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流性感標準與片面身體解放 
黃宗慧

　　卡維波先生12月21日的大作〈老化的媒體批評．弱智的女性主

義〉一文，反駁先前張錦華、黃浩榮認為十四歲女生不該成為塑身

廣告女主角的看法，主張女性身體應該被解放而非被壓抑。本人同

意卡維波所謂不同年齡的女性都應該要敢於正視自己的身體、敢於

追求性感這樣的說法，但問題是解放女性身體此一大任能否透過一

則以十四歲女生為主角的塑身廣告達成？則又絕對是另一回事了。

　　解放女性身體此議題，絕非如卡維波所言，在女性主義弱智化

的趨向下遭到打壓。《陰道獨語》一書的作者Eve Eensler 便發現，

在父權文化中，女性身體被認為應該被遮蔽、被避談，因此非但大

多數女性從未仔細看過、了解過陰道這自己身體的私密部位，甚至

連陰道一詞都不能被直接說出來，而必須以各種婉語取代之，她因

此疾呼女性應直視自己的陰道，並大聲地說出對陰道的觀感；而許

多女性主義團體也的確會教女性如何用鏡子觀看自己的陰道，試圖

以此作為建立女性對自己身體自覺的起點。諸如此類對身體的正視

與解放是值得肯定的，而反觀千篇一律以豐胸細腰肥臀的「性感」

模特兒為主角的塑身廣告，又解放了什麼樣的身體呢？

　　當性感的標準被塑身廣告單一化為特定的曲線與尺碼時，只會

有更多的女性不敢正視、不敢解放自己的身體；卡維波雖然表示，

性感的定義已經在改變中，而「還童」的實踐也可以有很多個人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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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和方式的調整，問題是在流行與媒體所提的公共訊息中，我們看

不到這些個別差異或多元定義，只看到越來越多人簇擁媒體形塑的

一套僵化的主流性感標準，在此情況下，不性感的身體該何去何從？

塑身廣告片面地解放了女性的身體，卻壓迫了更多女性的身體，使

她們以為自己的身體是不正常或不合格的。

　　如果照卡維波的思考進向，或許會鼓勵不滿意自己身材、覺得

自己身體不夠性感的女性就勇敢地選擇以塑身來實現自我吧！問題

是何以女性應該根據主流性感標準來建立理想自我的形象呢？而屈

從這種塑身標準，又究竟是實現理想的自我？還是陷入失去自我卻

渾然不知的狀態？至於卡文中將透過塑身減肥美容來「做身體」等

同於具有身體自主意識的「做自己」，其中的爭議就更多了！早有

西方女性主義者指出，「苗條論述」的可議之處就在於，當它告訴

女性，追求苗條是自我管理、自我意志的彰顯，具有絕對的正當性

之際，它也暗示了不苗條的身體完全是女性不夠有意志力、疏懶於

管理自我身體的結果，這也使得許多因為遺傳、體質甚或疾病等因

素而肥胖的人一直被污名化為貪吃、嗜睡、懶惰、不懂自我管理的

一群；如今對豐乳肥臀的追求亦然，不符合這套主流標準的女性在

父權眼光下被定義為不性感的一群，那麼如果她們不去「改造自我」

，是否也表示她們沒有足夠意志力去雕塑自我、不懂得做自己呢？

　　我們必須重申對身體解放的肯定，而且應該鼓勵各個年齡的女

性都要能更勇敢地正視自己的身體；非但對自己的身體應該敢於正

視、有所認知，且應透過正視他人的身體、與其他身體互動所得的

知識，來建立健康的自我認知與人際互動。事實上，精神分析告訴

我們，人類原初建立自我的過程，就是透過鏡像期對身體的認知而

達成的，身體對主體身分建構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但精神分析也告

訴我們，鏡像期時身體內在發育尚不完整的嬰兒把所認知到的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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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形（Gestalt）當成理想的自我，是出於一種想像「誤識」，

也就是說，真正主體的建立，是要透過與繁複的互為主體網絡

（intersubjective economy）互動才能逐步達成的。如今媒體塑身廣

告利用父權的主流映鏡，提供女性一個標準的完型──除了告訴不

再年輕的女性，「返老還童」的完形理當如此，也順便告訴發育中

的國中女生們，十四歲的身材就已經可以如此完美了──但是這面

鏡子絕對照不出多元的性感標準，也因此無法讓女性從對自我身體

的認知進一步獲取與其他身體互動的知識，它只能讓女性以為，只

有某一種身體才是美的、才是性感的。解放女性身體此一問題當然

應該被重視，但答案絕對不能只在制式的塑身廣告中找尋。

──原載於2000年12月22日《中國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