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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曾在一个访谈中表示，每天晚上约有1700万人逛淘宝，但是什么都不买——物的消费时代结束，一个符号消费的时代降临了。在

消费社会这个全新的社会形态中，物的存在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物之所以是物，不是通过它的实际功能来显示，而是通过它与主体的独

特关系、与他物的相互“混搭”显现出来的。人们其实不是在消费物本身，而是“托物言志”，把物用来作为突出自身个性的意义符号。

让·鲍 德 里 亚（Jean Baudrillard
1 929-2007），法国现代社会思想大师，
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的
思想家。其理论目前正深刻影响着当代
文化理论以及有关传媒、艺术和社会的话
语。《消费社会》是其代表作。中文版问世
来，重印9次。

1、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
价值），人们总是把物用来当作能够突出
自己的符号。

2、我们所谓“主动”去购买的商品，
都是因为先有广告的传播，再去选择，而
传播是完全掌控在产销者的手中。

消费者的“自主选择”只是一个假
象，所有的消费者都在生产者的掌控之
中。消费者只是在不断的“趋同”，在规
定的选择中，向自己希望成为的样子，而
那个样子本身也是被生产者规定好的。

3、休息也是消费，一种对非生产性
时间的消费，这段自由时间的品质、节奏、
内涵都被符号化来对个体、范畴、阶级进
行区分。所以，消磨时光，是不可能的。

4、消费社会：人们的消费行为不是基
于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追求产品背后的
符号意义，企业不仅生产了产品，而且通过
广告，媒体宣传等途径制造了人们的需求。

5、个人与社会，都只有在出现盈余
或多余得可以浪费的时候，才会感到不
仅是生存而且是生活。

6、对差异的崇拜恰恰基于缺乏差别。
7、你的工作本身已经不再能直接

地赋予你身份，赋予你身份和地位的，是
消费。

生产主人公的传奇，已经让位给消费主
人公。

8、表面上来看，在消费中，人与人
显然是完全平等的。任何商品，只要你
有经济实力，你就可以去购买。

不同经济实力的人群购买不同的消
费品，消费品分成不同的档次，消费者也
就成为了不同档次的消费者。

消费社会并不能把社会趋向一致，随
着人的自我异化，成为一种等级性行为。

9、在我们这个“区分性的社会”中，
每个社会关系都增添着个体的不足，因
为任何拥有的东西都在与他人比较的时
候都被相对化了。

10、丰盛带来了浪费，而这种浪费，
导致了物的使用价值重要性的降低，而
时尚价值等符号价值的地位开始陡升。

提起让·鲍德里亚，不得不提《消费

社会》。这本书为人们看待当下社会提

供了一个有趣的思考方式。理解这本

书，关键词是“符号”。

在他看来：消费是一个系统，它维

护着秩序和组织完整，消费既是一种道

德和理想的价值体系，也是一种沟通和

交换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在当代社

会中，符号的逻辑成为生产到消费中至

关重要的元素，企业家热衷于编织意

义，将商品与一套价值符号绑定，由此，

消费者消费的不再是商品的实际用途，

而是它的符号价值。

从物质的符号到文化的符号，再到政

治的符号，符号因为和符号之间的不同而

产生价值，但这个价值并不等于它的劳动

价值。比如一个年轻的偶像艺人，他的实

力远不如成熟演员甚至同龄的科班生，但

因为他被树立成符号，他有了那个象征的

作用，需要他、消费他的人就会去关注他，

进而抬高他的市面价值、社会影响力。

这些我们当下感同身受的问题，鲍

德里亚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洞察。他

大胆以消费现象为中心陈述自己的洞

见：消费社会区别于传统生产社会，是

围绕商品消费为主要的社会模式，我们

的整个文化体系建立在消费之上。

《消费社会》有五个重要观点。第

一，日常生活商品化；第二，消费社会制

造了平等幻觉，也让个体沉湎于自我消

费；第三，消费社会的本质铸就了大众文

化繁荣；第四，传媒成为制造欲望需求的

重要工具；第五，也是最深刻的一点，鲍

德里亚把索绪尔的知识运用到社会批判

中，认为商品乃至人在当下社会的符号

化不可避免，如果说萨特等哲学家还在

致力为人的存在找寻意义，鲍德里亚干

脆放下人的神圣性。

当我们消费时当我们消费时，，消费的是什么消费的是什么

福特革命后，西方社会在物质繁荣

的同时出现生产过剩。规模化、标准化

的生产方式扩大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规模，社

会的重心由生产转移到消费。由此，鲍德里

亚提出了消费社会的概念。

首先，消费社会使日常生活商品

化。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消费对象还

是消费活动都具有一种强制的普遍性，

社会上大大小小的事物都逃避不了被

消费的命运，人们的生活方式，无论是

从早到晚的小循环，还是日复一日的大

循环，都完全跟随着商业的运作进行，

特别是休闲活动的发展，更是把日常生

活和消费结合在一起，商业不再只是经

济活动，还是文化活动、社会活动。

这就导致了物品的堆积。在消费社

会，大到购物中心，小到店铺，物品堆积

都非常明显。许多商品不是单个存在，

而是一整套产品的其中一环，这在服装

和电器中尤为明显。消费者与物的关系

由此发生变化，消费者去买东西，为的不

再只是某个特别用途，而是它的符号意

义。比如:艺人的粉丝今天买一双艺人代

言的球鞋，他们看中的不再是鞋本身，而

是那个艺人的符号意义。

为了让我们更理解堆积现象，鲍德

里亚举了杂货店的例子，在这里可以理

解为商业中心。消费的综合活动在商

业中心集中体现。商业中心把不同商

品放到一起，尤其是那些可以组合成符

号的商品，店主要营造出刺激消费的整

体氛围，这个氛围可以由电影院、咖啡

馆、书店、音乐厅、服装店等共同组成。

理想的商业中心甚至可以变成一座微

型城市，满足我们日常生活的种种需

求。正是在一座座商业中心的基础上，

我们的日常生活日益商品化。

可是，堆积也意味着巨大的浪费。社

会各阶层在大范围地花费与消费，浪费逐渐

成为社会上习以为常的事情。

日常生活被商品化

消费社会的支配者渴望最大限度

攫取财富，为此他们不断为大众制造

新的欲望，在这过程中，生产者为满足

消费欲望，不可避免地掠夺社会资源，

巨大的浪费随之发生。

资源掠夺带来分配不均，掌握消

费资源的人借此提高收入和地位，劳

动者却收入甚微。消费社会营造了新

的社会图景，却无法消除贫富分化，甚

至某种程度上加剧它。

与此同时，消费成了划分阶层和

人们获取暂时满足的方式。不同消费

水平、消费方式区隔开不同群体，而为

了消弭被压抑者的愤怒，社会宣传机

器源源不断地鼓吹消费的作用，通过

大大小小的广告、层出不穷的商品乃

至消费和个人身份的绑定，刺激人们

通过消费获得小确幸。

由此，消费的逻辑影响着人的逻

辑，人置身其中，渐渐地习惯用打量商

品的眼光来看待他人，人与人的关系，

变成商品之间的关系。正是这个生活

逻辑酝酿出深入骨髓的利己主义。身

处消费社会的逻辑里，一个人最大利

己化的渠道就是把自己符号化，把自

己变成消费的一部分，但根本上这是

消费的意义，已不再是人本身的意义。

真假之间愈发模糊
在《消费社会》中，鲍德里亚也谈论了

传媒在当今社会的作用。他指出，传媒一

方面成为了制造欲望需求的重要工具，另

一方面又促进了消费社会的发展。

鲍德里亚认为，报纸、电影、收音

机、直播节目、时尚杂志等无孔不入

地侵入闲暇时间，占有现代人的私人

空间。举例看，今天我们越来越依赖

手机，因为手机是传媒的重要载体，

我们玩手机，表面上获得了休息，其

实生活已被传媒牢牢把控。

传媒使人们陷入眩晕之中。我们

浏览传媒，文字和符号制造了层出不

穷的惊心动魄，每天我们都会看到各

种新闻，我们好像知道了一切，可我们

难以消化这一切。

我们感到眩晕还因为真实与虚假

的界限愈发模糊。看起来，传媒让我

们足不出户就看到现场，却也让我们

远离了现场，这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

追问真相的时代，也是一个真相被遗

忘的时代……

阅读关键词：“符号” 人与人成商品关系

鲍德里亚鲍德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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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上图：：买买买和虚席以待的购物车买买买和虚席以待的购物车。。
左图：《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
扫码可阅读扫码可阅读《《鲍德里亚鲍德里亚：：欢迎来到真实的欢迎来到真实的
荒漠荒漠———从电影—从电影<<骇客帝国骇客帝国>>谈起谈起》。》。

电影电影《《骇客帝国骇客帝国》》主题和基本背景就来自鲍德里亚的哲学思想主题和基本背景就来自鲍德里亚的哲学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