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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小松  

-------------------------------------------------------------------------------- 

  现代意义上的消费主义起源于十九世纪末的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高速发展。１

８７０～１９００年世界工业生产比１８５０～１８７０年间增加了两倍。作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

家，美国犹为引人注目。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一百年后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工业总产值占到世界工业

总产值的３０％，居世界第一位。１８  

５９～１８９９年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从１８．８亿美元增长到１１４．０７亿美元。（杨魁、董

雅丽著《消费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２月版，第９１页）这一时期美国的铁路发

展也十分迅速，１８５０年铁路线达９０２１英里，居世界第一位。到１８９０年，美国的铁路线已

达２０．８２英里。“美国的经济已经作好了飞跃的准备。”（同上）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商业

化的农业生产在美国出现，电气工业同时兴起，大公司大企业随着产生。这是现代消费主义在美国产

生的经济基础。美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消费主义的社会因素按照《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作者丹尼尔

·贝尔的分析，是“幻觉剂哄动”取代了新教伦理。新生活方式的出现是因为美国人的感觉方式发生

了变化，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从美国社会高消费经济状态下新的购物习惯的发展，及其对新教

伦理和清教精神（这两项准则支持着美国资产阶级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的侵蚀中”，我们可以看出

变化。（贝尔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译，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５月版第１０２页）“经

济冲动”代替了“宗教冲动”，换句通俗的话说：美国主流社会的生活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勤俭持家

被炫耀式消费所取代。美国当时上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耽于攫取更多的财富从而更奢侈地消费。  

  “家庭主妇”的消费就是一个例子。在十九世纪的美国家庭里，男子挣钱养家，女子自然管起家

事。大家都期望如此，富裕的家庭也的确是这么安排的。一部分人越来越富，阶级差别于是形成。区

分阶级的方式之一是看妇女的衣着。对富裕的家庭来说，要保持上中产阶级的身份特征非常要紧。劳

动阶级妇女怎么也买不起紧身花边衣裙；一则太昂贵，一则干活不方便。保持双手皮肤的白皙完美是

富裕的标志，能看出属于哪个阶级。皮肤完美白皙表明她不用干活。这是上流社会奢侈消费的起因之

一。消费主义在十九世纪美国兴起的另一个因素是百货公司的发展。ＳＥＡＲＳ等大百货公司的邮购

目录成为新兴的中产阶级家庭的“愿望清单”。那时侯这种小册子已经开始做衣柜、省力用具和罐头

冷冻加工食品的广告了。梅西（ＭＡＣＹ’Ｓ）等大百货公司把现成的时尚货物带到许多大城市。这

就为美国妇女提供逛商店的机会，“逛的结果难免消费”。百货公司促进了消费。消费风的兴起尤其

对美国妇女产生了大影响。她们在购物、做饭、工作休闲等方面都受消费之风的影响。美国妇女还加

入了百货公司售货员和餐厅招待的行列。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城市休闲方式的特点是休闲的场

所都在公园、舞厅、沙龙、电影院、赛马场、体育馆等公共场地。这一点是二十世纪末的美国人抱怨



失去了的东西。美国妇女这一时期越来越积极参加高尔夫、网球、自行车、槌球等户外运动了。这些

项目的一部分仍然是今天消费主义文化的内容。此外，城市剧场把音乐喜剧这一最有美国特色的娱乐

形式带给了观众。有一个叫欧文·伯林（ＩＲＶＩＮＧ ＢＥＲＬＩＮ）的人为音乐剧写了一千多首

歌，现今的大众文化生产者也鲜能望其项背。托马斯·爱迪森根据音乐喜剧制作了电影短片。城市中

产阶级私人休闲领地也有新变化：室内照明开始有了电灯汽灯，如此，阅读廉价通俗小说之类的消费

读物就容易了。《小妇人》等畅销名著就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另外，妇女教育因女子学校的推广而得

到改善。私人休闲包括音乐演奏之类的活动。美国中产阶级女子当时用几年的时间去学钢琴、竖琴之

类的乐器演奏以便在家里为亲友演奏。乐谱因此成为热销产品。广告在这一时期也对消费起了推波助

澜的作用。１８７０～１９１０年间美国日报类报纸的发行量增长了９倍。全国性的新闻机构和大报

连锁机构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比如“普利策”的名字就是这时出现在媒体的。《女子居家杂志》

（ＬＡＤＩＥＳ ＨＯＭ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之类大众消费杂志也出现于这一时期，并且发行量不

小。这些杂志包含各种追踪时尚趋势的文章和美容指南之类的东西。这同样促进了消费。“人们开始

通过占有物品来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妇女杂志从一个方面给美国妇女灌输了这种理想追求。妇女

杂志还刊登文章教你如何带孩子管家务，强调杂志的读者应该是在成为一个好的家庭主妇的同时保持

美丽和青春。杂志上的广告给妇女带来新时尚理念，最后把读者变成了消费者。十九世纪末，消费主

义在美国出现的因素很多，上述只是几个方面。总之，世纪末美国处于一个转折时期，一个消费社会

正在逐渐形成。  

  社会学家凡布伦（ＴＨＯＲＳＴＥＩＮ ＶＥＢＬＥＮ）在《有闲阶级论》里把美国这一时期的消

费风用“炫耀式消费”的字眼来概括，广为现在的消费文化研究者所知。假如说十九世纪末美国的消

费主义还是以上流社会“炫耀式消费”为特征的话，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的美国消费主义则是“大

众消费”。“它的出现归功于技术革命”和“三项社会发明”。（贝尔书第１１３页）其中最值得一

提的是“福特主义”（ＦＯＲＤＩＳＭ）的装配流水线生产。有学者认为美国消费主义始于１９１３

年福特汽车公司在密歇根生产流水线上驶下第一辆汽车之时。（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

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６月版第３页）。二十世纪美国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的兴起按这

位学者的说法“与以福特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大规模工业生产方式有着密切联系。”（同上）福特

主义创造了工薪阶层消费模式。标准化规模化的大批量生产使工人消费得起住宅和汽车。“一天工作

８小时，挣５美元”，福特主义是用这样的口号吸引工人加入消费行列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是这

样分析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用提高生活水平的策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大量消费避

免了生产过剩，同时社会因消费充裕而稳定。工人因此放弃对“异化劳动”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抗争。

“在葛兰西看来，现代消费主义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再生产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体系再生产

的一种新形式。”（同上，第７页）无论怎样，发端于福特主义的美国大众消费文化在二十世纪五十

年代后期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消费文化》第９７页）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人因为二战结束对经济前景抱着乐观主义情绪。家庭主妇们认为现在终

于可以集中精力经营自己的舒适安乐窝了。电炉子、吸尘器、电冰箱等用具把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

中解放出来，这一下有时间参加鸡尾酒会之类的社交活动了。参加社交活动就得穿着打扮。“迪奥”

和“香奈尔”之类的品牌引领着化妆品的时尚。ＣＨＡＲＬＥＳ ＪＯＵＲＤＡＮ把高跟鞋的样式推到

极致。类似《读者文摘》的杂志有近５０家发行量突破１００万份。这些杂志和报纸等媒体把广告灌

输给消费的人群，激发他们的消费欲望。人人都以为消费机会是平等的，并没有意识到实际上是广告

商们通过分析人们的消费动机在推行营销策略。１９５７年在美国出版的《隐藏的诱因》（ＴＨＥ Ｈ

ＩＤＤＥＮ ＰＵＥＳＵＡＤＥＲＳ）一书的作者认为战后的消费主义盛行是广告商们鼓动的结果。这

本书提到百老汇一幕剧的场景：主人公的儿子呼喊着“我要的东西很多，简直要疯了……金钱就是生

命”（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ＩＳＭ，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ＬＴＳＣＨＵＬＥＲ ＥＴ ＡＬ，ＨＴＴＰ：／

／ＷＷＷ．ＢＣＯＮＮＥＸ．ＮＥＴ／ＣＳＰＣＣ／ＤＡＹＣＡＲＥ．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电

视机走入众多的美国家庭也是战后消费主义盛行的原因。《我爱露西》和《度蜜月的人》之类的电视

节目播放着美国人理想中的生活方式。马尔库塞说这时候的美国人普遍具有“幸福意识”：人们“最

流行的需求包括：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马尔库塞著《单向度的人——发达工

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张峰等译，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９页，转引自陈昕著《救赎与消

费》，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０月版，第８７页）所有的人在汽车、房屋的消费中寻找自己



 

的灵魂。“商品及其流通方式的发展与商品的巨大丰富是形成消费主义文化的重要经济基础。”（杨

魁、董雅丽著《消费文化——从现代到后现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２月版，第１０

５页）商品广告和信用消费给美国人带来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价值观。分期付款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观

念。电视等大众传媒“顺应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为美国消费热潮的到来提供了充分的舆论宣

传和引导”（杨魁书，第１０９页）。经济发展刺激了消费，消费欲望使“资本主义新教伦理”瓦

解：人们不再认为勤俭持家是美德了。新的文化意识形态是消费而不是节俭。劳动与积累不是目的，

只是消费的手段，享乐才是根本。“人们在休闲、消费和感官满足中接受了新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

式……现代消费主义文化悄然形成。”（杨魁书，第１３１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