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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亚裔女性整容看“被文化建构的身体” 
 

——读《种族特征的医学化》 
 

云南师范大学讲师、博士  双晓爱 
 

 
    阅读提示 
    女性对身体的美化和修饰不仅仅是纯粹意义上对于美的追求，而是受到各种文化力量的建
构。因此，只有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有效途径打破原有的性别权力格局，才能实现真正意义

上的女性身体解放。 
    20世纪 80年代末到 90年代初，随着整容服务消费群体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少数族群加
入了整容行列，尤金妮亚·古以美国的亚裔妇女为研究对象，来探讨整容背后的文化和机制力量，

写作了《种族特征的医学化》一文，并被收录进罗斯·维兹编写的《妇女身体的政治：性特质、

外貌与行为》一书中。 
    作者开门见山地提出：美国亚裔妇女决定接受整容手术的目的，是试图避免持续存在的种族
偏见，并且想要摆脱种族偏见衍生出的种族刻板印象（小而狭窄的眼睛和扁平的鼻子）和一些被

认为是“负面的”行为特征（比如被动、迟钝、不善交际等）。作者认为：“少数族群会内化一个

由主导文化的种族意识形态生产的身体形象”“身体的残损与装饰是一种符号媒介，最直接、最

具体地关注个人作为社会行动者或文化主体的建构”。 
    “被文化建构的身体”是本文的核心观点。布迪厄认为是文化“制造了身体”（made body）。
身体的表征意义是要与社会主流文化和价值观保持一致的，如果不能被接受或认同，身体就需要

受到规训和塑造。作者的研究对象“亚裔妇女”群体所表现的对美国人固定特征“双眼皮”“高

鼻梁”的热衷并且愿意接受整容手术，正表明文化对于身体的强大规训作用。对于当事人而言，

接受整容手术最合理的解释是“希望新面孔能帮助到她们”并且“呈现作为女人的最佳状态”，

以期获得“符号资本”；而事实上这是一种“规训”实践，是一种双重遭遇，“这种实践既符合了

父权制对于女性气质的定义，又符合了白种人的美貌标准”。可以这么说，实现美学目的的过程

本质上是实践主体参与社会文化建构的共谋过程。为此，尤金妮亚·古分析了多重文化对身体的

控制。 
    一是种族中心主义文化对身体的控制 
    美国是典型的移民国家，尽管种族歧视时代已经逝去，但其影响一直延续，种族中心主义色
彩强烈。种族意识形态传递了一个信息：遗传的身体特征与负面的性格特征紧密相关，种族文化

衍生出的种族刻板印象，把固有的文化标准或者价值观强加给少数族群而产生了“月晕效应”：

当看到对方的某一特质、行为就会联想到一整套的相关特质。因此，对于亚裔妇女而言，接受整

容手术的目的不单纯是为了美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更容易被社会接纳。 
    作者也提到了存在的另一种声音：“一些亚裔美国妇女没有选择整容手术，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她们新近获得的、作为妇女和种族上的少数人的权力。”由此看来，妇女其实也可以自由选择

是否要进行整容手术，但多数亚裔妇女选择了主动迎合、主动向种族刻板印象妥协；除此之外还

存在一种可能就是亚裔妇女在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也进行了对种族文化所界定的身体规范的抗议，

当抗议行为遇到阻碍时，她们非但没有打破种族中心文化对身体的枷锁，反而把自身给击败了。 
    二是医学知识和文化对亚裔妇女进行“精巧的内部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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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福柯的观点，知识是以话语形式表现和展开的，人是社会生活中具体的存在，人的存在
展开为种种经验活动，并且折射出各种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知识是在权力的制约中形成

与发展起来的，没有脱离权力关系的抽象知识。沿袭这种认识，作者认为，医学知识多具有科学

理性和技术效力的特质，从而让医学知识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支配着亚裔妇女接受

整容手术。医学技术运用一套科学话语，从技术层面上建构了一套美学标准，人本身被技术所绑

架。医学知识对接受整容手术的亚裔妇女进行了“精巧的内部殖民”，医生所构建的科学理论为

亚裔女性接受整容手术提供了合理性和必要性依据。 
    三是男性文化对身体的控制 
    作者的研究对象是亚裔女性，整篇文章中虽然没有出现男性的身影，但男性的隐去并不意味
着男性文化没有作用于亚裔女性的行为选择。对于“亚洲人”的刻板形象，不仅仅是对于亚裔女

性，也包括亚裔男性，但整容手术却在亚裔女性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对亚洲男性却表现出相对

的包容（至少问题没有像女性一样凸显）。从这一点上来看，同为亚洲人，在美国的亚裔女性比

亚裔男性遭受着更为严格的规训。可以做一个大胆的设想，亚裔男性鲜有从亚洲族群的角度来维

护或争取亚裔女性应有的社会权利，反而成了美国主流性别文化的“帮凶”，因而亚裔女性某种

程度上而言是在男性的凝视下生活，对社会秩序来说就是有价值的陌生人。 
    四是消费文化对身体的控制 
    在消费社会中，无穷无尽的商品充斥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消费文化从使用价值消费向符号
形象消费转变，在生产领域，生产商们不再是满足于对商品的质地材料的追求，而转向了利用媒

体、广告等对商品进行形象包装，以诱惑和刺激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从而提升消费生产力。 
    作者认为，亚裔女性的身体也作为生产资料进入了生产领域，整形医生作为生产者通过拉“双
眼皮”、垫“高鼻梁”等医学技术对身体进行再生产，生产出符合社会规范的“亚洲人”的产品

形象。生产者（整形医生）控制着“商品生产的过程”，女性的身体被异化为生产资料，除却生

产出的产品能满足社会对所谓美的符号价值的追求之外，更大程度上也提升了社会生产力，身体

成为可以带来利润的商品。然而需要关注到的是，女性主体的声音极其微弱甚至被淹没。 
    整篇文章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美国社会，存在着少数族裔或者亚裔美国妇女在遭受社会的
种族偏见。亚裔妇女受到多重文化的控制，存在随波逐流向主流文化形象靠拢、缺乏身份认同、

主体性被消解等问题。20世纪 90年代的美国社会，文化对身体的控制是显而易见的，直到今天，
文化之于身体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当今中国社会，一些以“身体”为消费对象的社会现象屡见不鲜，锁骨放硬币、A4 腰等
引发了诸多爱美女性的效仿，越来越多的整容医院悄然而至并受到热烈追捧。女性的身体作为一

种物质存在具有客观实在性，以身体为关注对象本无可厚非，对美的追求亦属应然之举。然而事

实上，女性对身体的美化和修饰往往不仅仅是纯粹意义上对于美的追求，而是受到各种文化力量

的建构，在男性文化的背景下，女性无法找到身份认同，只能通过更有技巧地书写自身以获得身

份认同和社会接纳，其核心点就是女性的自我认知的偏差，也即女性主体性的缺失。笔者认为，

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有效途径打破原有的性别权力格局，改变原来的性别权力关系，营造更

为平等和谐的性别文化，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身体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