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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人的消费表征
——以齐美尔时尚观解读现代人消费心理特点

◎贾佳
摘要：在齐美尔《时尚的哲学》一文中，将时尚看作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与现代性相伴而生。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有更

多的群体走上了时尚消费的轨道。本文以齐美尔的时尚理论为基础，通过现代社会的多元消费把握时尚所带来的消费现象

探究现代人的时尚消费表征并通过梳理阶级分野的研究历史，分析阶级消费习惯，得出时尚对于现代性消费产生的影响。

那么将时尚作为一种身份认同的表征符号用于解读现代人的消费理念与认识都市人的消费心理便十分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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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都市人消费心理表征

齐美尔时尚观作为迄今为止最为系统

全面的消费理论，斯宾塞、凡勃仑、布鲁

默等人都对时尚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时

尚观作为最典型的消费发展的例子在进行

身份建构上起到统合与分化的作用，以下

将从消费者的模仿与创造、个性与从众等

两方面建构时尚消费者的身份认同。

（一）现在感

新时尚的产生必然伴随着旧时尚的灭

亡，时尚又是一个轮回，是方死方生又是

死而复生的。因而时尚的面貌是以抛弃和

淘汰为代价在其最核心的部分与别样的现

象带来更为强烈的现在感。时尚所体现的

是一种现在性的重视，也正是这种“短暂

的”“瞬时的”特性才使得时尚能够把持

住其特定的地位。很难理解，如果时尚不

能保持住它的迅疾特点不能“消失得如同

来时那样快”那么它的现存情形便不再具

有强有力的吸引感。时尚的魅力正是来自

于它的当下性与短暂性，以此才能体现生

命最为感性、最为直观的强烈诉求。就如

同后现代性所强调的一样，摒除权威、破

除永恒。而永恒无疑的信念也越来越多的

失去影响力。

（二）语言、行为与衣着

时尚观念无非是依靠模仿，在个体中

获得归属感后加以载体进行传播。所以大

众会学日韩剧中女神和小鲜肉们的穿衣打

扮，会用明星们的同款产品。会在各种网

红餐厅等热门场所进行拍照打卡进行视觉

消费等行为。这种个性特色会被一群人追

捧，又最终会成为一群人的相同之处。例

如现在年轻人穿牛仔裤露个脚踝以及外扎

的“Gucci”腰带便成了外出必备单品。

越是追求时尚和个性，最后反而越大众，

从而消费生产也由此促进了。

另外，着装也极具有符号性。利波维

茨基所认为的“牛仔裤是个性从社会地位

中解放出来的符号”。牛仔裤产生伊始为

便于西方工人阶层劳作的服装，因其简约

化特征而备受艺术家所青睐，其青春朝气

的审美标准开始从中产阶级流行开来，实

现当时的着装时尚。因此人们不是购物而

是印象商品，符号价值被大肆宣扬。

（三）时尚“妒他性”的满足。

时尚者在追求时尚的过程中可以带来

一种获得感与优越感，时尚者认为这在他

者的眼中，自己是特一无二、极富个性同

时又是吸引眼球的和拥有财富、地位的。

有一大群人在周围和后面跟随他。时尚的

人所面临的显然是赞许与嫉妒的混合。这

种嫉妒并非往常，其自身带有微妙的特殊

色调。嫉妒者在嫉妒的同时往往将自己带

入到被嫉妒者的身上，嫉妒者为获得心理

愉悦从而想象自己对时尚的独占，这种独

占类似于恋癖者的“意淫”从而在享受被

人嫉妒的同时又带到嫉妒者的身份，享受

着时尚嫉他者性的满足。当一个人发现自

己正在被人注视时会显得很不自然是因为

在这种情况下他已然丧失自性转变成注视

者的视角，即他者化。然而这种他者化需

要与之相对的妒他者相伴而生。原因很简

单时尚的个体走在潮流前沿时仍需服从于

某一群体性建设。也就是说时尚者本身既

是领导者又是被领导者。需要的是“操控

感与服从感的混合”。就其主体性而言，

他既是我自己，又不是我自己。

（四）逃避与模仿

齐美尔认为时尚是对既定模式的模

仿，它既满足了社会调试的需要又在作为

“阶级分野”和“统合的欲望”的产物时

会发现。齐美尔认为，在某一特定圈内时，

能够得到圈内人的支持，各成员竞相模仿

以此来“减轻个人美学与伦理上的责任感”

才是时尚的魅力所在。据调查发现，百分

之九十的白领阶层大部分人花起钱来都比

较潇洒注重货币的使用流通，没有储蓄习

惯，却对于细节极为挑剔、价格十分敏感。

在“爆款”“潮流”“时髦”等关键词的

撑腰下，个人的美学与伦理感得以依赖。

产生“这是今年的流行元素，不好看也不

是我眼光的问题，是你自己不入流”的这

样一种逃避心理。

二、结语

毋庸置疑，时尚理念带动了消费市场

经济的迅猛发展从而导致了商品的符号价

值转变的新需求。消费的符号价值备受关

注不再仅仅 拘泥于物质价值，而是从消费

理念带动下发生转变在时尚消费所追求的

一种身份认同与个人认同的产物。在迷恋

时尚感所营造的氛围中按照自己所需群体

的直观感受中获得身份认同感。时尚的潮

流在刺激都市人潜在的需求心理进而转变

成一系列消费高潮，在这个促生过程中白

领群体的功劳可见一斑。由于白领趣味（流

行性）大多与高价位消费相联系，因而在

促使白领无止尽地的高消费为中介后时尚

观对都市消费起到促生作用。时尚所突出

的消费理念不再是为人所熟知的“物美价

廉”而是在品牌概念中以时尚来消费人们

对商品价值的认同转变，时尚以新的形象

符号成为商品和消费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

一点与“时尚”的本质是相似的。  

作者单位：天津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