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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消费文化视域中郭敬明小说 《小时代 》的亚文化抒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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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 南充

【摘 要 作为一部畅销作品
,

中国 当代作 家郭敬明的们
、

时代 》属于 消费时代的产物
,

对文学的批评不能仅以一种想象的

标准衡量
,

而应结合时代特征
,

们
、

时代 》反映了消费时代的一种真实生存状态
。

我们在阐述消费文化理论的基础上
,

论述消费

文化对郭敬明小说《小 时代 》创作的影响
,

具体探讨了作品中的青年亚文化
、

青年男女爱情和时尚化倾向在消费时代的独特呈

现
。

【关键词 」消费文化 们
、

时代 》 亚文化现象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 一 。以

一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推进
,

中国的一些

区域开始步人消费社会
,

在这个时期彰显出消费文

化状态
。 “

遵循享乐主义
、

追逐眼前的快感
、

培养 自

我表现的生活方式
、

发展自恋和 自私的人格类型
,

这一切都是消费文化所强调的内容
” , 「

无论从时

间还是空间上来讲
,

郭敬明的 《小时代 》都是属于消

费时代的产物
。

《小时代 》自 年 月在其主编

的文学杂志 《最小说 》上开始连载
,

由 《小时代 折

纸时代 》
、

《小时代 虚铜时代 》
,

《小时代 刺金

时代 》三部组成一个系列
,

分别于
、 、

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

和 以往纯粹的校园文

学不同
,

这部作品不再局限于校园
,

而是以国际化

大都市上海作为故事背景
,

给我们展现极具消费时

代特征的青春历程
。

作者为我们描述的是国际性

大都市上海
,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

城市已成为当

今人类社会的一种生存状态
。

都市和消费之紧密

关系由来已久
,

商业化和消费性是都市的显著特

征
,

上海是迅速崛起的 国际化都市
,

上世纪以来一

直是中国公认的消费中心
。

这只是消费社会的一

个缩影
, “

小时代
”

其实就是一个炫富的时代
,

是一

个物质至上 的时代
。

《小时代 》中关于消费时代城市

的描写十分深刻
,

对物质欲望的追求非常赤裸
。 “

这

就是上海它可 以在步行一百二十秒距离的这样的

弹丸之地内
,

密集地碰下恒隆
、

恒隆
、

金鹰广场
、

中信泰富
,

梅龙镇广场
,

以及刚刚封顶的浦西新地

标华敏帝豪六座摩天大楼
。 ” 「枷

法国学者让
·

鲍德里亚在他的著作 《消费社会 》
中道

“

今天
,

在我们的周围
,

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

长的物
、

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

盛现象
。

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

化
。 ” 「狈在消费社会里

,

文学所存在的文化语境发生

了变化
,

文学作品作为时代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
,

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代人们的价值构成

体系
。 “

在现代消费社会中
, `

财富及物品同话语
'

共

同构成了一个全面
、

任意
、

填密的符号系统
,

一个文

化系统
,

它用需求及享乐取代了偶然世界
,

用一种

分类及价值的社会秩序取代了自然生理秩序
。 , ,

所

以
,

我们对文学的批评不能仅以一种想象的标准衡

量
,

而应结合时代特征
。

《小时代 》给我们反映了一

种时代的真实
,

就是步人消费社会后成长起来的年

轻人对物质和精神的巨大渴求
。

郭敬明小说的受

众
,

大多是
、

后这个年轻的群体
,

自他们懂事以

来
,

消费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其生活
。

本文将以消费

文化的视域来解读 《小时代 》系列作品中呈现的青

年亚文化
、

青春的爱情和时尚型倾向等特征
。

一
、

消费时代抵抗中的青年亚文化

消费文化追求的最终 目标是商业价值的实现
,

而文学作品在此更看重的是文学受众的功能性作

用
,

作为一位作家兼商人
,

郭敬明很清晰地把 自己

的受众定位于广大青少年学生
。

他的作品大多描

写的是这个时代青少年的生活与情感
,

《小时代 》也

不例外
。

所以作品中无时不在向我们展示这个群

体特有的文化
。

青年亚文化是年轻人为了区别于

主流文化而创造的一种文化
, “

叛逆
”

是其主要特

征
,

显示了青年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偏离
,

排斥甚至

对抗的状态
。

美国学者詹姆斯
·

科尔曼
、

,

一 一 认为青年亚文化是
“

存在于成

人鼻子底下 的另类文化
,

它拥有不同的语言
,

特殊

的象征符合以及更为重要的价值系统 所有这些使

它远离了主体社会所建立的体系和 目标
” 。 「饰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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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意义上看
,

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相对抗
,

表

现为对传统或主流文化的反抗与嘲弄
,

在言行举止

等方面特立独行
,

其思想代表了青年群体的利益
,

体现了青年的叛逆
,

是青年生活观念与行为的体

现
,

相对主文化而言
,

是边缘与次要的文化
。

青年亚文化拥有与主流文化不同的价值体系

和表现形式
。

很多年轻人为了追求生活的新鲜与刺

激
,

特意偏离主道
, “

叛逆
”

和
“

反抗
”

是其主要表现方

式
。

在全球化浪潮下
,

一些西方亚文化表现形式也

成为中国青年亚文化的表现
,

如性开放和毒品
。

《小

时代 》中也无不呈现相关情节与内容
,

同性恋
、

三角

恋
、

吸毒
、

阴谋
、

死亡无处不在
。

塑造的绝世美女南

湘
,

在 令人作呕的人学新生面前
,

她能毫不羞涩的说

出
“

我怀孕了
” ,

发展到后面成了神秘的
“

蛇蝎
”

女人
,

南湘的男朋友席城
,

在家庭遭受变故后
“

从最开始的

逃课
,

到后来的打架
,

和流氓混在一起
,

偷店里的
,

和所有不三不四的女孩子上床
、

乱搞
。 ” 「吻 他们用这

样的自我毁灭的方式对抗主流文化
。

家庭和学校的边缘化
。

作品中描写的人物表

现出对家庭的疏离
,

对父母的描述充满了冷嘲热

讽
,

作品中顾源的母亲飞扬跋启
,

顾里的父亲背叛

家庭
,

有私生子
,

唐宛如的父亲犹如训练机器
,

南湘

的母亲把女儿当作赚钱工具
,

传统的父慈母爱在此

完全被颠覆
。

对学校教育进行批判
,

以嘲讽的语气

描述尊敬的老师
, “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

成了挪榆和

嘲讽的对象
。

当代文学老师的课就像在下雨
,

因为

他总是唾沫横飞
,

还 以调侃的方式说到老师应该爱

护下一代
,

爱护祖 国的未来
,

不应在课堂上惊醒学

生们的美梦
。

传统的好学生在作者笔下遭受了无

情的嘲讽和戏谑
,

有意消解与颠覆主流价值观
。

同性恋的描写
,

作品中涉及太多场景有意给读

者一种同性恋的导向
。

让人们产生这样的感觉
,

似

乎同性恋无处不在
。

不管男人间还是女人间
,

亲密

的举动往往会让人忽略友谊而走向同性恋的猜

想
。

顾源
、

简溪
、 、

蓝诀
、

崇光
、

宫洛之间都涉及

同性恋的嫌疑
。

一开场
,

郭敬明就描述了顾源
、

简

溪在高中运动会上被误以为同性恋的情景
,

在运动

会上 的接力赛中
,

喜欢顾源
、

简溪的女生们呼喊着
,

这种场景远远超出了运动会所能达到的极限
,

如同

男女在此达到性幻想的狂欢
。

这个美得极致

的男人
,

是小说中首个 自己承认的同性恋者
,

他先

后和顾源
、

卫海的纠缠
,

最后和蓝诀之间的情感猜

忌更是绵延了数章
。

日本学者难波功士在他的著作 《族的系谱学

—青年亚文化的战后史 》中表达了他对商业文化

构建亚文化的认识
。

他认为从上个世纪 年代复

兴的青年亚文化不再如同上个世纪初那样对共同

价值信仰的自我认知
,

而是基于时装
、

事实杂志及

市场流行要素的共同兴趣之上
。

从这个意义上来

讲
,

以对抗精英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为出发点的青

年亚文化在新媒体时代和消费社会中
,

还多了商品

消费和商业文化这一认同要素
,

年轻人正是通过商

品消费进人特定的亚文化群体
。 口
当进人大众消费

时代
,

一切都被卷人了商业的漩涡
,

成为了商人牟

利的工具或者难逃被政治规训 的命运
。

青年亚文化在当代的表现
,

主要的形式是以狂

欢化的文化消费来抵制成年人文化
。

在消费文化

的影响下
,

一些青年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变化
,

对消费的追求成为其至高无上的奋斗 目标
,

顾里的

目标就是像宫洛那样生活着
, “

挥霍着物质
,

享受着

人生
,

用别人一个月的工资买一个杯子
” ,

拥有最昂

贵的消费品
,

享受最高级的服务
,

并认为这就是她

的幸福之所在
。

消费文化中市场符号逻辑对青年

价值观念的渗透使得意义消费和符号消费主导青

年们的 日常生活消费逻辑
。

消费变成了一种符号
,

消费文化渗透下的审美观念
,

正是因为消费符号和

意义
, “

时尚
” 、 “

耍酷
”

是青年们追求的 目标
,

同时也

就成为青年亚文化的主要内容
。

作品中塑造的成

功人士宫洛
,

如同日本漫画偶像
,

总是那样又酷又

帅
,

在他的脸上你看不出任何的喜怒哀乐
,

这种形

象恰好符合青年对
“

酷
”

的追寻
。

二
、

消费时代困顿的爱情与对理想的幻灭

郭敬明在 《小时代 》系列作品中一如既往的延

续了他对爱情的悲情叙事模式
,

但伴随着消费文化

的侵人
,

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感受到其中爱情夹杂

的消费时代特征
。

正如黄平所言
“

郭敬明的作品
,

是一种最卑下的浪漫主义
,

在资本的黄金竖琴下无

限献媚
。 ” 「枷 `。

在商品社会发展初期
,

当下社会秩序失

范
,

各种矛盾十分尖锐的大背景下
,

生存的艰难
、

生

命的孤独
、

前程的渺茫
、

人生的严酷
,

成为了青年们

超越现实的沉重枷锁
,

他们往往妥协于严酷的现

实
,

钟情于金钱的诱惑
,

而放弃了对理想的探望
。

书中描述林萧与简溪的爱情
,

看似纯真
,

而在

一方受挫折时
,

理所当然会将原因归结于物质
,

简

溪离开林萧时留下 的信这样写道
“

我有时候也痛

恨 自己如此平凡
,

我好想变得有钱
,

变得英俊
,

变得

像大明星一样呼风唤雨
。

那样可能你就不会走
” 。

传统的爱情建立在情感基础上
,

而消费时代的爱

情
,

让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物质的主宰
。

最典型的爱

情是顾里和顾源的爱情
,

在整个过程中
,

女性在爱

情中更有担当
,

包括对情感和责任的担当
,

作为一

个女性
,

顾里身上没有我们传统女性的那份柔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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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爱情的分析冷静而残酷
。

相比之下
,

友情在她

的身上更闪耀出光芒
,

为了友情
,

她不顾一切
,

而对

于爱情
,

却过于斤斤计较
。

当然
,

亲情在书中也一

笔带过
,

若有若无
。

在两人即将分手时顾里对顾源

说
“

没有物质的爱情只是虚弱 的幌子
,

被风一吹
,

甚至不用风吹
,

缓慢走动几步
,

就是一盘散沙
。 ” 「吻 `

这就是消费时代的爱情
,

等价交换
,

天长地久
。

传

统的爱情观在此遭到无情的嘲弄与讥讽
,

物质凌驾

于情感之上
。

在顾里和顾源 的爱情争吵中
,

作者将

一对学生恋人的吵架作为背景
,

更彰显了消费时代

爱情的变异
,

女的说
“

没钱你谈什么恋爱 你以为

演琼瑶剧啊
”

在消费时代
,

爱情的真谛发生 了变

化
,

物质成为了他的亲密爱人
。

文中的主要人物顾里
,

是很多现代女孩羡慕嫉

妒的对象
,

也是作者在本书里竭力推崇的优秀现代

女性
。

对于顾里来说
,

一切的东西都可以用金钱衡

量
,

包括爱情
。 “

看见了英俊的顾源 已经在收银条上

快速地签下 了他的名字
,

在钢笔摩擦的声响里
,

顾

里也听见了爱情的乐章
” 。 「

在消费的过程中
,

他

们找到了快感与满足
。

这也是幸福
、

快乐和成功的

新标准
。

日常生 活与幸福想象全是围绕消费而进

行
,

纯真的爱情在此成为附庸
。

而他们爱情的分分

合合也伴随着利益的统一和分离
。

多元而复杂的爱情
。

小说的叙述者林萧
,

文中

所推崇的纯情之爱
,

在深爱着简溪的同时又爱上了

崇光
,

而简溪在和她交往的过程中却和另一个女人

关系密切
。

而这个女人竟是在高中时因单恋简溪

而自杀的林汀妹妹林泉
。

更复杂的是借用很多韩

剧常用的情节
,

崇光患癌假装病逝
,

通过整容以新

的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
,

又继续着他和林萧的爱

情
。

南湘
、

席诚和卫海的三角恋中
,

掺杂了好姐妹

唐宛如的单恋
。

同性恋
,

三角恋
、

多角恋
、

虐恋
,

为

爱 自杀和吸毒
、

迷奸等随处可见
。

传统的天长地久

的爱情在这里逐渐淡化
,

人们的爱情呈现出光速般

的分分合合
,

林萧爱着的崇光假死没多久她又投人

前男友的怀抱
,

期间没有撕心裂肺的痛苦和无穷无

尽的思恋
。

南湘和席城的虐恋持续几年时间
,

我们

以为是真爱
,

但后来变成无体止的纠缠与伤害
。

随

着故事的推进
,

南湘一改以往的那种对爱的死心塌

地
,

却以极快的时间和别人陷人恋爱和失恋的怪圈

中
,

理想与情爱已经难以寻觅
。

三
、

消费时代的时髦生活方式中的时尚元素

面对的青春消费群体
,

决定了小说的时尚型
。

小说从校园开始走向都市
,

而消费是都市的最鲜明

特征
,

《小时代 》是物欲社会的一个缩影
。

消费文化

就其生产机制和消费群体来看
,

显然属于时尚文

化
。

在消费时代
,

随着消费文化的渗透
,

文学作为

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被时尚化
,

而作为商人

和作家双重身份的郭敬明其作品更具有此特征
。

文学时 尚化的 目的之一
,

就是期望有更广泛 的读

者
,

开辟更大的传播范围和市场空间
,

《小时代 》系

列是无可争议的畅销书
。

理论学家齐美尔说过
“

时

尚的本质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中 时尚总是只被待定

人群中的一部分人所运用
,

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在

接受它的路上
。

一旦一种时尚被广泛地接受
,

它们

就不再把它叫做时尚了
。 ” 「秘郭敬明的作品

,

有着特

殊的读者群
,

而这个群体是年轻而充满活力的
,

他

们对未来的想象远远超过 自己对现实的把握
。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

人们总是对自己未曾经

历而想经历的生活更感兴趣
。

郭敬明创作这部作

品恰好满足了这些人对时尚生活的想象
。

韩寒曾

经说过郭敬明的作品最受三线小城市小年轻的欢

迎
。

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

这群远离大都市的年轻

人
,

他们是对时尚最渴望的一群人
,

通过大众媒介

他们知道了时尚
,

而通过 《小时代 》描写的那种自己

从未有过的
、

但却渴望拥有的生活状态
。 “

作为一个

社会学词汇
,

时尚所要表达的是某个特定人群的思

想
、

身份和价值观
” 「̀

这群人通过对时尚的追逐和

想象建构着 自己的社会存在
,

时尚是他们生活的 目

标和理想
。

作品中描写了大量的时尚流行元素
,

小说中几

乎每一个人物对时尚品牌都处于一种痴迷状态
。

、 、 、 、 、 、

等

奢侈品牌满篇皆是
,

举不胜举
。

在描写出色人物的

时候从不会放弃对其所使用品牌的关注
。

小说中

的成功人物
,

大众偶像宫洛
,

他的每次出场作者都

会细致地描绘他身上物品的由来
,

总而言之
,

都属

于名牌
。

如他手上的提包是摆在 橱窗的新款非

卖品柜台里
,

连领带的打法都是 当年最时尚的打

法
。

对顾里和他表弟 的描写
,

无时不和品牌联

系在一起
。

他们对这些物品的占有暗示了其身份

和地位
。

从符号消费和意义消费的角度来理解
,

也

就是这些顶级奢侈品建构了他们的社会身份和地

位
。

星 巴克
,

卡地 亚
, ,

爱 马仕
,

和

这些来 自法国和意大利的顶级奢侈品牌
,

是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追逐的符号
,

同时也是众多

青少年的生活梦想
。

作品在描写学生时代爱情中

的顾源和顾里
,

他们相互赠送的都是时尚品牌
。

郭

敬明在小说中试图使青少年在精神上得到他们奢

望的物质满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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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物的外貌描写
,

经常以最时尚的动漫方式

来刻画
,

无论男女
,

总是充满时尚感
。

顾源
、

宫洛
、

蓝诀
、

顾准
, 、

崇光
、

蓝诀
,

他们都拥有英俊挺拔

的体魄
、

干净帅气的面容
,

同时还有衬托他们品味

的奢侈品
。

他们当然还需要以奢侈品牌服装来衬

托他们的品味
, “

宫洛就是那种走在米兰时装伸展

台上
、

面容死气沉沉却英俊无敌的男人
,

就像我们

每次 打开时 尚杂志都会看见 的 或者

广告上哪些说不出的栗鹜不驯却美得无可

挑剔的平面模特
。 ” 「

在 《小时代 》系列作品中展现的背景城市上海
,

本身就是时尚的代名词
。

上海是引领时尚的前沿
,

最早与国际接轨
,

这是一座风光而时尚的城市
。

作

品展现的时尚城市里人们对时尚的追求
。

顶级的

写字楼
,

高贵的别墅群
,

让人眩晕的穿梭在那些林

立的写字楼间的人们
,

匆匆忙忙踩着 厘米高跟鞋

穿着得体裙子在街头打车的白领
,

这些是都市风景

线的组成部分
。 “

在更加有钱的中产甚至是高产的

富人们眼中
,

上海的中心一定是在外滩和外滩对面

的陆家嘴
。 ”

都市的生活场景往往最能体现各种时

尚
,

无论是物质抑或文化
,

包括时髦的生活方式
,

都

会借助生活场景展现出来
。

社会文化的时尚倾向
,

不可避免地要影响置身其中的当代作家
。

郭敬明

作为一位从县城来到上海的作家
,

都市的商业氛围

和时尚气息不可避免的影响着他
,

而且我们也看到

那种影响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吸收
。

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态
,

是时代精神的组合
,

在

消费社会里
,

文学所存在的文化语境发生了显著的变

化
,

文学作品暗喻着这个时代人们的价值构成体系
。

当我们翻过郭敬明小说的最后一页
,

也许会觉得仿佛

轻轻地翻过了一个时代
。

而仿佛间当时光忽然倒转

定格在了那个充满嬉笑的欢愉年代
,

他们的名字与声

音
,

他们的悲哀与欢乐
,

都住进了我们的记忆里
,

再也

无法剥离
。

而想到当落日的余晖洒在都市那条水泄

不通的路口
,

映满了一地焦灼的金光时
,

也许那残阳

中的城市便是这个时代的终结
。

郭敬明的小说 《小时

代 》为我们展现了消费社会中一群青年对梦想的渴望

与追逐
,

在价值体系上或许还因一些缺陷与不足而备

受争议
,

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引起了我们对这一代青年

人梦想的关注与评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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