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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 研究背景及文献综述

传统观念中美妆视频、时尚穿搭等领域都由女性主

导，博主大多外表俊美，化妆技术高超，是美丽的“理

想代表”。随着“口红一哥”李佳琦爆红网络，男性美

妆博主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在此之前已有不少有具有

影响力的男性美妆博主，比如 Benny 董子初、陈莴笋等。

他们的专业实力和个人创意不输女性美妆博主，在各大

社交媒体受到关注，赢得了越来越多粉丝和品牌方的喜

爱。美妆视频行业出现男性博主并非偶然，在消费社会

任何内容都可以被出售，男性进行女性化的美妆行为本

身更具有吸引力，除了专业技术，性别气质、身体外貌

也是占据市场的法宝。无论是另类独特的男性博主，还

是综艺节目中处处可见的小鲜肉，以及女性用品广告中

的男性代言人，其实都反映了“男色”潮流。审美活动

中掺杂进了性别因素，男性气质的凸显带动男色消费，

而消费过程中的审美主体和观念也从本质上有所改变。

近两年，男性美妆博主的爆红也让更多学者把研究

重点转向这一领域，主要集中在男性美妆视频兴起的原

因、内容特点、平台特点等方面。曾海田提出，男性博

主从事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女性专属的美妆行业，在这个

过程中以男性特点展示出了女性气质，这两者的统一是

吸引粉丝的关键。①最近几年男性美妆博主的发展势头日

渐强盛，从行业整体来看，消费群体年龄偏年轻化，包

括学生及刚入职场的年轻男性，这一领域的消费金额越

来越大，2018 年增幅巨大②。美妆博主担任了意见领袖

的角色，他们能够为消费者提供全面的美妆信息，通过

语言文字等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钟楚怡深入研究了

这一现象背后的动因，考察了女性受众观看男性美妆博

主的动机和需求，通过访谈等方式，发现降低试错成本，

提高媒介使用效率等是主要缘由③。而男性打破传统观念

中的阳刚之气离不开社会对性别气质的包容性。消费文

化、美妆文化以及社会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也在一定程

度上推动了男性美妆视频的的发展。④审美文化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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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文化对美学的强调也加速了受众审美标准的转化。

社交媒体中各种身体景观和时尚热点都意味着人们审美

活动和身体实践的积极性不断提高。随着视频行业的全

面发展，以及消费主义的不断渗透，消费文化、媒介技

术以及审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将更加复杂。

基于各大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中“男色”盛行的

热点现象，本文以 B 站男性美妆博主为主要观察对象，

关注审美活动和男色消费这两个新兴概念。本研究基于

身体研究相关理论，结合文本分析法、网络民族志等研

究方法，以男性美妆博主及其视频内容为切入点，探讨

社交媒体语境中男性美妆博主为何收到欢迎，体现出身

体审美和身体消费在性别方面出现了何种新特点。并试

图揭示审美文化、身体消费与媒介技术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研究期翼弥补社交媒体时代身体审美、身体消费研究

对男性关注的不足，为审美活动中的性别研究提供本土

案例。

二、美妆博主从“女色”到“男色”：大众身体审

美的性别转向

（一）男性美妆博主形象塑造中的身份展演与身份

认同

首先，社交媒体平台为普通人参与台前表演提供了

机会，而表演场景也逐渐取消了对性别的限制。越来越

多的男性美妆博主开始通过镜头展示身体形象，凸显个

人风格。人的身份乃至性别都是“表演”的，主体是通

过表演行为构建起来的过程中的主体。⑤美妆领域“被

看”的客体改变，男性气质的媒介呈现有了更多可能性。

男性博主们通过镜头前的“表演”来构建媒介形象，获

得自我满足并实现个人价值，同时满足受众和资本市场

的需求。男性美妆博主作为“被看”的对象，在他人审

视与自我展演中完成媒介形象的构建，受众在观看过程

中获得视觉上的愉悦感。媒介化社会的发展将边缘群体

推到风口，男性博主受到“被看”的压力，同时也享受

着表演的快感。⑥短视频平台给了公众表演自我的机会，

媒介技术的发展也为博主包装自己提供了帮助。通过后

期剪辑和包装，人物形象可以随时改变，性别气质也逐

渐脱离性别本身。

其次，美妆一种是实现身份认同的渠道，男性美妆

博主借此凸显个性特质。社会对多元文化的接受性逐渐

提高，亚文化逐渐被主流文化接纳。男性化妆成为普遍

现象，刚柔并济的中性美得到肯定。越来越多的男性美

妆博主开始展现个人美丽，凸显个人风格。笔者观看过

的美妆视频中，有不少男性都进行过性别反串。服饰和

妆容是对人体的一种修饰，可以突出本身性别，自然也

可以掩盖自我性别。很多男性博主并不避讳自己喜欢女

装的爱好，并对自身的女性气质给予肯定。互联网空间

的多元性和虚拟性帮助他们摆脱了现实生活中的歧视，

并在与粉丝的交流中获得了身份认同。博主与粉丝之间

的良好互动也让社会看到了新兴行业发展的势头，以及

性别气质流动性的合理性。在开放的互联网环境中，青

年群体更容易接受新兴事物，他们往往能够看到男性美

妆博主身上的闪光点，在能接受的范围内肯定并赞扬。

这种肯定让男性博主们勇敢表达自己，并积极创新视频

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在资本和审美文化的双重要求下，

男性美妆博主在镜头前的表演受到限制，内容质量也伴

随盲目追随热点的行为有所下降。比如追逐热点话题产

生的同质化内容。各大男性美妆博主争抢时效性和受众，

选择最符合大众口味的风格来表演，导致部分内容换汤

不换药，观赏性和创新性大大降低。还有一种情况是过

于追求新奇，导致自身形象和个性理念都成为资本的附

庸。部分争议和负面评价让博主们身心俱疲，也不排除

网络暴力延伸到现实中干扰其正常生活的可能性。男性

美妆博主看似风头正劲，但在消费主义的浪潮中，他们

的个性正在消退，内容也开始失去营养，这不免引起人

们对男性美妆博主未来发展的担忧。

（二）“男色消费”与社会文化的互动

“男色消费”背后是消费社会这个庞大的消费背景，

随着时间推移，公众对文化期待有所不同。男女性气质

其实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并不代表对性别真实的描

述。⑦因此，消费文化的变迁与商品经济的超前发展使人

们的消费意识不断改变，这也是“男色消费”出现的原

因之一。在资本市场推动下，男性正在逐步被物化为商

品。⑧受众在观赏新奇现象的时候资本也在不断动作，男

性美妆博主的流行与去性别化的品牌形象有密切关系。

他们发现了美妆视频主体性别转向蕴藏的商机，再加上

美妆行业本身也在不断完善发展，结合两者的优势能够

实现快速变现。市场上的男性形象越来越符合女性审美，

削弱了男性气概，但赢得了市场中的女性消费主体。⑨

资本根据女性受众的消费特点设计产品和广告，进行精

准营销，在提升服务的同时也致力于满足女性对男色的

“幻想”。男性美妆博主在输出高质量视频内容时，也利

用性别优势将自身打造成符号或“商品”。博主和资本推

动美妆行业发展的同时也注重内容娱乐性与普适性，从

而夯实了美妆视频与受众之间的纽带。性别反串本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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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为网络爆点的可能性，商业资本也时刻利用人们的

好奇心来制造热点。

伴随着“男色消费”的兴起，男性气质与社会文化

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受到关注。正如布尔迪厄所说，审美

正是通过身体表达出来的性情倾向。⑩传统文化和社会分

工将女性与属于感性领域的情感、审美等内容联系起来，

而“男色消费的出现重构了相应要求。美妆行业看似促

进多元发展，其实包含很多隐形规定，劳动者本身要符

合一定审美要求，在工作中也要有自己的审美观念，能

够自觉发现美并推销给受众。考虑到工作特性，无论是

受众审美标准，还是商家的广告投放，都对男性美妆博

主的外表、身材、气质等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与社会对

女性的外貌要求类似。此外，男性美妆博主将男性特质

和女性气质结合起来运用在工作中，改变了公众对两性

的刻板印象。男性追求美的权力得到释放，男性博主在

分享内容的同时也带动了多元文化的发展。社会开始接

受“男色”的盛行，传统的二元性别对立开始有所消解，

女性可以正大光明的欣赏男性，甚至“消费男色”。当前

人们对身体的探讨不局限在女性身上，男性也是被看的

客体，他们的形象同样影响市场运作。劳动者要符合资

本的要求，也要迎合受众的需求。男性美妆博主自然也

要完善自己的劳动内容，无论是情感服务层面，还是审

美标准层面。

三、男性美妆博主身体审美的价值审视

（一）身体物化的加重

消费主义迎合时代和人们观念的发展迅速渗透，商

品及其实用性不再是吸引消费的法宝。对身体、形象、

符号等内容的消费也可以带来消费快感，与众不同的商

品成为追捧对象，包括男性博主的视频内容及其身体形

象。为了生产爆款内容，男性博主在自己的外表上下了

不少功夫，并且借用身体表演及场景构建为美妆内容增

添更多娱乐性。在几百条男性美妆博主的视频中，很少

出现严肃的说教内容。无论是否展示专业化妆技术的视

频，语言风格几乎都是幽默风趣的，整体基调也是活泼

欢乐的，或许内容不够精致，但娱乐化的呈现就可以分

散受众的注意力。此外，男性美妆博主也毫不吝啬在视

频中展示自己的五官和身体，资本随之根据消费趋势大

肆宣传，于是博主们的身体和产品一同被出售。身体承

担的生理功能没有市场，但伴随着身体出现的美感和内

涵可以被消费，受众在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消费动力

让男性博主的身体真正成为了“爆款商品”。身体逐渐成

为一种资本，在表演和“被看”中让各方受益，这无疑

加剧了身体物化的程度。

（二）形象塑造失衡

分析男性美妆博主娱乐化性质较高的视频内容，并

非所有都反映女性正面形象。有很多男性博主扮演女性

角色，加上夸张的妆容，伴随着浮夸的肢体动作。视频

主题反映现实生活，但带有刻板印象。比如互相攀比的

女性、跟男朋友生气的女生，或是脾气怪异的女老板等

等。通过表演夸张日常情景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娱乐效果。

但媒介对形象刻画的能力是强大的，这些刻板刁钻的女

性形象很容易被大众接受并巩固性别偏见。另外，男性

美妆博主常常会强调自己是粉丝们的“好姐妹”，这从

侧面说明他们默认自己的粉丝都是女性，因此视频内容

的呈现常常鼓动女性消费，进而让女性成为公认的“非

理性消费者”。此外，男性美妆博主在台前的女性化表演

也对自身形象有一定影响。男性美妆博主的出现鼓励更

多男性勇敢表达追求美诉求，网络中的受众接受度更高，

对边缘文化更容易产生情感共鸣，适当推崇可以促进多

元形象的呈现和网络文化的繁荣。但问题在于，很多博

主在展示个性时忘记了强调平衡，导致部分受众产生逆

反心理，甚至去嘲笑一些“硬汉”形象。粉丝行为大多

需要博主买单，对博主自身形象的塑造也是一种阻碍。

四、结语

从社会文化层面来说，“男色消费”的发展具有一定

积极影响。但消费逻辑将目标转向人们的身体，导致身

体物化现象加重。男性博主在镜头前对女性形象的刻画

存在一定偏见，可能会加重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在

此过程中男性博主本身具有的个性与气质也逐渐消解。

近些年短视频平台，以及一些社交媒体通过各种身体热

点和时尚话题为平台引流，以全民参与和分享为基调的

短视频平台很难协调不同受众的口味，对内容质量的把

关存在漏洞，美妆视频内容出现同质化问题。因此，男

性美妆博主如何正确构建自身媒介形象，如何平衡两性

气质，并输出高质内容，是其为了自身发展需要思考的

问题。同时，社交媒体平台也需要检查内容生产和推荐

机制，避免低劣内容给平台本身及新兴行业发展造成负

面影响。

注释：

①曾海田 . 论性别角色观念和男女平等 [J]. 西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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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前瞻产业研究院 .2019 年中国化妆品行业市场现状

及发展前景分析报告 .

③钟楚怡 . 女性消费男性美妆博主的动因研究 [J].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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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马金龙 . 男性美妆博主兴起的传播学解读——以李

佳琦为例 [J]. 新闻研究导刊，2019（13）：48-49.

⑤朱迪斯·巴特勒 . 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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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严泽胜 . 朱迪·巴特勒：欲望、身体、性别表演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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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连丹丹 . 男色消费：消费社会视角下的审美观 [J].

美与时代：学术（下），2017（11）：40.

⑧张婧易 . 腐女：“男色”消费时代与女孩们的乌托

邦 [J]. 名作欣赏，2015（07）：87

⑨侯李游美，罗佳瑶 .“小鲜肉”现象背后的审美心

态与男色消费 [J]. 影剧新作，2018，177（01）：123.

⑩苏熠慧 . 从情感劳动到审美劳动：西方性别劳动分

工研究的新转向 [J]. 妇女研究从论 .20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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