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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文化下的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研究
——以《东京女子图鉴》为例

刘楚君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  要：近些年来，女性主义的思潮席卷而来，但在如今的消费主义文化视角下，女性主义却并不如它最初所倡导的

那样被表现出来，2018 年有大量都市女性剧热播，如《北京女子图鉴》《上海女子图鉴》等，衍生出许多热议话题，而这

些都借鉴于女子系列的“鼻祖”《东京女子图鉴》。本文将以《东京女子图鉴》为案例，分析在消费主义文化下影视剧中

所体现的女性主义，总结其中女性主义表达的特点以及女性形象的表达，并通过消费主义视角以及女性主义视角对电视剧《东

京女子图鉴》进行媒介批评，以期为该类电视剧中女性主义的建构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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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概念界定

本文主要通过消费主义文化环境

对《东京女子图鉴》中的女性主义进

行媒介批评，下面将简要梳理相关消

费主义文化以及女性主义的概念。

1.1  消费主义文化

消费主义文化是出现在西方社会的

一种生活态度和文化思潮。消费主义文

化兴起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种

以市场为主要动力，以消费至上的价值

观为核心的消费行为与文化观念，它还

表现在对物品的绝对占有和追求享乐主

义的特征，消费主义把消费当作唯一的

目的，为了消费而消费，是一种极端的

文化现象。本文引入消费主义文化的概

念，并从消费主义视角下研究女性主义，

旨在分析女性在影视剧中表现出来的消

费主义文化特征，探究其传播观念的好

处以及不足之处，进行媒介批评和反思。

1.2  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一词的最早出现是伴随

着西方妇女参与政治运动而展开的，

表达了妇女争取政治权利的要求。简

而言之，女性主义就是打破男性话语

权，以女性的视角来看待形形色色的

世界，结束性别主义、性剥削、性压

迫等，进而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本

文引入女性主义视角，旨在通过其理

论视角去探究影视剧中女性的呈现特

点，由于媒介在塑造女性形象时仍存

在男权主导的现象，因此，从女性主

义理论的视角去探究其存在的问题以

及进行媒介批评很有必要。

2  《东京女子图鉴》简介

《东京女子图鉴》是一部 2016 年

底上映的日剧，讲述了一个女性在不

断迷茫和努力中找到自己的故事，是

女主人公绫从 20 岁到 40 岁，从偏僻

的城镇到繁华的东京打拼工作生活的

经历，她从东京的底层工作做起，经

过努力、运气，一步步踏入光鲜亮丽

的时尚行业，结婚又离婚，最终在物

质中迷失自己又重新回到家乡找回自

我。《东京女子图鉴》是一部标准的

都市女性奋斗图景，以女性为主体展

开人物的故事经历。本文选取该剧为

案例，主要是由于其展现了部分女性

主义理论的内核，但也违背了女性主

义理论的一些特征，希望通过对该案

例的媒介批评进行一定的反思。

3  《东京女子图鉴》的媒介批评分析

本文主要是以《东京女子图鉴》中

女主人公绫的人生经历作为分析对象，

通过从消费主义文化视角以及女性主义

视角对绫和该剧进行探讨以及批评。

3.1  从消费主义文化视角研究

3.1.1  在消费中寻找身份认同

在消费主义文化场景中，城市女

性的消费是消费文化中的典型，都市

女性以高价商品、标志性物品，甚至

远远超出其消费能力的奢侈品消费来

满足她们并非必需的欲望。吉登斯认

为：“随着现代性的出现，某种类型

的身体外貌和行为举止，明显地具有

特殊的重要性。”绫一直希望摆脱小

城镇到东京这样繁华的地方去生活，

最初她在东京的生活很快乐，但是有

一天她看着内裤上的毛球开始迷茫，

并选择逃离，随后，为了和精英男去

高档餐厅约会，绫不惜承担高额利息

分期付款买了高档礼服。人们作为社

会成员，希望通过消费实现与阶层的

关联，追求品牌成为都市职业女性群

体的消费特征，她们希望在消费中体

现自己的身份，表达个人的品味。虽

然绫并没有足够承担高昂餐厅费用的

能力，但是却希望通过高档礼服这样

的消费方式去实现自我的尊严以及上

层社会的归属感。在消费主义文化环

境下，消费行为的核心不是对商品的

实际选择、购买或使用，而是试图通

过消费商品的符号价值、意义以及其

象征性来完成自己身份的建构、地位

的确立和个性的展示。

3.1.2  女性消费符号化

鲍德里亚提出的符号价值理论认

为，消费社会中的物或者商品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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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符号被消费时，是按照其所代表的

社会地位和权利及其他因素，而不是

按照其物的成本或者劳动价值来计算

的。《东京女子图鉴》中，绫最初刚

到东京的时候，居住在出租屋里，某

天绫看到自己起球的内裤选择逃离，

抛弃过去的自己，之后绫花六千多日

元为自己购置精致的内衣；之后又透

支购买奢侈品等等。这里面以消费主

导的消费已经被彻底符号化了，绫去

购买这些东西或者希望得到这些于她

而言没有使用价值的奢侈品，只是想

通过这些产品背后的符号价值去满足

她的野心和虚荣心。剧中所体现的女

性消费更多的被符号化了，这些物品

所隐含的符号价值大于其使用意义。

3.2  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

3.2.1  女性主体性凸显

这部《东京女子图鉴》中虽然充斥

着消费主义的金钱观和变了形的女性主

义，但她还是很好地凸显了女性的主体

性。在剧中，女性始终是自己选择的主

体，无论是感情还是工作都是在自主进

行选择，绫虽然是一个充满物欲和虚荣

心的人，但她的感情和工作是分开的，

绫并没有依靠男人去完成自己在职业上

的攀升，工作也不是靠男人们获得的，

这部剧中将女性的独立以及进取的事业

心展现得淋漓尽致，可以看出其中都市

女性的特质，在一定程度上剥离了男权

社会的一些特点，例如女性依赖于男性、

女性的工作不独立，等等。

3.2.2  女性话语表达体系自相矛盾

《东京女子图鉴》触及了女性主

义的范畴，但却并没有接触到其中的

内核。剧中虽然将女性的工作和与男

性之间的情感剥离开，也体现了一些

女性主义的意识，但是其话语体系表

达却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东京女

子图鉴》中体现出的女权意识，比如，

绫工作时遇到的女性上司，时常念叨

着平权法案 1985 年就通过了，女性不

再是只能端茶倒水了。提倡女性只有

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才能获得自身的

幸福，但之后，故事又迅速回落到男

权世界的现实，即使是坚持独立工作

的绫，当周边的朋友在谈论孩子和丈

夫时，她也会向现实妥协并将结婚对

象明码标价，这种“病态的婚恋观”

与女性主义所倡导的平等背道而驰。

除此之外，纵观绫在东京打拼的这一

整条线，就会发现她经历过的 7 个男

人就像一个个引领者，初恋男友引领

她在繁华都市不至于手足无措，之后

的 6 个人，让绫见证了一次比一次奢

侈的生活，让绫所幻想的生活变得看

得见、能得到，进而也改变了她。一

路走来，绫的成长还是伴随以及依赖

着男性，这也使得整部剧中所包含的

女性话语体系前后矛盾。

3.2.3  女性形象被“物化”

在《东京女子图鉴》中，绫虽然在

自己不断的努力拼搏中，一步步改变自

己的境遇，她通过名牌产品、高档服饰

试图摆脱过去的城镇女性的影子，她寄

托于消费去寻找自我，实现自我价值的

认同，但是也在不同程度上迷失了自我。

剧中将这种迷失塑造为“物化”的女性

形象。绫在第二次与商业精英男的交往

失败之后，选择做和服店老板的秘密情

人，于是绫拥有了情人送的昂贵的鞋，

可以出入高档餐厅，这些让绫成为一个

游走于有钱人的世界、一身名牌的时尚

女郎。在消费社会中，人的感官被量化

了的物来满足，商品成为人们追求的中

心，人沦为商品、物质的陪衬，最终人

也被物质化。 

4  由《东京女子图鉴》引发的反思

4.1  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形成良

好的消费文化

消费主义盛行全球，都市女性的

周围充斥着各种有形无形的消费文化，

是选择随波逐流寻求尊严，还是坚持

本我，令很多都市女性在希望获得身

份认同的时候进退两难，如今的女性

对自我形象的追寻具有很大的自主意

识，但是错误的消费文化氛围会将她

们引入歧途。就像《东京女子图鉴》

中的绫一样，怀揣梦想来到东京，但

是由于错误的消费观念，最后绕了一

大圈又回到了起点。所以，电视剧在

讲述女性奋斗故事的时候，应该塑造

正确的价值观念以及消费观念，将正

确的思想传递给受众。

4.2  媒体正确传播，宣传正确的

女性形象

近些年，由于媒介环境的开放，以

“女性”“女权”为题材的影视作品越

来越多，媒介试图改变媒介环境中女性

边缘化的现象，让女性话语进入到主流

渠道，所以中外涌现出一大批以女性为

主体的影视剧作，例如美剧《绝望主妇》、

国产剧《欢乐颂》《北京女子图鉴》《上

海女子图鉴》，等等，但是，这些题材

却包含了很多病态的消费观、婚恋观、

女权观，从东京到北京，充斥着被妖魔

化的都市职场、物欲以及女性角色，而

这些塑造出来的女性形象过于片面，因

此，媒体应当传播宣传正确的女性形象

以及社会观念。

5  结语

在消费社会中，女性对于自我的追

求被激活，女性虽寄希望于消费来证明

自己的社会存在以及社会地位，构建自

我社会认同，但由于某些错误消费观念

的引导，导致女性丧失自我，迷失在不

当消费中。女性主义的日益崛起，女性

呼吁独立、平等，摆脱男权社会束缚，

但由于长期的社会积淀，并不能一蹴而

就，所以导致现下大肆宣传的女性主义

出现扭曲变形。本文以“女子图鉴”系

列电视剧的源头《东京女子图鉴》为例，

尝试通过消费主义文化视角以及女性主

义视角来进行分析，以探究女性形象的

建构以及女性消费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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