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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可能性

———米歇尔·德塞都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

练玉春

（北京师范大学 中文系，北京 !""#$%）

米歇尔·德塞都（&’()*+ ,* -*./*01 ，!23%—!2#4），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是 3" 世纪 4" 年代之后，欧洲出现的最

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被称为“这个时代最大胆、最神秘、最敏锐的头脑之一”!。

德赛都的理论代表作《日常生活实践》为他在国际学术界赢得了广泛和持久的声誉，并为大众文化研究启示了

一种可能的新走向。近年来，德赛都作为杰出文化理论家的地位日渐上升，国外学界对他的研究正逐步升温。国

内文化研究领域的部分专著和译著中，也开始出现关于德塞都的一些零星资料。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对德塞都的

日常生活实践理论进行专题介绍，希望能提供一些新的信息。

一、作为实践的日常生活

研究日常生活，德塞都并不是开山鼻祖，当时的一部分法国知识分子就已经开始接触到这个领域。但是，很多

学者对日常生活抱着一种类似于马尔库赛的悲观态度。保尔·路耶特（501+ 6*1’++’7/）就表露了这种典型心态。他认

为：“日常生活就是我们每天被赋予的（或者遗赠给我们的）、挤压我们、甚至逼迫我们的那些事物，因为当下的确就

存在着这样的逼迫。每一个清晨，在我们醒来时，再次承受的是生活的重量，生活的困难，或者在一个确定条件中

的生活，带着我们特定的虚弱或欲望。日常生活是从内部紧密地掌控着我们的那些事物。”"

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德塞都却倾向于从实践中来看待日常生活。他认为，福柯的规训在生活中时时处处实

施着自己的权力，生活犹如被一张细密的大网严严实实地笼罩着。但是，他也认为，日常生活虽然处于绝对权力的

压制之下，但是它却没有被这种权力挤压成为索然乏味的单面体。在日常实践中，生活并不单一。因为在德塞都

看来，在日常生活的舞台上，既存在着支配性的力量，又存在着对这种支配力量的反制；压制者和被压制者及反压

制者都在这个场所中出现；日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场持续的、变动的、围绕权力对比的实践运作。因此，要

涉及日常生活的问题，就必须进入日常生活的“实践”。正如德赛都所说：“一个社会是由一定的实践来构成”#，要

了解这个社会，了解这个社会的人群，就要理解这个社会的生活实践。

所谓实践，德赛认为就是人们相应于具体环境、具体规训机制而进行的具体运作，它既具有场所性特征，又具

有主体性特征。日常生活的“实践”就是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场所中，在各种机制力量、具体欲望、

特定环境之中，小心翼翼地探求各方面的微妙平衡。这种特征其实就透露出日常生活实践的实际处境———实践主

体貌似完全按照身处其中的既定规训的要求来行事，而实际上，他是结合了既定规训，以此为标准来检视、增删、改

编自己的欲望，在机制内寻求着一定限度的自我实现。因此，在《日常生活实践》一书的总序中，德塞都就开宗明义

地指出：“本书是一种连续调查的组成部分：它针对那些通常认为被既定规则压制和引导的使用者的运作方式”$。

二、避让但不逃离

既服从于既定规则，又在规则的空间里寻求个人的生存空间，德赛都用这种“使用者的运作方式”为我们勾勒

出日常生活实践的真实状态。这一实践状态被归纳为德塞都的一个重要概念———“抵制”（.*8’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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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塞都的“抵制”概念，属于日常生活，属于那些长久以来被压制在社会底层的平常人的活生生的生活，从而打

上了深深的底层烙印———处于“压制”性的规训之下，但是又时刻反制这种规训。这概括出“抵制”战术的基本特征

———“既不离开其势力范围，却又得以逃避其规训”!，简言之，即“避让但不逃离”。

德塞都眼中的“抵制”不是暴烈的革命行动，它不是要与压制机制、支配性权力以及这种权力所代表的秩序和

势力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正面冲突。相反，它是弱者和他者被规训、压制、控制在权力角落之中时的战术反应。弱

者和他者的力量过于分散、微小，因此表现出对于强大压制力量的驯服；而这种驯服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逐渐麻

痹了压制力量的警惕性，弱者和他者借此得以一种相对自由、安全的方式混迹于这种权力关系之中，并借助这种地

位和姿态，悄悄地迂回、避让开压制力量的权力锋芒，在一些细微的、不易引起过多觉察、不会激发过分反应的地

方，针对压制性的权力、规训，运用一些巧妙的计策、战术，实施个人的、小集团的违规、违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独

立性，完成一种个人确认。这种抵制战术实际揭示出一个真相———作为他者和弱者，其实并不完全屈服于压制权

力、规训机制的统辖，它们的个性和创造力量在这种小规模的违抗中得到了保持和延续。由于这些他者和弱者在

现代社会属于边缘性的大多数，它们的这种抵制战术就存在于社会机制的各个角落，也从各个角度改变着权力机

制的面貌，揭示出我们眼中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

德塞都认为：日常生活实践中，“抵制”战术随处可见，他用“假发”（!" #$%%&’&$）"作为这种战术的典范：“‘假发’

就是指一些雇员装作是在为雇主干活，但实际上是在给自己工作。‘假发’现象不是小偷小摸，因为工作的原材料

的物质性价值并没有被偷走。它也有别于旷工，因为这个雇员事实上正儿八经是在工作现场干活。‘假发’现象形

形色色，简单的可以一如某位秘书在‘上班时间’写一封情书；复杂的又可以发展为某个木工‘借用’工厂的车床给

自家的起居室打造一件家具。对此现象，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叫法，迫使企业经理们对此给予惩处，或者干脆‘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不知道，‘假发’这个现象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德塞都认为，在规训力量最为强大的地带———工厂、办公室，“假发”战术的出现，保护了处于枯燥乏味、毫无生气的工

业化大生产中的雇员作为生产者的技能和创造力，避免了马尔库赛所说的“单面化”的命运。而当“假发”出现时，雇员之

间达成了一种默契，将个别雇员的“假发”，扩展成为整个雇员团体的共谋行为，从而形成雇员之间更为紧密的团结。于

是，在“假发”的掩饰下，雇员———这些处于循规蹈矩地位的被压制者，他们的力量得以积聚和增值。更为重要的是，这种

“假发”战术有效地迷惑了作为规章制度的执行者、监督者的企业经理们；即便经理们也许会发觉并惩处装模作样的雇员，

但是，很多时候他们干脆就会抱着“相安无事”的心态，对这些晃来晃去的“假发”视而不见。

所以，德塞都认为，雇员们每每借助“假发”战术，达到这样的战术目的：“成功地将自己置于周围的既定秩序之

上”$。凭借这种抵制战术，他们可以避免被既定机制的权力彻底压制。这样，“假发”现象就具有了社会战术的意

义，并且，“出现在现代社会的大多数秩序领域中”%。

三、“用作”：消费者的生产

德塞都用“假发”这个概念，揭示出日常生活实践中社会生产环节的抵制战术。他同样认为，在日常生活的另

一个环节———消费阶段，消费者以自己的消费实践，实施着自己对于大规模文化工业所确立的消费法则的战术抵

制，进行一种“消费者的生产”&。

德塞都认为，要理解文化工业，就有必要研究消费者的行为模式，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消费模式都应在研

究之列。他认为：“对电视传播的图像以及人们用多少时间来看电视进行分析的时候，应该补充进行一种研究，即

文化消费者在这段时间里用这些图像都‘制作’（(")$*）或者‘干’（+,$*）了些什么。同样要研究的还有消费者对城

市空间、从超级市场买来的商品、报纸传播的故事和传奇等等商品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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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德塞都来说，这种使用就是一种生产，就是消费者的创造力得以施展的空间，就是消费者对于统辖性的商

品生产的抵制。而且，消费者的生产“并没有自己固定的产品，它也不是用自己的产品来证明自己的‘生产’，相反，

这个证明来自于消费者如何使用支配性的经济秩序提供给他的那些产品”!。

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消费者的生产实践的手段是丰富的。德塞都总结为“用作”（!"#$%& ’ ()）、“现用手头材料”

（*+$,)-"&.）。他认为，消费者通过此类抵制战术，重新控制了消费的方式；工业产品不再是必须由消费者原模原样接

受下来，中规中矩地按照说明书来使用的物件，而成为了消费者手上的某种生产资料。消费者有充分的权力对产

品进行改装、改制、组合，来达到自己的使用目的和消费意图。德塞都认为，“居住、晃悠、说话、阅读、采购，以及烹

饪，都是制造出这种战术诡计和惊奇效果的活动”"。

对于德塞都而言，“消费者的生产”始终藏身于形形色色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它们接受这种宏大机制的规训，

但是又偷偷地、无声无息地突破了规训机制的防范，灵活随机地实施针对规训机制的小规模违反，并且随时准备改

头换面。所以，德塞都认为：“这是一种‘弱者’在‘强者’建立的秩序中存活的巧妙诡计；是在敌手自家的地盘上，凌

驾其上的艺术；是猎人的窍门；是机动变化、令人喜悦的、充满诗意的战争探险。”#

这种“战争探险”不仅仅为弱势者提供了一个空间。德塞都认为，弱势者在用这种战术为自己创造空间的同

时，也将自己的差异性迂回渗透到它“避让但不逃离”的那个机制之中，改变了这个机制本身的规训，或者迫使强者

面对抵制，做出自己的改变。也就是说，德塞都的抵制概念，并不是一个被动的防卫性的战术，它同样具有进攻性。

对于德塞都来说，在了解“假发”、“消费者生产”等抵制战术为被压制者营造的自由空间的同时，也有必要关注抵制

战术中所蕴含有对于压制机制本身的改造。从这样两个层次来理解“抵制”这个概念，才可能开启认识的可能性，

更加完整地理解日常生活中的实践。

四、文化研究的新走向

无可置疑，德塞都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开启了认识上的一种新的可能性，它鼓动人们去重新认识和理解那些

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它发掘出日常生活实践中那些无处不在的权力斗争的战略和战术，

呈现出看似平淡的日常生活所蕴含的丰富、复杂和多元。这对于当前的文化研究无疑具有独特的意义。

约翰·费斯克认为，在近期的文化研究中，出现了两种主要的倾向。第一种倾向是：并不把大众文化置于文化

场域的权力关系之中加以分析，而是用代表文化精英理想的“民主观”为社会文化中的差异性因素做出解释，从而

将“精英”与“大众”的差异抹除。第二种倾向是：研究者们过于强调压制力量和规训机制的权力，将丰富多彩的大

众文化始终置于被宰制状态，没有表现出大众真正的丰富性，大众文化仅仅成为文化工业强加给边缘大众的产品。

大众被压制成为静态、被动、消极的人群，完全处于孤立无助的境地。

在这种学术语境中，德塞都以“避让但不逃离”的抵制战术为核心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展示出日常生活中大

众的力量。这一敏锐新奇的立场为当前的文化研究提示出第三种可能的发展方向———正如费斯克所指出的，“虽

然它同样视大众文化作为斗争的场所，但是在承认宰制力量的权力时，它却更注重大众的战术。大众正是凭借这

样的战术，对付、规避、抵抗着这些宰制性力量⋯⋯这一走向并不死盯住主流意识形态那无所不在的、阴险狡诈的

实践方式，而是企图了解日常的抵抗和规避怎样使主流意识形态的运作如此费力，而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维系

自身及其价值观念”$。

这“第三种走向”将大众和大众文化从绝对的被压制状态中解放出来；它乐观地注意到了大众潜在的、虽不激

进但是韧劲十足的自主力量；它察觉到了大众的创造力，以及由这一创造力量给大众文化带来的生机和活力；它对

由此而来的进步和变革的可能性，表现出乐观的期待。在近期的文化研究中，这“第三种走向”越来越清晰，普通大

众在所处的文化规训机制中的主动力量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因此，可以说，德塞都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的确为当前的文化研究打开了新的理论空间，开启了新的发展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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