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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视觉文化时代，短视频平台多次掀起与女性身体相关的话题热潮，“口罩搂腰”“漫画腰”等挑战轮番

进行展演秀，随之强化的外貌和身体焦虑也成为困扰女性群体的重要问题。以“与素颜和解”这一抖音

话题为例，女性身体受到的媒介环境和性别文化的规训，但同时女性意识的觉醒也促使女性群体对其进

行抵抗，并以身体联结为情感共同体。由于网络舆论的复杂性和数字平台女性发声的困境，这一抵抗最

终效果略显微弱，女性身体实现真正的解放依旧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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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visual culture, the short video platform has set off a wave of topics related to women’s 
bodies many times, and challenges such as “putting a mask around the waist” and “caricature 
waist” have been performed in turn, which has intensified the appearance and physical anxiety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problem that plagues women. Taking the topic of “Make Peace with 
Your Natural Look” in TikTok as an example, the female body is disciplined by the media envi-
ronment and gender culture,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awakening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also 
urges female groups to resist it and take physical connection as an emotional community.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and the dilemma of women’s voices on digital platforms, 
the final effect of this resistance is slightly weak, and the real liberation of women’s bodies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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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研究方法 

在抖音、微博等各大网络社交平台中，与女性身体相关的话题逐渐成为流量密码，“减肥对比”“容

貌焦虑低龄化”“精灵耳整容”等话题动辄阅读量过亿。“与素颜和解”最早是抖音上的一个话题活动，

参与用户晒出自己的素颜照片或视频，包含着接受瑕疵、悦纳自己的意味，这样的活动在滤镜修图大行

其道的当下无疑具有一定的意义。但随着话题热度的升高，不少网友发现一些博主看似“素颜”实则是

“精心打扮”。面对一众漂亮的“素颜”，观看者的容貌焦虑反而加重了，不少用户直呼“不和解”“要

对素颜进行上诉”。“与素颜和解”这一话题活动本欲缓解容貌焦虑结果反而加重了焦虑，但同时也引

发了女性用户对容貌焦虑的抵抗。在这个带有女性自我解放意蕴的话题中女性容貌焦虑的产生和对这种

焦虑的抵抗非常值得探讨，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和媒介生态及机制。作为网红经济背景下出现的词

汇，“容貌焦虑”此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又有学者指出“容貌焦虑”是“社会体格焦虑”在社交

媒体中的升级，由单纯的“体型”、“体格”层面引申为对自己“外貌”不自信而产生的一种焦虑感[1]。
容貌作为身体的一部分，本文用身体焦虑来概括当下社会人们对自己的容貌或身材感到不满意而产生的

忧虑苦恼心理。 
作为短视频社交软件，抖音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时尚潮流文化社区，用户的社交性和互动性很强。本

研究选择抖音作为研究女性身体焦虑的考察平台，主要是因为其形成了有助于女性群体记录、交流、共

享的数字空间，可以看见女性自由、丰富的自我表达。参考既往研究者对社交媒体的文本内容的选择方

法，本文选择“与素颜和解”话题下点赞量排名前 50 条的内容及每条下方点赞量排名前 10 条的用户评

论为研究对象。通过筛选、剔除与主题无关的内容后，共得到 50 条有效视频内容和 318 条有效评论。 

2. 短视频对女性身体的规训 

在收集到的 50 条有效短视频内容中，视频创作者为女性的有 37 人，视频创作者为男性的有 1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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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账号属性为娱乐营销号的发布者性别无法确定。该话题默认“容貌焦虑”的群体为女性，据视频内

容判断视频创作者对“与素颜和解”这一话题的情感态度，19 人表示正向支持，23 人呈现出负面的情感

态度，对这一话题表示反对、反讽和调侃，剩下 6 人无明显情感态度。值得注意的是，11 名男性创作者

中有 10 人对该话题进行了调侃和反讽，仅有一名男性美妆博主对该话题表示支持。结合学者们之前的研

究，可以看出女性仍然为身体和容貌焦虑的主体，不平等的性别文化和新的媒介环境对女性的身体进行

规训。 

2.1. 视觉文化的转向与身体塑造 

随着消费社会及媒介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视觉文化时代。读图时代和碎片信息使人们的消

费更偏向感性，身体便成了感性消费最好的工具。随着视觉媒介的发展，网络中呈现大量的身体景观，

人们愈发注重外貌形体，为身体消费的欲望也大大增长，美妆、健身、整容等与身体消费相关的产业纷

纷崛起。对身体美的追求及塑造已经成为视觉文化下不可回避的话题，人们逐渐“发展出一种感官审美，

一种对初级过程的直接沉浸和非反思性的身体美学的强调”[2]。 
福柯指出，只需要注视的目光，便可以“暴力”的形式去控制人们。每个人都在不断接受着他人的

审视，继而发展成对自我的审视[3]。在视觉文化时代，“看”与“被看”成了最为便捷和普遍的消费方

式，观“看”者拥有规训“被看”者的权力。在注视的目光下，被“看”者会逐渐将外在的审美要求内

化成自我审查，苛刻看待自己的身体。在新媒介的技术加持下，个体在“看”与“被看”的视角中不断

转换，既审视别人，也被别人审视。 

2.2. 短视频平台机制的运作与身体焦虑 

短视频平台在生产机制上有着强烈的商业化、逐利化特征，为了参与其中的女性创作者会下意识自

主参与构建一种“被凝视”机制。她们为了获取流量利益，将自我的身体、私人话题等主动暴露，其他

的内容生产者也会在利益驱动下对此类视频内容进行追随模仿。以“与素颜和解”这一话题为例，对排

名前 50 的视频的创作者身份进行分类，主要包括美妆博主(18 人)、搞笑博主(7 人)、情感文案博主(4 人)、
娱乐营销号(4 人)、明星(3 人)和其他(14 人)。美妆博主大多是在话题前期发布视频，内容上较为类同，

即发布自己的素颜照片或者妆前妆后的对比照，输出自己拒绝容貌焦虑的观点。话题挑战背后实则为单

一技术模式对个性的侵蚀和消费，短视频的故事情节、配乐等常规要素使其产生一致的语境，因此每一

个文本都是类型化的叙事，被替换掉的只有参与者本身。随着话题讨论的发酵，抖音博主@抛抛蔡戴着

美瞳指着几乎不存在的痘痘和黑眼圈向大家展示自己的“不完美”，最终把自己感动哭了的视频引发网

友广泛讨论，单一平台相关视频的播放量就超过 10 亿次(现视频已删除)，大部分网友对博主呈现的“伪

素颜”感到气愤。与此同时，二次创作开始兴起，以搞笑博主为主力的创作者们把握住了网友们的审美

疲劳和逆反心理，通过夸张、搞笑、反讽的表演对原博主@抛抛蔡进行讽刺，借此为自己博取流量。当

这一话题的争论愈演愈烈，娱乐营销号将明星素颜拉入谈论范围，情感文案博主以煽情的话语阐释容貌

焦虑，他们以新的话题点迎合受众心理，实现“蹭热点”的目的。在社交媒体流量机制与注意力经济的

驱动下，女性身体就这样在流变的、争论的平台中不断被编码，转移再贩卖。 
对于用户来说，他们的点赞、收藏、互动等行为信息被平台收集，平台基于算法识别出用户对于女

性身体相关视频的偏好后，便会通过智能推荐不断强化这一偏好。这样一来，短视频中呈现的标志性形

象便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年轻人对于美的衡量标准，另一方面这种媒介形象会使用户产生一种隐形比较，

个体一旦察觉到与理想身体之间存在差异，便会产生一种心理学上所说的“认知不和谐状态”。随着媒

介技术的发展，身体的技术化改造持续不断地进行着，而肉身的改变较为困难，加之平台的“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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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新媒体时代女性身体焦虑愈演愈烈。 

3. 女性身体在视觉文化和平台机制规训下的微抵抗 

身体规训是身体理论的一个焦点议题，身体作为中间场域集中体现了规训方式与抵抗策略的博弈的

动态过程。随着女性意识的不断提高，身处“规训”中的她们也在进行一定的抵抗。“与素颜和解”话

题的初衷是提倡女孩们拒绝容貌焦虑，把握自己的身体主体性。虽然话题后续发展有所偏差，引起了网

友的抵触，但另一方面，大家对该话题后续“表面拒绝容貌焦虑实际制造容貌焦虑”的警惕和抵制，也

可视为女性对视觉文化和消费主义对女性身体控制的反抗。 

3.1. 抵抗的意识：觉醒的女性主体性对单一审美文化的“救赎” 

劳拉·穆尔维指出，“起决定作用的是男人的目光，它塑造女性的形体。她们的外貌被编码成强烈

的视觉和色情感染力，从而能够把她们说成是具有被看性的内涵”[4]。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社会

地位的提高，旧有单一的审美文化受到挑战，女性群体对自己被规训的身体展开了新的“救赎”。她们

不再迎合男权文化的审美，而是注重身体主体性，倾向于取悦自己，以一种自信且独立的方式去展示“我

是谁”。在“与素颜和解”话题中，不少创作者使用了女性剧《听她说》中的主角独白：“颜值似乎成

了某种话语权……女性就一定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瘦吗？一定得白吗？什么是美？什么是丑？美的标

准是什么？”也有一些博主自己发声，比如“没有人生来完美，拒绝容貌焦虑”“美不是稀缺品，不需

要容貌焦虑，你明明可以变成你想要的任何样子”。以女性自我作为第一人称的述说，以一种不可回避

的姿态大胆宣扬自身的身体主体性，展开了对审美标准的质疑和对“容貌焦虑”的反击。 
在“与素颜和解”话题下，我们能看到一定的女性“能动”呈现素颜，主动质疑和改写身体审美标

准，对视觉文化和短视频平台的凝视和规训进行抵抗。根据评论内容的分析也可以看出这种倾向，一方

面，女性用户会支持博主反容貌焦虑的观点，另一方面也会指责“虚假素颜”博主的别有用心，而这正

好体现了女性对于媒体环境热衷于营销“容貌焦虑”这一话题的反感，对自己身体被构建和被异化的警

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素颜和解”是女性的一次自我价值和自我权利的伸张。她们的“和解”，

是身体主体性的回归，是由自我界定“女性何为”的答案。 

3.2. 抵抗的姿态：女性身体连结而成的情感共同体 

拉考夫和约翰逊指出，身体的理性意识并不独立于身体之外而是依附于身体器官之中，因此，身体

与心灵在身心一元的视角下相互建构，而当不同的身体之间产生共鸣时，其心灵之间也必然会形成共鸣

[5]。“与素颜和解”话题下发布的短视频聚焦容貌焦虑，分享女性独特的社会经验和感悟，在社交平台

凝结形成了短暂的情感共同体。女性相互理解彼此的担忧焦虑，并肯定彼此的个性和魅力，重新定义女

性价值，进而形成了一种抵抗男权社会话语规训的姿态。 
在“与素颜和解”的话题下，女性可以大胆地分享自己的素颜，并提出自己的困惑和无助。其他女

性用户则会给予充分的情感支持，抖音博主的视频内容和评论区成为了情感交换的场所和关系型传播实

践的场域。“素颜也是美女”“美貌没有天花板，自卑却是无底深渊”“姐妹你好勇敢，自信的女孩最

美”……当女性看见这些评论时往往会产生一种“共情感”，情感能量被激发，女性之间的情感支持网

络也会进一步增强，即构成所谓的“强关系”连接。素颜出镜的博主发布的视频下，也会有一些“素颜

吓到我了”之类不和谐的声音，此时会有女性用户站出来表示“干嘛要有那么大恶意，明明就很可爱啊”，

形成女性共同体间的声援。此外，一些女性用户关注博主化妆前后的对比并进一步寻求变美经验，“我

非常需要这个眼线笔”“姐姐美瞳哪家的？好好看”。在互联网搭建的平台中，女性积极参与表达对美

的理解，话题下的美妆博主不仅传递美妆技术，也会传递更深刻的性别解放意涵，重建美妆只为取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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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价值理念。数字社交平台为女性探讨身体提供了一个场所，女性用丰富的话语表达和内容创意呈现

出重新看待身体的多种可能性。在这里个体的身体得到群体的正视与肯定，女性在新媒体赋权下形成诸

如“girls help girls”的女性共同体。 

3.3. 抵抗的微弱：和解悖论下的身体和女性发声的异化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对自己的身体形象处在一种拒绝焦虑又生产焦虑的持续往复中。首先，新媒体

赋权下女性主动展示自我身体意味着勇于挑战世俗观念和解放自我，但这一行为无疑促成了视觉文化的

发展，视觉文化又反过来规训女性的身体。这也正是“与素颜和解”话题打着“拒绝容貌焦虑”的旗号

却行“制造容貌焦虑”之实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其次，在女性倡导的以提升和取悦自我为出发点的审美

建构背后，隐藏着消费社会对女性身体这一商品符号增值的要求。因为在这一过程中的女性是完全自觉

自愿的，这种“要求”是出于女性对某种价值取向的认同和遵守，这本身是一种遮蔽性极强但也约束性

极强的“规训”，短视频平台中女性博主的炫“美”行为也无形之中增强了这种“规训”。从“A4 腰”

“锁骨养鱼”到“与素颜和解”，发声只是短暂的抵抗，身体焦虑仍将在另一个场域中进行。当女性一

边打破旧的束缚，另一边又主动跳入新的藩篱，与身体和解也就成了悖论[6]。 
当下与女性相关的话题大幅增加，由于部分女性主义者在运用理论解决切实问题时，存有对理论误

读、引导失策等问题。再加之社交媒体的传播特性，蹭女性话题、制造性别撕裂已然成为一条灰色产业

链，带来了女性发声异化的现实危机和女性话题传播微弱的困境。在“与素颜和解”话题下，不少搞笑

博主调侃反讽这一话题，突出以“戏谑”“无厘头”“吐槽”为主的青年网络亚文化泛娱乐化的特点，

使得女性的话语权利和空间被压缩、挤占和剥夺。娱乐性消解了话题的严肃性，实际上有碍于话题的传

播效果。此外，伴随着女性勇敢展示素颜和呈现真实身体的，是偏见和无知带来的羞辱与嘲讽。在想要

认真传达话题精神的视频内容下，不少网友会去质疑博主是否为真素颜，会对博主的素颜进行任意点评

和拉踩，完全忽略视频所传达的价值观。更有男性用户发布类似“再也不相信女人了”“开始恐女了”

的评论，将该话题转移至性别对立层面。复杂的舆论环境让女性的发声更具挑战性与危险性，“与素颜

和解”的话题传播在网络舆论中陷入失焦、失控的局面，最后实现的抵抗效果自然微弱。 

4. 反思与总结 

通过研究发现，女性在被短视频等新媒介赋权的同时，受视觉文化的影响和媒体平台机制的驱动，

被新媒体所建构的同质化审美潜在规训，产生身体焦虑。与此同时，女性意识的觉醒也促使女性群体对

这种身体规训进行抵抗，并以身体联结为情感共同体，但由于网络舆论的复杂性和数字平台女性发声的

困境，这一抵抗最终效果略显微弱。“与素颜和解”这一话题的讨论和发展也呈现了女性“自我”中的

矛盾一面，忍受与抵抗同时存在，这也是对真实性别秩序无力反抗的客观写照。在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

理论里，身体是活生生的、感觉灵敏的、动态的，强调身体本身的内在感知与意识能力[7]。女性要对当

下的主流意识和大众表达进行批判性反思，拒绝营销话术，思考和确立真正属于自己的审美取向及身体

表达，实现自我认同。同时，女性要树立媒介消费者意识，积极掌握媒介话语权，开辟女性的独立话语

空间。对于媒介而言，应该发挥媒体的正面导向作用，立体化、全方位、多角度地去展现女性身体的美，

建构一个平等、和谐、多元的话语世界。在当前的社会背景和媒介环境下，要构建审美的多重维度，使

女性普遍远离身体焦虑问题，还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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