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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媒體對於身體的呈現，特別是關於青少年的身體外表或者

女體與性的話題，無論在綜藝節目、電視廣告、電視劇、電影、音

樂、網路中的呈現，近年來均引發了許多從女性主義、親權保護主

義、宗教道德淨化、或甚至左派人士的批評。這些批評基本上認

為：青少年通俗文化是商業利益對青少年的剝削利用；女人的瘦身

減肥是性別支配的結果；媒體則是剝削青少年與宰制女人的重要工

具。

不過另一種聲音則認為通俗文化雖然包含著商業利益與有時保

守的意識形態，但卻也存在著青少年的抵抗空間；同樣的，一方面

媒體在商業競爭中剝削著女體與性邊緣人口，另方面，諸如減肥瘦

身等現象的背後還有比媒體洗腦更廣泛的結構性因素。更有甚者，

許多媒體批評針對的往往不是媒體中廣泛可見的對中產階級幸福生

活的美化，也不是日常生活中理所當然的循常意識形態；相反的，

媒體批評的焦點多半是那些新興的、影響不明的、有違常識規範

的、可能被視為偏差的呈現。以此看來，這類媒體批判很明顯的效

應就是保護現狀或回到過去。

這些爭議的出現當然有著一個更廣大的社會歷史脈絡。即使在

最表面的層次，我們也知道這和全球化下媒體與通俗文化的影響、

販賣慾望的商品生產、青少年的消費文化、性／別關係的演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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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相關。這些爭議代表了對這個廣大社會歷史脈絡的不同理解與

不同介入策略。

這本書在呈現上述爭議時雖然好像有個辯論的形式，但是顯然

我個人的觀點佔據了比較大的篇幅，因此其實本書算是我對這些爭

議的觀點陳述。其他與我觀點不同的文章則提供了對這個議題的精

彩與簡要「導論」（本書的第一章）。「導論」的文章都曾在報章上發表

過；第二章「青少年通俗文化的左翼政治」的三篇文章最早發表於《左

翼》雜誌，其他第三、第四章的文章則大都是首次正式出版。整體而

言，本書文章有著彼此對詰與呼應的關係。雖然我在本書批評了女

性主義、左派、媒體批判，但是我對這三者還是有著基本的認同：

我反對階級、性別與媒體的不平等權力關係，不過我不能認同某些

反對的策略。

在內容構想上，本書可以作為大學生的通識課程、或文化研

究、女性主義、媒體批評、社會學課程的入門教科書或參考讀物。

本書的出版首先最要感謝的是慨然應允重刊文章的諸位作者，

尤其因為他們與我的觀點立場並不一定相同，因此他們對知識分享

與流通的態度更令人敬佩。

我也要謝謝編輯朱玉立，她使此書能實際地問世，還有黃瑪琍

永遠精彩的封面設計。

另外我要謝謝給我封面照片使用權的攝影者「艾許」與模特兒

「婷」。我覺得這張封面照片恰巧凝縮了「身體政治與媒體批判」這個

主題。這可從兩方面來談。首先，這樣的照片可以追溯其系譜到人

像攝影與人體藝術攝影，後者以女體為凝視對象，但是當人體被切

割為部位或器官時，特別是有強烈性意味或畸異醜怪（gro tes que）

時，又往往造成強迫觀眾逼視的效果，提示了身體與我們的異化關

係。上述特點均出現在這張以乳房（女體性徵）與流血（象徵生命與死

亡──自我又異化）為構圖的封面照片。至於人物或人像攝影則經常

作為社會寫實的工具，除了勞工、原住民、遊民外，以底層污名的

女體為主題的人像照片也很常見。台灣近年來以檳榔西施與性工作

者為主題的藝術攝影引發了社會的普遍注意（事實上，某張著名的台

北公娼攝影與本書封面照片在構圖上頗為相似），本書封面照片也可

以視為社會寫實主義的延續，主題則是作為性／別底層的愉虐戀

者，實踐著玩耍式穿刺（即，有別於穿耳洞鼻環的一種暫時性穿

刺）。

其次，我之所以認為本書的封面照片恰巧凝縮了「身體政治與媒

體批判」，是因為對某些媒體批判者而言，這張照片或許就是羶色腥

（SM暴力、色情、血腥）；不過這張照片也同時表達了豐富的身體政

治意涵，可以有各種解讀（為什麼流血令人恐怖震驚？流血使乳房更

性感或破壞美感嗎？為何宗教會常有儀式性的自殘？主動侵入破壞

身體是伸張自我對身體的控制嗎？）。但是作為攝影主體的模特兒婷

卻拒絕了諸如吸血鬼、身體自主權這類文學的或政治的沈重解讀，

她告訴我這種玩耍式穿刺對她而言沒有特別意義，流血更非重點，

因為穿刺不一定會流血。或許，穿刺的微痛帶給身為愉虐戀者的婷

一點快感，或許，看來恐怖或困難的穿刺卻一點也不恐怖或困難，

帶給婷一點成就感。但是婷說：基本上，玩耍式穿刺只是好玩而

已，一個派對上的遊戲。對婷以及很多和她一樣的年輕女人而言，

或許身體沒有那麼沈重，只是好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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