站雖然沒歹∣l出相關的資訊,但也宣稱他｛門擁有「萬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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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餚的國度」。品Ⅱ嘗食物是-種吸收當地文化精華的方式’也是-種滿足

觀光客渴欲「正港體驗」（authentic）的方式‧台灣網站所列出的七種食

物消費文化,也為觀光客提供了-個該注意什麼的指南。韓國網站歹∣」出菜

餚的材料’則是再≡向猶豫不決的觀光客保證’觀光客不必擔心嘗不慎吃

到他／她們本國文化不能吃的食物（例如狗肉）。

前面的段落只是想透過某些例子來告訴大家’即使-張簡單的清

單,也可以提供複雜的概念’以供觀光客來消費與「表演」,但這些網站

的共同主要概念是什麼呢?為了回笞造個問題’我從上述網站下載和食物

相關的文字’並按每－份檔中的文字組成作次數分配分析。在這裡’我們

假設網站上最常使用的字彙可能是指向最主要的概念（當然’不是像

the,and, that ’ is造類的字眼）’而這些字眼則歸納進更大的概念當中’

以便更準確地抓住造些字眼的作用。舉例來說’像是「祖先」﹑「古代」﹑

「世紀」﹑「歷史的」、「起源」﹑「古老的」﹑「傳統」和「傳統的」這些

字都會歸納進更-般化的範疇「歷史」’另夕卜像是「價格低廉的」﹑「低價

的」都會理解成和「經濟」因素相關。表6.2歹I」出幾個主要的概念’並目

給予其百分比。

表6.22006年3月各國國家觀光局網站中提及有關食物的概念

概念 相關字彙 相關字彙％

歷史

人群

多樣性

健康及衛生

家族

經濟

愉悅

簡樸

台計

78

62

60

I7

7

6

4

246

〕2％

25％

2￠％

7％

25％

3％

2％

2％

I00％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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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脈絡下,出現了三個重要的概念;歷史﹑人群與多樣性,「家庭」則

納進「人群」的概念當中。中國的網站的資料太少’因此比較難以推論‧

表6.3呈現出各個概念在不同國家中所佔的百分比’表6.4則是呈現個別

國家的不同概念分配百分比‧在表6.3 ’日本和韓國的資料佔了全部資料

的三分之﹦’表6.4貝∣是清楚顯示每個國家各自認為重要的概念。

表63各個概念在各國家中所佔的百分比

中國香港日本韓國澳門台灣合計概念

歷史

人群

多樣性

健康及衛生

家族

經濟

愉悅

簡樸

77％

47％

50％

g4％

83％

I4％

33％

0％

3％

I0％

I3％

0％

8％

0％

0％

0％

6％

】0％

5％

0％

0％

0％

0％

0％

I00％

I00％

I00％

I00％

I﹙）0％

I00％

l00％

I00％

4％

6％

I3％

0％

8％

0％

0％

0％

0％

5％

0％

6％

0％

0％

0％

0％

I0％

2〕％

I8％

0％

0％

86％

67％

】00％

表6.4各國在不同概念上分配的百分比

中國 香港 日本韓國 澳門 台灣概念

歷史

人群

多樣性

健康及衛生

家族

經濟

愉j∣兕

簡樸

合計

36％

43％

2】％

0％

0％

0％

0％

0％

I00％

I2％

35％

￠7％

0％

6％

0％

﹙）％

﹙）％

】00％

】g％

25％

50％

0％

6％

0％

0％

0％

I00％

】7％

30％

23％

0％

0％

I3％

9％

g％

I00％

4】％

20％

20％

l】％

7％

I％

I％

0％

I00％

0％

75％

0％

25％

0％

0％

0％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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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性是香港和澳門的主要重點’日本和台灣是人群’韓國則注重

歷史的因素。日本強調其他國家較少提及的經濟﹑愉悅及簡樸的概念’韓

國也特別重視家庭、健康及衛生。

若要解釋為何不同概念對不同國家有不同的重要性’需要更廣泛的

研究’但這裡仍可嘗試提出－些初步見解。香港和澳門本身的領土很小’

過去分另∣」為英國和葡萄牙的殖民地’現在則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因為很

小’所以跟大國擁有許多不同城市﹑地區、景象比較起來’他們較少可以

讓觀光客去探索的,因此由多樣∣生的美食來提供觀光客－系歹∣」不同的經

驗’可以彌補領土上相對缺乏的差異性。若利用歷史來做為賣點’恐是不

智之舉’因為直到最近它們仍受殖民統治’而中國會很不高興它們利用殖

民的歷史遣跡來行銷‧當然’也不是不可能隨著時間過去’而把殖民時期

變成無傷的博物館﹙museihcation）’進而把殖民歷史變成行銷的工具。但

是歷史不可能完全抹滅’現在（歷史）也出現在澳門網站上－長串葡萄牙

菜餚菜單上估港網站上並不推銷英國的菜辯造對美食家來說當然是可
以理解的J

雖然多樣性的概念對於日本及台灣也很重要’但是人群的概念對於

渲兩個國家而言更為樞紐‧觀光客更可透過社蕾關係的概念而與在地社曾

進行連結,而不僅從「典型」的菜單來消萱在地性（locaIness）。二＋世紀

日本的歷史並不是那麼地吸弓∣大部分夕卜國人’日本強調社會關係是脫離近

代歷史記憶,並克服它｛門帶給人的負面印象的－種方式。台灣貝Ⅱ處於不被

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官方立場承認的特殊地位’而目外國人也並不怎麼熟知

台灣歷史;因此雖然歷史不失為-個因素’但並不是吸弓∣觀光客的王牌。

這些事情涉及的面向很廣’究竟是如何操作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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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樸（Simp∣IcItγ）

在收集而來的資料當中,簡樸主要是日本的概念:講究儀式的茶室「裝飾

得非常簡樸」 ; 「對日本人而言’茶道是－種心靈司∣練’以追求『｛宅」

﹙wabi）（極度簡樸’處於平靜及知足的－種心靈狀態）’同時也是-種兼

具形式與優雅的展演」;而以筷子這種「簡樸道貝」來精通飲食是「-種

真正的愉悅」。這兒簡樸和傳統儀式相結台’與-種特殊的日本心靈司∣∣練

形式相結合,也與知道如何使用簡樸道具而得至Ⅱ的愉倪相結台。這表示,

需要廣泛學習語吉﹑文化與歷史等知識才能企及的深奧﹑艱澀的藝術’觀

光客只消透過消費食品這樣簡單的動作,即可觸及造些典型的日本文化美

學概念。

經濟（Economγ）

經濟又是另-個日本的概念’會提到此概念的原因’部分是因為在國夕卜 ’

日本被視為－個昂貴的旅遊地,因此網站提到「價格中等到低價的餐

廳」、「不責的菜餚指南」﹑「不責的品Ⅱ昌」、「定食:盤子內什麼都有的

低償餐」﹑「低價壽司」。這些都在暗示,觀光客不必非常富有就可以拜訪

日本,且用中等的價格就可以體驗正港的日本文化。雖然如此,經濟因素

也跟簡樸-樣有相似的美學概念:節儉是－種接觸世界的美學方法,而這

種美學是典型的日本風’因此不需要在食物上花很多錢’節儉本身也變成

了參與此文化的－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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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反衛生﹙HeaIthandHγgiene）

除了中國的網站上有－則宣稱「中國的衛生相當好」之外’只有韓國在關

心健康及衛生。譬如網站上曾經數次提到韓國泡菜是「有營養的」-事’

這似乎是在焦慮觀光客可能認為韓國食物不夠營養。但是關於整潔這個問

題好像有更深的憂慮’最明顯的地方可以從寫出「在韓國的餐廳’夕卜國人

談及的不快經驗中’其中有兩項是剪刀與衛生的問題」看出來。網站不斷

地勸導保持器皿和餐桌的乾淨’但這好像是針對韓國國人而不是觀光客

-除非它是想證明給外國觀光客看「適當的建議巳經傳達給韓國人

了」。如果韓國觀光協會公開地對瀏霓網站的潛在觀光客表露出這樣的擔

心’顯然韓國的食物文化似乎存在－些形象問題。 ∣
家族（FamIIγ）

與祖先和長者有關的食物責踐,在韓國網站上特月∣」重要。感謝祖先賜予豐

收及全家的安康’並在「祭拜祖先儀式的供桌上,呈放特月∣」的食物和水

果」。在這兒’食物將祖先帶回今日的生活’也把以家族為中心的連結帶

入過去的時光;吸納逝者與過去時光’而與現存家族成為統合的存在‧大

部分的西方遊客並不熟悉這些事’而旦外國人也無法貝體參與韓國這些面

向的文化’但在中秋節可以看至∣這些事情’讓觀光客感同身受。

透過餐桌的禮儀形式’可以「演出」韓國人對長者的尊敬:「和長

者－起用餐時’先等長者拿起湯匙,才開始用餐」’ 「和長者-起用餐

時’等他們將湯匙和筷子放在桌上’才結束用餐」‧用餐的開始和結束’

都是視長者的動作而定’生活中的用餐「演出」了基於年齡位階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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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與西方國家非常不同（在造些國家中’長者並不特月∣」受尊重）’提供觀

光客觀察的的機會’並參與跟他／她以前非常不同的用餐方式。

在我﹛門的樣本中’全家的「展演」並非很普遍’因為許多觀光客並

不是全家-起旅遊‧然而’香港提供-種「非正式的家庭用餐」 ’而澳門

則是透過餐廳的廣式點心’讓觀光客參與華人家庭傳統式的消費。這種食

物是「所有外國人都喜愛的」,而旦是「-種讓朋友及家人圍在圓桌旁選

吃遑聊的機嘗」’這也是為什廢它稱為幔的原因.所以外國人藉菁
上餐館消費’以華人的方式來「做出」家庭的氛圍及友誼。

︵

I∣前I∣兒（pIeasu「e）

Ⅱ∣俞∣兒的概念主要出現在日本的網站（前面巳經提過使用筷子藝術所帶來的

愉悅）。「各式各樣的食物,以及來自太陽底下各國的食物’是眾多愉悅

的日本生活之－」’造個句子告訴我們’觀光客或許可以藉由享受當地的

食物來體驗某方面正港的日本生活。而有些地方則暗示著’在日本的某些

消費責踐所獲得的I∣俞∣兕’在西方文化裡是無法想像的。「吃東西發出聲

音’表示胃口大開並且吃的很∣俞快,在追樣的情況下’完全可以接受吃東

西發出呼嚕呼嚕的聲音」’但在E】ias（l994〔l939】）所說的「文明化過程」

裡頭的國家’人們是不可能這樣做的’但日本卻讓西方觀光客愉快地Ⅱ嘗試

造種在家鄉社會中會令人皺眉頭的行為-從他們自身的社會限制暫時休

個假。「許多到日本的觀光客將會體驗生魚片的愉悅」,對於許多西方人

而言,吃生的魚仍然是難以接受的事;然而,在地的食物消責責踐再－次

帶領觀光客逃離家鄉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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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性（Va「Ietγ）

在前頭我們已經大概地提過多樣性的－般面向’在這裡我們要仔細地探討

這個概念。

台〉彎的網站宣稱’當地是全球唯－可以體驗各式各樣中華美食的地

方:「真正的美食家知道’只有在台灣才有可能享受來自中國各地區道地

的美昧菜餚」‧這是-項大膽的宣稱,承諾沒有別的地方可以提供完整的

中國美昧佳餚’藉以弓∣起觀光客對於正港美昧佳餚的渴望。它同時也在諂

媚這些遊客,因為它提供了只有「真正的美食家」（咸認為美食家較-般

觀光客擁有較高的社會資本）才能夠Ⅱ嘗到的水準:所以-般的觀光客只要

在台灣淺Ⅱ嘗幾道菜’就可以擁有美食家的體驗’而這種體驗在他們家鄉通

常無法輕易達至∣」‧

多樣性在各種情形下運作;同樣文化下的各式體驗（如前面所提到

例子’台灣網站宣稱「真正的中華菜餚昧道美昧’而且其多樣性令人驚

奇」 ; 「提供初次去日本的觀光客豪華目多樣的日本食物」） ;不同文化

的各式體驗（「亞〉）∣∣l∣文化的多樣性對香港的影響’表現在各式各樣的美昧

佳餚上。Ⅱ嘗Ⅱ嘗泰國辛辣香料﹑印度風昧濃鬱的香料、日本及韓國的美食,

或是-整套的越南佳餚。各種文化都在香港匯集’造裡可以找到各種風昧

的菜餚滿足各種需求’甚至還包含各式各樣的回教菜餚」 ; 「香港是世界

上聚集了各種令人迷炫目多樣亞〉↑∣l∣佳餚的最佳地方」 ;另外網站還提至∣l

「在今日中國所能提供的最高品質與多樣性的國際佳餚」） ;菜餚食材的各

式體驗（像上文提到的韓國網站所詳細描繪的韓國菜餚成分’「韓國有很

多種粥,像是松果粥﹑芝麻粥﹑棗子粥﹑紅豆粥﹑牛肉粥、南瓜粥﹑鮑魚

粥和其他的粥。還有澳門的葡萄牙雞:雞肉和馬鈴薯﹑洋蔥﹑蛋及番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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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放入烤箱而成（GaIinhaPoⅣuguesa）,油煎碎牛肉及烤馬薯﹑大豆﹑

洋蔥和煎蛋（Minchi）’煎魚’通常和蔬菜沙拉-起供應（Linguado

Macau）。藉著網站上所呈現的食物’觀光客找尋與日常生活經驗不同的

願望充分受到照顧:差異的經驗似乎永遠不會被消磨殆盡’日常生活的煩

悶也可透過食物消費而輕鬆趕走’消費美食本身就是以各種不同方式在

「演出」多樣性與差異性‧

對於西方的觀光客而言,差異性也可以從－些日常熟悉的事物獲

得’但這兒的差異性是從-｛固意外之處產生的:要真正體會的話’來－瓶

中國酒吧。它的風昧及蒸餾過程完全不同’肯定值得-試（香港）。Urry

（ Igg0 ; l2）評論,觀光業典型的策略是藉由-些不熟悉的異國情調’來

包裝觀光客原本所熟悉的-些事物。對觀光客而言,這是「不費力」的觀

光經驗:我﹛門把另-種文化的體驗當成自己熟知文化的另-種版本’因此

不必因為面對極端的差異而造成觀光客失去清楚的意義與類月∣」。

人群﹙PeopIe）

我們巳經對「美食家」做過簡單瞭解’幾個網站提及美食家和直率的霪

客:台灣是「饕客真正的天堂」;香港網站也宣稱「當地是美食者的天

堂,令美食者感至Ⅱ俞∣兕的菜餚豐富」 ; 「在日本’美食者或許能發現前所

未有的昧買新感受」, 「－些 優秀世界級的廚師前來日本,替-些有鑑

賞能力的美食家烹飪」。成為－位美食家必需在烹調鑑賞方面貝備公認的

專門技術,而香港和日本的網站則傳遞出這樣的訊息:現在－般的觀光客

也有機會成為-位美食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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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食家」在追尋 高級精緻的食物’那麼「饕客」則比較像

是負吃的人,而不是追求精緻食物。許多人混淆造些字的意義’不清楚台

灣的網站是否真的打算使用「饕客」這字眼來表達原意。若真是這樣的

話’則是暗示台灣可以為－些貪吃的觀光客提供所需‧不同於美食家對於

精緻食物的要求’暨客在飲食方面是較無節制的。藉由Bourdieu （Ig84

【lg79】）康德美學和反康德美學的論述’以及文化資本高低的關係’我們

可以很輕易地描繪出兩者間的差異（distiⅡction）。按照這些字面上的意義

看來’日本和香港想要提供精緻的菜餚給文化資本較高的觀光客’﹑Ⅲ自灣
則是針對那些文化資本較低的觀光客。
＝︶↗︻～↙︻～︸／︷～╴一一︷＼╴﹀︷～－﹀╴～╴﹀～-︵-

相對於另∣l的國家而言’陌生人之間的社會關係是日本網站強調的另

－個重點:

「－群人在-起時,等到每個人的酒都上了,才開始Ⅱ曷酒。喝酒時,

I專統的致意方式是高舉酒杯,並大喊乾杯∣」 ; 「在愜意親切的日式

酒吧中,客人通常會拿起啤酒瓶篇對方﹛至Il酒,這是－種友誼的表示。

如果你∣I曷的是啤酒,那麼從自己的Ⅱ卑酒瓶中給對方倒酒,以叵∣報對

方。暍威士忌的人可能邀請你跟他暍-杯,但只有lf∣I-杯而已,此時

若你沒有自己的威士忌酒,則可以不必回敬倒酒給對方」 ; 「如果你

喝的是清酒,而假如有人要給你倒酒,那麼先把自己杯子的酒II曷光,

然後才遞出酒杯。此情形之下,你也要回敬。不過不要喝至Il不省人

事。」

在這兒’透過暍酒的消萱實踐而「演出」社會關係’特別是人和人互惠的

觀念。在與陌生人建立關係的脈絡下進行交換的行為’這對任何人類學者

而言都已經耳熟能詳,而且是人類交往的基本形式之-。在日本文化脈絡

中的交換倒酒,於西方國家並不普見。在西方國家’只有彼此熟識才會拿

自己的啤酒瓶替另-個人倒酒’造是彼此關係很親近的象徵’而不是－種

124



Fo。dandTbu「ist InEastAsia ∣ 東亞地區的美食與旅遊

和陌生人拉近闢係的方式‧所以這種日本式的消黃賓踐是-種連結觀光客

及當地人的方式’讓當地的人仍能跟陌生人保持友誼關係’而觀光客則以

較為親密的方式來接近富地人。

日本網站幾乎以指導的口吻來提供有用的訊息,它教導外國人在日

本酒吧的行為應該如何’以及如何享受這樣的文化。

日本邀請外國人參與當地的文化,而韓國較感興趣的’似乎是以陌

生人的需求考量來談韓式餐桌消黃禮儀:

「對於外國人而言,坐在椅子上用餐的方式,比起坐在地板上用餐更

令他們覽得舒適習↑苜,當人數超過四個人時,將食物放在桌上、坐在

椅子上用贅會使他們覺得自在多了」 ; 「來自中國﹑日本或是其他東

南亞國家的人都習慣使用筷子。服務他們時,就如韓國人-樣,馬他

們放置湯匙秈筷子。面對那些不使用筷子的人,除了湯匙之外,最好

-起準備刀叉」 ; 「另外來自中國或東南亞國家如新加坡的客人,除

了冷開水之外,同時還準備熱開水給他l門,因烏他們－年到頭都暍熱

開水‧ 」

就如上述的韓國例子,造是另外-種形式的焦慮,他們似乎缺乏以韓國方

式來行事的信心’而這種狀況在其他的國家中並沒看到‧因為深怕觀光客

會感至∣」不安或是失望’所以這些外國觀光客不需要去接觸「-般的」韓國

作法。

另-種方式是告知觀光客當地特別流行的菜餚’好讓觀光客有在地

的體驗’像是澳門及香港的網站就提供了這些菜餚的訊息。韓國網站則是

提供大量的國菜「泡菜」的描述及說明。

125



∣捎費祉會學∣Thes。叵i‧I。gy。｛∞nsumpt∣on

歷史（Histo「γ）

歷史是深刻形塑社會及生活模式的因素之-。特定的社嘗從特定的歷史中

產生,也因此或多或少都受到其形塑‧-位台灣﹑澳〉）∣∣∣∣ 、法國或是巴西的

公民’從某些方面來說都是這些國家歷史下的活產品。飲食同樣是歷史的

產品’任何人在每次用餐時’都是在（反覆）「演出」歷史。例如家族史

（媽媽某些特別的料理是從祖母那兒學來的,而祖母又是從她的媽媽那兒

學來的’如此傳承） ;地方史（城市特有的菜熊’像是都柏林烘蛋

（DubIincoddIe）﹑威尼斯式洋蔥炒牛肝（fCgatoaIIaveneziana）或是馬賣

海鮮濃湯（MarseiIIebouⅡIabaissc））’地區史（如義大利飲食） ;國家史

（任何「國家」的飲食「清酒’－種源自古時候的日本酒精飲料,以米和

水釀造而成」） ;宗教史（天主教徒仍然記得星期五要Ⅱ乞魚的傳統）等

等。消費－餐就是-種消費歷史的方式’也是－種體驗特定文化的重要方

式。食用「傳統」的食物可以讓人接觸到文化的歷史本質’在韓國﹑台

灣﹑澳門﹑香港和日本的網站上都可以發現傳統食物的概念。澳門有傳統

的葡萄牙甜點﹑台灣則有北京及上海食物的傳統,「依照傳統的韓國方式

提供韓國食物」 ; 「任何－位愛好品茗的人嘗告訴你’所有傳統的飲茶’

不管是中式﹑英式或港式’都有各自細緻的香昧’在香港,它成了日常生

活的-環。」;在日本「暍酒時按傳統的致意方式’高舉酒杯並大喊乾

杯!」暍茶或是高舉酒杯並大喊乾杯是-種讓觀光客可以責際參與蕾時傳

統的簡單方法.台灣除了提供傳統外’也在這蕾傳統之上提供－些新意;

「近年來造個小島經濟發展快速,飲食文化從傳統的中華食物擴展到中式

速食連鎖店’使得中式餐飲的藝術變得比以前更為複雜且豎富。」這項藝

術還在發展當中’觀光客可以親身體驗。台灣似乎正在為它本身創造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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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中國食物新歷史’而這或多或少與它跟中國之問的政治發展變化有關。

韓國的網站說明韓國文化歷史脈絡下韓式泡菜的淵遠歷史’並指出

韓式泡菜和韓國的歷史密切相闢。韓式泡菜似乎變成國家認同中的基本成

分’它的變化多端’展現出多樣﹑複雜且精緻的-面,而這些都是從最基

本簡單的地方而來‧消費韓式泡菜的同時也能和正港的韓國歷史及認同進

行連結;造也是去韓國的觀光客理所當然要體驗的’縱使短暫。

本章分析討論了-系歹∣」東亞官方旅遊組織的英語網站（給英語觀光

客看的）所建構的食物意義與重要性’也因此觸及到-部分在這個地區旅

遊與食物之問的關係。若造個章節能激起疸個領域更多﹑更進-步的研

究’作者將會感到非常開心。感謝台灣譆者對於此章節的特別閱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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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我們對於住家的概念’可說是相當晚近的產物。在早期社會’或說在

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許多的生產工作都是在住家內進行’因此所謂工作

的地方跟家庭領域’並沒有責際的區分。不過工業化把這兩者在空問上建

構成兩個不同的責體﹙entities）’在文化上則建構成兩極’這至少對於男性

而﹦是如此。工作場所是公共的、牛犛性的生活場所’住家則是個人消費

的地方:它是-個「冷酷世界裡的避風港」’裡頭應該有溫柔關愛的家居

生活。

因此’充填住家的物品也被用來支撐仳新的「住家／工作」﹦分觀

念:居家生活需要設計’並摒除-切與工作有關的事∣盲。Forty﹙lg86）認

為,過去數百年來,居家從「人類道德福利的根源,以及美觀的場所」,

逐漸轉變成「物質福利的根源與效率的場所」,在此轉變過程中,居家內

部的物品扮演了核心的角色。我本人的調查也顯示’lg90年代的住家’常

被描繪成溝通與社交的場所。

如果你的住家快被火舌吞噬了’你會先搶救哪些東西?藏在抽屜理

的大量現鈔?或者你會先搶救你的相片簿,而不管現鈔是不是燒成灰燼?

小孩子所畫的圖?遠方朋友送來的生日卡片7或是你的錄影機?為何你會

做這樣的選擇?換句話說’居家裡頭的東西’哪-樣對你最有意義?為什

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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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這是Csikszentmihalyi和Rochbcrg﹣Halton（lg8l）所討論的問題’而我

﹛門則討論這些問題的笞案和家具﹑視覺藝術﹑照片之問的意義關連。在

Richafds（lgg0）對墨爾本某個新社區的研究所問的第-個問題’就是「為

何你想要擁有-棟房子?」

在家不工作:居家內部的設計

還記得第－章CoIinCampbeⅡ說的’資本主義的工業化,同時創造了生產

與消費的革命’但大部分的社會學著作都把焦點放在前者‧相同的’我們

也可以說’資本主義工業化同時倉∣」造了工廠與住家’這在我們這個世紀

﹙20世紀）看得尤其清楚’但還是跟以前-樣’大部分的社會學研究還是把

焦點放在前者。

在鉅變（theG「eatT「ans↑0「matIon）以前’許多的生產性活動都在家裡

進行:人們在家裡做手工藝品、並交易’商人也在住家進行買賣。資本主

義工業化則把工資勞動者集中到工廠裡,以前在住家內的勞動者開始外

流。換言之’以前住家與生產工作場所是台而為-’但現在這些活動從住

家裡頭抽了出來’擺在工廠裡。住家變成另外的－種場所;非工作﹑只有

居家生活。這並不表示住家內就沒有任何生產性的活動,而是說,工廠與

辦公室的出現’讓人﹛門認為住家應該不-樣了。我﹛門底下會談到’住家對

在夕卜工作的男∣∣生與居家的女性而吉,意義並不相同。對維多利亞時代的男

性而言’住家是遠離工作壓力的極佳避風港;在這裡’人們可以做真責的

自己。這對於巳有工作’但工作卻無法或甚少有機會讓他們表達自我與自

﹃
∕

n
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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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性的人而言’更是如此。－個人只有在工作之外’才能做自己’住家變

成了人們創造與維持「真責」自我最重要的核心元素。在此∣倩況下’住家

的真正任務就是變成-個非工作的領域。夕卜在工業世界的任何象徵訊息都

不准在此出現’因為我﹛門現在面對著雙元對立的世界。雙元對立堅持對立

端的純-性:工作’或者非工作’不能這-些那－點地個混台起來。任何

的混台都會犛牛困擾﹑憂慮與失序。這樣的話’住家應該是什麼樣子呢?

Forty﹙lg86）認為,透過住家內容的設計,住家被轉換成非工作的場所’

也就是,家居設計最重要的原則是任何與工作有關的象徵連結都必須移

除。

把工作與居家生活區分開來的最佳例子’是Po㎡y（】g86 : 94﹣9）所舉

的縫紉機的例子,以及廠商銷售縫紉機所碰到的困難。-開始,疸-類機

器只有工業使用者購買’但是製造商認為這個市場太小,會有失去市場的

風險’所以開始想:為何不賣給住家?也因此必須把縫紉機轉換成居家的

日常用品’但是說的比做的容易‧-開始的嘗試並不成功’部分原因是太

貴,但成本並非是唯-的因素’因為工作的意涵還沒完全消失。就如

Fo㎡y﹙lg86: 96）說的,「這就好像在客廳裡頭擺了-台機器」。後來價格

下降了’也可以租賃’人｛門買得起機器了’但疸還是不足以創造「縫紉機

的適當場所是客廳」的形象。除非倉∣」造出這種形象,否則居家市場絕對不

會接受造樣的機器。這樣的轉變有部分是透過廣告來達成’Po㎡y﹙l986:

g7）複製了l867年的-份時尚插圖’顯示出-台縫紉機擺在居家內部的

顯著位置。這則廣告的重點是告訴閱聽人’住家適台擺置這樣的-台機

器:它與-般的居家事務可以完美配合。

古典型式的廣告l支倆,常把廣告物品放在相關的環境脈絡中,創造

出物品與環境兩者問亳無疑問的關連,但是這還不夠。製造商更進-步把

q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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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型態的昧道設計入此產品中。這是如何做到的?l858年勝家縫紉機

的廣告手冊寫著:「更小尺寸的機器﹑更輕、更優雅的形式;以最佳藝術

風格來裝飾的機器,因此非常適台當成客廳或女性起居問的美麗裝飾」

（弓∣自Fo㎡y’】986: g8﹣gg）‧因此它不是－台機器,而是小巧玲瓏﹑優雅﹑

藝術與美麗的裝飾品‧這台機器必須看起來好像不是工作用的’而必須看

起來和繪畫或雕塑同-品級’加入美學的面向讓工業的昧道消失無蹤。把

裝飾變成機器的-部份’這樣的轉化方式’在Fo㎡y（l986:98）的書中可

以找到更多的例子。縫紉機成功嵌入家庭領域內’現在家用縫紉機不用再

做的與工業用縫紉機完全不同’過了不久之後,這兩者的差異果然逐漸減

少。不過家戶內使用的縫紉機,樣式仍保留著高度的裝飾性。

Porty認為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的住家’所扮演的角色不同。當然’

-棟房子仍是遮風避雨的處所,但我們這裡談的不是房子﹙house）’而是

住家﹙home）’造樣的區分,或許就如l∣生﹙sex）與性另∣」﹙gcnder）的差異:

「房子」與「性」指的是人﹑物生理特徵的部分’而「l∣生別」與「住家」

指的是「性」與「房子」轉換成為有意義文化責體﹙culturaIcntities）的方

式。根據Po㎡y（l986）研究’這種巨幅的轉換’是因為房子的角色原本是

道德福利的根源’但後來轉變成了物質福利的來源。相對應的是,住家也

從「美」的地方,變成-個有效率的地方。我﹛門先討論住家裡的美化問

題。很明顯,我﹛門並不是從美學哲學的角度來處理此問題’美學哲學探討

的問題是類似「什麼是美?」,但我們更感興趣的是「美的社嘗功能是什

麼?目的是什麼?」。或許最低階形式的美’就是維持良好秩序。但目的

是什麼呢?Po㎡y弓∣用衛生改革人士SouthwoodSmith在l86l年出版的書

《鄉村地區神職人員的休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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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棟乾淨﹑清新﹑有條不紊的房子,會影響其中居住者的道德、甚至

身體狀況,並會直接讓家庭成員樸貫、平秈﹑體貼;這種感受,不難

預見的,與尊重財產﹑法律,甚至超出法律規範的貢任感與義務之習

慣的養成,都有關連。（弓∣自Fony, l986: l08）

這段話的重點不在於你同意或反對’而在於它想說些什麼。最弓∣人注目

的,是秩序與清潔被視為具有道德目的:讓你樸責﹑平和﹑互相體貼’甚

至∣董得尊敬財產與法律。造會讓你成為好的家庭成員,也同時是﹛固好公

民。當人﹛門有個乾淨的房子時,誰還需要警力?

但僅只有條不紊還不夠’美化的需要於焉出現。Forty﹙I986: 】0g）弓∣

用新間工作者Lo何te﹙I979）的話:「想要讓男人女人在家裡待久-點’讓

家人更親愛’在我看來’與其散發大量的宣傳小冊’請來禁酒老師站滿講

台宣講’還不如在家中牆上掛畫﹑窗暹飾花、壁爐架貼磁磚’來得有

效.」牆上掛圖畫’不只是為了讓人篁心悅目’它們還有更偉大的目標;

促進家庭團結’提升私人領域中的生活’而不要在公共街道上遊蕩。大約

在八＋年後’I910與l950年代的瑞典,住家美學仍具有道德的目的:

「聚焦在日常生活的美學,與心靈﹑道德的觀念有強烈相關連。平和﹑明

亮、自制、低調、秩序﹑責用的住家,會自∣」造出－個明亮心情﹑開放心

胸﹑和諧理性的心靈。」﹙L0fgren’】994:58）

若說＋九世紀是客廳﹙drawingroom）的世紀’那麼二十世紀就是廚房

的世紀‧為何廚房越來越重要’而客廳越來越不重要?這代表了強調重點

的轉移:十九世紀的觀念-直圍繞在美的道德、文明美德上,客廳就和其

他展示廳’是整棟房子的重心’但二＋世紀則對於物質福利與身體健康更

感興趣’毋怪乎廚房取代了客廳’而成為房子裡頭最重要的地方。在這同

o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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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我﹛門也看至∣’灌輸行為端正﹑誠責、尊重財產權此類集體∣青感的客廳美

學’也逐漸轉變為強調個人身體的效率產出‧這個轉變-開始跟個人的健

康福祉並沒什麼關係,雖然我﹛門現在很自然地會想到這╴點﹙底下我會修

正造-點）。相反的’個人健康在那時是國家大事。這在英國的個案中’

特另∣」明顯:波爾戰爭（BoerWar）期問招募的新兵,有四分之－不台格’令

人懷疑’這群人是否有能力保衛大英帝國﹙Fo㎡y, lg86: ll5）。

因此’廚房之所以變成重要’秘密就藏在種族與帝國之問的關係。

在這裡’個人的身體並不屬於他個人’而是雷於國家’因此住家扮演的角

色’是生產出符台國家規格的身體‧波爾戰爭所需要的身體’不僅是道德

的機器,還得是戰鬥的機器。戰爭過後,國家對於健康個體的軍事需求逐

漸降低’對於個體健康的興趣也漸漸退居幕後’而「身體是個人之事∣青」

逐漸成為主流想法。健康的面向還在’但此時健康是為了個人’而非為了

國家。當然’這並不是說國家對於個體的健康不再感到興趣,剛好相反’

否則就不會出現「禁煙運動」「不酒後駕車」等運動’也不蕾出現健康保

險或全民健保。但是現在人們開始認為身體的健康是他們個人的事情,當

然’這也導致健康飲食的觀念,在過去幾十年來的歐美不斷普及擴大。為

了國家的利益’國家還是會支持造種意識形態,即使只是為了節省健保費

用‧底下造個問題’似乎永遠很難回笞:個人的身體到底是屬於誰的?個

人還是國家?在早期的歷史裡’這種緊張關係可能是存在於個人﹑國家與

上帝之問.答案不是兩者選-’而是依照不同的狀況在兩者之問游移’在

此我﹛門無法多加討論‧不管是屬於個人或國家’廚房仍然是生產健康個人

身體的核心地方。

我們巳經看到,在個人與國家之問有股緊張的關係,而住家也可以

看到類似的緊張關係:個人想法與外來觀念。當我們裝飾住家時’我們似

∣
1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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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直卡在內與夕卜 ,亦即個人的品昧與外購家貝裡內含的外觀與政治價值

之間。畢竟我們並不是專業技藝工匠’絕大多數的家具必須購自市場’因

此我們的選擇就會受至∣限制。

或許我可以用我最近碰至∣的事∣胃來當例子。我最近需要-張家用的

電腦桌’市場上提供了什麼選擇呢?－方面’有許多以黑﹑銀色製成的金

屬或塑膠桌子’另方面則有柔滑桌遑的堅硬橡木桌。什麼東西被放進了這

些設計裡頭呢?金屬﹑塑膠桌,有著以下的目的:理∣生﹑效率﹑廉價。他

﹛門隱含了努力﹑理性的工作’而這樣的設計也符台我們對於電腦的高科技

想像,這兩者是互相創造出來的﹙我知道這個道理）。它們很清楚的具有資

本主義工作與辦公室的價值’因此這些價值會輸入到我的住家’把住家變

成-個理性﹑有組織的工作場所。或可這麼說’這些價值會弓∣導我的工

作’因此講義、書籍或學術文章的生產,是-件理性﹑官僚化的工作‧高

科技的面向據此宣稱我的工作是機器的產物‧我的工作會反映出理性和效

率,符台科技工作的特∣生。

那麼堅硬橡木桌呢?就功能來講,它適可放台電腦’但很貴。它－

點也沒有透露工業化的意涵,而是手工藝品;不帶任何的高科技昧道,也

因此跟電腦搭配起來並不是很和諧’甚至可以說,它屠於低科技’同時也

太傳統。柔圓的桌角需要昂貴的人工’因此從成本的角度來考量’它－點

也不理性’但它卻很適台觀賞與觸摸。它並沒有工業化工作場所的償值在

裡頭,反而滲入了更多小說作家或詩人的價值’訴說著臨桌的工作將不會

是理∣生﹑有效率的’而是具創造性﹑無法量化且不必然有效率的:是－門

技藝,而非工業。金屬﹑塑膠桌子和電腦’分享－樣的美學觀’都具有機

器弓∣導作者的概念’而堅硬橡木桌消融了電腦高科技的形象,讓作者有可

能來支配這台機器。這兩類的桌子創造了兩種極為不同的工作概念﹑兩種

1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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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學術勞動觀點,以及兩種與機器的關係。因此下次你買家具時’你

可以思考-下哪些意識形態與價值被放入設計裡面了’而這不單單是個人

品昧的問題而巳。

現在該是討論住家裡的衛生與清潔問題的時｛∣矣了‧

〉青潔與骯髒;住家與衛生

你是否問過你自已,你家的冰箱為何是白色的?我們因為太習∣貫了’以致

於我們認為它自然就是這樣。但冰箱以前並非永遠是造個顏色‧在Fo㎡y
那本書的第l56頁有個強烈對比;】g2g年Lconard所生產的冰箱是以光

亮木櫃形式出現‧假如是這樣的冰箱放在你家’你會有什麼反應?

Leonard冰箱把食物保持在-定溫度的功能上效率極佳’但是在給人衛生

的印象上,則極度沒效率。這並不是說它不衛生,而是它的夕卜觀無法說服

另∣」人它很乾淨。另-個對比是】935年的SearsRoebuckCoIdspot :鋼製

品、平〉骨而非有稜有角的遑角’以及亮麗的白色。以Porty的話來講:

「它看起來就是健康與純潔的責體展現」﹙l986:l56）’在這樣的設計中’我

﹛門可以輕易看至∣當今廚房內冰箱的雛形。說真的’我｛門環顧現代住家-圈

時,冰箱並非是唯-以此概念設計的產品,只是健康與純潔的概念’在這

個家用產品中更為具體。為何衛生與健康的問題變得如此重要而目影響深

遠’以致於許多廚房用貝的美學設計,需要表達這樣的觀念呢?

Forty認為清潔概念的轉變始於十九世紀末’住家內開始有浴缸與浴

室’內部的顏色從棕色﹑紅色轉變成白色。他指出,造不代表人們在責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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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變得更乾淨了,而是清潔的概念開始生根。我們知道’人類本身並不是

天生愛乾淨:好幾個世代的人’每當想到要洗澡時’就會霓得可怕﹙參見

VigareⅡo, lg87【l985】）’因此台理的問題是:在什麼∣青況下’我們會變得

愛乾淨?為何它變得如此重要?人類學者MaryDouglas 「說過渲個觀

念’當－個社會的夕卜在疆界受到威脅﹑或者當某個文化的內部關係疆界受

至∣威脅時﹑或者在文化的道德性出現內部矛盾而產生危險時,人﹛門就會對

污染問題感到焦慮」﹙Forty’lg86: l5g）’Fo㎡y認為可以將此概念應用在＋

九世紀末;當時社會變遷急速’勞工階級的運動越來越強’社會彊界變得

更不確定’在此∣青形下’可以預期資產階級會感受到威脅,也因此他們更

專注於清潔的問題。這是他們重組生活的-種方式’以保障他們的疆界’

避開眼見的危險。面對革命時’就建個浴室吧∣這種直接的說法’似乎有

點瘋狂’但假如想要革命的階級也聽勸去建個浴室的話’那麼此說就不會

如乍看之下的瘋狂了l以這樣的方式來說服革命階級’就可以透過清潔之

水來澆熄革命之火。

建立起衛生霸權的第二個元素是對於疾病理論的看法改變。以前認

為疾病是「發生於陳腐、不流通空氣中而自然氧化」的結果﹙Porty, 】g86:

】60）’因此避免疾病的最佳方法就是廣建通風設施。這樣的論點對於建築

與房屋設計有重大的影響’如C0rbin所說:

1o2

空氣論﹙aeristtheories）對於啟蒙時代建築的影響是眾所皆知的﹫……建

築物必須這樣設計:新鮮空氣與散發的惡臭必須分離,就如廢水與新

鮮的水必須分離-樣。建築物必得確保令人滿意的通風,傅統的營建

方法於是就無用武之地了…‧…。醉心船這種想法,地下室、地窖與密

室不再受人歡迎:因烏它們暈繞著泥士散發的氣味’通風設備也匱

乏。洞穴令人恐懼‧放棄地面－樓,大家漸慚喜歡離地的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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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信念也開始產生對胎田園居住規範的批評‧大量的衛生改革建

議出現,從居住型態與建築風格的變化可看出。jean﹣CIaudePe汀ot注

意到Caen城市的居民開始移居到較高的樓層,新建的公寓通風比舊

的住宅好。CIaude﹣NicoIasLedoux讚美通至∣I高建築的樓梯;他們不僅

象徵著偉大的建築,也與清淨空氣品質的信念結合在－起﹙Corbin,

l9g￠【lg82】:g8-gg）。

大家是否注意到’在這種觀點裡’個人或地面的清潔並不重要。但隨著巴

士德（Pasteur）與李斯德﹙Lister）的作品問世以後’人﹛門知道疾病來自細

菌,僅僅通風解決不了疾病問題’而是要消除房子與個人的骯髒與細菌。

疸種觀念凸顯了浴室的重要性,也增加了消除骯髒﹑細菌所需之家庭用品

與機器的銷路:吸塵器、肥皂粉﹑洗衣機等等。這也給了行銷人員-個強

而有力的武器’因為現在每個人都接受了清潔是重要的目標。如果保持清

潔是台理的’那麼買這些可以達至∣清潔目的的東西,也就是台理的。而如

果你家庭廚房與浴室中的用品都以白色設計’那麼任何的髒污－眼就可見

到。

lO3

∣Igg0年代未的住家:美感＼效率＼社交與〉蕾通

講了這麼多的Fo㎡y的看法’那麼l9g0年代末期住家的觀念與意識形態

又是什麼呢?拿－份I996年-月初版的家庭用品雜誌來看’我﹛門發現只

有少數幾類主題反覆出現在廣告與主題文章中:美學﹑整體觀﹑功能性、

光線的重要性﹑浴室內的愉悅、自我、以及社交性﹙sociabiIity）。美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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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兩者通常是放在-起。

底下的是-些雜誌的代號’只適用在本節

《美麗澳﹟﹛∣∣住家／庭園》’Ig96年號

《住家裝飾》,lgg6夏季號第4期

《住宅與居家整修季刊》, lgg6年

《廚房與浴室季刊》,第2卷第3期

《生活風格年報》,lgg6年

』／fB

／／D

〃LR

KBg

Lγ

美學與功能l∣生

造兩個完全無法掛勾的特性如何連在-起?廣告是這樣說的

弓∣入風格與功能的完美混合（Pinesse,HD:87） ;

風格、設計、傳統、特色與功能,全部混在－起,讓RussellHobbs

C﹜assic茶壺成篇-種世界的最愛（／／D:gg） ;

除了功能的優勢外,我們也特月Il注意至I∣外觀的美麗……烏精緻家具而

設計（Metabox,KBg:4） ;
Ceran爐具,容易清理,迅速快熱,融合了堅固耐用與高貴幽雅

（Chef,KBg: l1） ;

風格、幽雅與實用∣∣生,讓你的住家增值數千,是我們DanaDesign

Kitchen的堅持（KBg:80） ;

有風格﹑有不同品昧、有貢用性的廚房（TheKitchenPlace,KBg

g3） ;

超棒工藝的淋浴間,同時有功能性與美觀性的設計（Showe了line,

Kβg: I 】5）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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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也非常類似

古典書桌飾品,混合了美感﹑功能與效率（f∕D:81） ;

混和了設計彈性與耐用性﹑責用l∣生的新產品……超勺一尢、效果

（KBg: l2） ;

耐用、易清理……看起來就是棒極T（KBg: l6）

這樣的廚房,就是-個有效率且有優雅風格的當代廚房,具有艮好設

計與高級材質的常年美感（KBg: 54） ;

這個廚房不僅是個漂亮的地方而已,而且是個寬廣、現代的地方,對

船有兩l【I∕l﹨孩的』∣亡碌父母來講,這適合極了（HM:51-55）。

1O4

只有最後－個弓∣文曾暗示在美學與功能性問有可能出現矛盾’但這樣的矛

盾很明顯地並沒出現在廚房。當代的消賈者並不需要在造兩者之問擇-,

而是可以兩者同時擁有‧注重美學的人’可以獲得額外的完美功能性’而

注重功能性的人’則可獲得美學的報償。唯美主義者和功能主義者’常被

想像為兩個相反類型的人’但在今日的家庭用品中’造種對立巳經被超越

了‧因此VebIen （I975 「l8gg」）所云責用﹟∣生與美學之問的對反關係,於

此也消失了,我們再也找不到美麗卻不責用的東西了。對消費者而言,工

作倫理與美學倫理巳經台而為－了。再也找不到藉口來輕蔑當代商品了’

這些商品泯滅了兩者的區分’解消了雙方陣營的質疑。

即使美學的考量和功能∣生沒有直接的關連’它﹛門也不能說是「非藝

術品」’因為它們也沒透露出和「為藝術而藝術」﹑不摻雜其他考量的取向

有任何關係。例如:

覆蓋砂礫的庭院讓人想至Il日本式禪風庭園。這裡沒有人造物:砂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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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砂礫……,但【住家】最令人難忘的是使用的材質都是這麼貢在。

只要它不漆成或轉變成另外－種非它本色的東西,那麼它就是具體的

責物,保存著各種可能l∣生,蘊含著不同面向的意義。這是沒有人造物

的藝術……誠貫的建築物（HD:〕8,￠2）。

就跟上面提至∣的十九世紀家俱-樣,藝術在這裡的角色是要傳遞誠責的美

德。在其他地方’美學是用來展示-個人（康德式?）的品昧（「不同完

成品的選擇,以反映你在廚房中無懈可擊的品昧」:MieIe的廣告’

KBg:底頁）、休問風格的價值（「讓廚房變成休問處’但也不減損其高貴

優雅」 :KBg: 83）﹑舒適（「結果就是侵雅與紀律,同時也具有極佳的舒

適性」 :』／∕B: 8）‧

即使我﹛門發現了某樣東西非常接近所謂的純藝術,它也絕不會被描

述成純菁英的興趣;

「我對齡所有時期的優秀設計都感至I∣興趣」,－位新購買者這麼說,

「但我特月Il喜歡五0年代設計的輕盈感與形式的疏薄感。我喜歡當時

的前衛作品 乾淨的現代主義線條」 ; 「大部分的人並沒有美學

的訃∣∣練,他們最後-次做過的藝術品大概是在國中吧!這是文盲,人

們對船顏色、形式、風格,知道的並不足夠,因烏我們的社會並不認

篇這l值得去教」（／几尺:g7,】03）。

這裡’我﹛門看到-種比較接近「全民藝術」的說法,而非「為藝術而藝術」

或「為菁英而藝術」的說法‧ 「社會」被批評無法提供人們美學教育。美

就是誠責﹑品昧﹑休間、舒適與追求民主’不可作弊﹑粗俗﹑形式化﹑不

缺對身體需要的鑑賞能力’也不能是言英主義。住家美學似乎是為了展示

︻
◎

O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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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核心澳〉州中產階級的價值而存在,在歐〉）l∣∣－些比較不是那麼拘謹的地

方’這樣的住家美學曾以相當不同的價值展示出來’但這要由歐〉）∣l∣l的譆者

來判定不同何在了。北美的住家美學可能也會不-樣。

華體觀

回想－下你家的飲食器皿’特別是飲具‧我想這類器皿可以分成完全不同

的兩類:－為套組裡的單品’﹦為不搭配套組的單品’如馬克杯。在這

裡’是什麼統－原則在運作?就套組中的單品而言’統－感來自整個套組

的美學特徵-顏色﹑形狀、設計的－致性。相反的’馬克杯可能來自

四處’有不同的紀念意義:如到過不同地方觀光﹑參加某個特殊的社交場

台、或為某個組織的會員。馬克杯蒐藏的統－原則’源自蒐藏者﹛固月∣」的經

歷。統-原則,於是’有方面來自物品（客體）’另╴方面’來自主人

（主體）。消責者選擇後者做為購物的-般原則,很清楚的,有他們本身的

統-原則,這讓製造商－系歹l」商品要想賣出-個以上都很難。但如果消費

者能被說服接受這樣的觀念「每-樣東西都相互搭配」’那麼要銷售整套

的東西就容易多了。把六張來自不同地方的椅子圍擺在-張餐桌旁’可以

講-個主人在不同時空下的迷人故事;但六張相同椅子所形成的整套美學

組台則述說的是製造商的故事。在此,美學的考量完全是商業化的目的。

Marchand﹙lg85: l32）指出:「在lg20年代的時期’最明顯的現象是’廣

告商成功地把整套美學觀賣給消費者’這代表了色澤、風格的廣告對於成

熟消費倫理的提升有所貢獻。」

這樣的整體觀在當代家貝雜誌仍活靈活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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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nmaid冰箱與洗碗機提供完美整合的藝術（／／D:7）

柔滑、歐風的廚房,搭配著各種絕色不鏽鋼器具用品,迷人的黑色或

完美的白色,都只是主廚的某-眼神而巳（KBc: I4） ;

如果曰色冰箱的外觀讓你覺得冰﹟合,那麼你-定會喜歡奇異（GE）

的外觀。我們獨門的裝橫組,讓你可以擁有-個搭配完美的廚房。你

要做的就是告訴我們你喜歡的風格細節,剩下的就留給我們吧

（Lγ: 5g）。

前兩個廣告似乎是以古典的方式來陳述整體的概念,但在奇異的例子,則

以更細微的方式來告訴你’產品的外觀可以協調搭配你的選擇。造樣子’

選擇的權力又回至∣消費者手中’但同時也暗示只有奇異才有足夠的變異彈

性來做此工作。

在-篇主題文章中,則出現反整體觀的看法:

1ob

「在Corso產品中,有-個基本主題」,Paul這麼說,「要具冒險精

神,把-些你無法想l象的東西放在-起,放在－起……。澳洲人確責

已經走向這﹛值I感覺了,不再需要說這個沙發要配哪-張邊桌、配哪－

面牆……。這就是房子‧這不僅僅是家具或裝橫而巳,這也是你本人

與你性格的投射。（〃D:65-6）

拋開整體觀的想法於此被視為-種進步,人﹛門從此可以透過家用物品來投

射個人的故事.以奇異的廣告為例,它暗示著蒐藏的整體性已經回到消黃

者了’假如這樣的趨勢繼績發展擴散,那麼整體觀的「大論述」將嘗被個

人史詩的原貝∣所取代,成為消萱社嘗的普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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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線

在我﹛門所蒐集的雜誌裡頭,談論光線時’有兩個主題‧苜先是與過去的做

法做對比:

混合著自然與投射光線,可以照亮曾經是昏暗狹窄的房間。這好∣象從

幽∣l肖狹／l﹨的浴室間飛出一隻鳳凰,透過效率設計與想像,倉∣l造出明亮

的空間感（KBg; 】03） ;

雖然Ig20與〕0年代的房子很有形,但卻常常很幽暗。在那些日子,

很流行避開陽光並設計∣愜意的裝演。但之後,觀念就變了,在今日,

要整﹛∣多老房子時,整修者會試著獲取最多的光線,但仍維持當時房子

的魅力（』〃B: 】2斗）。 ∣
黯淡、漆黑﹑幽暗﹑與外界隔離’這是當前的我們所看到的早期房子。

Po㎡y﹙Ig86）討論過十九世紀時’住家試圖與工作場所／外在世界保持最

大的區隔’從造個角度來看’那時期的房子是這樣子’－點也不令人驚

訝。當房子開始轉向明亮取光時,似乎打破了住家與夕卜在世界的區隔,因

為此時再也不必擔心外在世界的危險了,或者至少夕卜在的世界已經被理解

為自然世界。住家內的「自然光線」存卜怵的例子中出現了六次’這似乎

在強調住家與自然的結台。

其次’光線似乎特別與廚房結台在-起’我們就看至∣了七個這樣的

例子。Pormica廣告把光線描繪成廚房的主要需求:

∣
▽
J

O

「光線應該漫灑在你的廚房裡。」上千個女人不可能都錯。我們的研

究人員與幾千個人談論過人們想要的廚房是什麼。對-個女」l生而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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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研究人員會告訴她,新廚房首重光線與空氣流通,以方便在此

工作（HL尺:1I）。

光線的重要性’在－篇主題文章中反覆出現:「你的廚房設計者苜先曾問

你的就是’廚房是否需要重新規畫∣位盲’以便取得最佳的自然光線」

（KBQ: 32）。有自然光的廚房是-種「自然的」慾望’不需要特月∣」說

明。光線讓人容易看到在做什麼,也因此容易理解它的功能性,這也表示

任何的髒污都會被-眼看穿’因此它也是衛生的代理人‧但是反覆去說

「自然光線」’巳經隱含了廚房也參與在自然之中’這種「自然性」是隱藏

在住家背後的－種文化面向。

浴室中的愉悅

我﹛門似乎可以從兩個相當不同的角度來詮釋-個人的洗澡行為。十九世紀

的衛生人員把水當成可以阻擋致病灰塵傳染途徑的東西’而Pasteu「後來

的門生則認為水可以去除身體上看不至∣的骯髒致病微生物﹙VigareIIo’l987

〔】985】; I54,2I7﹚。在此’洗澡可以視為純粹的的衛生’甚至是禁慾的行

為（特別是使用冷水來洗澡的情形）。-個人洗澡’是為了保持身體健

康‧不過在十五世紀的法國’不管是私人或大眾澡堂,都被視為有趣、肉

體愉倪的地方（VigareIIo’l987【】g85】:45）。－方面’是衛生;另-方面’

是愉悅。那麼今日的浴室,家庭用品雜誌如何來描繪呢?底下的弓∣文來自

於－些主題文章:

做篇住家裡頭-l∣』努力工作的基地,當浴室也被呵護滋蓑時,它會提

供你應有的’∣俞悅（／∕D: l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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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新房子裡有l固豪華的浴室,在漫長－天過後,它會讓你歡欣∣俞

悅、精神振作（KBg:g8） ;

泡在噴出泡沬或香氣四溢的浴缸,是人生最具異國l∣青調的愉悅,也是

最佳的心情放鬆方法。弓∣人雙人的浴缸與按摩浴,你們現在可以好好

分享此l俞悅（KBg: l09） ;

拋棄水泥糊的小而舊淋浴間,弓∣入寬廣﹑散發’∣俞悅的太空艙設計,淋

浴又回來了,在高檔市場中跟浴缸競爭（KBg: l】3） ‧ ∣
在此’除了那種誇張的「精神振作」方式’衛生與乾淨的觀念幾乎都不見

了。對於想利用洗澡來洗除灰塵與疾病的人來說’「散發愉悅的太空艙設

計」確貫奇特。這可能是因為身體乾淨巳經是理所當然了’因此洗澡的衛

生功能再也不須提起了’廣告不再說他們製造出來的淋浴問比其他廠商可

以讓你洗得更乾淨,那樣的廣告巳經變成極為可笑。清潔效率不是重點’

浴室寂靜無聲地完成了它的衛生功能’廣告只談愉悅的部分’而愉悅’就

如第－章所看到的’是消費社會的核心‧

1o8

∣
自我

F0rty﹙l986）巳經告訴我們’住家是許多外在價值會闖入的－個場所’例

如家具的設計。據此而言’住家不徒是個人的家庭’而是社會的展示。但

是家庭用品雜誌所傳播的是不同的住家觀點.-開始的重點似乎在於強調

住家可以表達「你自己與你的個性」（HD:66）。製造商把自己定位成幫

助你達至∣」你（而非他的）住家理想的伙伴。DeOabriele廚房「會根據你

的想法發展你想要的設計」﹙HD: l7） ;KitchenPIace則說「你知道你的

新廚房需要什麼‧你可能巳經考慮了好幾個月了。」 （KBg: g3） ;Mie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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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出「你對於廚房無可挑易』的品昧」（KBg:底頁）;DesigⅡingWOmcn

lntheKitchen培養出跟「每個顧客保持私人的關係,以及對於個人需要、

品昧﹑生活風格與預算的仔細考量」（KBg: 7g）。

除了DesigningWomen團隊之夕卜 ,每個製造商都試圖以他們的想像

來重塑你的品昧’你的想法不會超出DeGabriele「風格與顏色的可能極

限」（／∕D; l7） ;古典Mie】e蒐藏提供了表達「你的」品昧模式（KBg;

底頁） ;KitchenPIace則「闢心你可能忽略的任何小地方 你的工作

方式﹑煮飯方式﹑住家裝潰等等」（KBg;g3）,這在在顯示他﹛門比你更知

道你需要什麼。因此’即使住家可以用來表達自我,但這個自我,上頭也

是有製造商的簽名。

社交性

住家的社交中心’傳統上是「客廳」或「餐廳」。家人或客人惡在餐廳享

受美食,這些食物則是在另外－個空問「廚房」裡準備。從VebIen學派

的角度來看,準備餐飲的工作也沒什麼尊嚴’因此最好放在看不見的地

方’尤其食物是由僕人準備時。從Ooffman的戲劇理論來看（lg72

【】g59】:I09﹣40）,前台、後台必須分開,這樣對大家都好;亂糟糟的餐

具’與遮掩不了的使用的痕跡’必須隔離不讓敏感的眼睛看至∣’廚房內的

髒亂也可做點掩飾,這個後台區就是廚師控制的天下。中產階級的住家則

因下歹I」兩件事而造成了改變。苜先,沒僕人的廚房意昧著家庭成員（傳統

上是女性與母親）必須自己洗手做羹湯’為了跟勞動階級的雜務工作做對

比’烹飪的概念變成了中產階級-項創意嗜好。烹飪不再是低階僕人的工

作’必須隱藏起來’而是－件值得（通常是）女主人驕傲的露臉工作。

家庭用品雜誌再三強調,廚房不該是遮掩起來的地方,而應是住屋

1O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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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最開放﹑也是最重要的房問。尤其是烹飪,更與社交活動分不開來

廚房的哲學也是與日俱進。DesigningWomenintheKitchen的Vicki

Pou】te「稱它烏「社交的廚房」。它通常與餐廳或住家房間連成（或部

分連成）-片……。「今日的廚帥不希望被鎖在裡面」,她說,「當

他們下廚時,也希望能夠跟家人聊聊天,或跟客人暍杯／l﹨酒」

（Kβg: 3Z-3） ;

這種精巧而又有形的廚房,同時也把烹飪納入餐廳的活動中,透過流

理台前面的大片玻璃,向外可以看至Il翠綠的花園（KBg:62） ;

擁有者了解到社交聚會應該包含下廚這個面向的（KBg:7l） ;

讓烹飪也加入家庭活動吧!（KBg:77） ;

廚房的流理台,巧妙地邀請其他人-起下廚（KBg:87） ;

廚房是會客、進食和無拘束生活的中心,讓休閒活動永遠少不了女主

人（〃LR: l70）。

「開放性」的主題也不斷出現（在上述的某些弓∣文中已經看到了）

他們（廚房設計帥）也想知道,廚房是否可以跟房子其他的部分連成

－片（KBg: 32） ;

（廚房）必須寬廣﹑開放,成篇客廳的-部份,是招待客人的極佳地

方（KBg目 70） ;

結果是,透過門道、拱門,連結廚房與房屋的其他地方,-個比較開

放的廚房會苜∣l造出串流的感覺,而非變成-個死胡同（KBg: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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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有個理想的廚房:開放、大型的住家,與家庭生活設計在一起,

它就會變成非正式客廳與正式餐廳區域的焦點（KBg:83） ;

雖然廚房與餐廳相連,但用來招待客人非常適合,因周每個人都會聚

至∣∣廚房來（』HB: l27）。

很清楚的’廚房與住家其他區域的分隔巳經瓦解了’它不再是具有特殊功

能的個月∣」小單位’相反的,當代住家的客廳﹑餐廳﹑廚房變成連績－體’

而在功能上只具部分區分。而且’疸個新空問不像是為了完成各種家事的

空問（就如早期那種分割空問的形式）’而較像是給家人與客人交際的空

問’換吉之’交流密度最高的點,落在廚房區域.結果是,轄個空間化成

展示用途,不需再隱藏。現在,更大的空問具有更廣泛的交流作用’因此

比起以前’必須花費更多的錢和力氣’照顧住家的更多地方’而造當然也

就開敗了更多的區域可供進行消費。

我們還記得Forty﹙】g86）說過’住家從-個美的地方’轉化成效率的

地方’但當我﹛門翻開過當代的居家用品雜誌後’有些跟他講的不太－樣‧

現在的住家是同時貝有美與效率的地方’兩者並不矛盾’也不至於互相排

斥’耐且它還增添了-個新的面向:成為社交與交流的地方。住家功能的

變遷∣冑況’可以看表7.l的摘要。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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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I住家功能的變遷

歷史時期 主要功能 主要價值 主要房間

l9世紀 道德福利

20世紀 身體福禾I」

（大部分時間）

】990年代 交流

美學

效率

客廳

廚房

美學 廚房,客廳與餐廳連成－體,

在此空間內,各僅具部份的功

能’而

以廚房為主

以浴室為主

社交 效率

愉悅

擁有-個住家的意義

擁有-個住家的意義何在?對於責際住在裡頭的人’與居家用品雜誌的說

法’有何差另I」?這是LynRichards﹙lg90）在訪談墨爾本GreenViews區的

居民時所提的問題。等-下我l門會看到’擁有住家與兩個主要概念連在-

起:家庭生活與安全（security）’但是男性與女性對於這兩個概念的想法

大不相同。或許我﹛門應該先來瞧瞧下面這個事責:幾乎住在郊區的每個人

都認為購買-棟房子是人生的目標。這種信念非常強烈’強到「購買房子

變成了最主要的關心焦點,同時也是證成做某些決策的理由’並且變成了

居民之問共同的想法」（Richards’lgg0: Il5）。因此’房子不僅是屋主的

核心思考與決策點’也讓同區的居民看到他們之問的共通點。至少在某種

程度上’GreenViews居民的社會連帶（sociaIsoIida『ity）是靠屋主間共享

的認同而建立起來的。因此他﹛門對於租屋的人有種矛盾的感買:這些人-

暹抱怨說「『他們不關心』或『不打擾』我們」（Richards, l990: l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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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卻也會說「有些我﹛門最好的朋友」是租屋者-Richards認為疸些詞彙

通常是用來形容較低階層的人或移民者’而「有些我們最好的朋友」造種

陳腔濫調’根本只是傳統用語’用來否認他們責際早巳有的偏見。祖客若

是－暹租屋,-暹存頭期款買房子’這樣子還好;但是若只租而不想買房

子’那麼就會受到負面評價-對這些人來講’－個台宜的家庭就是意

昧著擁有－棟房子。如果疸不是你的目標’那麼你的家庭就不台宜,那麼

也不可能被納入GreenViews的社交生活。

「為何你想擁有自己的家」,最普遍的答案是為了:安全-有時候

笞案真的簡軍到只有這兩個字。但GrecnViews的居民對於此字眼的精確

意義什麼呢?即使談到財務安全的話題’也跟家庭的概念有關。所以看到

這樣的回笞:「造是我們擁有的’不能被拿走的。這是孩子的住家’我們

再也不需要搬家了」 ; 「未來的安全-不僅是對我們而吉,對小孩未

來的生活而言也是」 ; 「我們想要成家’擁有自己的房子是基礎」

（Richards, I9g0; I2I）。理想上’你儲蓄、買自有住宅’然後有小孩,因

此住家所有權似乎不能純從財務投資的角度來解釋’或許同時摻雜著財務

投資和家庭感∣盲的投資。在Richards的樣本中’似乎沒有那些不斷換至∣

較高檔房子的例子’因此我們也無從知道有關於這個特殊群體的家庭﹑財

務與社會地位的訊息。

「安全」也意昧著掌控與獨立‧掌控的對立面（缺乏掌控）反覆的出

現’如「沒有人可以趕走你」 ; 「如果你擁有了’『你不需要－直擔心房

東會把你攆走」」（Richards, lg90: l24）。如果你擁有了房子,你就可以對

它做任何事;在牆上釘個釘子,開個狂歡宴會,丟－塊磚頭至∣」窗外:造是

掌控的正向意義。但對於「安全」的意義解釋上,性別還是有差異:對男

性而言’比較傾向於財務的安全;對女性而言’穩定更重於-切.這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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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在於「傾向」’這種區月∣」並非絕對的。Richa『ds說:「對女性而言’

不需租屋的安全感在於穩定∣生’以及有個養育小孩的空問’但沒有任何男

人提至∣這-點」（Igg0: l3】）。女性傾向於把小孩納入她﹛門的安全網裡

面’男人則通常不會。她又說「很難不得到這樣的結論:女性認為住家意

昧著家人同住在－起’而男人則強調把住家留給小孩」（Richa『ds’】g90:

I32）。兩者都認為家庭很重要,但-方把家庭當成是共同居住的地方’而

另-方則把它當成是可以留贈的遣產,兩方對家庭-房子關係的看法出入

相當大。

而「這房子是我的」這句話,代表什麼意義?這對於研究樣本裡的

男性和女性’意義並不相同。對男性而言’「這個房子是我的」與安全有

關連-我的錢﹑我可以住進的地方、我可以掌控的地方（Richards’

Igg0: I33）。男性通常不會把其他人放入「我的」’但女性則傾向說「我

﹛門」’而把其他人包含在所有權的意義裡頭。當女性講「我的」時,通常

有造樣的意思:房子是她們自己品昧的表現’以各種方式呈現出來的品昧

-許多女性說她們喜歡她l門的房子’房子讓她們快樂;但沒有任何男

性這麼說。對男性而吉,房子是成功或擁有權的象徵’但對女性而言’房

子是她﹛門裝飾房子﹑做家事﹑賺錢付貸款等努力的象徵。這也就不難理

解’為何男∣生傾向把住家當成是逃離工作的避風港’而女∣生則把它當成工

作的場所。

以上是Richards的研究裡所陳述的住家所有權對於不同性另∣l的意

義。接下來我們應該思考人們住家裡責際物品所代表的意義了’我﹛門將會

探討Csikszentmiha】yi與Rochberg﹣Ha】ton（I98I）對仳問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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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內物品的意義

他們的資料得自他們於lg77年針對芝加哥大都會地區82個家庭的訪

談’其中-半的家庭’研究者稱之為中上階級’另-半則為中下階層。他

﹛門對底下的問題特別感興趣; 「你住家裡的哪些物品對你而言最特另∣」?」

他﹛門總共得至∣ I’694項物品’接著對這些物品加以分類’主要的分類為

（佔全部回笞的比例） ;家具（36℅）’視覺藝術（26℅）’照片（23

℅）’書籍（22℅）’音響（22℅）,樂器（22℅）’電視（2l℅）以及雕塑

（】9℅）。這裡我們只討論前面≡項物品。

家具

家具的意義’似乎與-個人的生命週期有關’例如對小孩與青少年來講’

家貝意昧著舒適與享受’柿曰檢調自我;餐桌與椅子則是意昧著短暫的舒

適與享樂。但對於成年女性來講’則有非常不同的意義,就如這個人說

的;「這是我與我老公最早買的兩張椅子,我們坐在上頭,而目我會把它

們與我的住家﹑生小孩﹑抱小孩等事連結在-起」（Csikszentmihalyi’

Rochberg-Halton’ l98I: 60）。在這裡’連結過去時光的記憶與嬰兒’是最

主要的意義。椅子也是家族歷史的-部份’它們讓人想起嬰兒與丈夫;在

青少年所說的家貝裡’缺乏這樣的社會連帶,但在這裡卻非常重要。樣本

中的女性經常是這樣子,而她們的丈夫也如此’不過這些丈夫有時候會把

家具視為個人成就。換言之’家具的意義對小孩來講是與享樂﹑自我中心

有關連,對成年女∣生來講,則與社會網絡有關連,對男∣生來講,貝∣是與成

就與抽象的理想有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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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來看,家具的責際使用功能,似乎比其他的考量更不重要;當

談到你為何認為家具比較特別時’得到的638種回笞中’只有5℅與家

具的責用價值有關（Csikszentmihalyi’Rochberg﹣HaIton’lg8l: 62）’ l l℅

與經驗有關’l2℅是風格理由’而回憶則有l5℅。如果你問街上第－個

碰到的人:椅子是做什麼用的?他們很可能回答道:「拿來坐的’不是

嗎?」但身為社會學者’你可能曾很高興地告訴他﹛門;你們錯了I I I

視貿藝術

在此研究中所謂的視霓藝術’並不限於藝術真品而已’也包含了「除了相

片之外的任何平面代表作品….…從畢卡索的真品’到最廉價的『最後的晚

餐」複製品」（Csikszentmihalyi’Rochberg﹣HaIton, l98l: 63）。不同階級在

收集的畫作的數量與品質上也不同’上層階級有較多名貴的畫作。不過研

究也發現’這跟財富的差距沒關係’因為較低階層的家庭也常擁有昂責的

物品,例如照相機或音響。在這裡’或許我﹛門可以弓∣用Bourdieu的文化

資本的概念來解釋:畫作需要較高的文化資本才能欣貫。較低階層的掛畫

傾向於直接表達社會與宗教的償值’例如「馬丁路德金恩或約翰甘迺迪的

畫像﹑最後的晚餐」（Csikszentmihalyi’Rochberg﹣Halton, l98l: 65）’而較

高階層的人,則擁有較抽象的作品。這似乎非常符合高階與低階文化資本

的概念。我們也看得出’在選取畫作上’上層階級的康德美學觀’以及低

階級的反康德美學觀’兩者之問存在著差別。

我們可能會猜想’對於畫作的意義,可能很高的比例會談及美學價

值’但並非如此,記憶還是最重要的（l6℅）’同樣比例的人指涉到家

人; l2.5℅的人則提到與非親戚的關係。因此’這兩位研究者指出’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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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基本上是-個友誼的象徵。他們說

極大多數視覺藝術作品的意義,並非與美學價值或與經驗有關,而是

指涉到該作品擁有者的直接生命史:讓他們想起親人或朋友或過去的

事情。人們特別注意至II家裡頭的畫,因篇這樣做,他們可以重拾值得

紀念的過去時光,以及與家人快樂的關係（CsikszentmihaIyi,

Rochberg-Halt0n’ lg8】:65）。

我﹛門當然知道’購買畫作也有投資的目的’但在造裡的研究裡’似乎很少

看到此點。在樣本裡頭的人,似乎不是透過藝術評論家或投資者的眼光來

看待這些畫作’為藝術而藝術的哲學觀在這些畫作意義的圖像裡’似乎是

沒有任何地位。

l14

照片

跟住家裡其他任何物品比起來’相片與回憶（27℅）﹑家人（26℅）的連

結比例特別高。作者認為「照片是保存個人親密關係的主要工具……他們

常被老人形容為『不可取代的』。當這張照片代表了某個逝去的親人時,

它通常也承載了該世代人的豐沛感肩」（CsikszentmihaIyi,Rochberg-

HaIton’ Ig8l : 67）。這也很清楚’照片對老人來講’比對／」﹨孩重要。照片

可讓社會中的大多數人保留逝去親人的形象’因此被放在神聖的地位也就

不足為奇了。總而﹦之’這﹛固芝加哥的研究似乎發現了珍貢物品與自我或

家庭關係有強烈連結,這些物品和非家庭層面的東西（如美學品質）反而

沒有關連‧

這樣看來’我們分析住家與住家內物品的意義時,可以從兩個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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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途徑進入:PoⅥy告訴我們,住家的內部裝〉黃’完全由夕卜在的政治

與意識形態所形塑,但是他完全沒說到屋內物品對於屋內人的意義為何。

而芝加哥的研究告訴我們物品對於人們的意義是什麼’但沒告訴我﹛門,為

何這些有意義的物品是以這樣的形式出現’也沒告訴我們’它們與更大的

外在世界微妙闢連是什麼’而這則是Fo㎡y能夠提供解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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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社會學對於食物和酒的詮釋’大致上可分為兩種類型。有些社會學

家’如StephenMenneII試圖從農業進至Ⅱ工業社會’社會結構的整體轉變

中找出飲食習∣買的變化。渲個轉變過程,在我們這個變化巳是習以為常的

歷史時期’仍然沒有停止的跡象‧疸種社會歷史研究取徑’從No「bert

EIias（Igg4【l93g】）的文明化進程研究得至∣」靈感’並用造個方法來追蹤逐

日精緻化的日常消費方式。例如,即有-種趨勢:餐桌上吃的肉’看起來

愈來愈不像那動物原來的樣子,並且愈來愈多的食物做成細塊。漢堡裡來

源不明﹑剁碎的牛肉取代了傲然陳放在盤子上的爛熟小牛頭。MenneⅡ試

圖解釋為何現在大多數的人不接受後者’他認為’這種好惡是建構出來

的,而不是天生使然。

第﹦個重要的研究取徑源自ClaudeLevi-Strauss的結構主義﹙st『uc﹣

tu『alism）’在此我們弓∣用的是Ma『yAnnaThomton對奧地利某-村莊飲用

酒類賣況的研究。在飲品系統中以香檳（Sekt）和杜松子酒（SchⅡapps）

篇兩極’藉此勾勒出如下相對類型的酒類:正式／非正式’城市／鄉村’專

業階級／勞工階級’特月I」的場台／隨時。而其他飲料的屬性介於兩者之問’

有重曇’也有點模糊。人類學者特另∣」鍾愛結構主義,和社會學者比較起

來’他∣門比較不畏於結構理論裡隱藏的非歷史思考模式﹙atempo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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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haIISahlins﹙lg76）研究美國的肉食系統即採用了結構主義的立場。

本章同時也討論MenneII對不喜歡的食物﹑有精神性厭食症病徵的拒

食,以及寵物在餐桌旁之地位等的解釋‧

負慾的文明化:StephenⅢenneII的研究

StephenMenneII研究食物的取徑’襲自Norbe㎡EIias（Igg4【lg39】）對文明

化進程的研究。E】ias注意至∣l－個社會趨勢:隨著社會越來越理性,各方

面的日常行為也愈來愈受至∣」控制。其中有些控制是外來的’像國家有時會

訂定法規’約束人們應該穿什麼類型的衣服,但是更多的控制都被內化’

因而可說我們是受自己控制,而不是受夕卜在的控制。我｛門不像我們的祖先

直接用手拿東西Ⅱ乞﹑用距離最近的窗簾撬鼻涕或是坐在便詣卜接待訪客。

我們巳經變得文明’懂得控制那些人與動物共有的機能。我們用刀叉進

食’在我﹛門自己與身體之問築－個距離’並隱身在門後排洩。由於教養成

習∣貫’我l門甚至從未想過我們是在強力控制自己,反而覺得這是很自然的

事。然而’養兒育女這件事’仍可讓我﹛門瞭解’這-點也不自然。

WCbe『最早注意到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過程’造個過程似乎巳侵

入了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過於極端的事件可能會造成麻煩’應該剷除’

而且什麼都得化成數字來計算’這需要-群可靠且有條理的人來處理。他

們不能是難以駕馭的自然產物’而得是（理想上）知道自我管理的文化產

物。愈少自然’愈多文化,我﹛門就愈適台理性化的社會。愈多的生活領域

受到文化的規訂∣∣’我們就愈不可能擁有自我（我們的自我難以預料’因此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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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潛在的麻煩製造者）。由外強加規貝l在-開始是必要的’但－旦造個過

程上了軌道’自律自制就會接管後績的行動-有了文化’我們的-舉

-動不再需要任何外力。

是以’食慾怎麼變成文明呢? StephcnMennelI﹙lg87）-直關注的問

題是「食量的管制」 ;為什麼我﹛門從早期歐》I∣I∣的大型賻宣變成今日少量進

餐?其中-個原因似乎在於:從中世歐〉）l∣∣的盛宴飢饉（fbast-fHmine）

循環’轉變到今日食物的散布較為廣泛而均勻。古早時l∣矣’即使上層社會

也無法保証食物的供給整年都無虞’窮人當然更不用說了’甚至得靠救濟

過活‧由於搬運及保存的設備相當貧乏’盛宴-飢饉的循環’形成了和當

時社曾狀況頗為吻台的哲學-有得Ⅱ乞就Ⅱ乞個飽吧﹙fbastwhileyoucan）。

中世紀的生活除了食物’各方面也都充滿不安全感’事責上不安全感對當

時的人幾乎是永l∣亙的心理狀態。任何的規畫Ⅱ都不可靠’所以當機會出現

時,人們就會盡其可能抓住,因為明天這機會恐怕就消失了。

貿易擴增以及運輸的進步’使得食物較容易運補’因此大規模的饑

荒較少出現。這造成了-些很弔詭的影響:

在工業化的城市,這最終會增加食物的多樣性,並改善人們的飲食,

不分階層都受惠;相反的,工業化程度較低的世界,同樣的過程會在

商業化的弓∣導下,使許多區域集中經營-小部分商品作物,從而減少

食物的多樣性。在短暫的過渡期裡,歐Ⅱll各國裡Ⅷ也出現同樣的對

比。這種全國市場與地方需求之間的衝突,是糧食暴動在十八世紀的

英國及法國還很常見的原因（Mennell,】g87 : 38l）。

所以貿易和運輸並不是對每個人都有好處‧在早期的階段’不平等出現在╴

國的鄉下地區’到了後期’貝Ⅱ出現在商品作物經濟和第－世界國家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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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饑荒越來越不可能發生’但饑餓的恐懼依然存在’因為幾世紀

以來食物的供給-點也無法信賴。這種恐懼很難立即除去。MenneⅡ

（l987 : 38l﹚弓∣述歷史學家Mandrou（I96l :26﹣7）的觀察;那段時間的核

心特徵是「無法擺脫飢餓﹑甚至餓亡的恐懼’這種恐懼’視地區和階級而

程度有另∣」,在鄉下比在城市強烈,上層階級和被照顧得好好的的戰士幾乎

不會有’下層階級則-定有.」這種饑餓恐懼－直在民間傳說以及聖徒展

現的食物神蹟裡流傳。這樣的恐懼顯然需要－些時間才會消失’因此人們

還是會抓住任何可得的食物並大啖下肚。

只要這種不安全感－直存在,中世紀歐》l∣l∣人似乎不那麼有機會去控制

食慾‧但有三個機構各有其理由去控制食物的攝取:天主教教會、政府﹑

醫薊專家。Mennell簡潔地說明如下。教會對食慾的約束’如齋戒’並未

能讓-般大眾內化。據推測,透過齋戒控制感官欲望’僅是用來使人類遵

從神對人之精神的設計。透過齋戒控制欲念’也有可能用在其他用途上’

例如絕食’這點我們待蕾兒會討論.然而教會的教條對於非齋戒時期的放

縱卻沒有約束力,即使有人節制自己不Ⅱ乞肉而改Ⅱ乞魚’但如果這個人經濟

狀況較佳的話’仍然很可能放縱自己’享用各式豐盛的魚料理。MenneⅡ

以此為證據,證明那些約束並未內化,並視此為低度的文明的表徵。

雖然後來人們學會了節制飲食’MenneII仍認為教會的教誨作用並不

大。他認為世俗的權力在此勿寧是更重要的-法令不僅限制個人的衣

著’也限制個人的飲食。但這些法令所針對的’似乎在於禁止「藉由豪奢

的宴會」展示社會地位,而不在於限制人們身體上的食慾。早期的宴會情

還有可愿,因為超額的食物習∣頁上會流向窮人,上眉階級有義務照顧窮

人。但是新興階級對其他人並沒有如此明確定義的義務’他們的宴會似乎

純粹是用來炫耀。當然’這種法令幾乎不可能落貫’但顯現出規範食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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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權力似乎早巳存在。

各種國家機構逐漸將我﹛門該攝取什麼樣的食物納入他們的管轄權

內’這個權力所扮演的角色在今天似乎比過去還重要I我記得我頭－次至∣」

澳》∣∣l時’很驚訝地發現,我竟然買不到未經低溫殺菌的法國卡門貝軟質乳

酪’因為販賣這個產品是違法的,儘管法國巳經食用這種乳酪超過-個世

紀之久了’而目也沒有發現什麼不良副作用。國家運用補貼和罰款’限制

某些食物的生產’從而也影響了消費。戰時的定量配給是另-個影響更直

接的例子。雖然無法藉由消費法令來規範食物的消費,但國家似乎巳成功

地建立它在管制食物上的責權。食物政策變成了國家的台法權力’並可透

過學校及媒體宣傳。

在教會與國家之夕卜 ,MenneII提出的第三種制度力呈是醫學觀點。他

評論道:「整個中世紀的醫學觀點...…偏好以適度節制的飲食來治療多種

疾病」﹙MenneⅡ, l987: 385）。然而’這對大多數的人似乎沒有多大的影響

力-醫學的力量在此時僅對生病的人有影響力’所以沒什麼人會闢心

食物的醫學觀點‧萇罕存醫療所裡對此也有矛盾的看法:

118

護理人員-向把自己的角色看做慈善的人,她們察覺到很多疾病是-

再漕逢飢荒的結果,因此認篇把這些可憐的﹑貧窮的人餵飽是她們的

義務……【-位在MontpeIIier的醫生】在I760年代記述T護理人員過

度餵食病人反而導致病人提早死亡,並且讓人留下「吃太飽是醫院裡

病人致死的主要原因之-!」的印象﹙Mennel】」987:386）。

醫學觀點只有在它摯敗和它對立的知識、技術和力量（如護理人員的看

法）,成為-種專業,並和國家站在同-陣線,共同台作控制更多的生活

領域時,它的影響力才逐漸擴展。許多人逐漸接受了健康的醫學模式,並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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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用這種模式控制他們自己的飲食。我們在這裡再次看到由外部控制轉移

為內部控制,-種文明增進的象徵。

造成食慾文明化的-個重要改變是從強調進食的量’移轉至∣重視更

精緻也更複雜的質。當食物的供給沒有保障’也不規則時’量是-種區月∣」

有權者和無權者的方法’在這個階段裡,根本不需要使用精緻□昧來顯示

社嘗差異。然而’到了l8世紀中葉’僅只強調量大巳經不台時宜了。怎

麼會這樣呢?我們可以拿前述的社會區別理論來解釋:-旦食物的供給對

多數人更有規律﹑可信’而且易得’上層階級勢必要與那些開始模仿他們

飲食習I∣貫的下層階級做出區分。MenneII（lg87: 389）指出「到了l6﹑l7

世紀時,要讓貴族Ⅱ乞更多的量是全然不可能的」’量似乎已經達到了頂

點。何以致此?當以消費的量來展現社會優越’可能性越來越低時’上層

階級轉而強調烹飪技巧’製造出「各式各樣精緻而鮮美的菜餚’以質展現

社會優勢的可能∣生,用之不竭」（Mcnne﹜l,l987:389）。

換Bourdieu較為哲學式的用語來說就是:－旦反康德美學策略不再

能執行社曾區別的功能時,就被康德美學取代了。鮮美﹑精緻的菜餚取代

飲食無節制的盛宴.在l8世紀中葉’出現了今古之爭,「老式烹飪與飲

食的保衛者’抨擊新潮烹調（thenouve】lecuisine）擁護者過分講究﹑矯飾

和過於重視烹飪」﹙MenneIl, l987: 39】）。但當後者影響力逐漸擴大’其他

社會階級都來模仿時’l∣青勢就逆轉了。這種情況就像後來20世紀的新潮

烹調’反對重□昧和過度包裝,大廚PaulBocuse即說:「我發現餐餚總

是太多。我認為－個人在離開餐桌時應該遠有-點點餓」﹙Bocuse, l988

【lg76】; xvi）。這很明白地主張,食物也者’不是用來填飽肚子。如

Bourdieu所見’這是很典型的上層階級康德哲學:美胃應該永保飢餓感’

決不可自甘墮落,屈服於生理的需求。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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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品鑑美食是社會地位的標誌’這同時隱含著節制。l8世紀中

葉’法國宮廷多少仍延績著奢侈浪費的傳統’資產階級則重視美食。貴族

可以兼顧量和質’但中產階級只能選擇其－（Mennell’l987: 3gI）。從量轉

進質’也給上層階級帶來了－個新的理想身體:身體巨大表示進食量也

大,在食物供給不可靠且參差不齊的時期’這種身體代表著名望。但是新

的飲食起居制度’要求-個能夠証明進食精緻且有節制的身體’纖細體態

於是變成王道,而流行於上層階級’同樣∣青形猶可見於今日富裕的西方社

會裡’寬裕階級比貧困階級更著迷於纖細的身體.而在某些食物供給尚不

穩定的第三世界國家’∣∣青況可能相反（Mennell’】g87:3g7）。

忌震和震物厭惡

幾乎所有的人都會有－些忌諱或厭惡的食物-但為何如此呢?我們之

中有很多人可能認為這僅是個人品昧的問題,如諺語所云,這說不得準:

每個人的品昧都不同﹙αc〃αc〃〃so〃go!!／）。然而’就歷史來說’這是晚近

才發生的事。PasiFalk說’

「品昧無法爭論」﹙叱g〃s／rb〃s〃o〃d／sⅥ〃／α〃咖〃?）這－句著名的老學究

俗語有兩個全然相反的意思。原來它是有關飲食營養的規定（雖然從

未落責）,指的是:吃什麼或不吃什麼,是公眾的「嘴巴」,依據無庸

置疑的規貝Il判定的。而就現代重視個別化半Il斷的l∣青形來說,這句俗語

過於老學究了:品味無法爭論是因篇品味是基舶個人身體的天性,而

不是文化﹙FaIk, lgg4: l3）。

I咆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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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社會,那時是由公眾決定什麼可以吃’所謂「個人品昧」根本沒有

意義’因為那時根本不存在高度發展的個人。「個人的」品昧即「公眾的」

品昧;兩者之問沒有任何不同。或許用Durkheim的話來說FaIk的理論’

問題會比較清楚。回想－下’Durkheim﹙I984【l893】）畫∣分了機械連帶和

有機連帶（mechanicalandorganicsolidarity）的社會類型’前者的特徵就

是社會體系的各元素間都是－致的’後者的特徵則是各元素的功能呈現分

化。只有後者才容許「個體∣生」成長。在機械連帶的社會裡’每個人的品

昧都是－樣的’而有機連帶下則至少有分化的可能性’融入個體元素’呈

現出各有個的品昧。至於品昧的分化是否為功能的分化（對於食物產業,

或許是）則是另-個問題’在此不績究。

但在現今社嘗’個人品昧的個體性也可能是-個假象。誠如

Bou『dieu所吉’屬於個人的品昧,幾乎都無法避免被捲入階級地位的鬥

爭。以迄今日’或許我們該說幾乎沒什麼人是沒有品昧的‧假如我們從文

明化的過程來看’我們愈講求精緻’就愈可能發現令人作Ⅱ區的食物’透過

我們精煉的過程’而將之畫∣歸「未精緻化」-類（造是社會概念上的未精

緻化’而不是類似【具體物質】如「精」糖的概念）。造段「精緻化」的歷

程可用Elias的話來說:

這是從-個感覺的標準（在餐桌上見識到死的動物,並分而食之,感

覺是’∣俞悅的,至少不會不開心）,發展至II另-種標準:肉類菜餚不可

讓人聯想起宰殺動物。許多肉類菜餚裡動物的外貌,已透過烹調藝術

而被隱藏、被改變,在切割分食時,很少會想起它的原貌…”在文明

化的歷程中,人們試圖去隱瞞會讓他們感覺至II自己是「動物」的每種

特徵。他們也同樣地隱瞞食物的這些特徵（E｝ias,lgg4【I93g】: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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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這個邏輯’甚至屠宰場的地點／景像也被遠遠的移離城鎮中心,直至∣

看不見:「今天你們看到的是高牆和突出的屋頂;大門上少有銘刻’更少

見怎麼至∣那裡去的路標」﹙ViaIIes’lgg4【】g87】: 22）‧如今人們幾乎不可能

容許桌上肉看起來就像動物原本的樣子。當然’動物的頭恐怕是文明化起

始就被當掉的第-件東西 那眼睛﹑耳朵﹑嘴巴都在提醒我們’牠曾

經是隻活生生的動物’像我﹛門-樣’有眼睛﹑耳朵和嘴巴。其他部位不像

頭這麼明顯’雖然牛羊的睪丸也很可能是候補的早期文明化犧牲者。－般

而吉’早期廣泛為人接受的食物,現今很多變成令人0惡心的食物了。這和

個人品昧本身-點開係也沒有’但可用來閨明,品昧和沒品昧是文明化進

程的發展所形塑的。

MenneII提出某些特定食物變成忌諱的四個主要理由: 「經過司∣∣練而

失去享受食物的能力;害怕Ⅱ乞了某些特定食物之後的影響;害怕社會名譽

損害;道德因素」﹙MenneⅡ, I985: 2g4）。其中有些因素可能同時形成‧

MennelI文中比較的是法國和英國的烹調方式’但譆者仍然可以把他的觀

察轉換到自己的文化脈絡。

什麼是「經過司∣∣練而失去享受食物的能力」 ?很明顯的’指的是人

﹛門自小被教導不得去享用。他認為造是英國獨有的現象’法國的情況大不

相同。英國人很可能是「育兒食物﹙nu【seryfbod）」這個概念的創造者’餐

廳裡小孩的菜單和大人的菜單並存’但性質很不-樣’像炸魚塊就多半是

以兒童為對象的食物。兒童的食物和大人的食物是不同類的東西,而不僅

僅是份量較少的相同食物。在英國,成人的宴曹上若供應「兒童餐」則是

-種很嚴重的羞辱’但在法國貝∣」不成問題。MenⅡeII認為維多禾∣」亞時期

「適當對待兒童和吉少年」的觀念,是育兒食物的起源。他說:「不僅狹

義來說’托兒所’甚至廣義來說’寄宿學校和其他地方’似乎都認為小孩

1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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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飲食應該和大人不同。造個概念也延伸到-些不那麼富有﹑無力送小孩

進托兒所的家庭」﹙Mennell,I985:Z95﹣6）。

兒童食物的主要特徵是什麼7這種食物不攙雜、沒有變化’而目昧

道很淡-可以說,乏善可陳。如果食物幾乎沒什麼昧道’只是為了補

充身體能源,何來「享受」可言’更不用說形成-種觀念而進-步蔓延

了。我﹛門可以猜想’這些清淡乏昧的食物,很可能是成人控制小孩的－種

手段;打開了味買’其他的感官享受之門也會打開,尤其對青少年而言’

更是如此。假如舌頭可以發現食物的刺激’那麼其他的部位也可以發現其

他的刺激’但這和我們在此的討論無關。孩子可能根本就不三歡這種類型

的食物’MenneII認為造是成人刻意挫折小孩的意願’強迫他﹛門Ⅱ乞大人認

為「對他們很好的東西」。

醫學觀點也普及了造個概念:除了清淡的食物’對於孩重的健康都

是有害的。這種看法尤其盛行於英國’但法國的孩子似乎並不那麼趕時髦

或吹毛求疵。MennelI這種說法’好像光憑印象’證據不夠,然而我必須

說’他的看法和我個人對法國和英國食物烹調的認知是-致的。他在

lg84年做了－項問卷調查’調查Exete【（英格藺西南部城市﹚和Rennes

（法國西北部的城市）兩地參加校際互訪活動的學生的母親’樣本為22位

法國孩童的母親和2﹞位英國孩童的母親’孩重的年齡則介於I3到l5歲

之問’他比較了有關食物的問題的問卷結果:

n
≡＠

︼

1

那22位法國孩童,沒有一位的母親勾填「食物過敏」這一項,也沒

有提及不能吃之食物的難題……相反的,23位英國孩童的母親中有

l4位提到她們的孩子不能吃的食物,多半是-種以上-這l4個

人總共提到T27種無法接受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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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有27種,法國則是0。或許很出人意外’她們填寫的厭惡食物種類

並不包括「外國食物﹙fbreignlbod）」’反而淨是些英國人每天Ⅱ乞的東西’

如蕃茄或紅蘿蔔。英國人並沒有教導他們的小孩如何享受食物;法國孩童

則有。因此’法國孩童把吃東西當成是-大享受’並感激任何可以Ⅱ乞的東

西:每樣東西都有特別的昧道。英國孩童對食物貝∣」似乎缺少這種正向態

度’並不認為食物是愉悅的來源’反而將食物分成可以處理的與無法處理

的兩類。在這兩個例子中’孩童都上過認識食物的課’但結果卻全然不

同。在這裡’喜不喜歡某類食物和個人的品昧﹙或沒有品昧）沒有關係,

反而是與特定社會看待食物的方法大有關係。當然清教徒傳統

﹙Puritanism）’在英國的影響是比在法國強’這也可能是另-個因素。請讀

者自行把自己國家的I∣青形套進這個模型。

MenneⅡ提出的第二個厭惡食物的理由是害怕吃了某些特定食物之後

的影響及其在社交上可能弓∣起的困窘。造似乎又是英國人獨有的恐∣瞿症’

像是英國人日常飲食熱衷吃得飽的食物（直到最近都如此）的-種後遣

症:低度攝取水果和蔬菜,呼吸的昧道因此很可能不太好聞。韭蔥、洋蔥

和大蒜蕾讓人特別注意他們,因此要不就不0乞’要不就煮到沒有昧道。隨

著會造成□臭和消化不良的飲食習l∣貢出現’也出現了-種傾向:避免食物

讓人類身體任何出口發出巨大聲響’造會變得不優雅。MeⅡneIl視之為另

-個文明化過程的證據’人｛門「學會預先設想至∣」」某些特定食物可能弓∣起

的「社交困窘」﹙lg85: 302）。在此我們又看至∣」’品昧不太是個人的問題’

而較是社會的問題。

Mennell的第≡個食物迴避的理由是害怕社會名譽受損-人﹛門害怕

自己看起來像低於現處的（或更可能是渴望的）階級。正如特定的字眼﹑

措辭、語氣﹑文法或腔調可以洩露-個人「真寅」的階級﹙尤其是在對階

n
︺

2

『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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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頗為敏感的社會’如;英國）’某些特定的食物也足以暗示-個人的社

蕾階級。MenneII解釋道:「有不盡其數的食物’因為下層階級接受而被

上層階級拋棄。西穀米就是-個例子,在l850年是珍品….….後來下層階

級接受了’上層階級就將之拋棄’稱他們已食之無昧」（Ig85:303）‧

我認為這個原則不只可用在社會階層上,也可用在年齡階層上’特

別是在某些國家’像英國追種存在著兒童食物之概念的國家。較大的孩童

會壽量避兔Ⅱ乞某些食物’因為那是小孩子0乞的東西。同－個概念也可以用

在性別上‧這可以在非正式的□語中看至∣ 「真正的男人不Ⅱ乞乳蛋餅

﹙quiche﹚」 吃乳蛋餅會減損聲望’皆因此食物是給非正港男人吃的。

在家庭中食物的性別分配’如NIcoIaCharIes和MarionKer『﹙】987）-書所

討論的’男女有其明確的消費模式’而肉品是建立優勢劣勢關係的關鍵‧

他們研究家庭內食物的分配模式’以200位家有幼兒的婦女為樣本。在這

些家庭中,她們的主要任務為購買及料理食物。我﹛門可能會認為’她﹛門對

於所購買的食物也有選擇權’然而責情卻非如此 決定食物的因素首

先她們先生的喜好’再來則是孩子的喜好。當父親不在時,母親多半曾讓

孩子決定吃什麼。事責上’CharIes和Kerr表明’很多婦女根本無法明確

說明自己喜好的食物是什麼’有些婦女甚至否認自己有口昧。所以儘菅負

貢採購和料理’她們在選擇食品時並未把自己考慮進去。當她們－個人在

家時,往往就不下廚了,她們認為那不過是浪萱時問和力氣罷了。確實,

假如每天都是為了月∣」人’而不是為了自己而烹飪’那麼認為「家中無人而

不做菜」就不令人感至∣意外了。

Charles和Ke『r發現肉品可區分為不同等級:高級肉品為牛排和肋

排’中級則是絞肉料理﹑燉肉﹑砂鍋料理﹑肝臟和燻豬肉’而低級的肉

品,常與孩童有關,包括了香腸和漢堡肉。男人吃的往往是高級肉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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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則較接近小孩的消費模式。食物區分的方式告訴我們’父親﹑母親和

小孩的社會安排:做-個「端端正正的男人」,意昧著他應該Ⅱ乞比女人和

小孩消費更高級的肉品’l∣青況允許的話,男人會壽量避免Ⅱ乞中級和低級的

肉品‧食物的社嘗地位,在此與性另ll連結’支配了家庭中的食物選擇,影

響比個人偏好更強。在此我﹛門再次碰到兒童食物與成人食物的區另∣」。所

以’我再說又-次’食物迴避和偏好並不是個人的恃∣生使然’而是社會區

別的力量在階級﹑年齡﹑l∣生月∣」中運作的結果。

在此我們沒有足夠的篇幅討論Mennell所提的第四個食物迴避的理

由:道德因素。現在我﹛門接著要探討-個相關的問題:為何我們大多不Ⅱ乞

寵物?為什麼某些非寵物的動物也不太可能出現在我﹛門的菜單上?

NoelieVialIes說:

121

傳統以來,飼養給人吃的動物,是不個月II給名字的。-群牛可能全都

有名字,但牠們並不是命中注定成篇盤中餐。另-方面,養來當肉賣

的／l﹨牛全無名字。同樣的,豬、雞和兔子從未被取名,如果員有T名

字,這事實本身就可赦免牠們被吃掉﹙Vialles,】g9￠〔】987l: l】5﹣l6）。

-動物如無名字就有可能變成食物,然而－旦有了名字,和我們就親近

了,人﹛門往往不食用這樣的動物。哪些和城市居民親暱的動物是有名字

的?首先當然是寵物‧寵物對我們而言是有其主體的∣胃感交流對象’而非

命定送進屠宰場的物體。就像NickFiddes所說的:

藉由照顧寵物﹑愛撫牠們﹑給牠們適合的名字,我們賦予牠們半人類

的地位‧給牠們吃的食物多半是以人的口昧調整:沒有商家會銷售老

鼠或青蠅口味（要是給貓來選的話,十隻裡有八隻會選擇的口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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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食。當然也沒有貓咪口昧的狗食!我們讓寵物進至II屋子裡,有時甚

至是我們的床上;我們對牠們說話;給牠們特別的愛’特殊的醫療護

理,特別的運動;當牠們生病時感到苦惱﹑死掉時難過落淚;甚罕埤

葬在身邊。我們對待寵物較像是個別的主體而非食用動物的抽象客體

-雖然我們對某些種類的寵物會比較友善,容許和我們更親近的

關係（Piddes, l9gl: l33）。

Piddes對寵物食品市場的說法’說得更清楚:這類食物通常是魚或肉塊’

也就是我﹛門自己喜歡吃的食物‧透過排除我﹛門責得嗎心但貓咪可能超愛的

□昧’寵物被建構成和我們屬於同-階級。我們以人類的偏好取代貓咪的

食物偏好,避兔牠們淪為-般的貓;牠們不只擁有名字﹑和我﹛門同住’牠

們還和我們吃-樣的食物。依此’吃貓咪或Ⅱ乞狗就好像是吃了家庭成員‧

社會親近性保謹了貓。但還有另-種親近使我﹛門很難去吃某些動

物;如猴子和猩猩的靈長類和我﹛門之問日勺生理親近∣生。Ⅱ乞靈長類就像吃了

遠親‧我猜’接受了達爾文演化論的社會’並將之視為這個世界的自然之

道,比較會造樣’因為在達爾文之前’沒有人認為人類與靈長類動物是近

親。基督教學者長期以來都認為人類本質上就比其他動物優越,動物是因

為對人類有好處才被放到地球上‧在此觀點下’人們很難認定靈長類是近

親。達爾文認為人類與動物之問的關係是延績而不是斷裂’所以牠們變得

更像我﹛門（我們也更像牠﹛門）’結果我們就越來越難去Ⅱ乞牠﹛門了-I∣曼I曼

的,牠l門取得了主體的地位而有其本身的權利。是以不論我們談貓狗與人

類的社會親近∣生’或靈長類的生理親近∣生’同類相食﹙cannibalism）的概念

同樣都適用。富然有些社會Ⅱ乞猴子或狗’但他們往往與這些動物保持比我

﹛門更遠的社會距離。在非洲和亞馬遜流域的-些地方有人0乞猴子’狗則是

韓國的佳餚:他們不像西方國家把這些動物富人看‧

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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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和猴子之後’清單上不可食者是;我們通常不吃肉食性動物

（ViaⅡes’】gg1【I987】: l28）。Fiddes﹙l9gl: 】3g）記述在Ig80年代末期的英

國,這種食物嫌惡在以下兩個食物驚恐事件的爭論中浮出檯面: l988年

的雞蛋沙門氏菌醜聞’和隔年爆發的狂牛症。在這兩個感染例子中,都追

蹤到有人餵食動物的肉給雞和牛Ⅱ乞,牠﹛門本來都不吃肉的-為補充蛋

白質’雞被餵食消毒過的死雞’而牛則被餵食羊的遣骸,有些羊可能得了

癢病（scrapie）’那是綿羊的狂牛症。Fiddes（I9gI: l39）指出’「科學集中

在研究人類是否會感染動物的病毒’憤怒的民眾則譴貢餵草食性動物吃動

物屍骸的作法。」農牧業把牛和雞變成了肉食性動物’甚至變成同類相食

的動物‧最令大眾恐慌的是;現在是牛和雞都不正常了,我們還Ⅱ乞,會不

會連我們也變成不正常‧ Ig96年3月’大眾的憂慮變成了事責:英國政

府坦承狂牛症會經由Ⅱ乞牛肉而傳染給人﹙爬eke〃d4!!＄〃α／／α〃,23﹣24March

lgg6）。

但為何我﹛門不Ⅱ乞肉食l∣生動物呢?理由似乎又是和牠｛門近似人類有

關’牠∣門與其他動物的關係似乎和人類與其他動物的關係是相同的:我們

當中有許多人吃肉, 0乞肉食∣生動物於是就像Ⅱ乞人。Fiddes（lggl: l￠l）談到

「我﹛門尊敬肉食動物是因為牠｛門和物種次序不完全契台’人類此次序當中

居於不容挑戰的權力金字塔頂端」。肉食動物和人類同樣居於高位’有權

殺死動物並吃掉牠們。Fiddes指出’「有些動物可畫∣歸-種以上的類別’

譬如別有特權的貓和狗,牠﹛門既與我﹛門有社會親近∣生’還有肉食的習性﹙

lg9l ; l￠l）」’這又是我﹛門不Ⅱ乞喜愛的動物的另-個理由。很類似的’

SahIins﹙lg76: I75’ fh. 7）提及夏威夷人吃狗的例子:人要吃的狗不許吃

肉。在造個例子裡’人們刻意把狗從肉食類動物中剔除,而變成可食用動

物。我不知道在其他吃狗的社會是不是也這樣’若也如此’則「人類不吃

肉食性動物」的原則似乎就可以成立。但論及爬蟲類時’這個原則就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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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搖了;吃鱷魚似乎不那麼難以想像。這可能是因為我﹛門無法認同冷血動

物是∣亙溫動物的「我們之－」‧而這「冷血動物」的認知,或許是我們為

何敢Ⅱ乞那些餵食他種魚類養大的魚的原因。職是之故’I∣亙溫的肉食性動物

從不出現在菜單上,而冷血的肉食性動物則可能是人類美食。

表8.l歹∣」出迴避某些特定食物的理由。

美國的震物體系-結構主義的研究取向

人類學家MarshaⅡSahIins（lg76）以結構主義的取向’有系統地分析了上

述我們Ⅱ乞／不Ⅱ乞什麼動物的主題’圖8.I是他分析的綱要。他提出-系歹∣」

表8l迴避某些食物的理由

經訂∣∣練而失去享受食物的能力

害伯吃了某些特定食物之後的影響以及因之而起的社會困窘

維持社會地位的必要:

﹡年齡:成人會避免吃「孩童」的食物

＊階級:高層階級鄙棄被低層階級接受的食物

＊性別:特殊的飲食行為證明-個人是「頁正的」男人或「頁正的」女人

社會親近性:

＊忌吃取了名字的動物

＊貓食和狗食製造得像人類的食物:因此追些寵物具有人類地位’因而不可食用

生理親近性:

﹡受達爾文影響的社會裡,靈長類動物是與人類極其相近的,吃牠們是-種同類相食

的行為

形式上的親近性:

＊同屬（恆溫）肉食性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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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元對立項,表示美國人怎麼判定什麼是可食／不可食。其他英語系國

家應也能適用。他的關鍵的概念是各動物與人類社會的關係’他以家畜’

牛-豬馬-狗’為例說明。這些家畜都與人類很親近’但親近的方式不

-’而造些差異是與可食程度是吻台的。

可食類 不可食類

狗

V
狗肉

和﹜類較
親近

v
強烈禁忌

肉品 馬

︵﹂ v
烤肉 肉排 馬肉

V璣.
不會讓人縲V峪L縈忌

內臟

／D﹨ 舌

牛

v
牛肉

和悠較不
親近

V
上選

豬

v
豬肉

和腮較
親近

V
中選

V
讓人想起

身體 體

客體 主體

圖8l美國的可食／不可食肉品（Sahlins,l976）

第-系二元對立項是可食動物﹙牛和豬）與不可食動物﹙馬和狗）。再進-

步是分別「食物類目的台意程度高低﹙牛肉與豬肉）以及禁忌類目嚴苛程

度的高底（馬和狗）。造整套模型的分類’似乎是依據「做為人類伙伴的主

體或客體」的標準來分類（SahIms, l976: l74）。同樣的區分邏輯也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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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食∣生動物的例子中「肉品」與「內臟」的對立。我前面提到人類對待

狗如同家庭的-部分’而SahIins也描繪了-個類似的概念來解釋狗和馬

的不同:

傳統上,馬之肚人類是站在－個近乎僕人﹑工作夥伴的關係;假如狗

像家屬,那麼馬就l象是僕人秈非親戚。因此人類吃馬至少是可以想像

的,反之吃狗則很自然會弓∣起噬親禁忌的聯想。另-方面,可食用的

動物像是豬和牛基本上是人類主體的客體……對人類活動而言既不是

直接的補充物也不是工作的工具﹙Sahlins, lg76: l74-5）。

但豬比牛還接近人類’牠們被視為「人類食物殘餘的清潔工」’所以比起

Ⅱ乞牛,Ⅱ乞豬是比較不體面的‧

動物內外部位的區分近乎人類身體部位的區分。烤肉﹑牛排﹑肋排

外部的部位-並不會讓人想起人類的身體’但是心臟﹑肝臟或腎

臟-內部的部位-就會。動物的內臟外比起外部部位’較能象徵人

類,因此較為不可食用-在美國則非常少食用。這解釋了－個顯而易

見的矛盾:.外部的肉分明就比內臟多很多’為何在大多數國家牛排都比內

臟貴?牛只有－個舌頭,難道不該比牛排貴嗎?Sahlin寫道:

象徵邏輯決定需求。社會價值是牛排與烤肉,及肚子與舌頭兩者的經

濟﹛賈值之所以有差別的基礎……社會﹛賈值加上可食l∣生的象徵系統,構

組了生產的關係,並透過收入分配和需求,形成整個圖騰的秩序,而

128

在－個差月II化的平行系列中,將人的社會地位與他所吃的食物聯結在

-起‧窮人買較便宜的肉,便宜是因馬它們是社會地位較低的肉品

（Sahlins,】976: l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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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的象徵邏輯,成功地把表面上的經濟邏輯顛倒了過來。

奧地利鄉村的飲酒體系-結構主義的研究取向

結構主義視社曾世界為符號和象徵的世界’MaryAnnaThomton﹙lg87）將

結構主義應用於分析酒在-個奧地利鄉村中’社會結構之形成所扮演的角

色。在此地區可以發現-個對立的兩極:務農的階級和專業階級。介於中

問的則是－群辦事員和工人的群體‧農民階級的特徵是食物和服務都是透

過直接交換取得’彼此熟悉對方’相互依賴度也高。至於專業階級並不需

要相同程度的經濟台作’因此不令人訝異地’比起農民階級’他﹛門之問的

闢係更個人化和形式化‧而辦事員和工人這個中問階級則處於兩者之間。

這種社會區別很清楚地反映在Thornton所發現的飲酒體系裡‧決定此結

構的對立﹦元是Sckt（等同於德語系國家的香檳）和Schnapps（荷蘭杜松子

酒’是-種烈酒）。其他的酒精飲料貝Ⅱ介於造兩種酒類之問:啤酒和熱萊

姆飲料羼於香檳類（雖然Ⅱ卑酒比熱萊姆更接近香檳）;冷的葡萄酒飲料和熱

葡萄酒則較屬於烈酒類﹙冷的比熱的更烈）。在啤酒和冷葡萄酒飲料問有-

些可交換性’而熱萊姆和熱葡萄酒的可交換程度則更高。但香檳和杜松子

酒之問則無法替代’兩者所形成的社交形式差異相富大。Thomton提到杜

松子酒:

暗示著渴望增進l固人之間的台作,反之,香檳酒類貝II用來紀念具有文

化意義的假日….…小範圍的社會合作網絡往往飲用烈酒等級的飲料,

而香檳等級貝II常用於不涉及個人承諾的場台﹙Thornton, I987: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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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我﹛門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如同務農階級和專業階級的社會區分。杜松

子酒強調親密性’香檳則強調正式關係,杜松子酒並不限於在特定日子飲

用’在任何較為親密的場台都可以暍,至於香檳則則只限於特定日子飲用

﹙例如國家、城市或個人的假日’如新年）,因此是非屬親密團體’和個人

無關’卻和社嘗重大活動有關之場台的用酒。Thornton（l987: l08）總結

道;「香檳類的酒多為傳統口昧’隨季節在市場上銷售’杜松子酒類的酒

則在家中或社區裡精心調製供應。」不含酒精的飲料在重要的社交場台上

不了場面,只是用來解渴:因為□渴原則上是個人的事,不牽涉其他人’

這和你為了顯示你與他人的社會關係而暍’是很不相同的－件事。務農階

級之間相互依賴,關係緊密而親近’因此經常透過杜松子酒維繫關係,而

專業人士對待同僚如陌生人’各司其職’並不需要烈酒強化關係。

129

齋戒禁震和絕盒

這章的最後’稍微來談－下齋戒禁食（fhsting）。經由絕食（anofex】aner﹣

vosa）我們現在對於禁食已耳熟能詳’但讓自已挨餓的責例（尤常見於女

性）其貿早已遍佈全歐》∣l∣的歷史。不過’為什麼要讓自己挨餓’又為何多

是女性?PauIBocuse（lg88【Ig76】）提出－個略摸到遑的理由:離開餐桌

時七分飽’是－件體面的事:這把齋戒禁食和社嘗名望連在-起了。齋戒

者試圖按戒律約束進食’征服身體上的低賤欲求’從而提升肉體,臻至精

神和社會層面的優雅。今日我﹛門可以在許多宗教修行中看至Ⅱ不同形式的齋

戒’像是Lent﹙基督教的四旬齋’指復活節前的四十天）和Ramadan（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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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的九月’即齋月）。我在信奉天主教的愛爾蘭長大’在聖灰星期三（AsI﹞

Wednesday）之前要想－個常見的問題: 「你為四旬齋放棄什麼?」人﹛門

在這段期間要放棄-項奢侈品’用意在於透過對身體基本欲望的規約而達

至∣較為聖潔的狀態‧ 「控制」和「社會地位」的念頭在此有其作用。

GordonTait（】gg3）思考中世紀女性齋戒的例子。她﹛門為何齋戒?-

個主要的理由是為示虔誠。如若問「要怎樣才能變成聖徒?」答案因男人

或女人而異’而在中世紀的背景下’THit說:

男性聖徒慣常會做的事包括勇敢的傅教工作,馬公眾道德而戰及發表

激昂的演說。相對地.‧….另外還有-種以女性烏主的修行模式,這種

模式重視贖罪者的苦行、善行,以及與上帝的神祕溝通‧女性聖徒的

宗教號召發展得比男性更穩固,她們的虔誠是比男性更「以身體周中

心﹙body-centred）」,並且比男∣生更強調「施與受」的概念.,齋戒即篇

-例（Tait, I9g3: Ig8）。

13o

放棄財產也可能臻至虔誠之境。但這時期的女人少有財產’她們不能選擇

這條路,但仍其他的辦法:「齋戒修行是現成的途徑,連十幾歲的女孩也

能證明她l門的虔誠﹙Tait, lg93: lg8）。」注意這遑所說的「現成的途徑」

-在這裡是為了聖潔,但它也可以用來達成其他的目的。在某些情況

下’-個人唯-的資源就是他的身體’若沒有其他選擇’齋戒永遠是現成

可用的選擇。Tait（】gg3: 】g8﹣g）說,中世紀女性以身體為中心（body﹣cen﹣

tredness）是與男性對照之後的結果‧那時男性佔支配地位的基督教思想認

為:男性是與靈魂﹑強Hf、理性和精神連結的’而女性則是與肉體﹑嬴

弱、非理性及身體有關。所以女性柔弱肉體的本質,可藉田對身體的規司I∣

來克服:齋戒超越了肉體和身體而達到靈魂與精神的境界’齋戒以具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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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目標的理性行為取代非理性的行為’從而證明她﹛門是強者而非弱者。聖

潔是男人的品德’女人可透過齋戒來獲致疸男性的聖潔﹙見表8.2）。如同

Thit﹙】g93; l99）所說’「女性身體本身變成了展示虔誠的主要場所。」

上述的苦行與厭食症的某些作用似乎有緊密的連結。BryanTumer摘

錄了HildaBruch的-些研究發現:

厭食者……－般都會把食物、進食和身體視篇是道德上（或確切來說

是精神上）的墮落。挨餓秈lI多行﹙有意或無意地）表示他們拒絕墮落。

厭食者逃開了可恥的進食世界,經由消瘦的身體,同時表達了個人對

身體的權力和道德優越感。他們藉由否定而脫離肉體的努力,變成了

他們道德培力的象徵（Tumer,l992:22】）。

寸

▲

31
表8.2中世紀聖潔的女性齋戒（她們成為聖徒唯有憑藉身體的規司∣∣－途）

男性 女性

行為

﹡勇敢的傳教工作

﹡為公共道德而戰

﹡激昂的演說

﹡願意放棄財產

品性巳然聖潔

﹡靈魂

﹡精神

﹡強壯

﹡理性

行為

﹡禁慾苦行

﹡善行

＊與上帝的神祕溝通

﹡沒有財產可放棄’但有身體

需超越的品性

﹡肉體

﹡身體

＊嬴弱

﹡非理性

資料來源; Thit, I993
178



「oodandD「ink ∣ 食物和酒

當然瘦削的身體也符合當代女性身體的形象,造在時尚圖片與廣告中不時

可見。中世紀女性的齋戒和當代女∣生的絕食或許有著相同的目標 經

由她∣門對食物與身體的獨特規司∣∣方式而達到道德優越。

但是聖潔和道德優越並非齋戒行為唯-會達成的事’-些更世俗的

目標也能夠達成‧不論是在中世紀或是當代的例子中’有證據顯示改變體

形對於逃婚很有效:可能會停經’而且纖細的身體看起來比較像女孩而不

是女人。當沒有其他辦法可想時’這或是控制l青勢的有效方法’髻如你想

逃避別人為你安排的婚姻’或任何的性關係。Turner﹙lgg2: 22】）的說法

是’「絕食行為是－種對女性成熟所帶來的混亂和矛盾的個人反應’這種

涅亂可以用－系歹l」的二元對立來表示;自主／l∣頂從’童年安全感／成熟獨

立’性／中性。」

關於絕食可以談的還有很多,但在相關的脈絡下來談控制的概念更

能帶給我﹛門啟發。上面提到’在特定∣冑況下’身體是唯-可以讓人擁有力

量的束西。此原貝∣l對於那些讓自己挨餓的男人也同樣有效,在此,我指的

是政治犯和那些抗議牢獄生活的犯人（髻如抗議待遇不公,聲稱自已無

罪’或是其他）。除非權力當局強迫灌食’以身體為武器可能達成某些目

的。追武器在】g80年代早期-時似乎失效’當時數十個愛爾蘭共和軍在

北愛爾蘭監獄絕食至死。但-般都認為絕食可達成-定程度的效果。

在閱譆這－章之前’譆者可能會認為食物僅和個人品昧有關。不管

如何’品昧似乎是扣連社會生活的另-個元素:每個社會都有它自己的品

昧﹙αc〃αq〃esoc!e／eses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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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旅遊巳是大眾的活動,人人都可以觀光,而不像中世紀歐》l∣∣的朝

聖之旅’或l7﹑I8世紀貴族的全歐大旅遊‧Henryjames就曾批評’觀

光者是「粗俗﹑粗俗、粗俗」﹙Urry, lgg0: v）。精英分子對此＋分厭惡’

他們認為只有受過充分教育的精英才能領略旅遊的愉悅。「我是個旅行者

﹙traveIIer）’你是個觀光者（tourist）,他是個遊客（trippcr）」（Keith

Waterhouse’轉弓∣自Urry’lgg0v）’疸句話巧妙地描繪了精英如何看待上

﹙travelIer）、中（tourist﹚﹑下（tripper）層階級的旅遊活動。

然而’「高」﹑「低」文化問死板的分界於今社會巳經消融’愈來愈

多的事物變成了「觀光者凝視」﹙touristgaze﹚的對象（Urry,】gg0）。各個階

層的人都可以在家庭和工作以外的地方成為觀光客-甚至是國內’－

個接－個的城鎮也都「觀光化」﹙tourist而ed）了‧我們比以前更愛離鄉遠

遊’找尋嶄新的對象,用相機拍攝下來‧-個有錢人累積了很多財產’-

個經驗豐富的觀光者貝Ⅱ累積了很多的照片。JohnUrry甚至認為照片是

「觀光者凝視」能夠發展的關鍵’如果說「去旅遊而沒有拍回任何的照片

就等於沒去」’這-點也不誇張。而照片裡面－定要有人和物’由此－個

完整的觀光產業逐漸成形’製造出貝有觀光意義的人與物,透過鏡頭’貯

存到-頁-頁的相簿裡。為了觀光者凝視的愉∣兕’幾乎任何東西都可以製

造出來,這就像任何東西都可以為藝術消責者的凝視而製造’例如從布瑞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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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紙箱﹙BriⅡob0xes）的裝置藝術牆（WarhoIianwalls）到絕不曾用開罐器打

開的罐裝藝術家之屎﹙〃’e﹜t尢d’αr〃s／e﹚。

非挖苦﹙non﹣ironic）的觀光客尋求DeanMacCanncll所謂的「正港性」

﹙authenticity）;而挖苦（ir0nic）的觀光客-或「後觀光客」﹙post﹣

tourist）,或可能是「後現代觀光者」（postmodemtourist）-卻是在尋求

故意上演的不正港性﹙stagedinauthenticity）’陶醉在旅遊的符號戲碼中。

MacCanneII ﹙】973, lg76）是頭-個書寫旅遊社會學的人’我們先來看他怎

麼運用Goffinan前場與後場之區分的概念來談旅遊的正港性,而後我們

再來看「非觀光者」（untourist）的出現。

從時空中逃離目旅遊的文獻

我們先來瞧瞧澳》∣∣l∣新英格蘭地區的旅遊手冊’看是否能從中發現和社會學

有關的主題。我們先研究-下:－個城鎮如果要把自己宣傳出去’最簡

單﹑最省事的方式是什麼?這通常會凝聚成－句□號’變成各式宣傳品觸

目可見的大標題。依此’我們來看看lgg￠年發行’涵蓋了新英格蘭區和

新南威爾斯西北暹的淘金地區的《淘金客旅遊導覽》﹙ⅧeFoss／ckeb｝『hy

乃!〃7s／G〃i咋）（Sweemam’lgg斗﹚’我們嘗發現什麼呢?結果顯示於表9.】‧

裡面似乎只包含少數幾個主題:各式（有時未明確指出）的服務和設

施﹑歷史﹑自然和文化。「服務和設施」指的是消賣－定要有的東西’但

歷史就比較特另∣l了‧歷史似乎是－種最簡便的方式,把-個除此之外都很

無趣的城鎮’轉變成吻台觀光者凝視的目標’而確如johnUrry﹙I990:

l04﹣6）所說的,歷史經常被用在各種地方’不只這裡提到的創造觀光城

鎮。人們到Barraba、Uralla﹑Warialda或Tingha這些地方來,與其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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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離空問’不如說是逃離時問:到這裡遊玩’猶如時光旅行‧

我﹛門往往認定旅遊就是在空問裡遊覽’但在此我們低估了-個重要

的面向‧所有的城鎮都可以聲稱貝有某種歷史,就此而言’所有的城鎮也

許都能轉變為觀光勝地。地點不須顯赫’景致不必宏偉’就連最污穢﹑無

趣﹑醜陋﹑病態的工業城鎮’現在也有了吸弓∣觀光客的理由,保證可以透

過簡單而優雅的時光旅行’逃離現在的憂思和煩惱。只要憑添個故事’縱

使是-片荒蕪的土地也可以成為景點‧顯然任何的城鎮都可以使用這個策

略’然後,妙透了’我們製造了-個觀光景點‧我們大家都是遣跡國家

（HcritageCountIy）的公民。

自然景觀和空問遊覽很有關係,且以浪漫主義的角度來看’自然景

觀是疸個世界的重要渲產:來這裡所看到的是你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逃

離你所居住的那個文化的人工世界’到真責的自然世界來。城鎮如能同時

提供自然及歷史景點,比起只能提供其中之-的城鎮,當然更能吸弓∣觀光

客:人們可以在時問和空問這兩種層面上逃離日常的生活’透過他者

﹙otherness）發現更高層﹑更正港的真責（reaIity）。他者取得神聖地位的第

－種方法是透過時問’第二種則是寄寓於孕育萬物的大自然.逃離的概念

似乎是旅遊的核心:如同Urry寫道’「拜訪的地點至少要有某些方面和

日常生活中所接觸的有所不同。旅遊起源於-個二元區分:平凡／日常與

特月∣」（Ig90: I I）。」經由時問及空間’我們可以逃離平凡和日常。

歷史可能以文化的角度來解釋’但就算如此那也不是我們的文化’

因此就如同任何令人好奇的自然奇觀-樣具異國肩調﹙exotic）:如HE

Bates所言’往苜是另-個國度。表g.l也－併顯示了文化的面向不必然

與時問﹙temporaI）的距離有關。文化如何與自然產生關連呢?Bingara地

區的「採礦和釣魚的好去處」巧妙地將兩者擺在－塊:礦物和魚是自然的

現象’但是採礦和釣魚則顯示了人類如何將它們轉化為有意義的人類文化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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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gl有關於地方的宣傳

服務和設施歷史

Tamwo㎡h在每個圓形舞臺提供頂級的設施

在ManiIla的優良服務和設施

【nvereII妥菩的提供遊客所需

「WaIcha」小鎮提供訪客充足的╴切

Copeton-水上活動的完美地點

歷史

昔日風昧和魅力’如今重現在Barraba的街道上

博物館告訴我們Ura】la的往日故事

中世紀興盛的城市「Wa『ia【da」

NuⅡdIe-自然與歷史的圖畫

自然

TiⅡgha擁有多彩多姿的歷史自然景觀文化採礦和釣魚的好去處「Bingara」

溫暖的迎接和寒冷的天氣「Guyra」

給來訪者自然與人工的景緻「GIen!nnes」

NundIe-自然與歷史的圖晝

自然景勝在RnterHcld

-定要看的瀑布和鐘乳石在「Ashfbrd」

文化

採礦和釣魚的好去處「Binga「a」

溫暖的迎接和寒冷的天氣「Guyra」

給來訪者自然與人工的景緻「Glcn】nHes」

A『midale充滿著文化氣息資料來源Swcetnam, lg04

出處:Sweernam」gg4

活動-這些是與自然接觸的方法,但在同時也控制了自然﹙至少有這個

意圖）’而非在讚嘆的驚奇下獻身於自然。Ouyra地區則提出在文化與自

然問的平衡:寒冷的氣候可能令人厭惡﹙雖然對很多澳》l∣I∣人而言是有異國

∣∣胄調的）’但「溫暖的問｛∣矣」卻彌補了缺∣感。人類的文化活動讓惡劣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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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環境也適台居住:自然依蕾寒冷但人心暖烘烘。在此沒有人試圖控制自

然’但也不-面倒地稱頌自然。GIenlnnes地區宣稱該地既有自然’也有

文化’但不妄加評篤’他們認為對觀光者而言’兩者的重要∣生是同等的。

Tenter月eld和Ashfbrd兩地僅承諾自然’而ArmidaIe大學城則選擇僅宣揚

文化’也許是認為人｛門四處遊逛之後會想逃離自然。倘若觀光是為了逃離

平凡的日常生活’那麼自然景觀和歷史似乎是創造觀光景點的基本要素。

人﹛門當然也可以逃進另-種文化裡’但痘存卜面的清單裡並不明顯。不過

在其他的宣傳小冊裡’我們也可找至∣」像「GIen【nncs-鬍子之地（Land

oftheBeardies）」這樣的文字’似在承諾－個異國文化‧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A『midaIe和當地的新英格蘭大學如何宣傳旅遊活

動。在最近發行的﹙未註明日期）旅遊手冊’我們發現三句不同的標語:

市長寫道:「Armida】c是文化和學習的城市」’Armidale城市觀光委員會

主席說:「ArmidaIe-向被稱為『四季皆∣台人的城市」」’而封面上未署

名的標語則寫著;「ArmidaIe-至∣處都是歷史遣跡的美麗城市」。自

然﹑歷史和文化在此連袂演出。在上面我們並沒有看到描述該城市的四季

自然景緻,但有張打上Armidale字樣的照片依序秀出了當地的四季:燃

燒的太陽’╴片秋葉’－片雪花和-朵花。這張照片把Armida】e凸顯為

澳〉）∣∣∣最有自然昧的地方:這裡四季分明’對於那些以傳統方式來思考世界

的西北歐人來說’這是自然「應有的樣子」。離開你的常青尤加利樹藤和

暖冬’到落葉繽紛和積雪漫地的地方來吧。這是真責的天候-標語和照

片暗示著Armidale的天氣是最正港的天氣’你將能體驗盎格魯-塞爾特

（Anglo﹣CeItic）祖先所經歷的氣候。很奇特地’氣候變成了文化渲產’是

進入過去現貫和遠方國家的-種另類逃離。

該城鎮宣傳歷史層面的部分可以在旅遊手冊《ArmidaIe遣跡汽車遊》

﹙4r加MJ∕eHe〃／αgeD㎡ve）中看至∣。它歹∣」出了33﹛固應該參觀的地點,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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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都伴隨著-則則的小故事’並標示了特別的日期或字句’諸如「在世

紀之交」﹙出現了三次）或「在汽車大量普及之前」。A『midaIe顯然隨意就

能夠提供它的歷史給那些沈淪在現代生活裡的觀光客來個逃離之旅。

那麼大學呢7大學可以是旅遊地點嗎?大學也能讓觀光客逃離平凡

嗎?答案是肯定的:假若我們絀看l990年代初期-本22頁宣傳手冊就

會發現’它是藉由把自己放在與大都會生活相反的位置來達到這些目的。

表g.2是以不載出處的影印和學生筆記中弓∣用的宣傳手冊文句（附圖）

彙整而成的。

宣傳手冊中描述的大都市像什麼樣子呢?緊張競爭﹑繁忙、受污

染﹑昂責﹑不友善﹑人們不接受真正的你﹑水泥叢林﹑－個沒有人情昧的

階級工廠。而ArmidaIe又是怎樣的-個地方?形象和大都市恰恰相反:

友善的社群。這種對比直接來自PerdinandT0nnies﹙I964【l887】）的古典社

會學;ArmidaIe被建構為溫暖、愜意和友善的社區（Ge〃?e／〃sc〃q／﹜）’相對

於疏離﹑不友善目沒人情昧的社會（Gese／Ac〃q／﹜）。因此這裡提供了另－種

逃離:從澳洲人每天生活的大都市社會關係中逃離到小地方﹑未工業化的

社區’在這裡你可以找到友情﹑親密而安全的關係和真貫的自我。這座大

學這麼呼喚:「離開糟透了的大城市’來這裡渡個長假I 」’這座大學把

自己當成了觀光景點在運作。它也承諾給觀光客－個朴區型社會正港的人

際關係,而依DeanMacCanneII觀點,正港性（authenticity）正是觀光者汲

汲於尋覓的東西‧接下來我們將討論他】g73年關於演出的正港性﹙staged

authenticity）的文章’這篇文章是早期對旅遊社會學貢獻最卓著的著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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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2宣傳「社區」:鄉村大學的例子

有都市的優點,可說是-座大的鄉村城鎮,而雪梨則是無休止的緊張競爭

【比都市】更好的環境

呼吸新鮮空氣【相對於】繁忙的地方﹑污染、高的大都市生活費

與大都市相比’有友善的鄉村氣氛

比大都市更放鬆和友善

人們更友善且頁誠i比雪梨更能接納原本的你

樹林﹑綠色﹑鄉村-別住在大城市

沿著樹林和草地散步【A「midaIe】-徘徊在鋼筋水泥叢林【大城市】

嚴謹的學術界【ArmidaIc｝-沒有人類個人感情的工廠【大城市】

容易成為社區的-部分

社區的感霓,大家庭,親近的朋友

歸屬感

不拘禮節和歡迎

易相處的生活模式

感覺很受歡迎和安全

友善的環境

友菩的氣氛-【更甚於】其他的圍體

友菩

很友菩

人｛門很友善

大學裡的職員和人們都很友善

分享「Armidale經驗」的朋友

可以和任何人交談

更個性化

個人的接觸

個人的「教育」

沒有污染的環境

演出的正港性（StagedauthenticIty）

MacCanneIl含蓄地弓∣用我們剛討論的社區／社會的概念’主張個人在官

僚組織及其他複雜組織宰制的社會中,生活是空洞的’經驗也不正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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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所有的頁實都被官僚政治和大公司吸去,再沒什麼價值與頁實留給個

人。但如果真買感被偷走’人們就會到其他地方去找尋真貫’而這’就是

MacCanneIl所說旅遊的由來。旅遊是為了找尋被偷走的真責’它追求的

是有深度的生命’而不是空洞的生命。它追求的是正港的經驗’而拋棄大

型的複雜社會所提供的不真貫經驗。那麼在旅遊場景中’這種追求又是如

何產生作用的呢（假如它真的有作用的話）?為完成他的理論,MacCanneII

援弓∣ Goffman著名的區分:任何公眾演出皆有前場與後場之分 或以

戲劇詞彙來說’前台與後台。這個區分存在於現實上各種社會接觸（S0Cia∣

encounte「s）之中:若你在餐廳用餐’你就是在前台,而廚房則是後台;我

們在超級市場這個前台購物’而所有製造出前台的活動都被藏起來不被我

們看到。用Ool于inan的話來說:

以-個特定演出作篇參照點,按其功能而論,我們區分了三種重要的

角色:表演人﹑看表演的人﹑和既不表演也不看表演的局外人……這

三個重要角色可根據角色扮演者﹙roIe-pIayer）所進人的區域來描述;

表演者出現在前場或是後場;觀眾只出現在﹟i｝場;而局外人貝∣I被排除

在這兩個場域之外（Goffman,】g72【Ig5g】; I44）。

後場最大的特徵是,所有「可能敗壞前場演出之活動與道具」的真相,都

被藏了起來（MacCanneII, I073: 590﹣I）。如果你知道餐廳的廚房是怎樣的

∣∣青況,你可能很快就倒胃口了。

前台與後台的區別使大家相信有些東西巳被藏起來不讓人看到’正

因為如此’所以和僅是在作秀的前台不同’人們認為後台是可以發現「真

正的真責」的地方。真貫就是’這是埋藏屍體的地方;在這個地方’砂鍋

裡的菜掉在地上又舀回鍋裡’而後熱騰騰地端出’放在不疑有它的客人面

前。以古典哲學的用語來說,前台就如表象’後台才是真買。相對於人們

l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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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在公眾面前的樣子’只有在後台場域才有可能看到他們「真貫的-

面」。所以若我們要尋找真責的體驗’我﹛門就要想辦法－探後台。而假如

我們獲准這麼做’我們就進入了更親密的層級,並可能得知公開的表象背

後的秘密。對MacCanneⅡ而言,這種後場的分享表示我﹛門已經「成為

『他們之－」’或是『與他們-樣」」﹙Ig73:592）。

旅行者到夕卜地尋找後場’也是為了追求正港而真貫的經驗。

MacCanneII寫道「觀光客渴望見到真責的生活’甚至與當地人-起生

活’同時也因無法達到這樣的目標而被取笑」（【g73: 5g2）。所謂的目標是

過在地人的生活’而不願像觀光客－樣只能體驗前台的經驗。如果換個用

語’拿「旅行者」﹙traveI】er）和「觀光客」（tou『ist）做對比’造種區分的意

思可能會更清楚。旅行者混在當地人中問’和他們-起生活並接觸到他們

的後場。相反的’如以上面的旅行者觀點來看’觀光客-直停留在前台層

次’從旅遊P』十卜觀看在地人’把高級旅館當作自已的家。MacCanneII

認為,觀光客其貿是想成為旅行者’他﹛門也想接觸後台’但他們通常以失

敗收場。在此他的觀點與DanieIBoorstin（I96I）不同’Boorstin認為觀光

客唯-感興趣的是「假事件」（pseudo-events）。Boorstin寫道:

【觀光】「景點」提供-種細緻規畫∣的間接經驗﹑-種人篇的產品,在

-個特定的地方供人消費,在這裡,廈貫的東西就如空氣-般的稀

薄‧這些景點讓旅行者不必與陌生人接觸,不被「觀光」‧觀光景點

也把當地人隔離開來,而讓觀光客坐在冶汽車裡面,舒適地透過車窗

觀看。現在,襯光景點在每個旅遊綠Ⅱll ,都已經變成了文化海市蜃樓

（Boorstin, I96I:gg月∣自MacCaⅡneⅡ, 】973:59g）‧

這是旅行者對觀光客永久的控訴’但MacCaⅡneII認為這全然不公平’因

為這沒有注意到觀光客也追求正港經驗。可是他似乎刻意不去看以下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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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有些人可能真的只要看到旅遊的前台就滿足了,對後台場域-點興趣

也沒有。不過Boorstin和MacCannell都不同意「觀光客滿足於物象的表

面,並霓得自己的形象雖不滿意但可以接受」疸種說法。我﹛門在後頭討論

UrIy（l990）的著作時再回來談這－點。

現在讓我﹛門往下談MacCa!meⅡ關於觀光者找尋真責經驗的觀點,並

提出-﹛固問題:觀光地區有迎台這個渴望嗎7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是

不是讓觀光客有機會去接觸真貫的後台’而是把後台演給觀光客看。他﹛門

弄出-個假象’讓觀光客誤以為接觸到了後台,然而觀光客看到的後台,

其責是山寨版的後台,是另－個前台。那不是真的後台’而是虛擬的後

台。只要表演不被拆穿,那麼那些最好還是藏在後台的祕密就不會曝光。

於是就有所謂的特別之旅上場了’人∣門湧來參觀工廠﹑銀行﹑啤酒廠﹑報

社的內部運作-甚至是看核能發電廠製造軍用等級的鈽’我記得疸是我

從英國電視上看來的愛爾藺SeIla而ed發電廠的廣告活動。但是參觀者並

沒有辦法知道真正的後台’他們所看到的仍只是-個專門為觀光者拼貼的

後台。但這至少給他﹛門-個印象’他﹛門以為接觸到了通常不給大眾看到的

另－面,因此經歷了-次正港的旅遊經驗。

MacCanneII﹙I073: 598）提出了六等級的觀光舞台模型:第-等級的

舞台是Goffman所說的前場’這當然是觀光客所想要超越的’第二等級

的舞台是「裝飾過後呈現給觀光客的前場’某些特別強調的地方看起來就

像是後場。髻如牆上掛著魚網的海鮮餐廳.……造是用後場活動的遣物來提

昧的表面裝飾,並非很認真地要做個後場’而只是在創造『氛圍』而

已」。所以這依然是前場’暗示著後場的前場。第三級的舞台是「看起來

全然像後場的前場」,但總免除不了被看穿的危險。PhiIipPearce說了-

個很好的例子,他弓∣述-位學者的南美洲學術之旅的經驗:

13g

在哥倫比亞的萊蒂西亞（Leticia）,我進行了-趟亞瑪遜河之旅,這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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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行程包含參觀原先我以篇是正港的印地安村落,但結果卻是個令

我厭惡的經驗。我們每至Il-∣固村落,嚮導會響一個鈴作篇信號,表示

村民該脫去衣服、戴上珠鍊﹑穿上窄草裙,因烏觀光客來T。對我而

言,這些E∣】地安人的生活方式、文化和信仰都遭破壞了。在我們考察

的時候,這些E∣】地安人無精打彩地兜售粗糙的手工藝品,那是他們認

篇觀光客想要的,而不是他們原始文化原有的物品。在那趟旅程的最

後,嚮導留給他們-些啤酒和香煙,好讓他們麻木自己,等待下-批

觀光客的到來（Pearce, l982: l37）。

在這裡我｛門可以看至∣完全虛假的後場責例,但這種假造無法奏效’因為觀

光客-眼就可以看穿’並因而有受騙的感覺。那些印地安人－起演出觀光

者期待看至∣」的後場,而不是他∣門自己責地裡的後場。觀光客想看原始文化

的-般日常生活’造種生活－無遮掩,且理當不會受到觀光客出現的影

響’但疸責在是低估了觀光客的影響:被注視者會回應並做出觀光客想看

的動作。

第四級舞台是「對外開放的後場」（MacCanneⅡ, lg73: 5g8）。這僅是

「真責」後場的-部分:提供足夠的真責,滿足觀光客想要的正港性’卻

不會曝露真正後台的-種方式。第五級舞台是「整理過或略做更動的後

場,容許觀光客偶爾-瞥」﹙Ig73: 598）。在此’觀光客出現的時﹛∣矣,後場

的每個人都會適時演出適當的行為’所以這個區域仍貝有前場的特質。當

觀光客離開,人﹛門又回復原狀!把腳翹在桌子上,或是和同事鬥嘴。第六

級舞台是「Ooffman的後場;這是會激發旅遊者意識（touristconsclousness

）的社會空問」（lg73: 598）。觀光客如果遇到這種舞台,感壹嘗特別好’

如同下面Pcarce弓∣述－位30歲加拿大菅理顧問的說明;

141

妻舅帶我到當地的酒吧去〔位於英國的Middlesbrough】。寒暄之後,

當地人-擁而上跟我介紹英國、英式橄欖球、足球、賭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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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開玩笑﹑討論和攀談關舶我、加拿大和其他的事。這是很好的待

客之道,令人想重回故地。我感覺人們需要我,平起平坐,不會孤

單,也不會覺得自己是外人（Pearce, l982: I27）。

假如那位妻舅是當地人’如上所述’這位加拿大人拿到了－張難得的門票

而進入了這個場域’享受和那些沒有在地關係的人不同的待遇。他有大多

數觀光客都沒有的後台通行證‧

或許還有-種舞台MacCanneIl沒有提到,這就是觀光客闖入的場

域‧觀光客在此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令人討厭的闖入者’他們不斷在找尋不

具台法性﹙illegitimate）的真責。住在那裡的人們對於觀光客的凝視並不友

善’並且否定觀光客在任何場域的合法觀眾地位,不論前場或後場。lgg4

年夏天我在法國電視上到-個很好的例子。有-部觀光小歹∣」車’駛過法國

南部城市不同區域。旅程有部份要穿越-個普通勞工階級的地區’因此觀

光客可以看到普通勞工階級的日常起居。該報導顯示’這些人受夠了中產

階級﹙大概是吧）觀光客的凝視’開始示威,帶著寫有「我們不是動物園

裡的動物」等字樣的告示牌’並對觀光歹∣」車投擲袋裝麵粉。那些受到驚嚇

的觀光客終於有了正港的經驗’但恐怕不是他們想找尋的那-種。

在此,抵抗變成了觀光客的觀光對象:不是每個人都想跟他﹛門玩

的’而觀光客也可能變成不具合法性的觀眾。當-﹛固人是觀光客’往往會

認定自己有豁免權,有權禾∣」看任何東西l任何東西都是為參觀的目光而呈

現的。非得等到發生像上面那種特殊事故後,觀光客才會警買,自己已經

是觀光客凝視帝國的-份子了.對MacCanneII而言’「在觀光場景裡’

觀光客的行動其責是被框限在裝飾得像後台的區域’以及容許觀光客觀看

的－角後台」﹙l973: 5g8）。總而言之’觀光場景的設計皆是為了滿足觀光

客的追尋,卻也不至於威脅至∣真宣後台場域。

14l

192



6

Tbu「ism∣旅遊

假如旅遊是關於正港性的體驗’這在責地裡又是如何達成的呢?觀

光客如何分辨他們真的有了正港的觀光經驗?這是MacCanneII在他Ig76

年《觀光客》﹙Ⅷe／o〃r／s／﹚-書中所探索的問題。他提出這個觀點:在現

今世界當中’被看作真責的東西都是論述性地建構出來的﹙discursively

constructed﹚。原文並非是造樣表達的’但我將他的概念翻譯成對我有意

義的說法。「論述性地建構」表示’當我﹛門碰到某些事情的時候’我們對

於該期待什麼’該有什麼反應’總會有-些想法。若非如此,現今社曾的

複雜世界將淪為空洞而無意義。以旅遊為例,它意含著即使我們不曾看過

責景’不論是艾菲爾鐵塔﹑雪梨歌劇院﹑帝國大廈﹑倫敦大橋﹑泰姬瑪哈

陵﹑吳哥窟的遣跡或其他’我∣門對它們在現代文化裡所代表的意義’多少

都有-些概念。而後’觀光客的任務是出門去’真正看到這些在其文化中

佔有相當地位的重要景觀。透過觀光目睹這些景緻,你成為今日社會真責

的-部分-你頁正擁有了造些景觀’在-個把追些景點視為重大文化

資產的社會中’因你親眼目睹’你也同時成為它的－員‧

在宗教朝聖也可以看到相同的事∣青,當然’朝聖是大規模旅行最早

的例子:在此’你的職貢是為自己找到對你的｛言仰十分重要的神聖遣跡’

唯有這麼做,你才是渲個宗教的－部分’因為你已經讓它變成你存在的-

部分‧你會說: 「嗯’就是它∣」’然後帶著記憶回家、銘記在心底﹑照

片及明信片上,諸如此類。你不僅是為了自己的觀光客:如MacCanneIl

指出的’「－個正港的旅遊經驗’不僅把-個標記（marker）〔比方藉由

說;『就是它」或『這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壯麗」】’和景色連結起來’也

參與了-個集體的儀式’把個人的符號和其他人巳標記的景色連結起來」

﹙MacCanneII’l976: 】37）‧旅遊手冊告訴我們神聖的﹑延績數個世紀的景

緻是什麼’並且吸弓∣我們為自己而前去’參與那個集體儀式。請注意’參

加那個集體儀式並不見得要成群結隊。在這裡’所謂集體是指-般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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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社蕾認定某些景緻有特別的意義,而不是指特定的旅遊團,所以就算

是-個人旅行也能完美地責踐旅遊。例如’若有人拿到了《ArmidaIe遣

跡汽車遊》,這表示他想主動吸收該城的歷史和特色,儘管是獨自完成’

但也是個集體的行動‧

但只看到景色貫在是不夠-都巳經來旅行了’總得有些與景緻有

關的東西帶著正港的震撼來回報我﹛門:MacCanneII稱之為「真理標記

﹙truthmarker）」。他以《費城獨立廳導霓》為例:「-般認為自由鐘

﹙Libe祉yBeIl）的裂痕是因為在慶祝美國獨立時敲得太厲害而造成的。責∣冑

【真理標記在這裡】卻是該鐘在英國工廠鑄造時沒製好」（MacCannell’lg76:

l38）。然而頁理標記的功能是什麼?MacCanneII說:「頁理標記藉由提升

觀光客對資訊的掌握程度’來鞏固觀光客和景點的連繫」﹙I976: l37﹣8）。

觀光者不只是觀貫景緻’他還獲得-些特別的洞見以作為這趟旅行的回

報。當然’真理標記在歷史或科學上是否為真並不重要’因為它的作用僅

在於供給特另∣」的洞見。MacCanneII因此認為’觀光客和景觀是以特別的

方式連繫在-塊,而那些沒去過的人就被排斥在外。

在觀光這件事上,真理只不過是論述性地建構起來的’造種「真理

之匱乏」另也意昧著:觀光旅遊本質上是後現代的’因為真理的標記並不

需要是真責的’我們是在符號的領域中遊戲。

142

觀光客的﹚疑靦

MacCanneII的觀光理論’著重在正港性的觀念上’正港性是旅遊經驗的

核心。然而’JohnUrry則主張正港性不是關鍵。相反的’他認為旅遊的

「關鍵特徵在於人們居住／工作的地方和觀光者凝視的客體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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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90: ll）,這在我﹛門前面談到「旅遊作為-種逃離」時巳略有觸及。觀

光客是在找尋日常經驗的對比’或許不會那麼天頁地相信正港的經驗是可

能的。比起MacCan『leⅡ的觀光客’Urry的觀光客較為世故’他們試圖尋

找的或許是旅遊的符號,而非其他:他們是「後觀光客」（pOSt﹣tOuriStS﹚ ,

他﹛門知道’這整件事情是-個虛擬遊戲。觀光客在看些什麼? 「觀光客所

凝視的是山水風光和城市景觀的特徵’這使他﹛門遠離日常生活經驗。觀看

這些面向’是因為他們在某種意義不同於尋常」﹙Urry’I990: 3）。凝視並

非天生就會’而是建構而成的。Ur『y認為這個建構是透過符號進行的’

旅遊就是收集符號:

當觀光客在巴黎看到兩個人接吻,他們的凝視所補捉至I∣的是「巴黎永

遠浪漫」。就如CuIIer【l98Z: 】27】所言:「觀光客把每-件事都當成

符號……觀光客,就像－大票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符號學家,四處找尋

法國的特殊l生、義大禾∣l昧的行篇、東方特色的景襯、典型的美式高速

公路及l專統英式酒吧等的符號」﹙UITy, lg90:3）。

據此觀點’觀光客並非在尋找真責’而是在尋找真責的符號’他﹛門辨識﹑

收集這些符號,安放在他們的相簿裡或以錄影機拍攝。當然,觀光專業人

士也很清楚這-點,他們試圖串組,讓觀光客找到正確的符號。

「平常與特另∣」」的區別,對於旅遊非常重要。有許多方法可以建立這

個區另∣」並讓它維持下去’Urry﹙I990: l2）列出了-些’在此我們只提及其

中幾種。首先’造個客體要很獨特’譬如神聖的文化遣址／景觀:世界上

僅有-座,而你巳見到了。我們很容易瞭解-個人會如何體驗此處的正港

性,因為他所面對的是絕無僅有的原物景緻。第二,可以尋找某類典型的

特殊符號’如上面所提至∣的:「典型的英式村莊……典型的德國酒莊」等

等。在此,人l門找尋的是早巳印在腦海裡的旅遊符號。或許我們可以稱之

為「找尋典型」（typicaIity﹣spotting）。造巳把我們推離正港地體驗的真責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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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al tobeexperiencedauthentically﹚’而推向有待閱讀的符號﹙signstobe

read）‧第三’我們會去觀看「熟悉事物當中人們不熟悉的-面」 ﹙Urry,

l990: l2）‧例如’博物館中的普通人生活展。平凡的生活因博物館編織的

複雜理論而變成奇特的主題。第四’反之亦然: 「人﹛門在不尋常的脈絡中

過著平凡的社嘗生活。有些觀光客到中國去旅遊就是為了這個目的。參觀

者對於『共產主義」國家裡面家務工作如何完成特別感到興趣」﹙Urry’

lg90, I2）。

觀光客的凝視並不是－直都這樣.Urry認為那是在l9世紀大城市中

浸淫長成的-種新型視覺感知’他以巴黎為例。巴黎從原本中世紀的小而

雜亂、狹窄的街道’透過BaronHaussmann的改造’轉變為擁有寬廣林蔭

大道和廣闊街道的壯闊城市‧這不僅便利人民暴動時移動軍隊,而目還徹

底改變我們能看到什麼’又是如何看至∣。狹小的街道中能看到的就是近在

咫尺的東西’然而城市空間的新系統創造了蕾巴黎所看不到的景色:

HauSsman的規割包括建造市場、橋樑﹑公園﹑歌劇院和其他藝文活

動場所,其中很多是座落在林蔭大道的盡頭。這樣的林蔭大道建構了

巴黎人及後來參觀者的凝視。這是第-次在大都市中人們有絕佳的視

野,甚至可看至II他們要去的地方和來的地方。烏瞰視野的設計,讓每

次的散步都能達至II戲劇性的高潮（Urry, I990: I36-7）。

從此以後’巴黎變成－座可供觀賞的城市’造是過去未曾有的。不過這座

城市的景緻可不只是建築物而巳:寬廣的林蔭大道也是大量人潮徘徊的地

方’並目人群也成了這座城市的景緻之-‧人們可以上下瞧著林蔭大道,

沈思令人驚奇的建築’也可以坐在露天咖啡座注視過往人群,或是緩步隨

著人群問逛’Ⅱ胃嘆這些令人驚奇的人們:人們漫遊於偉大的城市中’凝視

著他人,這是－場視覺的蠻宴。那些在男性街道間逛的人有個特別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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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漫遊者（nancur）, 「現代的英雄’懂旅遊﹑知道怎麼去、怎麼凝視﹑

怎麼往前走、怎麼匿名﹑怎麼優遊於游離的空問」﹙U『ry, lgg0; I38）。如

我們在第四章看到的’屠於女性的公共空問是百貨公司而非街道’因此漫

遊者是指男性。

漫遊者可以視為是現代觀光客的先驅’尤其可謂是’如Urry所言’

「巳變成現代觀光客之表徵的大眾化攝影-被看見且記錄’以及看見目

記錄其他人－遍種活動的先驅」﹙Uny’Igg0: 】38）。SusanSontag﹙Ig7g:

55）甚為瞭解漫遊者與攝影者之問的關連:攝影「之所以成氣﹛∣矣是因為它

成為中產階級漫遊者視野的延伸…….攝影者是武裝版的獨行者’偵察﹑追

蹤﹑逵巡城市魅域’他們也是窺視的漫遊者,把城市當成－個滿足感宮極

限的地景來探險」﹙弓∣自U『ry:同上頁）。所以如果城市景觀的改變創造出

可供觀賞的景色’且問逛者也看得到,那麼相機就是使「捕捉景色而後私

藏之」造件事變成可能的工具。人﹛門現在透過他們的相機看東西’觀光客

脖子上或手腕上掛著相機的模樣’已經變成了普遍的景像。觀光客拿著相

機四處找景來拍’旅行因拍照而切成-段段,這致使U『Iy主張;「旅行

是－種累積相片的策略」﹙Urry, l9g0: l39）。旅行尤其可說找尋景點／景

色之旅,而那些景點和景色則是旅遊書和電視旅遊節目推崇為值得－遊之

處’這些外出前已看過圖片的景點’正是人們出外覓尋’並想自己帶回照

片存證的地方。但漫遊者仍在,只是不帶相機:當我﹛門在各大城市的購物

中心間逛時’我﹛門也凝視景色﹑物體﹑和人們。購物中心讓我們在家鄉也

能扮演觀光客,消費著空問圖像或賣際商品﹙這取決於我﹛門的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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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浸泡的地圖V‧S.過度裝飾的宣傳: 「非觀光者」

澳洲環保運動似乎給予蕾的觀光客／旅行者﹦分法重生的機會,在】9g0

年代透過非觀光者網絡（theUnT0u「∣stNetwo「k）’將此﹦分改組成觀光／非

觀光的選擇。「非觀光者」的同義詞包括「環境旅遊者﹑綠色旅遊者﹑文

化旅遊者、非主流旅遊者﹑教育旅遊者」（Huie, I9g￠: 2）。在造個／」﹨節’

我們將分析JaquⅡineHuie所著的《非觀光入門》﹙A〃j〃〃od〃c／／o〃／o

U〉〃o!〃7s〃’’l994）。Huie是非觀光有限公司的創辦董事。

非觀光者很少是後觀光客’此因非觀光者的主要類型’都是那些傳

統上反對工業社會的浪漫型人物’只是以稍稍跟得上時代的用語來包裝:

我們找至II最有鑒識力、最具非觀光者特性的人-內行人、作家、

美食主義者﹑漁夫、水手﹑農夫、文化愛好者、歷史學家和見聞廣博

的本地人,協助人們挖掘出旅遊地點最美好之處,讓人們去做﹑看、

吃﹑買,以及佇留（Huie,】994;斗）。

l45

這些前工業時期的類型 漁夫、水手和農夫-有許多是傳統的勞動

者’而作家和歷史學家則是傳統智識階層的代表‧美食主義者和文化愛好

者是較近期的名詞’但也是屬於智識應用的類型。圈內人和見聞廣博的本

地人貝Ⅱ由字面可知’他們將可帶領非觀光者進入所有遊客夢寐以求的後

場’如MacCanneⅡ所告訴我﹛門的。前工業時期的勞動者﹑傳統的智識階

層、新中產階級的現代智識階層﹑以及後場的嚮導:大部分與工業社會有

關係的社會類別,都不在此名單內。

此外’和玩符號的後觀光客不-樣,非觀光者並不嘲諷挖苦’而是

力圖要找出正港性。非觀光者好像不知道有所謂後觀光客的存在’因為他

們明白了解自己和傳統大眾旅遊是對立的兩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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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旅遊與基礎建設有關﹙大飯店、紀念品店、過份裝飾的宣傅和揮

金如士）,反之非觀光者貝I∣是與人類關懷、維持未破壞的環境﹑正港

性和物超所l叵有關…….非襯光者不會到那些僅篇招徠觀光客而建的地

方去,而偏好去看﹑做當地人做的事…”因此-﹛∣』地方的自然的、廈

實的及特殊的東西將愈不可能遭至I∣破壞（Ⅱuie, lgg1:〕）。

非觀光者「不喜歡在有空調的遊霓車上舒適放鬆’他﹛門寧可帶著餅乾﹑起

司和被葡萄酒浸濕的地圖’艱苦跋涉過荒野」（Huie, Igg斗: 2）‧Urry將艱

苦跋涉過荒野與服務業結合’而Bourdieu則將之與知識份子結合（Urry,

lgg0; 89）,假如我l門簡單地以「被啤酒沾污的地圖」來代替前述的「被葡

萄酒浸濕的地圖」’我們甚至可以看到某-特定的中產階級。「葡萄酒」

和「啤酒」在澳洲是 簡單的社曾階級指標（詳見第8章）’ 「葡萄酒」

標示著飲用者具有較高的文化資本﹙用Bourdieu的措詞來說）。但是非觀

光者的經濟資本顯然也很高:物超所值...…並不代表喜歡便宜貨……對於

他／她真心想要的東西’非觀光者也是-擲千金.…….非觀光者雅好簡單﹑

屬於個人的風格而非奢侈品’花費多寡並不是問題」（Ⅱuie, lgg4:〕﹣4）。所

以非觀光者不僅富裕,他｛門也有文化資本,知道如何以世故的方式花賣在

文化上-他﹛門反對「為炫耀而奢侈」’而喜好較有文化的東西。我們可

以說’非觀光者的文化及經濟的資本皆高,但嘲諷挖苦的資本則很低（假

如我可以添加第三個面向至∣」Bou『dieu的模型的話）。

後觀光者和非觀光者似乎是未來的精英旅遊類型,前者代表UlTy所

探討的後現代文化脈絡（Ig90; 83fD,而後者則產生於重視環保的脈絡。

嘲諷挖苦的演員沈浸於表象,與殷切尋覓正港真貫的追尋者:這兩種極端

的世界觀幾乎不可能會改變’也許「旅行者」是這二者的不確定混台體’

而大眾旅遊將會繼績服務擁有較低（各種）資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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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近來’身體才成為社會學討論的主題。在lg80年代中期以前,大部

分的社禽學家似乎都視而不見身體的肉體責質性’而只注意至∣」人類主體能

夠認知﹑自省和哲學思考這些非物質性的機能上.後者似乎重於像是生

育、傷殘﹑囚禁、疾病、青春期這些身體失控﹑流血﹑穿著十三公分高的

高跟鞋或是整容等俗事。「真責的主體」遠遠落於上述議題之後’甚至看

不見了。毫無疑問的’身體社會學仍在等候它的馬克思﹑韋伯和淙爾幹等

大師的出現。但為什麼社會學視而不見貫質肉體如此之久呢?Turner

（lg92）等學者解釋道’這可能和笛卡兒﹙Descartes）身心分離的哲學有

關‧笛卡兒出名的格言是「我思,故我在」 ’而不是「我吃、暍﹑睡﹑

性,故我在」。人類的主體不在於身體’而在於心靈。心靈／身體的分離

造成－個嚴重的後果:身體被視為屬於自然科學的領域’而心靈則屬於人

文科學的範疇。如Turne『指出的,這可見諸德文中人文科學這個字彙

-Ge／srcsw／sse〃sC〃q／﹜e〃﹙心靈之學）。因此’在向人文科學傾斜的社會

學領域當中,身體這個議題似乎沒有∣∣台當的位置。

社會學忽略責質肉體的第二個原因’或許和十九世紀歐》∣∣∣∣衛生運動

勝利有關。宗教在這兒似乎與醫療交會了:潔淨近乎聖潔,使人更具靈性

﹙而非物質∣生）‧這也使得工業化初期, l∣央速擴張的城鎮氳集的大量人□即

﹃
∕

n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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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被四處散播的疾病所摧毀的危機得以減緩。身體愈乾淨,愈不會因為身

體發出的氣昧或住所殘留－些身體的排泄物’而洩露「人身是肉體做的」

的痕跡。可以證明自身物質存在的身體因而消失了’轉變成－幅容人讀到

闢於地位﹑階級和性別之訊息的畫作。疸個新的身體散發出形象’而非氣

昧。從而不僅社會學之所以忽略了身體就得到了哲學的解釋’也因為某些

東西被認為比感官的氣昧重要’造成身體本身亦開始消失不見了。Tumer

區分出基本教義派及反基本教義派二種研究取向:就前者而言’身體是-

種活出來的經驗’對後者而言,身體變成－種論述,亦即－種象徵系統‧

在消費文化當中,後-種身體論佔了上風。肉身的身體成為-具運作良好

的機器’因此’保養良好的身體’就變成了市場上的商品。本章將探討造

些發展的後果‧

118

社會學理論中的身體

社曾學史上頗令人詫異的-個問題是’身體竟然不見討論。這種情形直到

最近方纔改觀。社會學裡面存在著認同各異的社會行動者,但我﹛門從大多

數的社蕾學裡所獲得的印象卻是’造些行動者生存的世界是-個沒有血肉

的世界’他們只是意義和理想的化身／載體。但為什麼如此呢?Bryan

Tumer認為這是笛卡兒（ReneDesca㎡es）哲學的遣緒造成的’對笛卡兒而

言’心靈／身體的分離是最根本的原則’「我思’故我在」這句話即巳明

白指出’我之存有會以某種脫離實質肉體的方式出現。在笛卡兒的雙元論

中,假設了心靈及肉體問並無明顯交集’所以如同Tumer所說:「這兩

個領域或主題’可用兩種分殊的學科來研究。身體是醫學等自然科學的研
2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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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題材,而心靈及精神（Geist）則為人文科學的主題」﹙lgg2: 32）。-分為

二’－暹是自然-身體-環境’另-暹是社曹-心靈-文化。

分裂的兩暹各自為政’這-暹的活動’很少注意另-暹所發生的

事。社會學,尤其韋伯這-派’旨在研究社嘗行動的意義’便是站在社

嘗﹣心靈﹣文化這－暹,身體於是就從社會學的凝視中消失不見。他﹛門從意

識﹑知識及意義來理解社會行動者’而非貝體的個人。即使我﹛門其責是從

身體來理解社會行動者’但對於社會學家來說’身體頗像-顆透明的氣

球。這個氣球裡面含納了－堆東西,諸如意識﹑知識及意義’但它本身卻

沒有進－步研究的價值’人﹛門-眼即可看到它裡面的束西’卻看不到它本

身。誠如Tumer所說:「我是誰’主要是立基於我擁有-個獨特的身

體,不需和別的社會能動者共享」（lgg2: 37）’但這句話的含意直到 近

才有人探究。我們可以將「我思’故我在」以「我體’故我在」（I

embody’therefbreIam）替代嗎?為回笞這個問題,我們以下將檢驗身體變

成社曾學研究對象的各種途徑。

機器、飲盒控制和規旨ll∣:身體怎麼變成對象?

我們可以從許多不同的面向來探討身體’但在這裡我們只討論少數幾種‧

身體可以是美學的對象’諸如彩繪、穿衣﹑除毛、剃鬍子、穿環、刺青及

束腹’皆飽合繁複的社會意義;身體可以是政治的對象’身體可以司l∣練﹑

規司∣∣﹑拷問﹑切斷手足及上繚銬;身體可以是經濟的對象’身體可以剝

削﹑供給﹑再生產;身體也可以是性的對象’可誘惑或被誘惑。但在此我

們的主要興趣在於’身體做為-部機器的概念。這種看待身體的方式’似

乎是相當現代’在十／﹨世紀以前幾乎不存在。以下兩﹛固例子或許有助於說

1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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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身體的「機器化」 :計時學的發明和精細的勞動分工之出現。

在計時學發明前’時問是如何量測的呢?E.P.Thompson寫道

在十七世紀時的智利,時間通常是以「信經樂」（credos）來衡量,

l6￠7年的－次地震,被形容篇持績T兩首信經樂之久’烹煮雞蛋的

時間則藉由對聖母馬禾ll亞高聲祈檮的時間來判定。在緬甸,和尚的起

床時間貝Il是以「光線足以看見手上的筋脈」篇依據。牛津英文辭典中

給我們-些英文的例子 「唱詩之時光」（pate『nosterwhy｝e）﹑

「儔告之時光」（misererewhyIe）及（在新英語辭典而不是牛津字典）

「小解之時光」（pissingwhiIe）-後面這個衡量方法是有點武斷。

﹙Thompson,lg67; 58）

在此我們應注意的重點是’時問在造兒是以身體為準則,而與某些身體的活

動相關;祈檮者的檮告﹑手的能見度或小便的過程。換句話說’時問的觀念

來自於身體’而世界也是以這樣的身體辭彙來衡量。同樣的’在英國的

《月光照面時》這部戰爭電影中’希臘游擊隊以抽幾根菸來量測時問:「離

這兒有多遠?」 「﹦十根菸」。世上的時間在疸兒是以身體來理解。

隨著計時學的發明’身體和世界之問的關係倒反了過來:身體不再

是衡量世界的主體,以時鐘和手錶為準測量時問的計時學,反倒使身體變

成了量測的客體。之後身體就能夠「客觀」地計時’這顯然對工廠生產組

織很有用。客觀計時的身體從而就可以和客觀的機器搭配,機器的時問接

管了身體的時問’或更正確切的說’身體時問從此臣服於機器時間。

第﹦點要談的是精細的勞動分工。基礎社會學的課程告訴我們’資

本主義工業化所造成的最大差異,是將-項既定的工作分解為不同部分的

組台。亞當斯密曾舉了-個很有名的例子﹙lg77【l776】:4﹣5）,-個人不

再負責生產鐵釘過程中十∕﹨個不同的動作’取而代之的是’十八個人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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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完成－個動作。這個改變有許多意涵,但在此我們僅探討精細的勞動

分工導致身體的地位也改變－事。你如果有能力,並目確也完成了全部的

動作’那麼製造鐵釘的過程可以視為－個產品’而你的身體是這個產品的

控制主體’但若你只做其中-個動作’那麼你的身體就變成鐵釘製造過程

中的-個客體:你和全部的過程並非對等’你只是和你所使用的工具-

樣’成為許多生產過程中的－部分。在此’你的身體成為生產鐵釘這整部

機器中的-部分’現在’身體只是-﹛固簡單的機器零件。然而不只身體變

成生產機器的－部分’同時’身體也開始被視為-台完整的機器。疸只要

看飲食控制的例子就可以明白。

O■
J
1

飲食控制的身體

BryanTumcr說;「飲食控制理論的發展’似乎和身體作為-部機器的觀

念發展極為密切’這部機器必要的輸入和輸出’似乎都可以精準地用數學

計算。」﹙l992 : l82）Tumer以Gco『geCh6yne為例,他在十八世紀早期

寫了幾本關於飲食控制的書籍‧對Cheyne來說’身體像是什麼呢?

Tumer寫道;

在Harvey血液循環實驗方法的啟發下,Cheyne宣稱:「動物的身體

只不過是-個有著輸送導管的結構或組織,從其父母輸入液體的機

器‧」這個有著心l藏、呼吸器官和導管的複雜系統,必須攝人正確的

食物、水分﹑適當的運動及適度的排泄,運作才能良好。-般而言’

身體如同－部機器需要以適當的飲食管理﹙DiaetetickManagement）來

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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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門可以看到’這和傅柯的取徑多麼－致’兩者都強調人們經過精細而深

入的規司∣而受到管控的方式（參見FoucauIt’Ig77【】975】）。這兒的監督和規

司∣∣﹙「注意你的體重I 」）是以身體為對象:佔據身體的「人」’開始從歷

史緩∣曼地退場,不停失血直到最後變成-部運作良好的機器‧

流傳甚廣的飲食控制’其責是源自機器譬喻:我｛門可能為了各種理

由而控制飲食,但是我﹛門的最終目的,無非是要維持我們的身體機器在良

好的狀況。我﹛門或許太過於習∣貫把身體想成-部機器,而想不至Ⅱ這其賓是

晚近才出現的髻喻。有氧運動（ae「0bIcs）和機器譬喻脫不了關係.上層人

士的運動或許是另-個好例子’運動者身上纏繞著各種精巧的量測儀器’

顯示他們身體的狀況-這些字眼像在描繪機器-他們的飲食嚴密地控

制著。誠如ShiⅡing所說的:「激進的運動評論家B經注意到’運動的語

言充斥著機器的詞彙。」（I993 ; 37 ’本人之論點）

Turner介紹了三種身體的狀態’或許值得深思:有個身體﹙havinga

body）﹑做身體（doingabody）﹑我的身體﹙beingabody）‧其中第-種狀態

是指身體和我l門對自身的感覺似乎有某種程度的分離。身體似乎不受我﹛門

的控制’而以它自己的方式維持著。這尤其在身體有疾病時特月∣」明顯’癌

症就是－個很好的例子,我們無法遏止癌細胞以驚人的速度繁殖。在此’

身體彷佛是我們之夕卜的某樣東西’傳統的醫學經常是建立在這種想法上。

身體和我﹛門之間產生異化,似乎有了它自己的生命,或是屬於他人’如醫

生或是其他專業醫學人員。事責上’「有個身體」這種觀念（並非「是個

身體」）’也許是把身體當成和自己分離的-個物件,而允許身體接受外

來干預的開端。身體成為－個分離的物件’因此可以施藥治療’這也是有

些人覺得自己有如－塊肉任專業醫療人員宰割的原因。「有個身體」這個

觀念,看來似乎有弦外之音。

而「我的身體」的意思似乎是,身體並未抗拒我﹛門,我們不需要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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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特殊的命命,說「走!」然後看著身體服從我們的命令。如同Turner所

言,在這種情況下’身體是現象學式地不存在了-我﹛門並未真正地注意

到身體的存在。有些人也許會納悶’造並不是什麼例外的∣青況。每天早

晨’我們為身體做了許多事’讓我們每天遇到的人都可以接受我﹛門的身

體:我﹛門梳洗、打理頭髮’或許還會用上幾種不同的化妝品。但在這兒的

重點是’即使我「有個」身體’為∣兕己者容遠多於為自己:為-個對我們

非常特另∣」的人’甚或為－個在街上可能看至∣」我們的陌生人。在造種觀念

下’我們的身體是屬於造個社交世界的’打理自己的身體’將身體適如其

分地呈現在這個世界上是我們的責任。為了自已或為了別人’我們多少都

得將我們的身體當作-個物件’-個凰人爵己的睿體。這似乎是Turner

所說「做身體」的員正意涵:「身體似乎成為－個任我﹛門支配及治理的寅

踐集台。從孩提時的社會化開始,我們獲得某些基本的身體技能’以便在

時間和空問中呈現﹑維持與再生產身體。」（Tumer,Igg2:40﹣4l）法國人類

學者MarceIMauss就曾寫過－篇文章〈身體技能〉﹙BodyTcchniques,

】g7g【l936】）’證明像走路這些基本身體活動也有社會意義:我們或許會

認為,怎麼走路純是個人的事∣吉,和-個人的身體特質有關,然而牟斯

﹙l97g【】g36】:gg﹣l00）卻證明’不同國家的人有不同的行走方式’文化和身

體決定了我們行走的方式。他也顯示’不同的性別和年齡團體也有不同之

身體技能’而我認為’階級也可歹I」入‧

所以身體似乎是-體兩面的事∣青:它既是我﹛門的,卻又不是我﹛門

的;這種經驗既是主觀的經驗’也是客觀的經驗,既是天生的,也是文化

的‧Tume『認為這種兩面性用德文來說最傳神:當我們談及身體是-種生

活的體驗時’德文稱為咋rLe／b ;當身體指的是我們之外的某樣東西’－

個客觀的﹑夕卜在的事物’則用叱rKo﹜pe『－詞。從整體來看,傳承了笛

卡兒哲學的社會學,傾向於將身體看成Ko﹜peγ-夕卜在的﹑客觀的﹑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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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人格的東西。然而對於現象學家而言’我們的認知是建立在我們存在的

肉身上,而身體不僅只是昧霓﹑嗅覺之類的感官而巳’還包括更高層次的

感知’如心智功能‧若如此’社會學不能把身體只看成Ko叩er,還得處

理身體的－體兩面性。

Tu『nC『在區別基本教義派及反基本教義派的身體研究時’所持的看

法和上述觀點略有差異’但大致相同。基本教義派傾向把身體看作

Le／b ’－種活出來的經驗’而反基本教義派則將身體視為-種對於社嘗關

係之本質的論述’－種銘刻著社會權力與知識之符號的東西‧基本教義派

學者將身體視為先於且獨立於社會論述而存在的東西;而反基本教義派則

認為身體就像-塊塗滿了社會各種符號的畫布。對於後者’身體並不是存

在於社會論述之前’而是社會論述的「作用」。後面疸種取徑’在消費文

化研究的文獻當中頗為流行’隨處可見‧為了銷售諸如流行服飾﹑化妝品

等商品,身體必須被視為是展現擁有者之身份地位的符號‧在這兒’身體

的重要性即在於它可化為－種符號’融入於語言:身體在此即「再現」’

而非活出來的真實。

那麼提倡飲食控制’甚至健康食品’又是怎麼－回事呢?他們或許

是把身體定位為活出來的經驗’責際上他們也是以此為據’好讓我們去購

買那些東西。但這種廣告通常標榜某種完美的身材曲線或是體態’並以此

方式強調,這些產品可以給你這個社會最標準的身體‧為了銷售健康食物

和飲食控制’身體最開始必須訴諸活出來的經驗,抓住它最根本的天性

（滿意自己的身體）’但這種廣告隨後就根據我﹛門所在世界崇尚的美感標

準,創造出-種新的身體,凌駕於售身體之上‧所以最終產品仍蕾是-種

符號物品’而非活出來的經驗;在這兒’我們發現基本教義派及反基本教

義派的取向俱在’前者的功能是架構－種訴諸消費者的模式,這種模式開

啟了後者進入的大門’以及後者主宰－切的局面。我的論點在這兒當然只
2o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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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個起點,需要更廣泛查驗廣告或飲食控制相關書籍’方能知曉疸個論

點的用處有多大。人類學家長期以來即以反基本教義派的觀點看待身體’

亦即將身體視為-種承載著重要社會關係符號的論述-傅柯﹙lg77

【】g75】）即認為我們所知的身體是論述及知識的作用造成的。

被規旨l∣∣的身體

傅柯所謂的身體’大致上是-種受他人規司∣∣’也為了他人而規司∣∣的身體c

下面這則I860年的法國廣告很清楚地呈現出這種身體論:

3

T
心

Martina【】dOeIbke,解決手淫問題的器具。這些用品,以前從未見

過,同時具有道德及衛生保健的效果,它們建立-個牢不可破的屏障

以對抗由宗教及﹟I二會所指稱的晦習。所有的醫生從經驗得知,這些習

慣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白癡﹑消瘦、沮喪甚至死亡。趕緊對症下藥,並

且找出－｛∣茉幫助仕會的新路。這些器具不含金屬’貫際上使用、穿戴

非常舒適。它們嬴得人文與自然科學學社（SocietyofArtsand

Sciences）及巴黎全國科學學會﹙AcademyofUI﹞ivc『saI Sciencesm

Paris）兩項－級銀牌,該獎項係根據醫生秈器材製造商合組的委員會

所提出的報告核評。礙於篇幅∣垠芾Il ,我們無法在此刊印全部報告。這

些用品是基於道德和身體的功能而設計,適當使用可使人們洗心革面

並且避免冢庭中發生欺朦秈其他令人失望的事﹙全國科學學會研究報

告）。所以我們推薦這些用品給專業醫療單位﹑兒童收養所、家庭中

的父親秈任何對道德有責任感的人來使用。現在巳經有兩個機構試用

過並在推廣。因篇他們知道這些用品可以阻止疾病像野火般蔓延,也

建議家有積習難改子女的父母購買。父母知道子女的未來取決於健

康、道德及教育,而我l門相信父母將會接受這些用品。我們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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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0、60﹑80、500法郎等I賈錢不－的品項。﹙轉載於Tissot,lg80

【l760】: 】7I ,拙譯）

造是傅柯所云規訃∣∣權力的最佳範例。讓我們仔細檢閱疸則廣告。第-,我

們先注意-下’個人最私密的行為和夕卜在世界之問’很明確的是有連結

的,這些私密的習慣不見容於宗教和社會。在規訂∣∣權力時代之前的君主權

力年代,社會或宗教對這檔子事都興趣缺缺﹙Bauman’lg82:10）。然而在

規司∣∣的權力時代’社會和宗教都將管理私密行為當作自己的天職’從而個

人就無法擺脫社會和宗教的控制。

第﹦’造則廣告試圖利用社會和宗教控制,而私人行為的醫療化,

剛好提供了－個責用的控制工具‧它把這個社會和宗教的問題’說成是醫

療的問題’因而呈現了－個具體可行的管控方法:運用醫療技術所提供的

器具解決這個問題。這個例子顯示出’當身體成為醫療論述的對象時’要

控制身體就容易多了‧我們對這種情況習以為常’因而很難想像’身體在

西方變成醫療控制的對象’其貫是晚近才發生的事。換言之’人們失去身

體的控制權’而淪入醫療人員掌控之中’不過是不久前的事。但我並不是

說人﹛門不再抵抗醫療對於身體的控制﹙賓情複雜多了）。我只是想要說’醫

療控制身體’其責-點也不自然且不是不可避免的:這種控制只是規計∣∣權

力擴權的－種方式而已‧

第≡’和身體的醫療化與科技化有關的是這﹛固世界曰漸分工’-方

面是專家’另-方面是非專家。雩家擁有知識和使用知識的權力’而非專

家者則受到專家的台法控制-合法’意謂著專業者巳壟斷了怎麼使用權

力才是「適富」的定義權。「專家知識」排除「日常知識」的台法性,而

新專家當然也可以對蕾專家做同樣的事。不被認可為專家卻施行此權力’

即為非法。助產士和醫生之問「專業」知識和控制權之爭’便是－個很好

的例子（MurpnyLawless,l992【】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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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廣告當中’我們發現好幾種專家。首先是專業醫生與醫療器

材製造商雙方合作委昌會’委託最具公信力的學術機橫,像是人文與自然

科學學社及巴黎全國科學學會’來編製報告。事責上,這些團體的存在,

顯示掌握這些專業知識的是社會團體’而非個人,這些團體再授予個人超

乎個人的台法性。專家不單要擁有知識’還要取得整個社書團體的支持。

疸個廣告弓∣入的第三個團體則為兒童收養所,在此單向關係取代了經營者

和小孩問「施與受」的關係。由於這兒能夠運用醫療／手術技術’它的專

業是借自醫療的權威’因此可謂為次專家’而非真正的專家。

這則廣告試著同時做很多事,其中之－是建立權力的層級:最上面

是獲得-級銀牌獎項的專業醫生和器具製造商’然後是兒童之家經營者’

接著的下-個團體是家庭中的父親’最後則是-個模糊的範圍,即任何負

責捍衛道德的人。這些次專家因為做廣告所說的事而成為醫療／手術專業

規計∣∣權力的代理者;而孩子｛門似乎是造些規司∣∣權力所要宰制的主要群體。

特月∣」值得注意的是’造兒說的規訂∣∣權力,企圖取代父親及兒童之家負責人

在傳統上的權力’造兩者的權力傳統上都是由其所佔的位置而來﹚不假外

求。在過去’父親是家庭的主宰’他的話就是法律。然而這些接近絕對且

專斷的傳統權力’在這兒已被夕卜來團體的規訂∣∣權力取代。蕾時的專制控制

模式已經被冷靜﹑理性﹑專業科學的新模式取代。無所不在的官僚化權力

出現了。

這則廣告第四個有趣的地方在於,據其言使用這些產品將會帶來的

社會及個人的利益。如果任其自生自滅’我﹛門將會染上這些惡習’不可免

地變成白癡﹑消瘦﹑沮喪甚至死亡-但是MartinandGelbke的器具卻

可避兔我﹛門走上這條路。「所有的醫生從經驗得知」’這兒當然是另-種

企圖’以醫療專家的論述來取代個別使用者的話語。或許有人會認為這些

習∣貫和白癡﹑消瘦﹑沮喪及死亡沒什麼關係,但是專家金口-開’誰都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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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可說了。我們能聽至∣的只剩下專家的聲音;於是這些單獨個人的行動便

和人類道德及身體的重生這種大議題連上了關係,雖則這些議題對這個廣

告似乎是大了-點。這廣告既認同也否定個體性:它藉由顯示個體為全體

人類的-份子而將之否定’也就是說’個體只是整體範疇的-部分’卻又

聲稱個體的行動蕾影響人類整體而認可它。這種雙重的特質’使得廣告得

以如其所願地宣稱;干預個人’可以干預全體人類。誠然如此’這種簪軍

特質似乎造成了專家的干預無所不在‧如果在個體和全體的之問沒有連

結,那麼醫療專家對於個人的干預論述,便缺乏社會影響力’從而失去社

蕾權力。個體在此被建構成既是獨立的個體’同時也是社會的導體-如

同導電的金屬,身體可以傳導整個社會。

造個廣告接下來的那－句’「器具可以阻止疾病像野火般蔓延」,可

讓我們更清楚瞭解這個廣告的奇怪論點。個人的身體是「疾病」（廣告者

所宣稱的疾病）的導體。或許這麼說更正確:每－具身體蕾將陋習傳染給

其他的身體。在這兒使用類似電流的比喻十分巧妙:藉由直接的連結﹙想

像經由∣生交傳播疾病）﹑或是藉由接近而非直接的連結（流動的電流經過線

圈,會弓∣起周遭線圈內電流的流動’而不必直接接觸﹚’電流可以從這個

身體傳導至其他的身體。用社會的用語來說’那麼它說的似乎就是人會模

倣’而造似乎正是廣告的目所在;身體既是個月∣l的又是群體的,則需要專

家干預個別的身體’以拯救全體人類。專家知識之所以擁有此權力’正因

為這個體與全體之問的連結。在整個社嘗群體裡面’個體可能是好的細胞

也有可能是壞的細胞!而壞的細胞迅速繁殖如野火’無疑地需要干預。

最後-行非為點綴;「我們備有25﹑40﹑60﹑80﹑500法郎等價錢不

－的包裝。」這個新的規司∣∣並不僅限於特定社會團體或範疇,任何人皆包

含在造個規訃∣∣的社會中’無論貧窮或富有’都將成為權力規訂∣∣的媒介。在

這則廣告當中’我﹛門看見干預入侵到疸麼私密的層面’渲是前所未聞的。l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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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這樣的分析’私人身體和社會身體問隱晦的連繫已清晰可見‧

以上我們是以手淫的規司∣∣為框架來說明’而造種關連也可見於消費社會中

逐漸重要的各種身體的規訂∣∣﹙如飲食控制﹑穿著﹑化妝品﹑運動訂∣∣練等）

裡。

消貢文化中的身體

Turner﹙Ig92;58）將身體區分成內在身體與外在身體。內在身體是指符台

社會穩定之旨趣的欲望克制與情慾控制’也就是和禁欲主義有關連。在本

書第－章CoIinCampbeⅡ即巳說過’這種形式的控制最終有可能會被用來

控制享樂主義式的情感表達’或許我l門可以把這個觀點加入Tume「的模

式裡。至於夕卜在身體則是指:「身體在社會空間中的再現’及其規範與控

制」﹙Tumer, I9g2:58）。夕卜在身體在大眾的層次上’與社會規範（s0cIa∣「eg﹣

u∣atIon）有關’廣義而言’它是以監視（su「ve∣I∣ance﹚的手段’透過如傅柯

著作中所探討的監獄﹑學校﹑工廠等機構來達成。外在的身體在個人層次

則是與再現和商品化的面向’尤其是消黃有關.身體要能適應於社會’必

得輔以各種商品才能適得其所。

MikePcatherstone﹙IggIb【I982】）特另∣l關注外在身體,他認為,內在

身體的角色只在於維持良好的健康’以便使作為外表的夕卜在身體’呈現出

更令人滿意的狀況‧在-個田外表和形象所支配的文化中’不論我們喜不

喜歡,身體都是展示品。Peatherstone以飲酒為例:「傳統隱密的地方性

酒吧,逐漸被大型雅座酒吧取代’新酒吧結合了各種不同的社會空間,提

供了更多監視及展示的機會‧ 」﹙Feathe『stone’I9gIb〔Ig82】: I7〕）這在愛爾

蘭及英國是相當弓∣人注目的發展;舒適而隱密地和熟人相處,變得不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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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要緊的反而是向-大群不認識的人短暫的展現’或更確切的說’向

經過的人展示.酒吧轉變成為－個透過夕卜表展現軀體的場所,酒吧內部設

計的改變’造成這種轉變。這和我們在第九章所討論的改變非常相似’當

時我﹛門看到中古世紀風格的巴黎城市設計’轉變為寬廣延展的新大道’以

人群和建築物創造出新的景觀。老式酒吧是奇觀社會的另-個犧牲者‧

如果我們的身體想要在以貌取人的世界中維持市值,那就得加以維

護’而各種身體保養產業的繁盛,不停提醒著我｛門這個事責的存在。形象

在這種觀點下變得十分重要’就此面向而言,Peatherstone對於攝影和電

影之角色的評論’相當有趣。攝影可以讓我﹛門比較不同時問裡的身體外

觀’造讓我﹛門強烈意識到’隨著年歲增長身體所經歷的變化。要不是我們

收集照片’這種事還頁沒有辦法做至∣。有了照片’現在我們可以自行比較

前後的我們。當然’我們也有電影和電視。Peatherst0ne提到電影理論家

BelaBalazs ’他

▽
J

叵
J

1

在I920年代早期推測,電影將會弓∣導人們從文字轉向動作及姿勢,

從而改變二十世紀人們的情感生活。由文字所支配的文化,∣頃向於無

形和抽象,往往將人的身體化約篇－個具有基本功能的有機體,而新

興的視覺影象貝∣I聚焦齡身體的外觀﹑穿著﹑行篇秈姿態等。

﹙Featherstone’】99lb〔】982】: 】7g）
∣

身體的這種新形象隨著好萊塢電影橫掃世界’電影裡的身體’既完美又吸

弓∣人。如今每個村落﹑城鎮﹑城市都有電影院,甚至只要找個空地’以投

影機和臨時搭建的銀幕’就可以再現電影裡那些偶像人物。在第四章中’

我們看到從使用沒有頭﹑奇形怪狀的人形模特兒,到使用有頭且身形標準

的模特兒問轉變的過程,在這兒’我們也看至∣類似的效應’身材標準的

男﹑女模特兒穿梭於螢幕之問’只不過更壯觀’幾近全球規模。地區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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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性的差異及人們各式各樣的外表,都在全球性的好萊塢身體圖騰下’服

服貼貼地被熨平‧Featherstone弓∣用英國作家jB.PrisetIey﹙lg77【I934】）

於lg33年在-鄉問咖腓廳暍茱時的觀察:

鄰座的女孩,外表精心打扮得像她們喜歡的電影明星:「才不過20

年前,這種【鄉村】女孩的模樣,看起來和鄰近大城鎮女孩都有相當

大的差異,她們身上那種／l﹨城鋇的質樸氣息,－眼就可以看出,但是

現在的女孩幾乎無法分辨從那裡來的,好像都是從好萊塢這個模子印

出來似的。（Peatherstone, Igglb〔lg82】:I80）

關於好萊塢的影響’Ma「ce∣Mauss也有類似的觀點’他在紐約就醫時’非

常驚訝於謹士走路的方式‧後來’他想起曾在電影中看過這種走路方式。

回至l巴黎後,他發現法國的年輕女子也複製美國式的走路方式。（Mauss’

lg7g【】g36】: l00）好萊塢似乎連人們走路這些非常基本的事都具有影響

力。要跟得上造種外表的演進’當然是非常辛苦’需要做各種的身體保

養‧事責上’身體也真的變成了我們是否關心﹙或不關0﹨）身體’活生生

的證明;通常我們-眼就能斷定某人是否有做「適當」的飲食控制、塑身

運動﹑化妝等來保蓑身體 這些都變成了道德上的必要,如果我們想要

擁有「適當」的身體’通過社會上源源不絕目光的檢視的話。-個不適當

的身體’變成了道德放縱及∣賴散的明證’成功的人都要展示出保養身體的

證據;因此身體呈現出保養不當的跡象’即被視為可恥而且不道德。

﹙Peatherstone,lgglb【lg82】: l8〕, l86﹚

Featherstone認為’消費文化當中最重要的自我的類型是展演（pe「﹣

↑o『mIng）的自我。這種自我比其他類型的自我’更重視外表﹑展示及形象

管理。﹙Featherstone’l9g】b〔Ig82】: 】87）如果我﹛門比較十九世紀和﹦＋世紀

所提倡的理想自我,或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這中問所發生的改變。

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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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herstone以所謂的自助手冊為例說明:在十九世紀’這種手冊

強調清教徒的美德-勤勉、節約、節制,這些不只是－種方法,也

是他們最終存在的目的……成就並不以和他人比較來衡量,而是以抽

象的規訃∣∣理想秈自我克芾II來做標準。隨著職業機構的官僚化,這些德

行逐漸退位,轉而強調同儕競爭﹑行銷力、「積極」和個人吸弓∣力的

培養‧﹙Peatherstone’ l9glb【l982】: l88）

換言之’我們可以發現’＋九世紀強調的人格（characte【）和二十世紀強

調的Ⅷ性（pcrsonaIity）是不同的。人格和公民權、民主、義務、工作、榮

譽﹑名譽﹑道德﹑正直及剛毅是相連的,而個l∣生貝l和迷人、出色﹑吸弓∣

力、魅力﹑熱情﹑熟練、創造、支配﹑優勢的及堅強有圉（見前揭書）。

Peatherstone評論道:「這種全新的個∣∣生手冊強調音量的控制、公開演

講﹑取倪他人的習I∣貫﹑氣色及打扮-這些手冊對於道德-點興趣也沒

有。」（見前揭書）我們經田這些表達「自我」。良好的氣色或許對於責

任﹑工作﹑道德和正百茆沒有什麼意義’但它對於表現自我卻是很重要;

我們巳經被轉變成永不退場的演員。我們以是否能在他人面前表現出正確

的形象’來衡量自己成功與否’而十九世紀的前人則是以是否達到抽象﹑

內化的理想’來衡量成敗。在此∣冑形下,整容外科手術變成了可以考慮的

理性選擇。

∣
身體變成供人詮釋的外表

由上所述’我們可能會以為’身體要等至∣轉變成外表’才會受到﹦十世紀

消賈文化的重視‧然而’這種想法可能是錯誤的。幾個世紀以來’－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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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試圖從個人身體可見特徵’判斷個人的人格或個性。我指的是觀相術

（phVsi0gnomV）。joanneFinkeIstein寫道;

-般而言,觀相術指的是藉由臉部特徵﹑身體結構和整個身體的外

表,以揭露個人的特質。觀相術假設,人體可識月∣l的部位,會反映出

人們獨-無二的內在本質……觀相術聲稱,我們可以從特定人體外表

的特徵讀出人格特質,尤其是固定的部位（例如）下巴和前額‧

﹙Pinkelstein,】g9l:20-l）

O
＝

︻
D

1

造種研究到十∕﹨世紀時’在johannCasparLavater的作品裡達到巔峰‧他

寫了四大冊,討論「身體特徵如何與道德特質-致」。﹙FinkeIstein’】99l;

22）Finkelstein在她的第-章中即寫的很詳絀,但是為了讓讀者信服’觀

相術並非侷限於前幾世紀’我將從l950年GraceReesf所著作《從臉部

讀出個性:觀相之學》﹙C〃αγαc／erRcαd／〃g介o〃!／〃eFαc巴.ⅧeScie〃ceq／

P炒s／og〃o〃!y）當中’舉出-些這種思維的責例.同－系歹∣」的書還有《騎馬

術入門》﹑《成為高爾夫球高手》﹑《月∣」人如何成功》﹑《養豬’育豬》

等,由此可見觀相術同樣被認為是流行消賣的－種。出版社負責醫療的編

輯’綜台整理觀相學家的觀點’寫道:「我－直認為’-個精通觀相術的

人根據人體夕卜觀所作的判斷’很可能比各種l∣青報信息和測試方法更為

準。」﹙Rces,Ig50:8）

讓我﹛門來看看鼻子的例子。根據觀相學’-個人鼻子的形狀和大

小’是他是哪－種人的指標。大鼻子配上低陷﹑傾斜的前額’表示「由於

理性不足,而造成好趕時髦及狂熱盲從的不穩定性格。」（Rees, lg5036）

羅馬鼻配上薄唇的嘴形,表示「支配、控馭﹑專橫的個性」’有著較豐滿

的嘴唇’則表示「富同情心’－個好的領袖’較替他人著想而能獲得向心

力。」（Rees, lg50: 37）希臘鼻則表示為「高雅講究﹑品昧出眾’是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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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詩人﹑雕塑家的鼻子’創造力卓越。」﹙Rees’l950:39）鷹勾鼻的人則

是「精力旺盛’具事業心和賺錢的能力。」﹙Rees’lg50:4】）另外那些天生

朝天鼻的人’則「弓∣人注目﹑率性衝動且充滿好奇心。如果能好好培養這

些內在的能力’會是多才多藝具有才幹的人。」（Rees’l950:42）而塌鼻子

的人卻會發生災難:

在成年人的臉上有著－付短／l﹨、發育不良的鼻子,是－件可憐的事。

這顯示這個人的智力和鼻子-樣未充分發育。幸好,除了那些智力僅

適合I故僕人、反覆固定程序工作的人之外,很少見至Il這種鼻子。按照

這個規貝II ,在受過教育的人身上更是不常見至Il這種鼻子。這種性格的

人不出風頭、平淡、不起眼,心智ZF庸。孩提時代的教蓑,可能是原

始的、甚至是粗俗的。（Rees,lg50:42﹣3）

關於臉部其他特徵也有類似的分析。或許可以說’消責文化是Finke【stein

﹙lggl）所云觀相術思維的開花結果;造種思維從臉部延伸至∣身體其他部

分’最後甚至淹沒了其他詮釋身體的聲音。消賣文化普及化了觀相術思

維’並使它成為當今檢視身體最主要的方法-觀相術思維與「身體即商

品」的觀念沆逢－氣’助長了整形手術的興起‧然而萇罕轄形手術也不是

前所未有,更不是只有在消賣文化中才有這種手術,各種社蕾都曾以各種

方式操控身體。在此的重點是將身體轉變成為令人能接受的社會標的,而

非－個不為人接受的自然標的。Featherstone﹙Igglb【l982】）提及的十九世

紀的理想型’可能僅是「人類將身體當做有意義的社會展現’操控身體’

讓它回復社會脈絡認同的適當形貌」這種正常做法的-種怪異偏離‧就此

而論,消費文化或許只是讓我們與我﹛門身體之問的關係回歸正常而已。我

形,故我在。

16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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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飾與流行
CI0thingandFashi0n

RichardSennett﹙lg78〔I976﹞）認為’服飾是展現社曾地位的重要手段’

但表達什麼會隨著時問改變。在十八世紀的倫敦和巴黎’由於服飾高度的

符碼化及個人刻意顯示其公聚地位’譬如他們的職業’因此很容易從街上

人們的服飾’看出-個人的社曾地位。－個人如果想要隨性表現個人特

質’只能侷限在家中門牆內;要在城市街道上昂苜闊步’只有戴上社嘗的

假面貝。但工業化及新興的布爾喬亞階級文化’帶來了新的個人’服飾隨

而開始被用來解釋穿戴人的刪人特質,而不再用來顯現穿戴人的公眾地

位‧結果’人們開始穿著千篇-律而又無l固人特色的服飾,深怕袖□上-

顆與眾不同的釦子會洩露出他﹛門的嚴重缺點或是越軌的行為’留下線索讓

他人窺伺他們的內心世界。直至∣二＋世紀的消萱文化自∣l造出了「個人」生

活風格’才把這種恐懼轉變成為－種樂趣。

﹨／eblen﹙l975〔I899﹞）認為,穿著是-種金錢文化的表現。用更簡

單－點的話說’服飾提供了-個絕佳的管道’讓我們向世人誇耀我們多麼

富有。比起其他的物品’服飾更適台這種的炫耀,因為不論我們走到哪

兒’它都穿戴在我﹛門身上’即使完全陌生的人瞧-眼也可以知道我∣門多有

錢﹙或者相反:「廉價的夕卜套配窮人。」﹨∕ebICn（I975〔I899﹞ ; 】6g）。從

這個觀點看來’衣服不單是惡劣天﹛∣矣下穿來取暖的。事責上,許多人寧願

為了穿著體面而受風寒。如果-個人的衣服顯示出他不必從事勞動工作’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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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只消費而不事生產’他的聲望就會提高。Davis（Ig86）-書則考量

VebIen的理論對於牛仔褲造種屬於大眾和勞動階級的服飾’是不是也說

得通。

l883年,Paget夫人曾說:「現在流行變化如此迅速,乃因-下子就

遍布社會各階層’並變得俗賤又平凡‧ 」﹙Paget, l883 ;403）追話陳述了

古典社會學中商品社會的時尚變遷理論:下層階級模仿上層階級的穿著’

-旦下層階級趕上了上層階級’上層階級的穿著即改變-換句話說’時

尚的變遷導源於階級問在夕卜表上的競爭。Geo『geSimmeI（lg57〔l901﹞ ）

建立了這種社會學研究取向’本章隨後將討論。SimmeI這種理論有時也

稱為「下滲理論」（trickIe﹣downtheory）’原則上如果「上層階級就是禽被

模仿的」追個前提不被挑戰的話’它的解釋力還滿高的。McCrackcn

（lg88）則指出’「你追我逃」﹙cI﹞aseandHight）是-個比「下滲」更貼切

的用語’下層階級積極地追逐上層階級【的品昧】,這種動態的過程是向上

的,而非向下的‧

雖然很多學者注意到服飾是-種表達工貝,但直到最近’穿著才被

當作是-種語言,才有人探究它的語意結構。Sahlin﹙l976）試圖顯示’穿

著作為-套語意系統’可以視為是－張反映出我們所在文化世界的地圖。

然而’這種「服飾如語言」的觀點’這至∣」McCracken﹙lg88）的質疑:穿

著無法自由地組合’是這個比擬的嚴重缺陷。

1（﹚2

從祉會地位至ll個人特質

我們經常認為穿著主要的目的在於表達我們的個性。心理學對於穿著的看

法通常也是如此’其賓這種觀念相當新穎。我們可以從RichardSennett
2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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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78〔】g76〕）對於十∕﹨世紀和十九世紀人們穿著的比較當中’看出我們

疸種看法是怎麼來的‧對於＋／﹨世紀的人而言’穿著所標示的似乎是社嘗

地位’而非是個人的特質:

兩個世紀之IⅡ】,偷敦禾∣∣巴黎街上行人的外表貝∣∣亥Il意被巧妙地操作,以

使之成烏更精準的社會地位指標。人們能夠輕易將僕從秈工人區分開

來。人們所從事的勞動,也能根據各行各業的特殊服飾來解讀,而-

個人在行會的地位,也可以從他穿戴的飾帶或鈕釦看出來。在社會的

中層階級之中,律師﹑會計人員和商人,各自穿戴不∣百I的飾物、假髮

或飾帶。社會的上流階層出現在街上時,所穿的服飾不僅將之和社會

地位較低者區分開來,更成篇街上的焦點所在。（Sennett , l978

〔l976﹞ :65）

這∣青形幾乎就像是’人﹛門都戴上了標籤’以非常明確的方式向全世界昭告

他們的身份地位。這裡的世界就像是正統的劇院’觀眾馬上就能理解演員

所扮演的角色。RoIandBa㎡hes對於戲劇服裝的評論’也適用於十八世紀

街頭的穿著:服飾內含悄節秈內容...﹣.它具有極強的語意價值’在街上不

僅給人觀看,也供人解讀;它能傳達信念﹑訊息或∣吉緒.…….深具影響力的

大眾市民劇院,總會運用最精確的服飾符碼（Barthes , l967〔l964〕 :

g￠’強調為原作者所加）,例如:戴著白帽子的人’永遠是好人;藉田這

些街頭展示’夕卜表所傳達的社曹階層完全清晰可見‧

但至∣」了十八世紀,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影響力日漸增大,街頭上和居

家人﹛門的穿著及其意義,逐漸出現斷層‧在公共領域中仍維持著正式的穿

著,但在居家的世界裡逐漸不那麼正式:公共場台中的身體隱藏在顯示社

蕾地位的傳統服飾裡面,而居家時不拘謹的穿著,則使得隱藏在正式門面

後面的身體顯露出來。身體開始被看作－種可以擺上門面的自然物體。這

種轉變可以從哲學家Diderot在l769年所寫的-篇有闢於舊衣服的文章

1O3

221



悄費祉會學∣ Thesocioogyo「consumpton

裡面清楚地看出來。他寫道:

舊衣服和我是天作之合。它緊緊地貼住我的手臂和腿部的彎曲處,而

不防礙我。新的衣服又僵又硬,將我變成-尊人型模特兒……我是我

的舊衣服的主人,現在卻成了新衣服的奴隸。（Dide『ot, I97I 〔l969﹞

7-8,拙譯）

上面弓∣文所說從身體支配衣服到衣服支配身體的轉變’和過去幾個世紀以

來的歷史發展趨勢’事實上是相反的‧Sennett﹙Ig78 〔l976〕67﹣8）寫道:

「在家裡’人們的衣服能夠適應其身體與需要〔像Diderot的蕾衣服﹞ ;

在街上,人們的穿著方式’則是試圖讓他人彷彿在認識你的情況下行

動。」－直要至∣十九世紀’「身體是可以自由表現的自然物體」這個觀

念,才開始延伸到公眾領域。的確有某些學者認為’衣服不是身體的面

具’而是身體的延伸-我們的身體開始將意義賦予我﹛門的服飾。我心中

所想的學者是-位現在幾乎已經被遣忘的學者HennannLotze’他於l885

年在英國出版了Mcmcos﹜〃〃』i-書。他的主要論點如下:

事實上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我們都把外在的身體和身體的外表連結在

-起,產生關聯……,我們個人的存在意識,延伸至這個外在身體的

外表及四肢,結果感覺至lI我們的自我在擴張,感覺至II取得了某些不屬

船我們自然身體的動能,感覺到非同／l﹨可的活力、抵抗的力量或舉止

上的穩定性。（Lotze, I885 :5g2）

有關於我們的穿著,他又寫道

耳環、垂掛且搖曳的緞帶﹑少女的飾帶、輕柔的蕾絲﹑市II服上厚責的

結飾和流蘇、大量的鏈子與十字架、帽子羽飾、錶飾﹑面紗與大衣,

這些東西以精巧的方式搭配起來,不僅在各個層面來彰顯與誇大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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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也倉∣∣造出令我們』∣俞悅的錯覺,讓我們以篇我們跟著這些飾品

-同升降律動。即使沒有任何實際上的需求感受’它也會眉l∣造出－種

匱乏的感受,讓我們覺得有所需求,也讓我們想像,我們是在這些精

美垂褂的蕾絲薄絹之間隨著它律動起舞。（Lotze,】885 ; 5g￠）

相較於十∕﹨世紀對於穿著的看法而言’這是－個以身體為中心的觀點。現

在’服飾和飾品對於我﹛門的身體和自我╴或說’ ﹛固∣生’你喜歡的話也可

以這樣說-似乎巳經是重要的傳達媒介。

＋八世紀人們的社會身份地位是清楚地展示於街上’然而到了十九

世紀’人們開始以亳無特色的穿著隱匿於不相識的人群之中’分際變得模

糊不清。單調的穿著出現了‧Scnnett認為’這是因為人們想要在動亂的

都會中保護自己的緣故:若說十八世紀是-個社會秩序井然的世紀,那

麼’十九世紀更像是-個社會失序的世紀,迅速成長的勞動階級氯集於城

市’到處都是暴動和革命。大規模的製造及縫紉機的普及’更使得每個人

的穿著和其他人都很相像。早期關於服飾的重要∣生的社會學理諭似乎導源

於此‧OabrielTa『de寫了-本不甚受重視的著作《模仿律》 （LesLo／s咋

I／加〃α／／O〃）。他認為模仿是社會生物的本質,社會之構成因此是模仿。時

尚的擴散即為模仿的-種形式。Trade認為模倣邏輯發展的結果將會出現

外表-致的單-社會。他說:「時尚以它自巳的方式,在服飾﹑飲食、居

住﹑需求、信念﹑制度與藝術各方面異常的發展’結果在歐〉）∣∣I∣複製出數百

萬相同的人。」（Tarde , lg00: l7 ,拙譯）這是和諧社會秩序之幻想的理

論版本’在造種社會當中’每個人都相似。這種社會安排和＋／﹨世紀時’

由人﹛門不同的穿著方式而知其身份地位的社會模式迥然不同。

對於Sennett﹙I978〔l976〕: l6】ff）’外表逐漸相似的結果之-’即是

從「藉田服飾判斷社曾地位」’轉向「對於個人特質的精細解讀」。當穿著

即為社會地位之展示時’街上許許多多的人穿著不-樣的衣服,那麼人們

1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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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會看到社會面貝而已-衣服就是人們的符號’個人於是消匿無蹤。然

而’富人們穿著非常類似時,個人就很容易被看見’因為那是唯-可以發

現差異的地方。這似乎是非炫耀性穿著這個新趨勢的非預期結果;人們的

社會性炫耀是減少了’但個人反而變得耀眼了。因此人們開始仔細地觀察

彼此’收集線索’判斷其他人的個人特質‧造幾乎是顯微鏡級的細微觀

察。但這並不令人訝異’若整體印象皆大致相同’那麼就只有從細微處去

發現其中的差異。這其中有兩個領域尤其令十九世紀中產階級穿著觀察者

著迷:對方是否是紳士,及是男或是女‧

Sennett舉了-個非常有趣的例子來說明這種蹼朔迷離的事是怎麼做

到的:人們永遠可以從－個人西裝外套上袖釦是否扣起’來識月∣」造個人是

否為紳士。－位紳士會緊扣上衣的袖□,因為他不希望別人注意至∣l他的袖

□沒釦﹙Sennett I978〔lg76﹞ : l66）。女性得注意的地方則是她會不會被

認為「放蕩」。判斷的依據同樣也是很細微-手指甲修剪與否’或領口

是否低於規範許可讓路人養眼的標準?在十九世紀’至少中產階級對此是

有明確判準的。而階級間在服飾的剪裁和質料上的差異無疑是很明顯的。

即使擁有相同樣式的外表是大家共同的渴望’但如Senl】ett隱約的暗示,

衣著品質的高下仍然直接而明白地傳達出階級的差異‧職業的差異開始變

得模糊’進而被簡化為階級的差異’這意謂著＋∕﹨世紀的社會街頭劇場並

未如Sennett所說的完全消失了’而是從角色繁多的職業劇場’轉變成角

色較少﹑類月∣」較大的階級劇場。

尸
刁

︹
︺

1

224



CIothingand「ashion∣∣服飾與梳行

VebIen的金錢穿著論

Veblen認為,穿著反映出社會結構的-個特殊面向:財富。當然l我們

巳經知道’這是他對於炫耀性消費時代中所有消費物品的看法’然而他發

現穿著是造個趨勢的最佳的代表:

分析穿著上的花費比其他方法更佳,我們的衣著永遠展現舶外,立即

顯示出人們的金錢地位,觀察者一眼就可判定。這也是事賈,經濟能

力容許的展示,花費在衣著上比其他消費方式較容易被看見,或許因

此也更常見‧﹙﹨／eblen, lg75【l8gg】: l67）

衣著的存在不僅是為了保暖而巳‧我們對於服飾的保謹作用興趣不大’事

責上我們往往「愛漂亮不怕流鼻涕‧ 」﹙﹨∕ebIcn, 】g75〔l8g9﹞ : I68）但到

今日’事情可能不能這樣╴概而論’很多證據顯示’造要看講的是哪個年

齡層。以下是我在都柏林所做的-些闢於衣著的訪談摘錄‧我問－位五＋

∕﹨歲的女士:「整體而言’您認為愛爾蘭人是依照天氣來穿衣服的Ⅱ馬? 」

她回笞:

我想年紀大－點的人是這樣的。不過我不那麼確定,我不覺得年輕人

是這麼想的。我想他們是根據要去做什麼事來決定穿什麼衣服‧如果

要去參加派對,又有-件體面的粉紅色洋裝在手,外面即使是晚上甚

或是雪地,他們還是會穿去。我看過有人在公車站牌那兒冷得發抖。

呵∣但我想年紀大點的人倒還好,他們不在平形象,只要他們是……

（聲音漸／l﹨）

社交場台或天氣都不能完全左右人﹛門的穿著。社交場合是年輕人穿著的決

定性因素’而天氣則左右了年紀較大的人‧不僅五十八歲的老人這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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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同－份研究裡還有-位二＋歲女性’看法也相近。不過在她的說法

裡’年輕人重視的不是社交場合而是時髦:

我覺得年輕人不是那麼講究的‧我了解我自己,我意思是說,如果天

氣非常糟的話,我會把自己裹得緊緊的。你懂嗎?但是通常我買衣服

是不會烏了天氣及保暖。天哪!天氣∣但老人家,我想,還是會考慮

天氣的,他們的穿著是烏了保暖。I呃I他們說他們會覺得冷啊!可能

他們比起年輕的時候的確更l∣!日冶吧!或者說,人年輕的時候,烏了時

髦或是其他的原因,願意承受寒冷的風險。

166

如果可以從這少數的例子概括出結果’看來似乎是-﹛固人年紀漸長’衣著

保暖的作用就愈是重要’但是其他的考量,像是社交場台或是時尚的需

求’則主宰了年輕族群‧身體對於這兩個族群而言似乎都很重要:-個是

為了展現’另－個則是保護的對象。

讓我﹛門回來討論VebIen的觀點。服飾所能給予我﹛門的不僅在於展現

財富’譆者不妨回想第二章所講的,在VebIen的世界裡’顯示自己不事

生產也是為自己識另∣」的-種重要方式。這也說明了為什麼學習已死的無用

語吉’比學習還活著的語言更高貴:避免弄髒你的手’無用就是大用。衣

服亦同,它可以用來顯示-個人不曾沈淪到做令人羞恥的勞動工作。這是

怎麼做到的呢?VebIen寫道:

漆皮的鞋子、無瑕的亞麻﹑光亮的圓桶帽以及手杖,這些飾品增添了

紳士們原來的高貴,而這些都在在地告訴著人們,-個人如此盛裝打

扮的同時,不可能直接從事任何使用勞力勞動工作﹙Veblen,】07S

〔 l8gg﹞ : l70-I）。

由於許多的限制’女性的服飾更有可能讓人看起來不事勞動生產。這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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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很容易瞭解’為何束腹這麼重要;它有助於穿戴者誇耀自己不必從事生

產。這和第﹦章中所討論的替代性休間及替代性消責相當契台’在疸兒妻

子和僕役的職貢’即在於襯托出丈夫／主人的供給能力-她們的服飾展

現出女人不必工作,問接顥現出丈夫擁有足夠的能力,讓她們維持渲種不

必工作的狀態。Vcblen解釋疸種女∣生穿著的特質’乃源自於父權制財產

支配關係﹙女人如同財產）。

Veblen的觀點也讓人理解’為什麼穿著本身變得單調乏昧’反倒在

聚焦在細節上。十九世紀有錢階級的興起’導致大量富人的存在,這些有

錢人頻繁往來以證明他們不再是下層階級。現在有夠多的有錢人當衣著外

表的觀眾了。只有不屬於有錢階級的人才會穿得如此招搖’粗鄙的穿著讓

人－看就知道他們的品昧未經訂∣∣練。有錢人有間暇將他們的品昧司∣∣練成康

德美學風格’我﹛門前面已討論過。這種風格細微之處’未受司∣∣練的人是看

不出來的（如同前述’紳士的袖釦）。VebIen寫道;「由於這個社群在財富

及文化上的擢升’他們需要利用與下層階級問日益精細的區月∣」來證明他﹛門

的財力。而事責上’這種在廣告媒體上的精細區另∣l是金錢文化高度發展的

-個非常重要的元素。」（VebIen, lg75〔I89g〕 : l87）到了＋九世紀末

葉’人們越來越知道利用衣著上精緻的細節展示財富及個人特質。我們在

前面巳看過,展示個人財富和個人特質造兩個面向,是如何與穿著越來越

單調、細節部分卻越來越精緻的-般服裝趨勢﹙尤其是男士的穿著）結台

在-起,在此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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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色牛仔褲＼祉會相似性與祉會差異性

PredDavis（Ig8g ’ 】gg2）認為’服飾時尚是某些對立關係-系歹∣」的矛盾

及緊張所造成的結果,例如:男剛（masculine）對陰柔（fbminine）’精英主

義﹙cIitism）對民主主義（democracy）’富人（have）對窮人﹙have﹣not）’好色

的（erotic）對貞潔的﹙chaste）等等（見圖ll」）。造比﹨／ebIen的觀點更為複

雜‧不過在此’我﹛門只討論－個社會地位關係緊張的例子:藍色牛仔褲這

個奇特的例子。從VebIen的觀點來看,穿著藍色牛仔褲只不過顯示出穿

著者的貧窮而已’有錢的人絕不嘗穿牛仔褲‧這種經濟地位的識別可以轉

化為政治地位的識別’從而富有與貧窮的對立’變成了精英與民主的對立

﹙當然’這種轉化不會像這裡說得那麼簡單而直接’但我們在此不表）。

藍色牛仔褲適於哪兒呢?Davis弓∣用CharleReich在Ig7I年說的話:

「新的服飾﹙牛仔褲）展現出高度的民主價值’在這兒沒有財富和地位的區

別’它不是精英的服飾;在牛仔褲的世界裡’這些差異巳經完全去除。」

（David’l989: 347﹚也就是’牛仔褲似乎完全站在民主這-暹-它們去

除了消費理論學者宣稱理解造個世界不可或缺的所有差異。Davis轉弓∣了

lg87年《洛杉磯時代雜誌》（LosA〃ge／es乃〃’esMJgαz／〃es）裡的-段話:

「KarlLagerfbId為香奈兒﹙Chanel）製作藍色及白色丹寧布〔編註:-種牛

仔褲布料〕的經典套裝-960美元﹑丹寧布緊身內衣-360美元,……,丹

寧布帽子-400美元.這些東西都在比佛利山莊香奈兒的專賣店裡販售。」

﹙Davis ’ l98g : 347）

在此’Veblen派的社會地位區分突然冒了出來。我們不能把牛仔褲

簡化為民主和平等的象徵。牛仔褲擺盪在精英主義與平等主義之問永∣∣亙的

緊張關係之中,變成了這種張力爆發的工貝。牛仔褲也被捲入時尚流行與

反時尚流行的對立關係中’有時被認為是反流行的項目,但像上面的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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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剛 陰柔

貧

平等主義

好色

炫耀性貧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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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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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主義

貞節

炫耀∣生財富

﹄

﹂
＝

﹄

時尚

圖lll時尚流行作為對立緊張闢係所造成的結果’l﹙Davis, lg89’l992）

牛仔服裝巳經進駐了香奈兒的專貢店。人人都穿得起的衣服’看來平等’

其責仍以各種方式在做區分’社會區分仍然在進行。－方面’窮人藉褪色

和鬚暹炫耀自己的牛仔褲’進而鄙視那些只是新而沒有特色的牛仔褲（因

其缺乏「銅鏽」,如第-所述）。而在另-方面,縫上聖羅蕾﹙YSL）’

OIoriaVanderbiIt商標的設計帥牛仔服裝貝∣顯示出炫耀∣生的財富‧當然,

對此趨勢也有-些反動,如Davis所說,仍有不少人是原始的藍色牛仔褲

的忠宣愛用者’然而這種∣胃況再度被時尚追趕者淹沒。這似乎是必然的結

局。如Davis所吉’服飾是各種矛盾與張力的爆發點,VebIen只討論了其

中的-個面向（展示財富）,但他對於理解服飾這個重要功能的貢獻’仍是

不可磨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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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霍、美、醜與流行

Veblen區分了兩種社會:－是服裝很少改變的社會,和流行服飾迅速變

化的社會（如我們現在的社會）。他的解釋現在我們已經很熟悉!財富之

展示若是透過炫耀性休閒’那麼穿著的趨勢就會維持穩定,但若是透過炫

耀性消費來展示財富’那麼流行就會主導衣著。因為導致人們在衣服未磨

損之前就換裝的因素是炫耀性的揮霍,穿著的快速改變就變成了-個人社

會地位的清楚指標。這個研究取向看起來似乎簡潔而優雅,而且具有解釋

能力’但﹨／abIen很奇怪’似乎不滿足於這種簡單的解釋,而從他的魔術

帽子裡變出了審美觀’並且在炫耀∣生揮霍和審美觀之問’發現了-些奇妙

的緊張關係:我們總是在穿著上追求頁正的美感’但因為炫耀性揮霍的原

則’我們又必需持績不斷的改變以顯示我們的財富地位’因此我們永遠無

法找到頁正的美。他寫道:「炫耀性揮霍的規範,和穿著應該具有美感及

吸弓∣力的必要條件,兩者是不相容的。這種對立是造成流行無止盡變化的

原因’而非物品昂責或美感所能單獨解釋的。」﹙VebIen ’ lg75

〔l89g〕 : l76）﹨∕eblen的審美觀似乎是奠基於以下的事責:亳無意義和

揮霍的穿著本質上而言就是醜。我｛門終究會看見流行服飾無用及浪貢的這

-面’殃及美感而感到嫌惡’因此流行的式樣會改變-這種過程－再重

複。他承認「流行之所以流行,因人﹛門買得這種流行是美。」﹙VebIen’

lg75〔】899〕 : 】77）但他認為這種感貴並無美學的基礎;相反的,我∣門

霓得某樣東西美麗’是因為它的價格昂責及或為了揮霍。他預設了－種內

貝的美感’超越了價格和揮霍’終將會佔上風,-度曾覺得是美的東西’

現在會覺得很醜。他對於時尚社會的嫌惡’完全呈現在下面弓∣文當中:

10g

假設是……社群（尤其是有錢人階級的社群）的財富、流動性以及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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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範圍越是擴大,穿著方式越會顯現炫耀∣生揮霍法則的鋒芒,而美感

越會停止作用,或被錢財知名度法貝∣l所懾服,流行的流轉也就更快

速,各種怪誕及令人難以忍受的服飾競相登上時尚舞台。

對於Veblen’社會行動者有二種:－種認為可供揮匡浪費的就是美’而

另-種（像他自己）則認為那是醜。兩者都以經濟美學理論為出發點’只

是符號倒了過來。VebIen還認為有-種凌駕於經濟的美感’-種自主性

強﹑偶而嘗冒出來的「天生的美感」（natIveaesthet∣cs）。可∣苜他並未多加

說明’或許他認為這B進入道德的層面’不屬於社會學的領域了‧

SImme∣:二元論與下滲理論

lg04年GeorgeSimmeI發表了-篇關於流行的論文’在這篇文章裡面’

他對於流行之擴散的看法’日後形成了「下滲理論」（t「∣ck∣e﹣downthe0﹣

「V）。SimmCI從﹦元論的觀點來看整個社會’而不軍單看流行這個特殊

面。他認為,在-般化和特殊化的原則之問存在-種緊張關係:

在歷史的演進過程中,人類最根本的生活形式總是反映出兩種對立原

貝I∣的影響。每-種生活形式,都企圖在它領域中,將持績性、單一

性、相似l∣生和變異l∣生、特殊性、獨特性做結合。但顯然沒有任何芾II

度、法律或是地位,可以完全符合這兩種對立原貝∣I的要求。這種完全

狀況的責現,人類永遠只能不斷地逼近,不斷地嘗試﹑不斷地想望。

（Simmel , I957〔 lg04﹞ : 542）

變化,因此是源自於這兩種對立原則之問永恆的張力,這種張力,永遠都

無法解消’兩股力量也永遠不會取得最終的平衡。然後’SimmeI把這兩

17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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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對立的力量’對應到兩種不同型態的個人上。第-種型態為模仿的個

人,和－般化的原則是對應的。他論及:「我們在做模仿的時候’我們轉

移了對於倉∣」造性活動的需求’同時也把我﹛門對於創造∣生活動的責任,從我

們自己,轉到了另∣」人的身上。於是乎個人便得以從抉擇的困擾中解脫’他

現在只是群體中的-員’承載著社會內容的容器而巳。」﹙SimmeI ’ l957

﹝Ig04〕 : 542﹣3）。Ta『de論及流行時也提出了相近的看法:「複製出數

百萬相同的人。」﹙Tarde ’ I900: I7）仿傚者無疑就可以成為團體中台適

的-員。和仿傚者相反,也就是符台特殊化原則的人’則被Simmel稱為

「目的論個人」（teIeo∣og∣ca∣∣ndIvIdua∣）:這種人「不斷貫驗,努力不懈’唯

個人信念是問」﹙SimmeI ’ lg57〔﹜904〕:543﹚。

不令人訝異地’譆者將會發現’Simme】把流行當成這兩種對立原則

拉扯所造成的結果。如他所說的:

流行是對船－種特定範例的仿傚,同時滿足了社會適應的需求;它在

每個人必經的道路上弓∣導行人,將個人的行篇融入範例的行篇。它同

時也滿足了社會分化的需要’趨異的∣頃向,變化及對比的慾望:-方

面流行的內容不停地改變,今日的流行和昨日或明日的流行清晰可

辨,另一方面,流行在各個階級間也不同,-個社會上層階級的流行

永遠不會與下層階級的流行相同。事責上,當後者開始採用前者的流

行時,前者就會立亥II放棄這些流行。因此流行所再現的是許多生活形

式當中的一個,透過流行,我們試圖結合社會平等的趨勢’也就是在

同領域內尋求與其他人的生活方式-致,以及個人差異與變化的慾

望。（Simmel , 】957〔 l904﹞ :51﹞）

圖1l2以圖示摘要呈現了S∣mme∣對於時尚流行的看法。

如果我﹛門接受,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流行這種說法,那麼我﹛門就可

以瞭解,流行同時具有納入﹙iⅡclusion）與排除﹙excIusion）這兩種作用:它

－方面把接受了某-特殊階級或團體之流行的人結台在-起,另-方面又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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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化－般化

∣
長期不變

相似性

模倣的個人

社會平等

變化

獨特性

目的論個人

個人分化

時尚流行

圖ll2時尚流行作為對立緊張關係所造成的結果’】﹙Davis,lg8g’Igg2）

把不接受這些流行的人排除在夕卜。因此’流行在造圄體中製造了相似性和

單-性,同時又區隔並排除其他的人。

階級是SimmeI的流行變遷論的核心觀念‧如果每個人都成功地相互

模倣’那麼造﹛固社會中的每個人外表都相同’因此也就沒有流行可言;但

如果每個人都不模仿他人,那麼這個社會也會因為個人的夕卜表彼此沒有關

聯,那麼也沒有流行可﹦。但如果將階級加進來,我﹛門就會發現,各﹛固團

體都試圖讓團體內的人-致化’但和其他團體有差別。然而這並不必然會

弓∣起流行’此因各個團體可能很樂於呈現差異’卻沒有太多的興趣和其他

圉體看起來相似。但在階級制度下’如果有團體想要和上層的階級相似’

那麼我們就可以看至∣」SimmeI所說的流行變遷:「只要下層階級開始仿傚

他們的風格...….上層階級馬上就會拋棄這種風格,而採用新的風格’將自

已與大眾再度區分開來。這種遊戲就這樣地-再地重演。」﹙Simmel ,

I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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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57 ﹝lg04〕 : 5￠5）這種說法當然是假設社會接受了階級制度的正當

性’並且相信－個人可藉著仿傚較高階層者’而爬升到上面的階級。

GrantMcCracken﹙l988 : g4）則指出’下滲（trickle﹣d0wn）這個用語’

應用於這個理論並不是非常恰當-至少給人-個完全錯誤的印象。事責

上並非流行下滲到下層階級’下層階級被動地接受了這個流行,而是下層

階級主動追求並仿傚上層階級,迫使上層階級改變流行。McCracken認為

「你追我逃」﹙chaseandnight﹚造個用語,應該比下滲更恰當。

FredDavid無疑地也同意下滲理論不再適用於階級間的模仿。因為我

們現在並沒有「-個層級化的組織﹑象徵性威望的社會結構’個人在所有

的團體﹑階級﹑小圈圈中’因為接受相同的指示及暗示’什麼是美麗的﹑

可以接受的和時尚的,因此個人看來趨向-致。.…. ..在當今世界上研究時

尚流行普及的學者中’多元論的說法很盛行。」（Davis ’ lg92 : l08）社會

分裂成許多的團體’而這種分裂並不只是沿著階級的線索切割-在此並

無共同的看法說明之’對此SimmcI的說法似乎有其限制‧Davis更進-

步地批評SimmeI的論點沒有注意到各種不同的力量形塑著流行的過程:

「設計師和時尚流行中心之問的競爭..….消費者面對流行時,大量的選擇

權.…..百貨公司…﹣..流行刊物等等。」（Davis ’ l992 : ll1）;讀者想要知

道更多的細節,可以在Davis《流行﹑文化與認同》（RJs〃／o〃’C』﹛／／〃沱’α〃d

soc／e〃）本書中’看到更多關於這些力量的討論。172

服飾如同╴種語言

﹦十世紀中討論服飾的主要研究方法之-’是將它視為－種語言’以其自

己正式的方法組織,並目使用明確的文法及句法。第－個主要的貢獻’由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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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民族學研究者Pet『Bogaty『ev提出,他企圖檢視「在整體結構中,

個人服飾所提供的功能及其相互關係。」﹙Bogaty『ev’】g7l〔Ig37﹞ : 31）

他提出M0raⅥanSIovakia人的例子’其中他注意至∣了四種基本的服飾類

型: 日常生活、節日﹑典禮和儀式的服飾‧每-類都具有多種功能’責用

的﹑美觀的﹑地域性的﹑典禮用的﹑假日用的﹑儀典式的和全國∣生的;他

們根據基本的服飾型態’安排出不同重要性的層級。比方說’日常服飾最

重要的功能就是責用性’其次是社嘗地位或階級認同,接著是美觀的,最

後是地域∣生的功能。從另－端’儀式用的服飾來看’排序依次是儀式﹑節

日﹑美觀﹑全國∣生或地域性﹑社會地位或階級認同,最後則是責用性的功

能。社會地位包含了職業﹑年齡﹑宗教信仰及婚姻狀況’經由各個特殊元

素的組台’每－種地位都可以從服飾辨識出來:「每個元素項目可能有不

同的功能’要確定它的功能,必須要看它和其他哪些項目如何搭配。」

（Bogatyrev’Ig7l〔Ig37﹞ :12）例如佩戴「vonica」（-種精心製作的花

束）的人可能是新郎或是入伍新兵’要看他所穿的褲子才能辨別。

（Bogatyrev’I97I ﹝lg37﹞ :4I﹚

Bogatyrev首開風氣,將服飾分解成多種不同的元素’進而從這些元

素的不同組台’瞭解這些服飾傳達社會訊息的方式‧也就是說’他認為服

飾裡面有－套文法。

WemerEⅡninger（l984）的Amish人服飾研究,即以Bogaty「ev的研

究為基礎。他將男性腰部以上特定組台的穿著’分成生物社會性的地位

﹙bio﹣sociaI status）（他的用語）和社會事件二大類（見圖ll.3）’並將衣服分

內、中、外≡層最基本的單位,內層有兩種元素﹙不同樣式的汗衫）,中層

-可以不穿-也有兩種樣式﹙不同顏色的背∕D﹨或襯衫）,夕卜層則有三到

五種（不同顏色的夾克和夕卜套）樣式-這也可以不穿。元素和層次的組

台’呈現出不同的性別﹑年紀、神職／非神職等’以及社會事件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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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衣可搭配兩種不同

的背心及五種不同的

夕卜套或大衣 上衣■

／＼
髻●

各種搭配配台生理-

社會地位及事件

背心

夕卜套或大衣

附註:原為彩圖’色彩已以黑白圖案取代

圖ll.3Amish男性的穿著-符號學的分析方法﹙Enninger,】g84）

日常穿著、旅行／逛街﹑拜訪﹑上工或參加教曾活動。因此經由元素的精

確組合’服飾可以顯示出Amish社會的主要特徵及脈動。

另外,Sahlins在描繪美國服飾體系時’也提出過非常相似的觀點:

整體而言,-整套的服裝藉由服飾配件的特殊安排以及與其他整套服

裝的對比,而形成-種陳述。這些配件有-套邏輯關係,這意思貝∣l是

說在同-種層次上相互比較時,便有所區月∣I 。以索緒爾（Saussurean）

的詁來說即:例如,女人長褲的意義,同時由其他對照的服飾配件來

決定,像是裙子或男人的長褲,或是分別對照不同顏色、不同圖案但

相同種類的褲子。（Sah【ins , lg76: I79﹣8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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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照和區別’如其對於語吉之意義’是形成穿著之意義的基本要

素。Sahlins將之推到更廣的層次’試圖發現構成穿著語言的基本單位’

也就是說基本的搭配方式和社會意義之問的關係。藍領代表體力勞動而白

領代表心智勞動’這便是個理想的例子。如果以性月∣」的區分為例,我們可

以從袖子識月∣l出-個人的性另∣l ’袖子裁剪講究目是正規的長度’則為男

性’若是較為寬鬆而目是七分長’則為女性。另外夾克上的鈕釦是左扣或

右扣亦可顯示性另∣l ‧

工作和休問各有不同樣式的服飾。SahIins認為運作於造種區分之中

的基本對比’即是VebIen所說的正式﹙休閒）和工作（勞動）之問的對比。

例如,如果我們把工作區分為勞／D﹨和勞力兩種,那麼較正式的穿著則是屬

於勞心者’而工作型的穿著則是屬於勞力者。如果我們視穿著為-種階級

表述,就會再次發現疸種區分;而在「勞心」疸個類別中’還可以在主管

階級﹙更正式）和白領階級（工作服）之問再畫∣出-道新的區月lI ;當然’白

領階級和勞動階級相比,其穿著是正式的。﹙Sahlins ’ I976: I87﹣8）總而

言之’對SahIⅢ而言’服飾是可以有系統地解譆’用以揭開-個社會的

重要社書區隔 它是-種語言’具有基本的組成單位及完整的組台規

則。

GrantMcC『acken﹙lg88 : 62﹣6）則認為將服飾當成-種語言沒有什麼

用處。簡單來說,他的推論是建立在以下追種看法上:嚴格來說,語言容

許大幅度的組合自由,而產生出源源不絕的論述。我們必須依照嚴格的文

法規則來寫子句或是完整的句子’但要組台這些句子就自由多了。就最高

的層次來說,我們高興怎麼用語言就怎麼用,雖然就最低的層次來說,我

﹛門還是被-些缺乏彈性的規則所束縛。但穿著的組台自由和語言並不相

同。McCracken對許多人進行訪談,請他們解釋各種不同服飾的意義’他

發現至∣」,－個人搭配衣服倘給予如同語言組台的自由,結果不是產生論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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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而是亂成-團。他的受訪者並無法指出整套穿著的意義;他們只是按

照預設的意義來搭配衣服’而新的組台對他們而言也只不過是個拼湊‧服

飾往往和相當固定的意義連結在－起’但是語言卻可以產生許多新的意義

-如果語吉是╴種開放式的符碼’那麼衣服則是－種封閉式的符碼。雖

然我們還是可以說衣服傳遞訊息’但是對McCrackcn而吉’服飾的表達

方式和語言相當不同。

詮釋不確定性的增加

我們知道’衣服可以「製造」階級﹑i∣生另∣」﹑年齡﹑職業等等。然而’事∣青

並不是這麼簡單‧比利時學者Devleeshouwer﹙l977 : l73 ’ 】75）主張’自

從第-次世界大戰以來,外表的區別巳經不再那麼精確’反而變得混淆:

在戰前幾年’－群勞動階級聚在－起’人們只要看-眼’馬上就能分辨哪

－個人從事的是哪-種行業’然而在戰後’只能泛泛知道他們是勞動階

級。

到了lg70年代’團體問的區月∣」越來越模糊,階級之問的差異也越難

區分。Featherstone﹙I9gla: l7）認為’「商品持績不斷的改變’使得藉田

穿著識別個人地位及社會階級的問題變得複雜」’而目「象徵性及消萱性

商品快速地推陳出新且過度供給’造成商品作為識另∣」社會地位之符號的作

用降低。」﹙l99la: 】g）。Davis（】g85 : I7）則寫道’在西方社會中「服飾

已『低度符碼化』﹙undercoding）,失去了精準度與明確性」。再者,「服

飾的某些搭配或特定的樣式,所強調的是『意義』’會因為穿著者的認

同﹑場台﹑地點﹑公司’甚或是穿著者及觀看者的心情不同’而有很大的

差異」﹙Davis , l985 : I7）。和語吉相比,西方服飾的符碼無疑地「更為

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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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糊且語意不清‧ 」﹙Davis , l98g: 338）現今服飾的論述分歧且令人困

惑:在後現代的世界裡’意指和意符分離’符號變得無意義﹙Evansand

Thorton’ 】98g : 75﹚ ,這種社會不再存在固定的社會地位團體’也無法藉

由個人所選擇的符號商品﹙如穿著﹚來辨識。（Feathe『stone ’ I9gla: 83﹚雖

然面對這許多的限制’我們或許仍然可以追溯附登照片的作品’重新詮釋

服飾的意義。

DuHos-Priot（Ig8I）發現她案例中被拍照者的職業支配了意義的詮

釋’職業相較於其他的因素更為重要,而且似乎只有和職業這件事扯上關

係,社會階級才有意義。詮釋底下似乎藏著-個確定的體系’要解讀－個

人的地位,通常需藉田他與－些特定的職業類型（如經理或工人）的遠近

來界定。然而’這種體系在解譆年輕人時卻行不通‧在年輕人身上’並沒

有社會階級或是職業的區別’取而代之的是單純的世代問題。然而疸個研

究似乎並沒有詳細討論年輕人本身的觀點。

Herpin﹙lg84）拿四張裡面各有-男-女的照片給83位受訪者看’請

他們詮釋照片中人所穿的衣著。他分析這些回應,歸納出三種解釋穿著的

辭彙:社會地位﹑日常生活﹑風格及個人品昧。第-種指的是職業和經濟

地位;第﹦種表示個人即將要去做的事,像是「間晃」或是「放鬆」時所

穿的衣著;第三種描述的是服飾上特殊的風格’例如「正統」或是-「運動

的」’或者更常用的’如「講究」﹑「高雅」、「不賴」、「沒品昧」等‧社

會地位在這些詮釋當中並沒有佔至∣優勢地位’反而第二﹑尤其第≡種詞彙

頻繁地被使用。然而我們不可無限上綱’職業和／或階級多少仍會被提

及,另外年齡同樣是受人關注的焦點。而Herpins的第﹦種詞彙或可解釋

為職業穿著的延伸’也就是那是-種為特定活動 （進入家居或休閒領域）

而穿著的形式。最後,第三種詞彙則是指個人擁有或缺乏適當穿著的能

力’在社交世界中,穿著必需和職業﹑階級、年齡﹑活動及身體相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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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衣服是否為低符碼化’不具有識別作用,受訪者仍然做出詮

釋’受訪者對這些符碼象徵能力高低的看法並不-致,詮釋也不同。我∣門

可以用Dunos﹣Priots（I98】）的例子來理解,除了年齡因素以外,其他更有

效識別年輕人服飾的方式。服飾在此是低符碼化﹙undercoded）,同時又是

過度符碼化﹙overcoded）。低符碼化是由於缺乏像階級或職業疸類可靠而

明晰的區隔能力;而過度的符碼化’則是由於意指根本沒有疑義的年齡

層。對於年輕人的研究顯示出’年輕人－如所料’在衣著上極為重視符

碼’雖然這可能是「主流文化難以理解的」（EvansandThomton’l98g :

75）,Willis評論道’「年輕人極為擅長搞象徵’發展自己的風格’而且也

擅長解譯其他人的服飾風格’並將之連繫到音樂﹑政治﹑社會的方向。」

如果服飾極度符碼化’那麼在這些相關的範疇中,可能創造出可靠

目良好的區法分則,若只是低度符碼化’那麼就不可能了;責際上’服飾

的詮釋是混雜不清的’有些社會呈現過度符碼化的現象,有些則是低符碼

化’視社會環境而定’如Davis（lg85 : l7）於上所言。-個社會倘若越能

夠以服飾可靠地編結社會區隔的符碼’則服飾越會變成詮釋這個社會的代

表;如Bagatyres﹙l97】〔】g37〕:g58）所言’變成「我﹛門的服裝」。

比起消責文化的其他要素,服飾是個人向這個世界宣告其身份地位

最有效的方式。廣義來說’任何人都可以從穿著中讀到－些有用的社會訊

息;狹義而言’其他人可以從相同項目讀出更複雜的訊息。街頭的穿著劇

場’觀眾不只－個’而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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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連績與變遷

GrantMcCracken﹙I988: l〕l）曾指出’西方社會是個「民族誌研究上的怪

事」’因為傅統社會相當穩定’而西方社會卻-直在變化。然而不斷的變

遷與轉變’難道不會把－切都扯裂Ⅱ馬?在疸種永∣∣亙的轉變中’連績∣生怎麼

可能呢?McCracken認為’這大部分要歸功於消費的物品在變遷當中’以

及在變遷中生存’這﹦件事裡面所扮演的角色。就此觀點而吉’物品既是

建績也是變遷的代言人。現在讓我先討論「物品作為維持社會不問斷的工

具」痘個部分吧I

在第二章’Douglas與lsherwood（l979）曾說過’物品的-個主要功

能在於阻止意義的漂移:它可以定著住意義－段時間’讓我們看見社會秩

序在此短暫的穩定狀況中是如何組成的。物品因此可以視為是-張尚可信

賴的社蕾責體地圖。於是乎-個社會的基本文化範疇’可以具體地被看

見。例如’對SahIins﹙l976）而言’男性與女∣生的差另∣l ’是透過服飾的特

殊剪裁、線條﹑材質而保持性另∣」範疇的穩定’而Goffhlan對於廣告的詮

釋則顯示’身體的姿勢與擺放的位置透露了所屬的性別.即使階級鬥不停

歇’而使得某些物品變成了固定意義的暫時流寓所’但許多研究階級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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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研究前提仍是:「階級地位可以透過消費的物品來彰顯」《》

Bourdieu的作品（l98￠【l979】）就是最好的例子。McCracken認為物品不僅

僅能顯示-個社書的文化範疇’它們同時也在說服我們:事∣冑就是這樣自

然。

AdrianFo㎡y（】g86）比較不同時期的倫敦地鐵地圖’或許就是－個好

例子。老地圖顯示車站責際的地理方位,所以從A至∣」B的時問’大概可

以估算出來’但是新地圖只是圖示而已’以抽象的方式重置地理付青;倫

敦的地理消失了,變成了－個經過規畫∣的體系’在此體系下’距離被拋

棄’只有點與點的連結才是真實的。這樣的新地圖製造出了大不相同的心

靈地圖’讓倫敦人與遊客相信’倫敦責際上就是這副模樣。現在’新地鐵

地圖巳經變成了說明「倫敦」是什麼的最佳說客,即使它只不過是個虛

構’以責際地理來看’它還有誤導之嫌。BonMarch白百貨公司印製的名

勝地圖’以該百貨公司來代表巴黎’就是另外－個說明「物品即力量」的

例證。在此的物品是地圖’試圖說服我﹛門什麼才是重要的範疇。許多男性

所穿的西裝’也在說服我們’這些男人是有權威的人’但他們如果穿便

服’恐怕就說服不了我們了。權威就在-塊特殊的布料裡,即使這麼說也

不為過。據此而吉’物品的作用可以是非常保守:它們能把某些東西固定

下來。然而它們也會吸納異議聲音,把潛在不穩定的事物,轉換成可以證

明連績性的-個個片段。每當有人抨擊藝術、文學’或流行時,可以確定

的是,藝術﹑文學和流行很快的就蕾擁抱這些抨擊,將之同化,轉變成藝

術、文學或流行另-個偉大的範例。

但對McC『acken而言’物品不僅只是連績性的代言人而巳’它﹛門還

有兩種能耐’足可成為變遷的工具。第-種能力是它們能新奇﹑創新地使

用文化範疇’亦即它﹛門會貫驗現存的範疇’進而創造出新的東西。例如某

個團體或許想要重新定位自己’並「修改它所屬的文化範疇,這時物品就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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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該團體反思它自己的工具」﹙McCracken,G.’l988: l35）。這麼做’-個

常見的模式是拋棄原來和這個團體相連的老東西,然後開始接收其他團體

的物品。所謂的「下滲理論」﹙trickle﹣down）’如果以「你追我逃」﹙chase

and日ight）來理解’就是造樣的-個例子。McCrackcn所舉的例子是lg60

年代的基進女性主義,她﹛門擺脫掉傳統女性的穿著及其所傳達的傳統性另∣」

角色訊息’轉而尋找更適台的衣著’最後找上了工人階級的男性服裝。物

品的第二種能耐是’它﹛門能夠充當「公開宣佈變化」的工具。以

McCracken的話來說,就是物品能當告示板。-個團體的成員首先要取得

共識’什麼樣的物品才配得上它們的特殊地位。很明顯的’在團體剛成立

的時﹛∣矣最需要這樣做’此時人們只知道需要-些獨特的物品來定義自己的

團體’但還不確定什麼物品最∣台當。－旦共識形成,仳項物品就成為昭告

世人該團體之認同與理念的告示牌:然後人們就以此物品來認識該團體’

但也會出現各種不同的反應’進而強化了該圍體的自我定義﹙尤其是負面

反應時）。最後,

藉由物件-符碼﹙ohiect-code）,-個社會既鼓勵變遷,也容忍變遷。

它協助社會團體建立不存在於現存文化,或與現存文化相反的其他定

義自己的方式。不過它也幫助社會把這些變遷整合入現存的文化架

構,消散其潛在的不穩定性﹙McCracken,G’lg88: l37）。

後現代主義的混亂範疇

-直有人宣稱’我們現在的社會是後現代的社會。這種說法對於消責社會

學是很重要的’因為這表示’物品的象徵∣生使用’巳經有了根本的改變。 17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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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主義時代’階級歸屬及其代表消費物品之問的關係’是相當穩固

的。但是在後現代主義時代’這樣的穩定性逐漸鬆動,階級的象徵’田更

個人主義的生活風格象徵所取代’甚至出現了-種超越個人主義’

Maffbsoli﹙l9g6【lg88】）稱之為「部落民族」（tribes）的臨時群聚。物品在

某種程度上巳經脫離了其象徵的旋泊處,開始漂浮於符號的世界,各種圍

體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取用。現代主義的特徵是有-套前後-貫的文化責

踐’但當前則出現了－種五花／﹨門的組台-物品與貢踐變成玩物’當我

｛門移轉到其他的東西時’原來的物品與責踐就可以甩掉。它們不再是我們

社會地位的徽章。過去現代主義高低文化的區別’有定位階級的作用,但

當大學開始教起了某流行歌手或暢銷作家的作品’而古典音樂男高音的

CD﹑葛利果聖詩’以及以前默默無聞的波蘭作曲家開始進入流行音樂排

行榜時’這-套就不管用了‧智識階級（指男∣∣生那部份）不再排斥’反而

開始對勞動階級的遊戲感興趣起來了’例如足球或橄檯球,甚至有些人還

自貶身分’教起消費社會學來了‧這很明顯是現代主義文明走到末路的象

徵。

對MikeFeatherstone﹙l99la）來說’在後現代社會,廣義的文化所扮

演的角色是最重要的。我｛門所消費的不是物品’而是廣告與展示建構起來

的意義﹙雖然我認為百貨公司出現以來就已經是這樣了）。到博物館去’不

是為了接受高級文化的洗禮’而是去觸摸﹑去看﹑去經驗。以前博物館的

指示標語是「請勿觸碰」’但現代的博物館則鼓勵你去觸摸。這消除了文

化殿堂的迷思’把這裡變成童稚心靈主宰的地方:老蕾的康德美學在其聖

地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非康德美學。雪梨的電力博物館﹙Powerhouse

Museum﹚建於I9g￠年中,有幸在那裡吃過午餐的人都知道’該地的餐廳

巳由KenDone及其同僚重新裝〉黃,包括牆壁與天花板‧這似乎是個非康

德美學的好例子’強調立即的感宮美學﹑-眼就可欣賞-小孩子喜歡極

了,他們是該博物館的主要訪客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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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therstone說’越來越多的藝廊與博物館都朝著這個大眾的方向發

展’用他的話來說:神秘高級文化嚴厲的警示牌「巳被奇觀式﹑大眾化﹑

愉∣兒且可立即接近」的文化所取代（Peathe『stone, lggIa: g7）。高難度且須

經長期培養的諭述性文化﹙discu『sivecu】tu『e）’已被重慼官及奇觀的立即性

文化所取代。這樣的發展’Maffbsoli（】g96【l988】: 3I）認為是從「作為積

極歷史主體的無產階級’到未來兔於任何責任的大眾」的-個過渡階段。

在疸裡’任何未來計畫都不見了’這表示我們沒有任何理由為了遠方的偉

大目標而延遲任何的事情’也不需要為了未來規畫∣而去學習複雜的論述性

文化。時問再無未來感’只剩下現在’過去﹙thepast）因此也失去了舊式

資產階級-馬克恩主義的進步性格。這讓我們可以不分高下把玩過去的風

格’喪失了方向的過去’也扁平化成了當下（thep『esent）。所以出現了

「以遊戲﹑嘲諷的態度混融各種傳統的四不像’這或許可以視為後現代的

特徵」﹙Kuma『’I9g5: I06）。過去被吸入了現在,過去有時問先後之分的各

種東西’現在攤在同-時問平面上。

再者’論述性文化需要經過長時問目相當艱苦的學徒時期司∣∣練,而

奇觀式的感官文化立即就可理解’容易多了’因此非蕾英階級也能接受。

藝術與日常生活之問的界線,越來越模糊’所以我們可以宣稱,日常生活

就是藝術’而我﹛門就是生活的藝術家。這樣的立場,顯然會讓人們獲得台

法性’而去大量地體驗﹑使用消費品,而不必去做彰顯財富那種無聊的事

情’現在人∣門可以盡∣胄表達他們的藝術靈感。當然,我們-開始仍必須要

有點錢才做得至∣l ,因此’彰顯財富絕非如－般人所想的那樣的不重要。畢

竟就如我﹛門有時聽見的:只有富翁才能奢言錢不重要。

但是否每個在消費社會中的人真的都以後現代的方式過活?

Peatherstone提醒我∣門「要問-個重要的社會學問題:不僅是後現代生活風

格從哪裡開始’也要問哪些群體﹑有多少人參與,持績多久」（l9gIa:

18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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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5）。我﹛門往往傾向於認定大多數人想的﹑做的﹑經驗到的事項’就是－

個時代的特徵,但事貫上這些事項經常只有少數人在做’最後卻被詮釋為

當時或當地的「典型特色」’對此’我們必須小心。例如在當時嬉皮﹑龐克

或反越戰人士可能只是少數’但當我們回顧時’我們可能嘗認為所有的人

－定都是嬉皮﹑龐克或反越戰人士-這樣的傾向’常常被有心人拿來利

用,以便給人－個印象’那就是他們過去也屬於這群大膽的人。在二次大

戰後的法國’許多人說他們曾是反抗軍成員’卻幾乎沒有人承認支持過剛

被推翻的領導人。社會學分析的－些對付方法確是非常管用。Peatherstone

認為後現代主義的生活風格’只是新中產階級’以及兩種類型城市的玩物

而已:－是試圖建造大規模文化資本的城市（如巴黎或倫敦）’二是試圖重

新包裝以吸弓∣遊客關愛眼神的城市（造在當今似乎到處都是）。

在歐美’去工業化造成了城市內部仕紳化（gentri何cation）的現象’財

富﹑展示與消萱重新回到市中心的街上’而原來住在市中心的貧民則被推

擠到其他地區。那些沒辦法玩得起這個遊戲的則被趕到視線之夕卜 ,結果也

就得不至∣文化評論者的注意了。那些進駐舊社區的人’通常就是那些重視

展示生活方式的有錢人（縱使他們缺乏傳統的高階文化資本;或者說’正

因為缺乏這種文化資本’所以他﹛門玩表象:在造方面’他們是玩家）。

對此,Peatherstone有這樣的評述:

181

自從中產階級移回市中心後,隔離的過程-直在強化,這可從後現代

的建築物看出,例如搭有高塔、謹城河、吊橋的建築物,這些搭建物

倉∣l造出防衛性的私人空間,可保不被失業者、窮人、叛逆少年﹑或

「危險階級」人士干擾。它負Il造了－種DavidHarvey所說的「巫毒城

市」（voodoocities）,在這裡,外表看起來好像是後現代文化重新開

展了,其賈只是╴種嘉年華面具,遮掩住所有其他事物的衰敗而已

（Featherstone, I99Ia: I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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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中心或大型購物館也很類似:Chaney（l990;￠9）與Langman﹙l9g2:

斗8）都注意至Ⅱ這種具有高度控制性質的封閉空問。Shields﹙lgg2:5﹚寫道:

「不能進入這些地方的新型暹緣人在此被創造出來’警衛人昌﹙－種私人

的軍隊’確保零售商嘗服從,購物者會「乖乖的」）拒絕他∣門進入的理

由’只是根據自巳肆意的半Ⅱ斷與推論」。透過這樣的方式’後現代主義在

當代創造出了安全的都市空問。人群的分類和階層並沒有消失’只是小心

翼翼地被排除在視線之外。

或許購物中心或大型購物館的時代也過去了,同時把社會學家漫遊

者也帶走了‧不管是把這些地方視為大批中低階級的聚集地（Chaney’

】gg4: 】75英國的例子）’或看成社會廣大階層認養的地方﹙ShieIds, l992:

5 ,北美的例子）’至少他們是個確責存在的空問’人們可以在這裡聚集’

不管是家庭、朋友、或Ma﹛fesoli的「部落民族」’或只是－群陌生人.根

據以下這則】gg6年∕﹨月的廣告來看’未來則可能是另外-個樣子:

MEGAMALLLifestyleBrowserTM是澳﹟Ill第-冢虛擬店鋪,出售

Windows,Windows95與麥金塔的CDROM。

在MEGAMALLi、M買東西,就跟去-趟當地的百貨公司-樣,但卻

沒有任何停車的問題‧

看看最新從零售商如DavidJones,Katies,Innovations或其他商店來的

最新產品。看至II你喜歡的東西,我們會宅配到你家。去賭場試試你的

運氣,玩玩橋牌、轉輪盤‧聽聽最新的音樂,看看最新的錄影帶等

等,你只要在家就可舒服地做這些事‧

只要按-個鍵’就從現責空問跳到虛擬空問’間晃的消費者’不再造成又

興蕾﹑又麻煩的公共聚集’購物中心或大型購物館也不再需要了（同時省

下了零售、基礎建設與警衛的成本）,而且又安全地把人們鏈在電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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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購物中心承諾提供任何責體購物中心所能提供,而且成本更低的物品

與勞務:從主要供應商來的最新產品﹑遊樂的空間﹑賭博的緊張刺激感﹑

有機會聽到看到產業界所提供的最新音樂與錄影帶。當然’喪失掉的是公

共空問的社會面向,而這個非虛擬的空問是所謂的實體消費者（embodied

consumer）責際佇留的空問（即使是短暫的）‧打從第-個市場開始’購物

的地方就－直是人們碰面的地方’在那裡’除了買賣外’還有更多的事∣青

在那裡發生。就如Gootdiener﹙l995: 83）所說的,在公共空間越來越沒管

制’也越來越危險的I∣青形下,大型購物中心可能成為美國都會區人們互相

進行社會溝通的-個主要場地。－個人很容易就能在購物中心或大型購物

館消磨掉幾個小時而什麼東西也沒買’-份對巴黎郊區購物中心的研究顯

示’大約「三分之－」的人進入後’並沒有買任何東西就出來了﹙ShicIds,

lgg2: 】0）。雖然虛擬的購物中心承諾要終結這-切,但購物行為中的非購

物元素仍可能會把虛擬購物中心轉變成責際的白色大象﹙譯註:意指沒有

價值的東西）。在購物中心游盪的社會學家至少目前還不會失業。

如McCracken所觀察至∣」的,在顯示社嘗變遷與連績性時,消費物品

相當有用’這表示它們將會跟我們共存很長的－段時問’在這些物品上進

行的象徵鬥爭也-樣。Saunders﹙】g86: 3￠7）說’消費（而不是生產）這麼

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它是－個讓人們可以控制自己生活的領域。資本主義

經濟體的絕大部分是仰賴消費主義生存’而且資本主義截至目前為止也都

能l∣眉利地拓展領域,不斷地再造自己並克服各種危機,不過沒有人知道’

造種情況可以維持多久。消責者是資本主義體系完美的創造物’而這種需

求像無政府狀態的體系,也需要-定程度的消費者運動來監督與制衡。這

個體系內的休間勞務,將會變得比物品更重要,因為它﹛門可能比物品更容

易擴張.這會把二十世紀初的狀況翻轉過來’根據Cross﹙l9g3: 5）的說

法;「當時的消萱文化’是在－種不被接受的社會決策狀態下出現的’而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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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產業的眉∣」新都導向無遑無際的物品生產’而非休問。」那時的休間產業

根本不可能發展,但現在就不同了‧或許文化商品與資訊的交易會成為資

本主義的動力’而把資本主義帶入另－個階段。不過,未來學是最不精確

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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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敘述軸線或可簡單描述為:消費如何變成╴般人的日常經驗?沿著這條軸線『作者苜先說明消費社會的降臨而後剖析各
家經典理諭再以各種實例〃趣談諸如購物與百貨公司﹑廣告、住家﹑食物與酒﹑觀光旅遊、身體、服飾與時尚流行等庶民生活的消費
面向。全書於是乎清楚描繪出〃資本主義不僅是生產的革命而且是消費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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