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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主题在绘画创作中的运用研究 
裴倩妮 

（新疆艺术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  830049） 

摘要：本文由消费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导入，分析、梳理了消费主义主题绘画相关作品及其表现手法，阐述了消费主义主题绘画

背后蕴含的艺术观念，提出了以消费主义主题作为艺术创作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和美学意义。 

关键词：消费主义；绘画创作；大众文化 

 

1 消费主义的概念及其在绘画中的表现 

消费主义文化对艺术视觉层面含义的建构是多层次的,一方面

是由于消费主义思想或行为文化对人类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产生

的重大改变,另一方面就是伴随着消费主义文化所形成的新的传播

载体和方法,而产生出新的艺术视觉化特性的产生。本章节将从消费

主义概述、消费主义主题在现代美术中的具体体现,两方面阐释消费

主义这一文学形式在观念层次与视觉表现层次上对现代画家的作

品所形成的重要响。 

1.1 消费主义的根源与兴起 

消费主义是在西方人国度中一直盛行的一个消费行为方法,崇

尚的是炫耀、奢华和新奇。而这些消费观念、精神和行为就被叫做

“消费主义”。现代意义上的消费主义理论,来源于十九世纪末的美

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促使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快速发展,

美国在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中尤为瞩目。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在美

洲形成了大量商品化的农业产品和电气制造业,公司、企业也跟着形

成了，这就是美洲现代消费主义的社会经济根基。“从美国社会高

消费经济状态下新的购物习惯的发展，及其对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

（这两项准则支持着美国资产阶级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的侵蚀

中”，[3]由此生活价值观也开始产生了转变——将节俭让位于炫耀性

消费行为。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终结,美国人对他们的经济前途也怀抱

着乐观主义心态。各种家用电器能够将妇女们从繁琐的家务中解放

出来。马尔库塞说这时候的美国人普遍具有“幸福意识”，人们“最

流行的需求包括：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4]，人们

在车子、房子的购买消费中找到慰藉所。“商品及其流通方式的发

展与商品的巨大丰富是形成消费主义文化的重要经济基础。”[2]产品

广告宣传和支付方式彻底改变了人类的消费观念。有线电视等大众

传媒“顺应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为美国消费热潮的到来提

供了充分的舆论宣传和引导”。[2] 

由此可见,“消费主义”是指某种文化心态、思想观念或生存方

法。表面上,消费主义主要体现为通过大众传媒,如广播及其它各种

文学、美术形式把消费产品推介给整个社会大众,从而使人们不分阶

级、民族和贫富地卷入其中。但实际上,所谓“消费主义”是指人类

对不同物品所体现出的某种特定的消费心态,是一个社会文化意识

形态。而鲍德里亚在其著作《物体系》种对消费的诠释为一种符号

的生成过程，它拥有自身的逻辑体系。 

近年来,在基于后现代社会的某些基本特征的前提上,有些研究

者也开始重视消费行为的意义。英国著名社会科学研究者迈克费瑟

斯通在《消费行为社会文化与后现代》一书中说,“消费行为社会文

化可定位为:它形成于现代化之内,但亦显示了后现代的许多特点”。

有学者把这些特点归纳为如下三点:(1)消费行为的高层次、名牌趋

势。(2)消费行为的广告效果。(3)消费主义的符号象征含义。 

1.2 消费主义主题在绘画中的表现 

任何一种艺术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任

何艺术的产生和所处国度的社会背景，包括政治、民俗、经济、地

理、气候、军事等的社会发展程度有关联，后者决定前者，即有什

么样的土壤自然会产生什么样的艺术。”[1]消费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催

化之下，也为波普美术的形成制造了沃土。但是在我国,得益于二十

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经济体系的转变，以及艺术家

对个体人格的重新回归，艺术家把视线更多地投向了自我意识与情

感表达,画家们在急于寻找蓬勃发展的新模式和方向的情形下,也无

法回避地形成了对西式消费主义主题美术的效仿。政治波普就是在

这样的语境下诞生,随之产生的还有艳俗艺术等。以下将分别论述中

西方消费主义主题在绘画中的的表现: 

1.2.1 机械复制时代的消费主义主题绘画 

出现于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波普艺术为今后的消费主义

主题的艺术奠定了基调，本雅明也将这个以波普为代表的一系列以

复制为主要表现手法的艺术时代定义为机械复制时代。波普艺术是

一种与消费主义相适应的视觉文化形态，其代表艺术家有安迪·沃

霍尔、理查德·汉密尔顿等人。当时的波普艺术主要是对于美国商

业文化的一种思索，通过视觉图像的复制以及商业广告图像的拼贴

的手法，反映出艺术家对于消费主义文化的认识与态度。其中《坎

贝尔罐头》和《五个可口可乐瓶子》最具消费主义色彩。坎贝尔罐

头是当时美国家庭普遍采购的平价食品，通过当时超市里陈列的食

品罐头对其符号化并用“复制”的手法将其展现在人们面前。提炼

出的消费符号以重复排列的形式呈现在同一画幅之中时，赋予该视

觉符号特殊的意义，从而使观者对其产生一定的思索。消费符号的

重复代表的是在物资丰富的商业社会中人们千篇一律的真实生活

和匮乏的精神世界。通过单一物象的重复排列，表现商品广告和各

种各样消费符号对人们原有的视觉平衡和生活秩序造成的影响。工

业文明给人们带来了丰富资源，同时也干扰了人们原有的精神世

界。从另一个角度说他消解了符号本身的商品属性，是对于消费主

义的一种戏谑。杜尚曾说过“如果你拿一个坎贝尔汤罐头并重复画

它五十次，你感兴趣的是要把五十个罐头并置于画布上的观念”[6]，

对物象的复制与排列，如同消费时代被机械生产出的成千上万一模

一样的商品，由此表现出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消费文化的面貌。 

而理查德·汉密尔顿的作品与安迪·沃霍尔不同，其采用拼贴

的手法表现消费主义商品文化与现代生活的结合。在其作品《是什

么使今日的家庭如此不同，如此有魅力？》可以看到，画面中的公

寓内充斥着在当时英国社会生活中常常会见到的消费符号。艺术家

透过对商品消费字符式的拼贴,为观众揭示了当时家庭的生存魅力

是由消费主义转变了现代生存方式,其最深刻的含义就是表明了人

们对商品消费字符式的渴求,其实就是人们对自我身份价值的渴求,

“不断追逐消费时尚与流行产品，讲究商品外观的美感分量和符号

象征价值，迷恋品牌”[3]，即马克思所指出地“自我异化”，使得“消

费超越了它本身的内涵，成了某种符号，促使人的价值目标发生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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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最终使人迷失了自我”。 

1.2.2 新时期的消费主义主题绘画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从经营层面上逐步走

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模式。在这样的语境下,

新消费主义在我国出现,而从政治波普艺术家王广义的创作中,能够

发现其关于新消费主义文化在兴起之下,所产生的关于社会转型期

中的个人思考,以及更多的关于社会现实层面上的另一种思考，以及

在政治波普的影响下以祁志龙为代表的艳俗艺术等皆是对于消费

主义的一种思索。但在邹跃进和王林的论文中,认为人们需要根据中

国具体的社会语境去理解这类作品,也代表着新消费主义在九十年

代中的出现。 

当波普艺术进入我国之后,王广义敏锐地把握了其最重要的美

学元素,并创作了《大批判》系列作品。就其最有名的一件艺术作品

而言,他把"文革"时期美术中的工农兵的宣传形式,与当时西欧资本

主义的代表性公司——可口可乐公司的标志形象联系在一起,与安

迪·沃霍尔一样,通过版画的形式与语言把它展示出来,非常形象地

展示了当时正在变化中的我国的当代精神面貌,在当时的文艺界影

响甚巨。 

当政治波普初涉国际艺术界并有所反响时，1992 年,在政治波

普的影响下祁志龙以其作品《消费形象》崭露头角，在画面处理上

有别于王广义的政治波普,他通过把政治形象和消费形象并置的方

式强调艳星、美女和艳丽的大花朵，把毛泽东的形象缩小并安排在

画面中的次要位置，像是作为一种符号的提示。把王广义的《大批

判》和余友涵的《毛泽东和惠特尼》这些艺术作品同祁志龙的艳星

美女大花朵作比较，那么可以看出祁志龙作品中的政治形象已经减

弱，从而突出消费形象。在其之后的作品中更是突出艳星美女这一

主要消费符号，体现出消费主义对于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的影响与人

们消费思维的嬗变。 

2 以消费主义为主题的绘画所蕴含的意义与价值 

绘画成为当代艺术中的视觉艺术输入也处在社会消费艺术文

化的包围当中,在社会消费艺术文化大语境下显示出了消费主义趋

向。艺术家及其绘画等艺术作品,更多地或主动或被动的投入市场机

制之中,也或多或少地成为了某种社会主义文化的消费对象。但是,

绘画还是属于精神层次的艺术存在,是画家主体思维的重要体现,同

时也是精英社会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在消费主义理论语境下,绘画

在保留原始特征基础上,又表现出了创新的艺术特征。就创作出的艺

术作品本身而言,以消费主义为主题的绘画具有一定的美学意义与

社会价值。 

2.1 美学意义 

绘画、审美观与消费行为处于不同的认识领域之中。文艺、审

美观通常被视为崇高的精神层次的高雅活动和关联状态,文艺注重

文化精神与灵魂相互沟通交流的精神价值,而审美观则是一个无功

利的、形式的精神和情感价值相互之间的关系状况,而消费行为则是

一个符合基本要求的纯物质社会活动。三者看似并不相适应,但在现

代消费社会下,三者却呈现出了合流的态势。对于绘画等作品的审美

观在市场消费文化的驱使下呈现出消费化,反之在消费品市场则表

现出审美化,这就大大缩短了美术与作品双方和消费者间的一段距

离。 

美术艺术审美活动通过人类审美感官的审美能力和美术作品

互动而形成,对消费主义主题美术的审美化过程可从以下二种层次

认识:物化层次,美术作品以物化形式存在或作为物化后的物品而存

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的消费环境下进行其审美活动和消费活动。精神

层面,指绘画等艺术作品的最高形态作为精神领域的主要活动,依靠

着艺术接受者的感官与感性,从而在一定的刺激下产生了对艺术作

品的审美感受。这种审美体验所带来的是感官、感性的愉悦感受，

和消费所带来的愉悦感受本质上具有相同点，可以说绘画作品的审

美活动在精神上进行了消费。[7] 

2.2 社会价值 

艺术作品的价值与意义能够体现其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

以及艺术家自身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而消费主义主题的绘画作品

的产生首先与其所处的文化环境脱不开关系，由于消费主义本身就

是一个社会学范畴的概念，因此以其为核心主题的绘画作品是具有

一定的社会价值的。其社会价值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绘画作品

内容的对消费主义的现实反应；另一方面是绘画作品的社会传播价

值。 

首先,消费主义主题绘画是对当代社会日益膨胀的物欲的探讨,

是对社会文化的关注和现实表达。在市场经济下,社会大众在经济上

日渐走向了富裕和独立,人们通过消费满足内心的物质需求，从而匮

乏的精神状态，从中获得满足感和愉悦感。在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社

会经济体系下，对于人来说也许“物”是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然

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人们从“买不起”跨向“买得起”，“物”

不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而是消解日益匮乏的精神的因素，消费成为

了一种使人获得满足与幸福感的手段。消费主义主题绘画正捕捉了

当社会的这一语境,进行艺术创作。作品具有时代性,体现了时代的

鲜活的特点。 

最后,消费主义主题绘画对过度物欲有批判作用,是当代艺术的

要求。适当追求物质具有正当性,但过度就不好。消费主义所衍生的

包括拜金主义、物质主义与享受主义的兴起,对于社会或者对于个人

都是令人堪忧的。这种近乎畸形的消费主义带来的是物质的过剩与

浪费，一个爱马仕包包是一块鳄鱼皮，而我们消费的商品包装背后

消耗的是无数泡沫。人们在消费的过程中只顾自己的欢愉从未深思

过消费背后的代价。从当代消费主义主题绘画作品所关注的主题来

看,它关注人的生存状况,并且做出理性的思考与探索。它深刻的展

现了现代化过程中,社会与人、人与生态、社会与生态所发生的密切

关系。因此，消费主义主题绘画在物欲时代作为一种文化艺术反思

方式,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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