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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与颠覆! 奢侈消费历史变迁的内在逻辑与文化动力

蒋诗萍

摘!要! 在消费的文化史上!奢侈消费一直作为异项被标出!而文本上及名称上的双向标出性正是其不断向前发展并颠
覆奢侈自身的文化动力" 奢侈消费经历了两次大众化过程!奢侈的形态与内涵两次更新!其文本的标出性亦在变动" 在
物消费时代!文化对奢侈的标出即是对符号的标出!奢侈的第一次大众化不仅让符号翻转成为消费文化的主流!还颠覆
了传统奢侈" 在符号消费时代!随着奢侈消费的第二次大众化!奢侈的文本风格弱化!原来作为异项的奢侈正在翻转"
#奢侈$恶名亦决定了它的指称是标出项!污名化贯穿其整个发展史!而当前#奢侈$恶名被避开转而趋向于#善$!这意味
着奢侈将更为彻底地颠覆自身"
关键词! 奢侈消费&!双向标出&!大众化&!品牌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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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与颠覆- 奢侈消费历史变迁的内在逻辑与文化动力

引<言

近数十年来"随着消费者教育水平的提高和
视野的开阔"顾客消费意识的升级"他们越来越理
性并有选择性地消费那些高质量或高品位的商

品# 伴随着消费升级"传统的国际时尚消费市场
以及品牌格局被打破- 现代时尚不再只隶属于传
统奢侈品世界"它开始寻找某种程度的自由"成为
一种独立的商业运作与生产"游离于各级消费市
场中0品牌商为达到支撑市场占有率的目的"利用
奢华多变的时尚"将之与品质或平价糅合"并生产
出一系列新的奢侈概念"如$轻奢% $新奢% $大众
奢华%等#

新型奢侈的繁荣使得以前不属于奢侈品世界

的商品跻身于列"成为$触手可及的奢侈品%"实
现了奢侈消费的$大众化%# 其实"这并不是奢侈
历史上的第一次$大众化%"纵观整个奢侈变迁
史"奢侈消费的第一次$大众化%过程始于文艺复
兴时期"并于 "# 世纪达到顶峰"彼时"制造商意识
到生产奢侈品对于经济获利的重要性"通过品牌
授权这种商业模式"创造了奢侈品品牌"使奢侈品
能突破物质与空间的限制得以大量复制"奢侈进
入了$现代奢侈品%时代# 而近十几年来出现的
新型奢侈品形态则是奢侈消费第二次$大众化%
的结果"它们的出现使奢侈进入$当代奢侈品%
时代#

奢侈意涵的变化折射的是社会秩序与文化背

景的嬗变# 奢侈消费第一次$大众化%使得奢侈
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文化现象"并引发了长达
一个多世纪的关于奢侈消费的大讨论"促进了人
们消费观念的转变"并直接刺激了消费社会的诞
生以及消费文化的出现# 而当前奢侈消费正在经
历的第二次$大众化%是大众文化与高级文化的
汇流"亦形成了一种新的消费文化现象"这种文化
逐渐渗透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对人的意识&思
维及行为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不仅如此"奢侈消费历史上的两次$大众化%
都扩容了奢侈的概念范畴"奢侈作为一类表意的
符号"其符号结构与意指亦发生了变动"若不根据
奢侈消费的历史性发展对奢侈作符号结构的梳

理"势必会导致奢侈意义世界的混乱# 这要求我
们对奢侈消费文化的内在生成逻辑作分析"以探

究其深层的文化法则#
本文拟从奢侈的概念出发"梳理奢侈在不同

的消费时期所呈现出来的形态"明确其在消费文
化中所处的位置"并通过分析奢侈消费两次大众
化的结果与内在逻辑"明晰奢侈的内涵变迁及发
展的文化动力"对奢侈消费文化的未来走向作出
可能的判断#

一" 物消费文化中的奢侈及其大众化

奢侈并非因为制造稀有物品才出现"它最早
是作为一种与必需相对立的消费理念而被提出

的# 在古典时期"苏格拉底就以此为标准将具有
不同生活方式的城邦区分为奢侈城邦与必需城

邦# 这一对立思想意义重大"后来影响深远的关
于奢侈品的界定大都基于此对立体系# 如斯密
'[B*7N7.=)(在)国富论*中阐述的他对奢侈品
的理解-$在必需品中"我的解释"不但包括那些
大自然使其成为最低阶级人民所必需的物品"而
且包括那些有关面子的习俗"使其成为最低阶级
人民所必需的物品# 此外"一切其他物品"我叫做
奢侈品#%'斯密 %3&(桑巴特'W->+->N67A*>=(在
解读消费资料时提出-$消费资料分为必要消费
资料和奢侈消费资料"奢侈是超出必要程度的任
何消费"只有知道何谓+必要的,才能去定义奢
侈#%'桑巴特 $b(可见"在人类的消费史上"被消
费的物品长期被划分为两类"一是被视为社会需
要的必需品"二是被视为欲望的奢侈品#

!一" 奢侈作为物消费文化中的双标出项
奢侈品和必需品是人们消费的两大对象"相

对于必需品"奢侈品从产生之初就是消费对象中
的标出项'=)-7*>/-B(# 对于标出项这个概念"
赵毅衡在将其推演到文化研究中时认为"标出性
在文化中普遍存在"当对立的两项之间不对称"出
现次数较少的一项"就是$标出项%"而对立的使
用较多的那一项"就是$非标出项%#

奢侈作为标出项"具有双标出性# 一是名称
上的标出# $奢侈%这一名称本身就决定了它的
指称是标出项# 中文$奢侈%一词出自)国语*-
$及桓子骄泰奢侈"贪欲无艺#%'左丘明 3""("它
与$骄%$贪%等贬义词一道都是$恶名%# 中国古
代思想家往往将$奢侈%与伦理道德联系起来进
行判定与理解"$奢侈%一般被认为是社会风气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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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的一种表现"不仅会导致民众$嬉游废农%"更
是会决定$世运之盛衰%"因此需要做到$淳而不
浇"朴而不侈%'陆陇其 %$(#

在西方历史上"$奢侈%也长期被等同于非道
德&罪恶甚至是罪孽# 在古典时期"苏格拉底和柏
拉图在讨论城邦时提出了$奢侈%"苏格拉底将城
邦的生活方式一分为二"其一是人们的生活简朴&
交往活动都是以满足基本的需要为目的0其二是
人们超越必需品的对于精美生活的需求"前者为
必需城邦"后者是奢侈城邦"他们对奢侈城邦进行
了指责与批评-$奢侈%的后果就是引发战争"$奢
侈%会影响武士的精神"使其变得软弱# 柏拉图
更强调$奢侈%与$软弱%的联系"他明确指出"过
经济生活的人是体格最弱的人# 亚里士多德认为
经济生活是工具性的&从属性的"他对于经济生活
的贬低一直构成了奢侈的古典印象成分#

古罗马人继承古希腊关于奢侈的哲学思想"
将奢侈消费与经济的腐化生活&士兵的软弱联系
起来"甚至出台了$禁奢法%# 在公元后的最初几
个世纪"基督教将奢侈作为一种与适度和纯洁相
对立的罪孽# 至 &'&&2 世纪"奢侈更是变成了淫
荡的同义词#

二是文本上的标出# 无论东西方"早期的奢
侈品都是数量极少&社会稀缺的物资# 在原始社
会"已经存在初级形式的奢侈品"这些奢侈品都是
物质层面的"可以是食物"也可以是兽牙雕刻的手
镯或项链"它们主要是作为礼仪性馈赠和炫耀性
消费的对象"这种消费必须得服从原始社会的集
体生活秩序# 例如在太平洋上美拉尼西亚群岛的
土著人的观念中"馈赠尤其重要"首领的威望与地
位需要在馈赠中完成"因此他们以奢侈品为礼物"
将其慷慨地赠送给其他岛上的居民"并将此视为
一种仪式# 在印第安人部落中"他们往往挥金如
土"举行夸富宴以进行炫耀性消费"来赢得其他部
落的尊重# 巴塔耶'g-6>R-Fd*=*.00-(对此进行过
详细的叙述-$这些最不开化的美洲部落是在某
个人的处境发生变化的场合111入会仪式&结婚&
葬礼甚至其他的演化形式111来进行夸富宴的"
2334一般来说"它是由极其珍贵的礼物构成
的"这些礼物是公开展示的"其目的是羞辱对手"
挑衅对方"并且强制对手也这么做#% '巴塔耶
3&(可以说"在原始社会"奢侈品并不具有现代意
义上的经济特质"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元素"是象征

着地位与声望的符号#
国家和阶级出现后"不平等的制度将社会阶

级划分为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人类有了阶级
与贫富差别"奢侈消费是权力贵族对具有象征着
社会特权身份和等级特权的奢侈物品的消费# 此
时的奢侈品仍是物质层面的"是以华丽的装饰&丰
富的墓葬品架构起来的新样式# 在这一时期"奢
侈与政治结构相结合"用于满足剥削阶级过奢侈
生活的需要"成为统治者执政的工具#

可见"早期的奢侈品跟必需品一样"形态上虽
都是物质性的"是纯自然物或人工制造的器物"但
是"奢侈品并非使用物品"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符
号"波德里亚'h-*+ d*JB>.00*>B(认为"符号一直存
在于人类文化中"在传统社会里"符号是禁忌之
物&象征之物"数量稀少而稳定"总是与权力结合
在一起"神圣而不能随便使用# 必需品恰恰相反"
是纯使用性的物品# 奢侈消费与必需消费的二元
对立"也即符号消费与物消费的对立# 早期消费
文化对奢侈品消费的标出使得符号也被打上了标

出性烙印的范畴#
!二" 奢侈消费的第一次翻转
直到文艺复兴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萌

芽&东西方交往的深入"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的贵
族阶层出现了"他们获取到大量财富"以往被视为
奢侈的商品越来越多地进入中等阶层的消费清

单"甚至社会下层也能通过各种渠道参与到奢侈
品消费中来# 根据当时人的描述"$我们的财富
在增加"海路在扩展"我们洗劫了全球的每一个角
落"将所有的物资储备积聚在一起"以供挥霍和奢
侈"并且招致无节制2的生活4# 富人和大人物的
桌子上2事实上包括所有能够购买得起的阶层4
堆满了精致&足量&充裕的物品"足以挑起甚至扩
张最大的骄奢淫逸的欲望% 'G)-@+-%b '#(#
这意味着延续了数千年由宗教权力和政治权力少

数人消费奢侈的历史终结了"奢侈消费开始了第
一次大众化过程#

奢侈消费的大众化使得奢侈日益成为全社会

关注的文化现象"这引发了西方从 &$ 世纪后期至
&( 世纪关于奢侈消费的大讨论"这场讨论$从圣
彼得堡到波士顿"从那不勒斯到阿伯丁的整个知
识界%'贝里 &"2("讨论的焦点聚集于什么是奢
侈&奢侈消费与社会道德&奢侈消费与经济&奢侈
消费与健康等主题# 总的来说"对奢侈进行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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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批判是讨论的主要倾向#
这种转变开始于霍顿'h6)+ I6JR)=6+(&巴尔

本 '].5)60*Fd*>A6+ ( 等人"尤其是曼德维尔
'd->+*>B D*+B-P.00-(# 霍顿在 )英国的洪福*
'*(;#0(:U5J-$0&40??'($55('&2$$ 年(一书中列举
了进口奢侈品对英国经济发展的好处0巴尔本
)论贸易*'O'5%",-5$")@-0:$('&2b# 年(也强调奢
侈有利于外贸"能够增加财富# 这种诉求把消费
者的无限欲求置于经济增长概念的核心"将奢侈
消费与经济增长联系了起来# 曼德维尔更是将奢
侈宽泛定义为$一切并不直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
的东西%'曼德维尔 (%("该定义公开反驳对奢侈
的指控# 尽管曼德维尔的观点受到不少人的批判
与抨击"但他$将奢侈和贸易的结合开启了一个
更为广阔的对商业扩展和商业社会的讨论%
'D*E.+-*+B R̂->&# (# 随 后" 休 谟 ' X*P.B
IJ7-(&斯图尔特'h*7-FN=-,*>=(都从经济发展
的视角来看待奢侈消费"使得奢侈可以促进经济
发展成为思想界的共识# &b 世纪的马克思虽反
对资本主义"但认为奢侈是社会需要发展的正常
过程'布鲁格兰特 &(%1&($(#

社会对奢侈的新认知促使制造商意识到生产

奢侈品的重要性"他们结合时尚与品位"对产品进
行模仿与创新"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发明并创造了
品牌# 通过品牌授权这种商业模式"奢侈品能突
破空间的限制得以大量复制"加上工业技术的普
及"促成了奢侈品的规模化生产# 今天我们熟知
的国际奢侈品牌如路易!威登'C6J.F8J.==6+(&香
奈儿'G)*+-0(等"都是经由现代工业的洗礼锻造
而成的奢侈品"它们已与传统的奢侈相去甚远"应
被称为$奢侈品牌%"奢侈进入了$现代奢侈品%
阶段#

$现代奢侈品%是通过设计&时尚&品牌等方
式添加符号附加值的奢侈新形态"其生产不再受
限于物性以及物的稀有性"这意味着作为象征之
物的传统奢侈出现分解"物成为一个开放领域"它
可以从文化中吸收概念和内容"转而成为披着文
化外衣的符号 物# 在这个符号 物综合体系中"
符号与物品的重要性颠倒"不是物"而是符号在决
定着奢侈品的价值# 正如拉茨勒 ' ,60MR*+R
>*=O0->(所言"$决定着奢侈品价值和重要性的已
不是物品的稀缺"而是其可支配性及一个品牌作
为整体在物质的和非物质方面品质与功能的一致

性%'拉茨勒 $&(# 可见"$现代奢侈品%是借用文
化包装出具有奢侈表象特征的消费物"从象征意
义的层面来说"奢侈物品已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
奢侈商品"这是对作为纯物质的传统奢侈品的
颠覆#

$现代奢侈品%的出现与流行不仅仅是对传
统奢侈形态和内涵的颠覆"更是直接刺激了消费
社会的诞生# 伴随着$现代奢侈品%的规模化生
产"奢侈消费之风继续蔓延"一些暴富人群和势利
小人一方面出于物质享乐"一方面急切地想要挤
进更高的社会阶层"也追求奢侈"开始了对上层阶
级的仿效# $一些人无法将女仆和女主人区分开
来"因为她们的服装太像了#% 'I6??.=3&$(对于
处于下级的阶层来说"只要积累一定财富也可以
实现对奢侈的拥有# 麦克肯德 里 克 ' ]-.0
D5:-+B>.5/(认为在 &( 世纪的最后 "' 年里"英国
的消费繁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们尤其
是女人们比以往更能买东西"甚至儿童也比以前
任何时候都拥有更多的物品#% 'D5:-+B>.5/ b(
消费的巨量增长使英国在这一时期形成了消费

社会#
消费社会意味着社会大众不再受限于维持必

需消费"超过必需的奢侈消费逐渐成为社会的主
要样态"亦即奢侈消费的大众化# 消费文化在发
展和变化"$欲望%代表着个人的爱好与趣味"成
为消费的对象"这是一种无限的$必需%# "# 世纪
2# 年代" 贝尔 ' X*+.-0d-00(& 弗洛姆 ' >̂.5)
_>677(等学者将此称为$异化消费% '*0.-+*=-B
56+FJ7?=.6+("即永不满足&永无止境的$欲望消
费%'贝尔 ""(#

消费社会的最大特征就是符号化"符号被大
量使用和机械复制"所到领域早已超出奢侈消费
市场"必需消费也一道被卷入符号的洪水之中#
大卫!哈维'X*P.B I*>P-@(对消费领域的变化有
描述-$首先是非物质形态的商品在消费中占据
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2334甚至在物质商品
中也渗入了越来越多的非物质因素# 另一变化
是"符号体系和视觉形象的生产对于控制和操纵
消费趣味与消费时尚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2334更有甚者"形象自身也变成了商品"而且
是炙手可热的商品#%'罗钢 ((

符号的价值渐渐变得比商品本身还要多"随
着消费文化的推进"商品的符号价值比例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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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物的使用性越来越小# 波德里亚于是声称"在
当代"任何物$要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必须成为
符号%'波德里亚 b%("物淹没在符号意义之中#
在符号资源被投入生产性使用之前"符号是标出
的"现在没有符号的$裸物%反而成了异项#

质言之"随着消费文化的发展和变迁"消费对
象二项对立中的标出项111符号111发生翻转成
为正项# 人类消费史从对物的消费转变为对符号
的消费#

二" 符号消费文化中的奢侈及其大众化

符号消费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特征"随着
社会经济结构与经济形式的转变"品牌授权这一
商业模式被证明可以获利滚滚# $可口可乐开创
者坎德勒'[F*G*+B0->(声称-+即使可口可乐所
有工厂一天早晨突然在大火中化为灰烬"但只要
拥有可口可乐这块牌子"我可以肯定地向大家宣
布- 可口可乐很快可以东山再起,% '李光斗
2"(# 这就是品牌符号附加值的力量# 于是"设
计&时尚&包装等逐渐让位于品牌"品牌成为商品
符号化游戏中的主要角色# 现代人生活在完全被
品牌所包围的世界里"品牌已全面覆盖了人类生
活的吃&穿&住&行&用"$裸物%的消费已经退缩到
社会文化不起眼的角落"甚至失去了名称"失去了
存在的本体本质# 品牌消费已成为符号消费的代
名词#

!一" 奢侈品牌的标出性
在符号化商品中"品牌作为物 符号系统中的

解释项"意义丰富且多样"可以是高贵奢华&独特
个性"也可以是生活品味&情感满足"等等# 于是"
品牌的存在使得商品世界从必需与欲望二分的两

项解构成了多元化的商品形态"以往的以$必需%
与$欲望%二元对立来区分消费品世界的规则被
打破"消费对象不再只有奢侈品与必需品"而是一
个因为品牌价值差异而形成的多元混杂的商品社

会"其中有必需有欲望"也有非必需和非欲望# 从
消费市场来看"品牌打破了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已
有界限"使得必需品与奢侈品品牌化"成为大众消
费品牌与奢侈品牌"分别代表着必需与欲望# 同
时"一种具有非欲望非必需属性的名牌也应运而
生"它作为一种新的消费资料流通于商品市场中#

在以符号意义为主要消费对象的品牌文化

中"$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名牌表意导致奢侈
品牌与大众消费品牌的对立"$大众消费品牌%之
$正常%与$奢侈品牌%之$非常%"二者一正一异"
其中"大量的$非此非彼"亦此亦彼%名牌"处于大
众消费品牌与奢侈品牌之间"依靠对标出项$奢
侈品牌%的悖离来表达自身"成为品牌文化中的
$中项%# $中项无法自我表达"甚至意义不独立"
只能被二元对立范畴之一裹卷携带"即是只能靠
向正项才能获得文化意义#% '赵毅衡 %(无怪乎
拉茨勒声称-$名牌产品概念使我们能够明确区
分品牌市场和大众市场"而不必去进行价值讨论#
至于人们把它看作是必需品还是非必需品"对它
地位的确立并不重要%'拉茨勒 %2(#

根据前文可知"尽管奢侈品牌是对传统奢侈
的颠覆"改变了其符号结构"但由于其继续沿用
$奢侈%一词"奢侈品牌的标出性仍首先体现在名
称上# &( 世纪关于奢侈消费的大讨论纵然促进
了奢侈的经济转向"但关于奢侈的污名化并未停
止"如曼德维尔竭力鼓吹奢侈有利于国家繁荣&民
众富裕"也仍将奢侈列入$恶德%之中"可见$奢
侈%这一$恶名%影响深远# 时至今日"奢侈也难
逃被污名化的命运"往往被贴上土豪&暴发户&炫
富等标签#

奢侈品牌的标出性集中体现在文本上# 文本
的标出在文化中极为普遍"文化中对立的两项"任
何一项要成为独立的文本"总携带着与其他类型
文本相区别的风格特征"奢侈品牌作为标出项"有
着其独特的文本风格# 尽管$文化标出性只是主
观感觉到的符号偏离"无法像语言学的标出性那
样客观度量% '赵毅衡 '("但是这样的风格标出
还是可以从奢侈品牌与大众消费品牌&名牌的对
比中明显感知到#

首先是珍贵的原料与精细的做工# 奢侈品牌
大都会采用稀缺的材料来生产产品"如爱马仕
'I->7vF(" "#&3 年收购法国专业牛皮制造商
';*++->.-BL[++6+*@("并接连购买澳大利亚凯恩
斯&美国路易斯安娜等地多家鳄鱼养殖场"以供其
皮包的生产# 不光是皮料"高级羊毛&羊绒&羊驼
毛等"也是各大奢侈品牌品牌争夺的对象# 强调
纯手工制作也是奢侈品牌的风格特征"博柏利
'dJ>A->>@(的风衣是业界的传奇"即使是工业生
产已大规模存在的今天"它的一件成衣仍然是由
&## 位制衣师从事 3## 道工序"并接受至少 "2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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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独立检查后的手工作品#
其次是可识别性的设计美学# 奢侈品牌往往

依托时尚&艺术以升华奢侈品的终极审美# &b 世
纪"英国人沃斯'G)*>0-F_>-B->.5/ W6>=)(移居巴
黎"开始了自己的高级时装定制事业"从那时起"
时尚成为奢侈品的一种表达方式"高级定制成为
全球时尚的标杆# 而从艺术作品中汲取灵感并转
变为富有个性的设计元素"将其应用到产品生产
中"可以使奢侈品独一无二"所以"舞蹈大师达基
列夫'N->R-.X.*R).0-P(和俄罗斯芭蕾舞成为圣罗
兰'KP-FN*.+=C*J>-+=(的灵感来源"使他设计出
了著名的俄罗斯风格的高级定制系列#

第三是市场繁荣模式的迥异# 奢侈品牌的管
理迥然异于甚至相悖于普通品牌"大众品牌与名
牌追求的是大众的选购"奢侈品牌则$拒人于千
里之外%"追求的是少数人的拥有以及大众的奢
望# 这决定了奢侈品牌传播媒体的选择方式"他
们避免选用主流的大众媒体"而选择有限的与品
牌目标受众一致的小众媒体# 因此"奢侈品牌广
告大多见诸时尚杂志&商业出版物&航空杂志以及
其他高端媒体#

当然"奢侈品牌原料稀缺&手工制作&设计精
美&媒体高端也使得其价格数倍甚至数十倍高于
普通品牌"价格昂贵已是奢侈品牌的标签"成为奢
侈品牌的第四大风格#

!二" #当代奢侈品$的翻转努力
然而"近十几年来"新型奢侈品的市场繁荣再

一次扩容了奢侈品世界"以前不属于奢侈品世界
的商品跻身于列"成为$触手可及的奢侈品%"再
一次促进了奢侈的$大众化%进程"使奢侈进入了
$当代奢侈品%阶段#

这些新型奢侈的消费对象是一种既异于传统

奢侈"又异于大众消费品的商品形式"它们打破了
传统意义上的价格需求曲线"产品制作或精良或
时尚"拥有很高的品牌附加价值# 有数据显示"北
京&上海两地"一半以上的奢侈品消费者欲转而选
择此类新型奢侈品牌# 目前"这一新型奢侈涵盖
了相当广泛的商品和服务"小到日用消费品"大到
汽车&房产&航空等大型消费#

新型奢侈品是奢侈品牌向下延伸&大众品牌向
上升华的产物"它的出现揭示了大众消费品牌向上
升级以提升附加值的意图"以及奢侈品牌主动向大
众市场开放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趋势# "# 世

纪 b#年代"奢侈品牌的发展速度比全球经济的发
展速度高出三倍# 一些识别度高的奢侈品牌被收
购并集团化"形成路威酩轩集团'C8DI(&巴黎春
天集团'HHU(&历峰集团'U.5)-76+=(# 在集团推
动下"奢侈品牌纷纷伸出触角"开始延伸其业务#
一是推动业务的国际化"东南亚&俄罗斯&中国都
成为奢侈品牌的新兴市场0二是发展新的业务"如
阿玛尼'g.6>R.6[>7*+.(投资家具&装饰等家居领
域"香奈儿推出化妆品&香氛&配饰等# 除此以外"
他们也推出副牌'N-56+B C.+-("将目标消费者锁
定于年轻消费者"如唐可纳儿'X:]K(&缪缪'D.J
D.J("范瑟丝'8->FJF(等#

大众品牌及名牌亦在主动融合"如大众品牌
班尼路的高端产品线$[==.=JB-%"谭木匠木梳的
$岁寒三友111梅%沉贵宝漆艺梳子"再如由美国
著名设计师杰瑞米!斯科特'h->-7@N56==(为阿
迪达斯'[B.B*F(三叶草设计的$阿迪达斯三叶草
h->-7@N56==系列%"将美国的街头穿衣风格与阿
迪达斯的经典理念结合起来"出现一个接一个的
经典作品"作为阿迪达斯顶级高端产品"经常以限
量版的形式高调上市#

奢侈品牌的延伸产品&普通品牌的限量系列
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定位为$平价的奢侈品%的
品牌也开始充斥在消费市场中" 比如蔻驰
'G6*5)("它一开始就将自己定位于$让中产阶级
都可以买得起的便宜奢侈品牌%# 大众的奢华在
崛起"奢侈品牌的四大风格逐渐弱化"其标出性在
不断减弱# 即奢侈正在通过大众化争夺正常性"
逐步获得非标出地位#

新型奢侈品生产原料的构成元素纷繁多样"
不再只是昂贵稀有的物质"这得益于现代技术的
发展# 现代技术为新型奢侈品提供前瞻性的方案
来制造同等的替代品"以避免对各种珍稀资源的
使用"如现代技术生产了人工皮毛"这些替代材料
的感官和触觉都与真正的动物皮毛没有明显差

别"新型奢侈品便可以使用人造皮革代替真皮革#
同时"新型奢侈品大都实行机械化生产与小部分
手工制作的结合方式"在保证质量的同时也保证
了产品的数量#

在设计美学方面"艺术与新型奢侈结合得越
来越紧密"如今"艺术与新型奢侈联姻已成为一种
普遍的商业营销手段"两者的交融在奢侈品行业
中已然形成一股引人注目的潮流# 不仅如此"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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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潮流已溢出奢侈品行业"流向整个商品领域"使
得当今的商品生产都带上了艺术特征# 如大众运
动品牌匹克推出的 23$& 篮球文化鞋"与卢浮宫联
名"将)蒙娜丽莎*)米洛斯的维纳斯* )自由引导
人民*等艺术作品呈现在球鞋上"呈现出一种古
典艺术的高贵感#

现代时尚也不再只隶属于奢侈品世界"它开
始寻找某种程度的自由"并逐渐脱离奢侈品"成为
一种独立的商业运作与生产"游离于各级消费市
场中# 尤为典型的是"时尚进入大众的世界"出现
在大众消费品牌之中"f*>*&;6?F)6?&IrD等属于
快时尚'M*F=M*F).6+(的国际性品牌一统天下"它
们的款式每月翻新数次"如此高的更新频率"让手
工生产的高级定制无法企及# 快时尚凭借着低售
价与快节奏的更新速度"缔造着越来越大的成功"
直接导致时尚界与奢侈品界这两个领域渐行

渐远#
奢侈品牌曾长期与互联网保持距离"奢侈通

过认同$隔离%与高昂的价格将大众拒之门外"从
而实现购买者的独特与精英之感"互联网的标签
则是$平民% $大众%# 但随着网络成为消费者获
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奢侈品牌不得不对此作出回
应"博柏利&爱马仕&蒂凡尼';.MM*+@(等奢侈品牌
开始设立官方网站"随着数字革命被证明有利于
奢侈品牌管理"如客户关系管理系统能根据客户
的职业&性别&品味&消费习惯等为客户提供个性
化服务"越来越多的奢侈品牌发掘出新的网络推
广方式"博客&_*5-A66/&;,.==->&K6J;JA-都成为
奢侈品牌与目标客户建立情感的重要渠道# 这甚
至影响到了相对保守的高级珠宝界""#&% 年"梵
克雅宝'8*+ G0--Mr[>?-0F(在巴黎旺多姆广场的
精品店安置数字橱窗"用以展示商品并与路人们
互动#

新型奢侈品也摒弃了高昂价格这一标签"价
格更具有亲民性"在 "### 元至 & 万元浮动# 以手
提包的价格为例"蔻驰的价格约为 "##1%## 美
元"低于奢侈品牌手提袋的 2## 美元"其门槛价与
一般名牌包价格不相上下"大多数时尚女性都有
能力购买#

科学技术的发展&商品价值的多样化&传媒环
境的变迁正在推动着奢侈消费的第二次大众化进

程"在不断扩容的过程中"奢侈在积极争取中项"
让很多名牌也带上$奢侈%的风格特征"中项的站

位是理解当今消费文化的关键"中项偏向的一边"
就是正常的"而中项悖离的一边"在认知上是异常
的"质言之"中项决定着哪一项标出# 这表明原来
作为异项的奢侈正在翻转"想要逐步获得非标出
地位#

奢侈也在让自己成为中项"奢侈品牌副线产
品的生产&上市&销售各环节都已与名牌无异# 更
为重要的是"新型奢侈品正在避开恶名$奢侈%"
转而更名为轻奢'd-==->d>*+B(&大众威望'D*FF
H>-F=.R-(&平价奢侈品牌'D*FF=.R-d>*+B(&大众化
奢侈'H6?J0-+5-("等等# 从英文来看"它们已经
在躲开$0JEJ>@%"而中文的$轻%$平价%$大众%等
诸如此类的修饰词语作为$奢侈%之反义趋向于
$善%"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奢侈%之$恶%# 这是
奢侈的去污名化过程"亦意味着奢侈正在又一次
颠覆自身"而这一次是形式上&名称上的颠覆"将
更为彻底#

结<语

我们不禁要问- 奢侈会翻转成功"成为消费
文化中的正项吗6 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首先"就
全球经济的总体情况来说"要刺激经济加快发展"
就得依赖消费"而仅仅消费商品"早已不能满足人
们的需求"唯有在商品与服务上添加符号# 当符
号消费已成为常态&品牌成为符号消费的代名词
时"商品与商品的竞争就变成品牌之间的竞争"品
牌就像一个意义容器"可以无限往里灌注意义以
提升商品价值"艺术与时尚就是最好的加持方式#
如此"越来越多的品牌将会选择与艺术或时尚合
作"使自己带有艺术性&时尚性"从而拥有一种
$奢侈%感# 彼时"$奢侈%感成为商品符号化的终
极目标"奢侈成为消费文化中的正项#

其次"就消费社会与消费文化的发展而言"当
代社会已经不能满足于$异化消费%"而进入了
$异化符号消费%"消费受到欲望逻辑的操控"消
费模式变为一味追逐和占有符号价值# 在消费
中"作为主体的消费者与作为客体的符号构成了
欲求关系# 制造欲求的途径有二- 一是生产具有
差异性的符号意义以促进消费者购买商品来确认

自我的存在并获得身份认同"例如各种限量版的
品牌商品"就是以差异为目的的生产"消费者对之
趋之若鹜"就是对消费欲望无止境的追求0二是利

!"##!



翻转与颠覆- 奢侈消费历史变迁的内在逻辑与文化动力

用大众传媒"尤其是广告"利用被压抑得变形的欲
望"对不在场的意义进行加工"制造出虚幻的表象
来煽动消费者"使其在购买中得到满足# 这就是
广告泛滥的原因"它的本质就是要不断生产消费
欲望# 奢侈作为欲望的代名词"将成为消费社会
中永远被追求的对象#

我们甚至可以大胆预想"奢侈在翻转之后将
一直作为消费文化中的主流"直至符号灾难来临"
那是一个任何广告都唤不起对符号意义的欲望的

日子"符号泡沫消失"人类重新回到$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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