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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从何时开始习惯于用“颜值”这个词来指称相貌，已经很难考证。可以肯定的
是，“颜值”越来越成为一个有市场号召力的“指标”，围绕着“颜值”的产业也
在迅速扩张。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医美”。前不久，教育部在一份建议回复中称
，将大力支持医疗美容专业进入高校，并允许设置二级学科。另据《2020中国医美
行业白皮书》统计，去年，医美的市场规模已经达到300亿美元以上，预计未来将
以20%的速度增长。

伯娜德·维根斯坦(Bernadette Wegenstein)的著作《美妆的凝视》以文化考古学的
方式，呈现了人们改造身体和构建美丽的深层逻辑。她的论述让人们看到，除了技
术因素外，是怎样的历史因素促使整容行业在这个时代获得爆发式增长。而当一个
人选择进入整容手术室时，背后又有哪些社会历史因素在起作用。

这位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德语系教授从古希腊对美的理解出发，谈到18世纪相面术
、19世纪达尔文主义的颅相学、优生学以及纳粹德国种族理论，也谈到21世纪的电
影、电视、艺术以及消费场景中的美妆凝视。维根斯坦认为，今天人们所做的关于
美和整形的尝试，与传统的相面术并没有实质差别。相面术总是认为，“美貌”与
一个时代最为需求的性格类型正好对应。这也解释了为何人们对“美”与“善”的
看法总随时代变化，对美妆的热忱却始终如一。

到了21世纪，三种社会驱动力让“美”这个问题被空前放大：名人文化、消费主义
以及美颜电子经济。维根斯坦认为，这三股力量都让人们在不断“观看”中加深自
己的身体焦虑，而越是焦虑越要看，由此形成了恶性循环。比如，在美国的整容电
视真人秀中，往往以高端住宅和富人社会作为背景，经过整容改变了外貌的人由此
得到了更好的“估价”，并顺利进入另一个社会阶层。调查显示，这样的节目对家
境普通的年轻人往往具有比富家子弟更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这些节目往往用“
为自己而改变”“成为最好的自己”之类口号，来标榜自己的价值观。但其实质，
只是令选手们从“想取悦他人的罪”中得到赦免，以掩盖这样的事实：她们整容的
“选择”是被一个更大的男权结构所过度决定，使整容手术成了在这个对女性充满
敌意的世界中，心理生存的唯一抉择。

《美妆的凝视》的译者、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张小平也感受到眼下中国人对医
美的热情。她认为，对整形美容的热情，看似是追求“美”，背后依然逃不过资本
的阴影。消费主义制造了各种欲望和焦虑，让人们去迎合资本的需要，久而久之，
人就找不到自己了。只不过，过去我们消费商品，现在开始消费自己的身体。

她特别提及“颜值”这个流行词汇——其中的“值”，也就是“value”，意味着
人本身已经成了技术的延伸，是能用技术去衡量的指标，而这个指标又决定着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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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够获得的“市场份额”。各种外貌焦虑、肥胖焦虑等，归根结底依然是出于一
种阶层身份焦虑和被市场淘汰的恐惧。

当然，理论归理论，人的爱美之心总需要释放。张小平说自己并不是整容的反对者
，看到周围有人整容，也抱着欣赏的态度。她只是强调，在容貌这件事上，不能过
度依赖技术：“这本《美妆的凝视》的意义也正在于，当人们了解消费主义对欲望
的制造，才不至于完全被牵着鼻子走。”

二战前的西方相面术充斥歧视与暴力

第一财经：作者选择从18世纪的相面术开始谈美妆的凝视。相面术与美妆的凝视的
相同之处在哪儿？

张小平：作者把美妆的凝视作为相面术的延伸。她认为，整容术是一种相面术运用
。她的追溯不止于18世纪，甚至是上溯到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那里。只是到了18世
纪，人们因为宗教信仰的推动，把“良善”和相貌联系在一起。这时候，西方的相
面术兴起了。后来，一个叫高尔的人又创立了颅相学，把人的头骨尺寸和智力联系
在一起。之后，达尔文的表兄高尔登爵士又提出了优生学，根据人的外表来推断一
个人适应世界的能力。

后来，优生学和颅相学被纳粹德国发挥到了灭绝人性的地步。作者只是以纳粹德国
为例子，其实殖民主义对其他种族都会实行类似的做法。包括当时很多西方人到了
殖民地，他们都是认为其他种族是劣等和低下的，有必要消灭他们。就像历史上欧
洲殖民者对待印第安人、非洲人、亚洲人等，也是如此，会去测量他们的五官、头
颅、身高、体重试图贬低这些族群。

纳粹德国不光是针对犹太人，他们对有的民族也是这样。他们认为，党卫军成员，
也就是他们认为的最为优秀的男性，只有最优秀的女性才能配得上。所谓优秀的女
性，也就是能够生出美丽的、优秀的后代的人。党卫军成员的结婚对象需要上报到
元首希特勒，上报的信息包括这些女性的身高体重和相貌是否符合标准等等。所以
，后来西方人说到相面术时，其中就隐含着非常强烈的暴力暗示。因而，“面相”
这个词汇二战之后便成了禁忌语。

相面术不仅西方有，中国也有，而且很古老了，比如麻衣神相等。当然也有人反对
相面术，比如两千多年前《荀子》就有《非相篇》。但总体来说，从古到今，无论
中西方，人们对外貌都很痴迷。

第一财经：现在，医美的产业规模扩张很快。相伴而来的是社会对整容的宽容度提
高，整容不再是一个忌讳被外人知道的隐私，而是越来越多人愿意谈论的时髦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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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社会观念的改变，你怎么看？

张小平：人对美的向往是没错的，整容也没错，周围有人割双眼皮、隆鼻，我也觉
得挺好看。技术的发展也的确让人对外表美的追求成为现实。不能简单评判整容是
好是坏，《美妆的凝视》这本书也说明了，在构建美丽和改造身体这个问题上，充
满了悖论，是复杂而微妙的。

但我想我们也应该看到，从马克思、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到哈贝马斯，很多哲学家
对技术进步做了深刻的反思。一旦技术用在了人身上，人就变成了工具的延伸品。
如果技术能够使人变“美”，那么，容貌就成了技术的一部分。人对美的向往固然
没有错，但在这个追求过程中，也会不可避免地掉入技术之网的陷阱中。而如果过
度依赖技术，那人就会被技术所奴役，并被异化，成为这个网中的小小节点。有人
说，我的身体我做主。但这种改变究竟是谁想要的？真的是自己想要的吗？还是为
了迎合“人家”才自己做主的？这需要打个问号。

第一财经：对那些过度整容，也就是要把自己的脸变得判若两人的行为，你怎么看
？

张小平：过度整容的人一定是对自己认识不够的，把自己当作不被凝视而是被忽视
的弱者。这里头还有一个经济利益催促的问题。一些人生活在快节奏中，焦虑而找
不到自我。就像明星，国际明星基本上没有不整容的，有的改变还非常大。前不久
看到一则对知名画家张晓刚先生的采访，他提到他的画作《大家庭》系列之所以创
下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拍卖天价，原因就在于他对“中国人”面孔的认识，这一认识
是他出访德国等欧洲国家之后的“最大震撼”。中国人之所以不同于欧洲人，就是
我们特有的皮肤颜色、发色以及眼睛的颜色和大小的典型特征。所谓自信，一定程
度上还要有对自己容貌的自信。青春靓丽也好，满脸皱纹也好，都是自己，只要有
精神追求有灵魂就好。就如诗人叶芝的诗句——“多少人爱你青春欢唱的时辰，爱
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的脸上痛
苦的皱纹。”

第一财经：现在对外表的焦虑已经不只集中在脸上了，而是向整个人体、向更为细
节的地方全方位扩散。很多人患上了肥胖焦虑症，甚至还有头皮屑恐惧症。这种无
限的焦虑是否也和资本的逻辑相关？

张小平：我知道很多人有肥胖恐惧症，但头皮屑恐惧症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觉得
，这些焦虑背后的逻辑和相面术的逻辑是一样的。身材、形象和饮食一样，都是有
阶级性的。一个人有头皮屑说明这个人不健康，也没有时间好好打理自己，那说明
他(她)的生活不是有闲的，起居也不是讲究的。这背后就是一种阶层身份的焦虑和
被淘汰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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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也是如此。经济宽裕的人非常重视营养平衡和热量的摄入量，经济紧张的人则
会购买鸡腿之类便宜的肉食和高热量谷物食品。富人以瘦为美，是因为他们不用担
心饮食匮乏，很多人担心变胖，就是因为他们怕落入一个看似“穷人”的外貌。于
是，不是富裕阶层的也对瘦和苗条趋之若鹜。瘦为什么能代表身材好？这其实是一
个资本主义的逻辑。在资本主义结束之前，人被异化着，丢失了本质的美、自然美
，生活在“伪美”(伪者，人为也)之中。美必然会被文化塑造和技术塑形。

第一财经：维根斯坦将21世纪的美颜电子经济、名人文化和消费主义视为人构建身
体美的外在动力。她的观察主要基于美国社会的现状。在中国，你认为是哪些因素
推动了医美行业的迅速扩张？

张小平：在全球化影响下，世界交流越来越广泛，中国受到来自国外的影响越来越
多。最初是欧美，电视节目主持人的眉毛都是大刀形的，突出眼眶；后来受日韩的
影响，又开始回归东方化；之后随着技术进步，日韩整形业的兴起，伴随着韩国影
视文化的热播和日韩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中国人深受影响，很多人跑到国外整容
或塑形，国内医美行业随之也越来越火，行业GDP迅速膨胀。为适应市场需要，教
育部也支持高校开设医美专业了。

回到本质上讲，人们对医美的追求，还是来自对自身某些审美上的“生理缺陷”的
否定，向舆论普遍认为的“美”趋同。各种媒介和广告都在制造“匮乏”和“欲望
”，使得人们不自觉地被“欲望”推动而“欲望着”，去弥补所谓的“匮乏”。其
实，这也是人的身体正在被消费，不仅是被自己消费，也是为了满足凝视者的消费
。身体觉醒的关键，在于对自身内在美正确的认知和内心自信心的觉醒。这些很多
人还不具备，需要长期的培育。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4 / 4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