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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

追逐“时尚”作为一个惯常的社会心理，弥散于

人类历史和现实，无处不在。近年来，“时尚”逐渐走

进传播研究的殿堂，“时尚传播”开始作为一个融合哲

学、艺术学、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学的研究领域而存在。[1]

而“时尚街拍”作为时尚传播领域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

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有学者从“消费主义”的视角切

入解释“时尚街拍”兴起的原因，认为“街拍”本质上

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制造的“景观”，其背后隐藏着“视

觉消费”对人民大众的支配与操纵；[2] 其发展则依赖于

媒介环境的变迁。[3] 同时，亦有学者从伦理的维度分析

“街拍”导致的不良社会影响，而受众对身体与服饰的

盲目尊崇和对感官的过度重视，则可被视为一种社会文

化弊病，值得反思。[4]

综述学界研究可以发现，多数学者在分析“街拍”

兴起的原因时，多着眼于资本集团对大众的支配和操纵，

即生产出光怪陆离的商品以作为“时尚”和“品味”的

符号供大众消费，并宣扬这正是大众努力工作的价值和

意义，进而不断制造新的欲望，使大众身陷符号消费的

漩涡，无处可逃。因此，才会有学者将街拍视为一种偏

离于主流的“亚文化”，批判大众对感官的重视。值得肯

定的是，这些研究沿袭德波（Guy Debord）“景观社会”

理论和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消费社会”理论，

深刻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对人的“异

化”，从此角度切入分析“街拍”的兴起极富启示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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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商榷的是，在此逻辑中受众处于完全被动的位置，

其主体性和能动性荡然无存。事实上，在走出二十世纪

四十年代后，“主流”传播学者即在对“皮下注射论”

等传播效果理论的反思中，扬弃了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的

“受众观”，传播效果的达成，恰是受众基于某种欲求展

开信息接触，并使这一欲求得到满足的过程。[5] 与此同

时，上述将“街拍”视为“奇观”和“亚文化”的研究

文章，虽借用了霍尔（Stuart Hall）的“亚文化”概念，

却忘记了“对抗式解码”作为霍尔“编码·解码”理论

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恰凸显了受众解读文本时的主体性，

受众绝非是沉默而毫无能动性的社会沙粒。

因此，上述研究的分析虽精彩，但忽视受众的文化

解读却恐有将问题简单化之虞，无法揭示“时尚街拍”

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兴起并不断发展的真正动因。正如霍

尔所言“大众传播的编码与解码，本质是语义空间的文

化争斗，在话语里蕴含着权力的对抗”[6]。诚然，不同

社会阶层关于“时尚”的认知最终达妥协，但这一妥协

的过程在既是受众反抗的成果，也是其意志被巧妙收编

的过程，其中充满了复杂的博弈和暧昧的争斗。只有通

过对“街拍”背后的社会心理和视觉文化的分析，正视

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才能真正还原“街拍”兴起的动因，

进而丰富我们对时尚传播诸问题的思考。

二、视觉平权：时尚阐释权的流动

“街拍”正成为国内青年人的街头流行文化，它起源

于国外时尚杂志，这些时尚杂志除了及时介绍各大秀场

上的新装发布，还要传递来自民间的流行信息，于是原

本居于室内的大秀场与街头秀渐趋融合，“街拍”应运而

生。随着“街拍”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城市所接受，它不

再独属于时装周，而是普遍存在于生活之中。“街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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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对象是穿戴各类服装和饰品的青年男女，通过摄影

的方式将整体的搭配作为一种流行符号进行传播，这使

之成为“时尚传播”的研究对象之一。

时尚风潮最早由“有闲阶级”所倡导，其阶级属性

和审美趣味通过华丽服饰或精美的器具得以彰显，而平

民阶层则对这种品味的不断追逐中建构自我，以“有闲

阶级”的生活方式为参照，设置自己的人生理性与奋斗

目标。在普遍的社会效仿之中，这种自上而下的时尚神

话趋向自然化，得以持存。回看历史，十八世纪的法国

宫廷作为最早的时尚发源地，引领了欧洲时尚二百年。

最初的高级时装即以欧洲皇室和贵族为主要服务对象，

通过珍贵的材料、精致的款式和高级工匠限量定制的稀

缺性制造“时尚”的光晕，高端的品质、精湛的工艺搭

配极富艺术性的创作使穿衣者如在云端，被赋予“神

性”的想象，隐喻“时尚”的可望而不可及，其身份和

社会地位自然得以彰显。

随着时代变迁，虽然对于时尚的阐释权几经下降至

上流社会和明星群体手中，但始终没能成为人人拥有的

一种文化和权利。进入当代社会，平民阶层逐渐萌发了

自我读解“时尚”的文化意识，并对“有闲阶级”的时

尚文化造成了巨大冲击和结构性再造，“街拍”开始出

现。正如齐美尔所言，“时尚创造于社会顶层，然后如水

般渗透、滴流到各个社会阶层，在 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的

“海诺因时尚”表明由上而下的传播已经动摇，许多创

新产生于下层阶级”[7]。通过对时尚杂志和互联网平台刊

登的街拍作品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当前的街拍作品洋溢

着平民阶层趣味，他（她）们的服饰不是高级定制，配

饰也并非来自奢侈品牌，但却演绎着强烈的个人风格。

至此，时尚文化阐释权似乎流转至平民阶层手中。

时尚阐释权的流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受到学界关注，

有学者认为这种流动的驱动力在于新媒体，正是媒介环

境的变迁加速了平民“时尚”时代的到来。[8] 当今新媒

介作为一种技术座架，构成了人类持存的图底，结构性

再造了社会秩序和规则。新媒介技术赋予普通民众以发

声的权利，使得平民阶层基于其消费能力和生活方式生

成的穿搭和审美趣味在当今时代有了被“看见”的可能，

进而推动了“街拍”的兴起。不可否认，新媒介在推

动“街拍”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如果以

此为根本原因，尚无法解释为何“有闲阶级”与“平民

阶层”的审美和对“时尚”的理解之间会存在差异，又

为何新媒介推动的是时尚阐释权的逆转，而非进一步趋

同？“街拍”这一从诞生之日起即打上平民标签的文化

现象，其出现和发展无法完全归因于媒介技术。而应看

到，“时尚”作为一种视觉权利引发了“平民阶层”与

“有闲阶级”的文化争斗，从而开辟了“街拍”萌芽的

土壤。

如前所述，在“时尚”诞生之初，其阐释权把持在

“有闲阶级”手中，他们通过华丽的服饰为“时尚”赋

魅，彰显自我。但这种“时尚”是平民阶层根本无法企

及的，平民不够“时尚”，并不能归因于审美能力，而

是由于两个阶层在政治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在这样的

“时尚”体系中，平民的审美欲求和对“时尚感”的追

求是被普遍压抑的，并未达到理想的均衡状态。压抑与

抵抗往往对立统一，正是在对“有闲阶级”时尚的抵抗

中，牛仔裤、工装风、马丁靴、oversize 等原本从平民阶

层日常劳动中生长出来的服饰逐渐流行，并在“街拍”

中大放异彩。近年来，在“带货”直播中价格相对低廉

的护肤品、装饰品受到更多青睐，独立设计的小众品牌

服饰受到消费者热逐，这一风潮说明，“时尚”被重新

定义，而这些饰品和服装又往往通过“街拍”被呈现出

来，强化了公众对“新时尚”的认知。由此，围绕“街

拍”发生的逻辑展现在我们眼前，即在自上而下的“时

尚”传播中，“平民阶层”进行了对抗式解码，有力解构

了“有闲阶级”的时尚观，并在对抗中推动与自我生活

方式息息相关的服饰成为“时尚”之物；而“街拍”即

为这一文化争斗下的必然结果。

三、审美博弈：作为隐喻的女性身体

无论古今中外，女性皆被当作主要的观看对象，在

当今视觉消费时代，依旧如此。纵观各类“街拍”作品，

无论拍摄的主体是影视明星还是平民阶层，女性都构成

了被拍摄的主体。女性成为被观看的对象有多种原因，

一方面，相对男性而言，女性拥有柔和的身体曲线、温

柔的整体气质，更容易带给观看者美的享受，早期欧洲

画家也因此多选取女性模特来进行绘画训练。荷兰画家

约翰内斯·维米尔存世作品不过七十余幅，但是以女性

为主体的画作却有四十余幅之多，其中《戴珍珠耳环的

少女》还被评为“北方的蒙娜丽莎”，对少女柔美形象的

刻画是这幅画作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随着

社会的发展，多元思想被包容和接受，女性不再作为沉

默的多数，其独立意识被唤醒，积极走向社会舞台的中

央展演女性魅力。而女性独立意识的传达与魅力的展现

则需借助媒介，“时尚街拍”便作为一个女性展演的平台

出现，并不断发展。这种独立意识和女性魅力通过“街

拍”的中介而外化为视觉艺术作品，二次传播后又给予

更多女性以精神鼓励，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唤醒女性群

体：要勇敢、独立、自信而美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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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独立意识萌发之前，女性群体一度在男性目光

的凝视中被压抑，进而被建构为男权世界的附庸。福柯

（Michel Faucault）在《规训与惩罚》中对“凝视”进行

了深入的分析，即通过凝视，“个人被按照一种完整的关

于力量与肉体的技术而小心地编织在社会秩序中”，持久

的、洞察一切的监视“像一种无面孔的目光，把整个社

会肌体变成一个感知领域：上千只眼睛分布在各处，流

动的注意力总保持着警觉”，[9] 由此形成庞大的权力网络，

女性身处其中无处可逃。具体来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

期，女性的服饰讲究将身体包裹严密，不能将皮肤示于

外人。穿衣作为一种社会伦理受到男性的凝视，目光所

及之处即权力掌控之域，在男性的目光中女性的审美认

知得以建构。这种“凝视”的逻辑是将女性身体视作其

丈夫的私产，宣示了独家支配权，女性只作为男性的附

庸而存在。

进入到现代社会，虽然一波又一波女性主义运动为

现代女性争取到了个人自由，但传统的男性“凝视”仍

隐秘留存，绵延至今。当今“街拍”作品中，有相当比

例的被拍摄者都是穿着性感的女性，拍摄和观看图片的

背后掺杂着比审美需求更为复杂的心理，隐藏着难以言

喻的欲望，女性身体被重新建构为偷窥的对象。正如穆

尔维（Laura Mulvey）所言“女性在社会中被议论，被观

看，女性的角色一直站在性的风口浪尖，无论哪一个电

影或书籍，必定有女性与性的内容。”在对男性“偷窥”

的反抗中，一种“中性风”的女性穿衣风格和妆容风格

悄然兴起，蔚然成风。在当今的“街拍”作品中，穿着

趋向男性的女性时常出现，抑或身着女性西装，服饰剪

裁得当，传达出现代职场女性的干练之感。由此，我们

可以看出，“街拍”在当下悄然构成了“两性”博弈的场

域，正是在双方的文化争斗中，“街拍”的内容趋向丰

富。而“街拍”中女性形象的多元化也表征了女性在今

天的文化解放。

四、结语：自由光晕的消散

通过上述分析，“街拍”兴起的深层动因清晰展现

出来。第一，“平民阶层”在对“有闲阶级”消费品味的

抵抗中，对“时尚”作出不同阐释，时尚阐释权逐渐流

转至“平民阶层”手中，因而天然带有平民色彩的“街

拍”艺术开始萌芽。第二，展演在时尚街拍中的女性身

体构成了两性审美趣味博弈的场域，表征着女性身体的

文化解放，在两性的文化争斗中“街拍”兴起。质言之，

“对抗式解码”贯穿了“时尚街拍”发生的逻辑，并构

成了其不断发展的深层动因。

但值得进一步反思的是，这种基于抵抗生成的自由

光晕在闪耀不久后，便被资本迅速收编，一种新的时尚

神话再度降临。具体来看，从“平民阶层”日常生产生

活中生成的时尚之物——工装裤、牛仔装、破洞服，作

为解构主流的自由符号而被资本再生产，成为奢侈品牌

的时装，为自由标上了昂贵的价码。同时，亦须反思，

大量女性模特愿意身着较少衣料的服装出境的原因。在

当下，流量意味着经济收入，这些女性在眼球经济的逻

辑下被资本巧妙收编，成为网站和自媒体平台收割流量

的工具。在资本对“时尚街拍”的新一轮围猎中，自由

的光晕最终黯淡，终将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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