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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杂志对青年女性美学观的影响

杨 杨

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 ）

摘 要 时 尚 杂志充 斥着靓丽 的 图像 、
知性的文字和体貼 的语气 ，

它们在给读者带来视觉 快感

的 同 时 也向 读者传达 了
一种新鲜的 美学判 断 。 在 时 尚 杂志 所 引 导的 女性 美学观中 ， 身体是女性 美

的 中 心 ，
而 时 间 美 学观和空 间 美学观是女性 美的 两个基点 ，

背后 隐藏着现代性的追寻 、安全感 的诉

求 、 消 费观念的刺激 、 男 性凝视的快感 等美学缘 由 。 时 尚杂 志潜移默化地向青年女性传达 了
一种新

鲜的 美 学判 断 ，
但其所倡导的 美学观是病 态 的 、不健康的

，
在批判 这种 美学观的 同 时

，青年女性应该

在 自我独立 的基础上追求
一

种健康的 、朴素的 、 自 然 的女性 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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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的期 刊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女性时尚杂志 ，
这些杂志大多有着诱人的标题 、靓丽的 图像与精致的

印刷
，
消费时尚杂志 的主导人群为现代都市的女性 ，她们或者是身在职场的 白领 ， 或者有钱有 闲贵为家庭主

妇
，
再或者就是

一群追赶潮流的高校女生 。

对女青年而言 时 尚杂志 巳不仅是着装参考或者是化妆释籍 ，它 已慢慢退化为女性 的美丽圣经和性情

指南 ，其中流露出 的美学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女性的精神建构 。 女性时尚杂志所倡导的女性美学观
，
其背

后有深刻 的美学缘 由
，
现代观念 、消费文化 、男权社会 、女性经验等都是其滋生的土壤 ，

潜沉于浮华背后的这

些碎片共同构成了女性时尚杂志的华丽感和现代感 。

―

、时尚杂志所倡导的美学观

女性美
，
应该是世界上所有美好感觉中最让人抨然心动的一种美感 ，但时尚杂志所包装的女性美 却充

满了强烈的时代精神与世俗元素 显得病态妖娆 。 时尚杂志费尽心血为我们勾勒 出的女性美是有着深厚的

美学内涵的 ，
其中 对身体的关注是这种美学观的中心 ，

与此同时
，
这一女性美学观也切合着时间和空间上

的审美步伐 力求达到
一种综合化 、立体化的理想境界 。

一

） 身 体的狂欢

从古至今 身体在女性的字典里都有着无与伦 比的意义 。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
一书中 曾明确指出 ：

收稿 日期

作者简 介 杨扬
，

北京理工 大 学党委 宣传部 ，
主要研 究 方 向为 文化传播 、 高校文化研究 。



当 代 青年研究 年第 期 总 第 期

人 的身体是人的灵魂的最好的图画 。 女性与躯体的崇拜本是人类 固有 的
一种生命情结

，
女性躯体所呈现出

的美感与活力
，
凝结着人类优雅和谐的情感与舒展旺盛的生命力 。 在西方 从梅洛 庞蒂创立以身体为基础

的存在现象法开始
，
身体便成为我们关照这个世界的

一个关键词 。 今天
，
身体早巳失去它原本天然纯朴的意

义 渐渐变为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概念 。

在现代社会 身体 已不仅是生命的承载 、 肉体的负荷 具有着生理学的意义 ， 同时在某种层次上 ， 身体也

渐渐拥有了经济意义与文化意义 。 在我们生存的 当下 ，身体被赋予 了更多的社会内涵 这也正如福柯所认为

的 ，身体不仅可以理解为
一个生物学实体 ，同时它也可以被视为一个社会建构 。 在现代社会 身体的意义是

多重的 。 首先
，
身体是最 明显的交往符号 ，能给人最直接最清晰的视觉印象 。 其次 ，附着于肉身之外的穿戴 、

衣着 、姿态等 ，
能综合为身份识别符码 ，

通过这些外在的标识我们可 以清晰地判断出
一个人的社会关系与文

化身份 。 再次 ，在消费主义风行的 当下 一些经济学的规则渐渐进入思想领域 ， 因此在某些情况下 ，身体可以

等价为
一

定的社会财富 这也正如有些学者所认为 的
“

在身体成为资本的这种现代性 图景 中 ，身体资本可以

转化为经济资本 也可以转化为文化资本
”

。

米兰 昆德拉说 相貌美是女人最具兑换力 的资产
，
它可 以用来换取社会地位 ，换取金钱

，
甚至换取爱

情 。 在现代人的观念里 女性的身体可以让渡为
一

个物品 放在社会的大天平上称量 它能够帮助女性兑换

更多的社会财富与人情资本 。 苏茜 奥巴赫说
“

女人的 身体并非她的居所
，
而是准商品 它难以捉摸 但却

是她们表面形象 的关键组成部分 。

”

因此 女性美早 巳成为现代女性所拥有 的一种潜在的商业资本 它们可

以用之来等价交换更多的商业财富 。

与此同时 ，
现代传媒也颇为关注女性身体 。 传媒对身体 的关注 ，

不仅将身体视为女性美的一种表征 ，更

将其视为强化现代性与消费观的一个工具 。 在全球化的 传媒霸权中
，
自 我与身体已成为了新生活方式的试

验田 与栖居地 。 仿佛只有透过身体 我们才能透视到现代文明的丰硕成果
；
也仿佛只有透过身体 ，现代性的

终极意义才可以得到表述与证明 。

在这样观念的冲击下 ，女性时 尚杂志便紧紧抓住时代风向与女性心理
，
按照现实的要求去制造身体时

尚 、打造身体范式 而作为个体的女性则亦步亦趋地紧随时尚 的步伐 去装点与修饰 自 己 的身体 。

在女性的世界里 身体是生命意义的起点和归宿 。 今天
，
女性们越来越精细地打点 自 己 的身体 ， 力求让

自 己身体的每
一

个部分 、每一寸肌肤都绽放迷人的光彩
，
以张显 自 己与众不同 的个性与品位 。 如今女人身体

的每一部位都可以发展成为一个产业 ， 如针对皮肤 有专 门的护肤品 、专业 的美容院 ；针对头发 除 了有专门

的洗发护发品外 ，
还有专业的美发厅 可以给头发提供剪 、烫 、染等各种服务 ；

如今就是针对指 甲 ，除 了各种

颜色的指 甲 油外 ，
还兴起 了形形色色的美 甲行 ，其可以给指 甲绘画 、镶钻使之变得更美丽更娇艳 。 在大众传

媒的协助下 ，
文化产业越来越显示 出 自 己 强大的经济潜力

，
而女性美作 为文化产业的

一

个潜在部分 ，
也越来

越具有生命力 。 女性美 已逐渐进入商业领域 在 世纪
，
所谓的

“

美丽行业
”

已显示 出 了蓬勃的发展潜力 。

二 雕刻 时 间

女人和时间 ，

一直存在着
一

种微妙的关系 。 时 尚杂志以
“

优雅地变老
”

为 口号 ，为现代女性塑造 了
一

个
“

不老
”

的美丽神话 。 这种美学观
一

再强调 女人的
一生都是美的

，
女性应该在不 同的年龄里活 出不 同的风

貌 在不 同的岁月 里展现不同 的风姿 。

青年时期 ，是朝气阳光的美 ，中年时期 是妩媚端庄的美
；
老年时期 是慈爱娴静的美 。 这也正如著名女

作家毕淑敏所说的 ：

“

少年时像露水
一

样纯洁 青年时像 白桦一样蓬勃
，
中年时像麦穗一样端庄

，老年时像河

流的人海 口
，
舒缓而磅礴 。

”

时尚杂志一再告诉现代女性要用
一

颗淡定而积极 的心态面对生活
，
即心态平

和 、内外兼修
，
优雅地对待时间给予的成熟和坚韧 。

在时尚杂志的观念里 ，
真正的女性美是经得起时间 的考验和历练的

，
她们的美会在不同 的时刻呈现不

同的状态
， 在岁 月 和人性的历练中 ，女性美会越显成熟与动人 。 但是要保持这种美

，
就要学会积极的保养与

修饰 因此时尚杂志适时提出 了各种延缓衰老 、永葆青春的方案 ，试图
“

帮助
”

现代女性获得更持久更坚固 的

美 ，
而现代女性也天真地相信

，
这些所谓的方案可以帮助她们对抗时间 的无情与残酷 。

三
）粉饰空 间

除却美学 时间观外 ， 时 尚杂志也为现代人提 出这
一

理念 ：

一个美人便是人们期待在她 的空 间里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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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一切视觉形式的总和 而所有这些预见也是她 自 身的
一

种真实写照 。 这里便隐含着建构女性空间 的

意味 。

时尚杂志一再告诉现代女性 女性美不单只 是 自 身身体的美 ，更是她身上以 及她 的生活空间 里能看到

的所有符码的美 。 要判断一个女人是否是美人 ，
不是靠她的容貌与身材 而是综合考察她的生活空间 ，

即居

住环境 、生活用 品 、服装 、才情 、兴趣
，
等等 。 时 尚杂志倡导现代女性要为 自 己构建一个优美的生活家园

，
即关

注生活的细节 从衣装到饰品 从食物到居室 从情感到技艺 ，
女性都应该细细打点 。 海德格尔所倡导的

“

诗

意地栖居
”

已演变成为现代人的
一种生活方式 现代女性应该把 自 己 的生活装点得精致而温馨

，
充满诗情画

意 使 自 己 的人生全方位地美起来 、立体化地灿烂起来 。 于是 从家居到烹饪 ，从旅行到健康 从情感到理财 ，

时尚 杂志的关注点无所不在 ，无所不及 。

时尚杂志所倡导的 女性空间 ，与充斥 于现代社会
“

日 常生活审美化
”

的这一观念息息相关 。 从德国哲学

家威尔什提出的美学转向开始
，
美学便成 为一个

“

超越传统美学
“

的美学 ， 审美已不仅仅是一项艺术活动
，
更

是一种思维方式与生存方式 。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要求 日 常生活越来越具有审美意趣 从办公室

到家居
，
从着装到饰品 艺术化的欲求一直存在 。 韦尔施说

“

我们生活在一直前所未闻 的被美化的真实世界

里
，

装饰与时 尚随处可见 。

”

尼采一再强调
“

审美化的生存
”

，强调人应该是
“

生活的诗人
”

于是我们看到 现

代人对美的关注超 出 了以往任何时代 人们怀着诗意而浪漫 的情结打造每
一个生活细节 ，

日 常生活的各个

方面都趋向于审美化 美诠释的是行为而不单只是相貌 。

二
、简论睇没于时尚杂志中 的女性美学

女性时尚杂志所倡导的女性美学观 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美学缘 由
，现代观念 、消费文化 、男权社会 、女性

经验等都是其滋生的土壤 而潜沉于浮华背后的这些碎片共同构成了女性时尚 杂志的华丽感和现代感 。

一

）寻觅 中的 安全感

周宪曾
一

针见血地指出 ：

“

时 尚乃安全 。

”

现代都市缺乏牢不可摧的信念 ，
人们已不再能从单一的理念

中获得 自 身的整合感 ， 因此流行与时 尚对现代人而言 更像一支麻醉剂 可以帮助人们来逃离 出这个纷杂复

杂的社会 。 在现代社会 ， 因为主流价值 的幻灭 ，社会的公共认同性十分薄弱 ，个体已无法从政治意识形态 、阶

级观念与家族情感 中获得认同
，
寻得归所 。 因此 流行与时尚对现代都市人而言便具有 了宗教般的诱惑力与

感 召力
，
它们可 以给心性薄弱 的现代人以莫大的安慰 。 在某种程度上 ，

时 尚可以 帮助现代人抵御现代虚无

症
，
防止现代人心灵支离破碎 ，

帮助他们找到安身立命之地 。

齐美尔在谈到 时尚产生 的社会动机时曾指 出 ：

“

建构时尚 的两种本质性社会倾向 方面是同化的

需要 ，

一

方面是分化的需要 。

”

在他看来 时尚 的双重 目标即是
“

分化
”

与
“

同 化
”

。

“

分化
”

在于一部分人追求个

性
，想要显示 出 自 己 的与众不同 ，

而
“

同化
”

在于一部分人加入到时 尚 的行列
，

因为他们想要寻觅到归宿感 ，

这也正如齐美尔所说 ：

“

时 尚一方面具有普遍的模仿性 ，
跟随社会潮流的个体无须为 自 己 的品 味与行为负

责
，
而另

一方面
，
又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
对个性的强调

，
对人性的个性化装饰 。

”

此外
，
齐美尔还认为

“

女性支

持时 尚 的程度特别强烈
”

，
因为时尚最大限度地为女性提供了两者 的兼顾 。 在他看来 ：

“

女性都处于弱势 的社

会地位 ，她们总是受制于
‘

惯例
’

，只做认为
‘

正确
’

与
‘

适当
’

的 事 ，处于一种被普遍认可的生存方式中 ，
出 于

责任与 自 我保护 ，寻找惯例 、平均化与
一

般化 。

”

女性天生缺乏安全感 她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安定与 归宿 。 在主流价值观淹没的当下 ，
时尚对现代女性

而言
，
便有了统合其审美观的价值与意义

，

透过时 尚 ，
现代女性可以觅得到宗教般的归宿与安定 。 因此 女性

们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 了 时 尚 ，投 向 了琐碎的快乐与内在的身体 她们希望可以从中找到希望与寄托 。 而 自

恋也渐渐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大主题 ，越来越多女性拒绝政治热情 、拒绝宏大叙事 只是将个人囚禁于狭

小的个人天空
，
以求安稳与 自 全 。

二
）失落的女性经验

回望当下社会 ， 商业化和城市化越来越普及 一方面它极大地丰富 了物质生活 ， 给人们带来了便利 ；另

—

方面 ，
生活在现代都市 ，人们在精神上感到了空前的孤独与苦闷 。 从表面上看 交通与通讯的繁荣打破了

人与人之间 隔绝的状态 ，缩短 了人与人之间 的距离 ，增强了人与人之间 的联系 ，仿佛可 以使人们的关系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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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亲近更紧密 然而这种关系大多是建立在物质利益 的基础上的 更多地关乎个人的功利 ，
远离真实 的情

感 。 在经济规律支配的社会中 ，
真情难觅 物质的丰富导致 了情感的 匮乏

，
这种矛盾正如 陶东风先生所说 ：

“

人们空前地连在
一

体 同时又空前地分裂成
‘

原子式的个体
’

，
陷入一种无根 的漂流状态 。

， ’

现代女性受这种社会变迁的影响更为深刻 ， 现代化导致
一种结构差异的 出现

，
即家庭生活与工作场所

的分离
，
这使得现代女性开始走 出家庭 、走向社会 。 在传统社会 家是社会的基本单位 ，

一切社会经济活动与

文化活动都与家庭相关 ，
那时候 女性大多被禁锢在家里 ，因 此她们可以很轻易地从母亲和姐妹那里寻得女

性经验 。 而在现代社会 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步削弱 了家庭的功能与作用 社会将女性澌裂为一个个孤立的个

体
，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利益上的联系 而非情感上的沟通 在这种隔绝的关系 中 女性经验这样

一

个颇具私

密性的话题很难得到 良好的 沟通与分享 。

成长对女性而言
，其意义是双重的 ，

成长既是一个生理过程 ，
同时也是一种精神境遇 。

“

从生理状况来

说 女性的成长是
一

段晦涩的历史 ：发育 、初潮 、性经验 、生育甚至流产 每
一

个环节的发生 都使得女性的行

动力量多了一层禁锢
，
女性的生理变化总是被作为

一

种羞耻
，

一

种必须加以 回避和遮掩的事件来处理 于是

相对地在心理上 ，女性的成长带来 的不是 自信的增长 、探索的热情 ，而是背对世界的退却和躲闪 ，而私人经

验 的讨论 ，则为女性正视 自 己的生命历程提供了
一

种可能 。

”

在女性成长的过程 中 ，她们会遇到各种各样

的 困惑 有生理上的过渡 如瘦身 、塑形 、化妆等
一些关于外貌与身材的知识 有也

一

些私密话题的分享
，
如

自 我身体的变化 、性生活 ，等等 。 同时她们也会遇到一些心理上的难题 ，如在家庭关系 中
“

人妻 、人媳 、人母
”

的 困惑 甚至社会关系 中人与人之 间利益的偏颇与平衡 。 身为女性 ，她们 自 身对这一领域抱有极强的探知

心 迫切希望得到各种真实而有用的信息 从而使 自 己能平稳而安全地渡过各种成长期 。 但是在男性文化的

合 围下 ，女性习惯于采用男 性的方式去言说 ，在这样的话语体制下
，
女性的特质很难得到张扬与呈现 。 自古

以来
，
女性生活经验就是私密而稀缺的 女性总是站在时代的边缘观望主流文化 她们在夹缝 中小心翼翼地

守望着 自 己的精神家园 。

面对女性经验 自 古以来 的隐匿性与稀缺性 面对当代人缺乏交流 、封闭心灵的现状
，
时 尚杂志的 出现

，

无疑为现代女性心灵的整合与女性经验 的传播提供了
一

个 良好平 台与契机 。 时尚杂志常常变身为
一个闺房

密友 ，
以 略带温情的 口 吻向女性读者传授各种有益的生活资讯 ，

而这些资讯 又正好是现代女性们所迫切需

要的 。

三
） 消 费 的 陷阱

当代 中 国已步入商业社会 的行列 ，
在消费主义盛行的 当下 任何文化意识都只是大众消费的

一

种文化

符码 时 尚杂志 自 问世以来一直带有浓厚的消费气息
，
其 目 的之一就是刺激人们消费 、指导人们消费 。 时尚

杂志的逻辑在于其将消费品位与文化品质挂钩
， 它利用现代女性对美好人生的 向往 ，带她们进入

一

个富丽

堂皇的消费世界 。 时尚杂志在引导与塑造女性美学观的 同时 ，
也潜在地培养着女性们的 消费观 ，

如果女性想

要获得广告上所宣扬的性感形象
，
就必须得去购买相应 品牌的化妆品和衣饰来包装 自 己

，在这种软广告的

背后 传媒 的霸权与消费性
一览无余 。

如今 ，人们生活的世界叮叮当当挂满 了各种符号 。 在现代都市社会
，
生活方式 、消费方式与人们的身

份认同慢慢联系在一起
，
人们不但消费商 品的使用价值 也消费着商品 的符号价值 。 鲍德里亚说 ，在 当代

西方社会 人们消费的 已不是物品
，
而是符号 。 在 世纪末的 中 国

，
人们消费的也不仅是商品 ，

而是商品

作为时尚符号所指称的现代生活方式与生活风格 。 我们 的住宅 、厨房 、食品 以及西方世界通行的 所有消

费 习惯 都是意向 性的符号 ， 体现着某一地位的生活方式 ， 它们的标 志性功能 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突 出 。

消费高价位的商 品
，
不仅代表着持有者有 强大的购买力 ，

而且也代表着他拥有较高 的文化层次和社会层

次 。 在这里 ，消费方式有 了 区隔身份的作用 ，传统的等级观念渐渐退场
，
而消费方式却成为区别人们身份

的一个重要标志 。 当人们看到某
一

物品 时 ，人们不仅解读着商品 的价值与档 次
，
同时也解读着其持有者

的身份与地位 。

在某种程度上 ， 女性常常更多地与消费联系在一起 。

“

购物本性被视为某种程度的女性活动⋯⋯ 购物活

动使女性得到快感 ，美感和情感得到满足 。

”
】在现代社会 时 尚杂志常常将女性视为消费行为的代言人

，

他们一再培养女性 的消费人格 强调女性的物欲和商品化 。 在时 尚杂志诱导下 现代女性 自 然而然地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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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她们专 门设计的温柔陷阱 在成为时尚杂志美丽神话的信徒的 同时
，
也顺带成为时 尚消费品 的奴隶 。

四
）
被凝视的快感

在现代社会
，
男性 占据了社会大部分的 资源与财富 ，现代女性必须适应男性的 口 味 、按照男性 的尺度来

塑造 自 己 、取悦男人 否则她们就得不到资源与财富 。 现代男性依照 自 我的审美制造 出
一

些性感娇艳的摩登

女郎 ，这些女性大多光鲜夺 目 ，不识柴米油盐 ，
远离生活的侵蚀 ， 男性们控制传媒 ，

以媒介的手段制造出大量

充斥了此类女性美的影像 。 现代女性在欣赏这些影像时 会不 自 觉地受到这种美学观的影响 ，而张扬于媒介

中的这些妖娆性感的女性美 ，渐渐地也演化为现代女性无意识的心理欲求 。

在传媒中 女性常常被刻板化为两种形象 从属化 、传统化的贤妻 良母与现代化 、色情化的时尚女性 。 这

是因为在男性的期待视野里
，
温顺恬静 、性感妩媚的女性美能让他们得到满足与快感

，
于是他们依照 自 己 的

审美观制造 出女性美的模板
，
然后他们控制传媒

，

通过大众文化的熏陶来潜移默化地教导现代女性 ，
通过这

样的洗脑教育 ，
性感抚媚的女性美也渐渐过渡成为女性心 中的楷模与榜样 。

有学者认为 ，
如今的时 尚

“

纯粹是依据男人看女人 的方式来解 释时尚 的 ，
它忽 视了女人作为性别人

而进行的 主动的 自 我建构
”

。

】所以说到底 ，现代女性美学是
一种病态 的美学观 ，

它从男性的视角 出发
，

为现代女性倾情 打造 、精心设计 ，而在这个过程 中
，缺席 的却 正好是女性 自 身 。 因此

，
这样一种美学观遮

蔽 了女性 自 身的判断力 ， 规避了女性的个性意识 ，在男性的审美霸权里 ， 女性慢慢麻醉 ，
失去 了个性与 自

我意识 失去 了女性特质与 自 我定位 。 男性 的审美理想遮盖 了 现代女性 自 我的美学判 断 ，
她们渐渐看不

到 自 我 的存在 ， 只是一味地盲从男性 的话语规则 。 与此同时 ，
男性 目光摧残现代女性身体 强迫女性达到

一

个虚构 的
“

完美神话
”

。 现代女性特别顺从男 性 的思维方式与审美逻辑 ，她们深深地陷在男性视野的 局

限中 。 对身体精益求精 的关注 使现代女性 忘却 了性情上 的修炼与提升 ， 生命哲学 、 个性解放 、人格培养

等关乎性灵的事物在 一一远离女性世界 ， 社会舞台 留 给女性 的 只是一具华美的 空洞 的身体 妖娆华美 ，

却空无一物 。

三 、时 尚杂志对青年女性的彩晌

时尚杂志在为青年女性提供美学标准与模式时
，其 自 身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商品化 、性化 、物化等属于这

个时代 的各种烙 印
，
时尚 杂志所提倡 的美学观遮蔽了 女性 的判断力

，
规避 了女性的个性意识

，
在男性的审

美霸权里 女性慢慢麻醉 失去了个性与 自我意识 ，失去 了女性特质与 自 我定位 。 青年女性若是沉浸于这样

的美学 中
，
会渐渐丧失了情感层面的丰富性与真实性 在精神层面也慢慢失却独立性与判断力 ，渐渐远离

了宏大叙事 ， 对社会现状与公共领域的关注力慢慢减少 渐渐习惯于缩身 于狭小 阴暗的女性天空以寻求安

稳与适意 。

时尚杂志为青年女性打造的美学观 ，
使青年女性对 自我的身体投人 了更多 自 恋般的关注

，
对身体的过

分关注以及这种竭力保养 自我的思维观 ，
常常使现代女性沦为 自 身存在的敌人 在时尚杂志所打造的精致

完美女性美面前 ，焦虑与束缚成了青年女性的普遍心理 。 时尚杂志教导女性要细心地保护 自 己 ，要在时间 和

男人面前保持 自 己 的优雅和迷人 这样的美学观使青年女性读者会时常对
一些正常的 、健康的 、美好的事物

怀有敌意 好吃的东西会破坏体形 ，笑得太多要生皱纹 ，
工作使人僬悴和衰老 生育会改变身材 ⋯⋯总之 一

切潜在的破坏身体美的事物 ，她们都要提防和拒绝 。 因此时尚杂志所打造 的美 远不能给青年女性带来愉悦

与惬意 ，
而是成为束缚她们身心的毒药 。 另 外

，
时 尚杂志所强调的全方位 、立体化的视角打造现代女性家园 ，

美进入到女性生活的各个领域 ，从服装到饰品 从情感到才艺 从居住环境到生活用品
，
美的痕迹无所不在 。

在这种美学观的引导下 ，青年女性们醉心于私人空间的营建与完善 追求娇嫩华贵的女人味 ，
陶醉于 自 身的

狭小阴暗天空 。 这样一种美 ，柔弱无力 、单薄局促 ，
它麻醉青年女性的 身心

，
瓦解青年女性的解僉意识

，
迷乱

着青年女性 自 身的定位 使青年女性更深地陷人个人主义的漩涡 。

时 尚杂志所倡导的
“

消费偶像
”

会对青年女性价值观形成误导 。 这些所谓的
“

偶像
”

，并不提供新思想与

新观念 ，相反 ，他们 只是贪婪地消费各种资源 ，
通过 自 身的生活方式 变相地向大众教导一种 消费主义的生

活方式 。 这些所谓 的
“

消费偶像
”

有着令人羡慕的职业与收入 追求个人生活的品 味和风格 ，
追求完美的快

乐与幸福 。 他们表面上以一个上流者的姿态 ，
宣扬有品味 、有个性 、有涵养的生活 ，但实质他们是最宏大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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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文化的符号与象征 ，他们是对消费文化的默认与褒奖 这些会让青年女性走 向过度消费的极端 ，培养他们

重外表轻内涵的 品格 ，
形成误导 。

四 、真正的女性美

在谈到女性美时 女作家毕淑敏曾说 女人需要美丽 。 美丽是女人最初也是最终的魅力 。 女性美 ，对女人

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
而女人也应该把美当作

一生的事业来经营
，
认清什么样的女性美才是纯粹的 、长

久 的女性美 。

一

）独立

在笔者看来 当青年女性在追求美时 第一准则便是独立 。 对女性而言 人生最基本的诉求便是人格独

立与精神 自 由 。 现代女性在建构女性美时 ，其出发点应该是女性 自 身 ， 只有在此基础上 女性美才能获得一

个 良性的发展起点 。 只有当女性作为
一个 自 然人在发展

，作为
一

个有理智的人去辨别 作为
一

个有灵魂的人

去 自 由 生活时
，
只有当女性拥有一颗独立的心去打造女性美时 她们所设计的美才是能 给人带来安然与快

乐 的美 才是真正适合她们 自 身的美 。 女性美应该 由女性 自 我来定义 女性必须在 自我 、男性和整个社会相

互斗争 、协商 、建设的过程中来建构新的 女性美 。 现代女性必须突破重 围而寻找迷失的 自 己 重塑 自 己 的人

格 只有在此基础上建构的女性美 才是健康纯粹的女性美 。

二
） 自 然健康

真正 的女性美应该是 自然健康的 。 庄子说 朴索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

朴素的 生活哲学往往能给

人带来最纯净最坦然 的快乐
，
同样

，
朴素而健康 的女性美

，
常常才是最持久最清新的美 。 在现代社会 ，

减

肥 已成为一种时 尚 ，女孩子不管胖瘦 ，
均把减肥挂在嘴边

，
其实最好的体重与身形不是靠 自 虐般地节食

或者是吸脂等整容术而达到的 ，
最好的身材是靠 良好 的生理循环而达到的 。 合理 的饮食 、正常 的作息 、平

和乐观的心态是保持女性美的重要方式
，
只有顺应天道 、顺应 自 然 ，才能收获最温情最纯粹的美

，
而那些

靠整容达到 的美 、靠脂粉 的装饰与堆砌达到的美
，
不但给人的 身体带来伤害

，
而且这样的美大多数是脆

弱 的 、短暂的 。

三 和请

美在于和谐 即面容的 和谐 、身形的和谐 、灵与 肉 的和谐 、 内在美与外在美的 和谐 。 契诃夫指 出 人的一

切都应该是美丽的 面貌 、衣裳 、心灵 、思想 。 在修炼女性美时 除了服饰与妆容的修饰外 现代女性还应该注

意修炼内在性情 。 回溯 中国古代所倡导的女性美学观 除了对身体美的描摹外 更重要的是对女性内在美的

赞叹 。 卫泳认为
“

美人有态 有神 ，
有趣 有情 有心

”

，

“

数者 皆美人真境 。 然得神为上 得趣次之 得情得态又

次之
”

其中 得心却是最重要的 只有与美人心心相印 和和美美 才是得到 了真美 。 此外 中 国古代还注意

女性的性情特征
，
即所谞 的女人味 人们普遍认为女性应该温柔 、含蓄 、细腻 、端庄 、娴雅 、仁爱 、善 良 、贴心

，

在这些女性气质烘托下的美才是真正的女性美 ，才能持久散发出光芒与魅力 。 朱熹说
：

“

美者 声容之盛
；
善

者 美之实也 。

”

东方女性 的心理情感特征为娴静 、温柔 、谦恭 、善 良 、含蓄 、细腻
，
等等 这些内在美 常常会 由

内而外地渗出女性的体表 化为一件隐形的华服 给女性美增添魅力与容光 。 美 说到底
，
就是一种感觉

，

一

种喜悦而惬意的感觉 而真正的美 ，
常常来 自 于深层次的感受 如内心的宁静与安详 、灵性的净化与提升 等

等
，
只有通过这些感受

，
人们才能收获到持久而淸新的美 。 古龙说过 爱笑的女人

，
运气不会太差 。 内心充满

阳光的人 常常会 由 内而外地散发光芒 使每
一个看到她的人都能收获喜乐与安详 这样的女性美才是持久

而永恒的 。

歌德说 ：

“

伟大的 女性
，
引领人们 向上 。

”

在笔者看来 女性美也应该有这样
一种接近神性 的力量

，
能

给人以 升华 和感 召 。 真正 的女性美
，
不但 可以 给人感官的愉悦 但最重要 的是 她应该如优美的大 自 然

—样
，
可 以 给人 以心灵的安宁与净化 ，给人 以精神层面的提升与髙拔 。 有女性学者认为 ：

“

如果想判断女

人走的路是否 正确
，
就要看她们在奋斗 中有没有得到快乐 。

”
〖

】同样 现代女性在为 自 己打造女性美时
，

更应该去思考 ，
这 个美的典范有没有 给她们 的性灵带来真正 的 滋润 ， 有没有给她们 的心灵带来真正 的

快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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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困境儿童保护
”

研讨会召开

年 月 日 下午 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 、上海市儿童发展研究 中心 以及上海市社会学学

会青年社会学专委会在上海科学会堂联合召开 上海困塊儿童保护 研讨会 。 上海市妇儿工委办公室常务副

主任 田熊 、上海社会科学院資少年研究所所长杨雄作重要讲话 。 会议 由上海社科院靑少所研究员 董小苹主

持 。 来 自 上海 、北京 、徐州 等城市的专家学者 、儿童工作者 、基层社工 、社会福利工作者 余人参加 了本次研

讨会 。 本次关于困境儿童保护的交流讨论能够为未来的政策法律制定提供有效支撑 ，
研讨会希望通过促进

困塊儿童的全面健康成长 以
“

儿童梦
”

托举起
“

中国梦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