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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两千年前儒家经典《大学》即倡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
民，在止于至善”。
其意即涵蕴着彰扬学术、探索真理。
而《中庸》论道：“博学之、慎思之、审问之、明辩之、笃行之。
”则阐释了学术研究的治学精神以及达到真实无妄境界的必由之路。
因此，从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审视与洞察，社会发展、科学昌明、思想进步，从来离不开学术科研力量
与成就的滋养与推动。
大学是国家与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而科学研究的水平则又体现了大学的办学水平和
综合实力，是一所现代大学重要的标志。
因此，一个大学的学术气氛，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引导着学校的科研状态，而且渗透和浸润着这
个大学追求真理的精神信念。
这正如英国教育思想家纽曼所言，大学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与发展、实验与思索的
高级力量，它态度自由中立，传授普遍知识，描绘理智疆域，但决不屈服于任何一方。
大学的使命应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是学术和人才。
因此，大学应成为理论创新、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应具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和意义。
上海政法学院是一所正在迅速兴起的大学，学院注重内涵建设和综合协调发展，现已有法学、政治学
、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语言学等学科专业。
学院以“刻苦、求实、开拓、创新”为校训。
这既是学校办学理念集中的体现，也是学术精神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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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八章，叙述逻辑如下：    第一章，理论准备与研究设计。
介绍与本书相关的理论观点与研究成果。
本书从概念、理论和经验事实三个层面，对文献资料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归纳和分析，指出了它们
和本项研究的关系，以及为本书所留下的学术空间。
在文献述评的基础上，对本书中涉及的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进一步明确了本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的
代表性问题。
    第二章和第三章，性的消费主义现象的具体表现的描述，这是本书的核心部分。
本书在更为具体的、经验的层面细致地从性的消费主义现象的两个维度——性的消费化和消费的性化
倾向来展开对现象的描述。
性的消费化倾向的现象，即存在于私人领域中欲望性的实体状态的性。
具体而言，对一夜情、以权谋性、以性谋利的行为从性态度的随意性、性行为的交换性、性意义的多
元性分析了其消费属性的确立，对卖淫嫖娼这一得到最普遍认同的性消费进行分析，说明其在消费社
会所呈现的新特点；消费的性化倾向的现象，即存在于公共空间中功用性的符号形态的性，展现了作
为消费手段和消费内容的性符号的运用。
    第四章和第五章，对性的消费主义现象的分析。
人类行为是复杂而多侧面的，单一理论视野远远不能涵盖其所有的方面。
以消费社会和性化社会作为分析工具，运用性与社会的相互建构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的
殖民化”，分析性在消费社会中的变化和呈现。
    具体而言，在社会层面上，从消费社会和性化社会的背景分析性与消费缘何相关联；在文化层面上
，从消费文化、性别文化角度分析女性身体的性化，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性符号的利用，以及性本身
的消费现象；在性的变迁层面上，从性本身的特点和性作为社会的存在，并在消费社会和性化社会的
背景下的变迁中，分析“性”(不是其他)何以能够成为消费主义的优先选择；最后，从权力和金钱对
性的渗入现象出发，说明性的社会演变中其背后的控制或影响的两种机制。
    第六章，性的消费主义现象对人的主体性、性的本质、两性平等、婚姻家庭以及对社会秩序等的影
响。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社会文化等结构性的因素和微观因素如何建构了性，得出性的消费主义现象的本
质究竟是什么，由此延伸出去，考察该现象对社会的各个领域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从而展现性对社
会的建构和塑造。
    第七章，应对性的消费主义现象的挑战。
可以说消费主义是现代社会的病态，性的消费主义现象在与文化、经济和社会的互动中，存在诸多负
向影响。
因此，笔者针对各个不同性质和领域的现象，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性建议。
    第八章，本书的研究总结。
主要对本书中得出的主要结论进行梳理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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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说  第四节  对婚姻家庭的影响    一、家庭依然十分重要并不可替代    二、个体对家庭需求内
涵的变化    三、家庭危机时有发生    四、道德焦虑感的困扰  第五节  对社会秩序的影响    一、性交易与
腐败现象的产生    二、对社会道德伦理的冲击  本章小结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性的消费主义>>

章节摘录

插图：私人性行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控制中一向十分严格，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婚外性、婚前
性不但在行为上是被严格禁止的，而且在道德上也是被人质疑的，婚姻外的任何性行为都被人鄙视，
甚至冠以污名化的称呼。
但随着社会的转型，到了90年代以后，网络影响的扩大、社会流动的加大、陌生社会的形成以及人们
性观念的改变，非婚性行为越来越多，商业性交易也十分普遍。
一夜情、网络性爱、午间婚外情等初露端倪，中国开始出现所谓的“性革命”。
过去人们普遍认同的“爱情-婚姻-性”三位一体的行为模式，在一些人的性观念和性行为中已不能得
到实现。
某些人对待性的态度，开始变得就像“一个寂寞的午后上街购买一件商品那样简单和随意”；性对于
某些人的意义，就好像“今天要打保龄球，明天要打高尔夫球”那样休闲和娱乐。
曾亲耳听到一位发生婚外性的男士对他的妻子说，“那事和你没关系，和家庭没有关系，我还是会对
你好，对这个家负责的，在外面只是玩玩而已”。
可见，过去发生非婚性行为的负罪感、愧疚感、压力感，在“爱情-婚姻-性”的联系遭到系统抹杀的
情况下被逐渐稀释，性与精神、情感的联系在一些人中变得松弛。
总之，在性的领域，性的物化的倾向在一部分人那里开始出现。
另一方面，在消费领域中性符号作为拉动人们消费欲望的手段频频出场，而且越来越多的文化传媒产
品正在偏离自身的属性而染上色情化的倾向，性成为文化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性爱成为娱乐和商业的工具，电视和广告成为表现“性”的最普及的媒体。
如广告中性符号的大量使用以及诗歌、小说、电影、绘画、雕塑、舞蹈中的涉性内容；再如日常生活
中的黄色笑话、黄色短信息以及餐饮文化中的人乳宴、女体盛，等等。
可见，性的“非性”目的的消费频频亮相。
通过以上两类现象的描述，不难看出性与消费已日益纠缠在一起，而且有进一步紧密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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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消费主义》：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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