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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青

当代中国青年亲密关系的“超市化”转型

当代中国青年亲密关系的“超市化”转型

一一基于婚恋杂志的历时性比较分析

叶青（YE Qing) * 

摘要：本文以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进程为时代背景，主要采用了对婚恋杂志历时性的内容

分析来研究当代中国社会青年亲密关系的转型。发现当代中国青年的亲密关系在八十年代表

现为自主的社会主义现实爱，在九十年代表现为世俗化的浪漫爱，在 21 世纪初表现为流动的

“超市”爱，在此演变过程中主要体现出情感化、物质化、流动化、公开化与欲望化等特点。

通过“主导叙事一一个人叙事”的视角发现，塑造亲密关系的主导力量经历了从国家到市场

经济再到消费主义及科技的变迁。当代中国青年的亲密关系转型正在经历了一种“超市化”

的倾向。

随着激情在公共领域发生擅变，私人领域中亲密关系的情感也悄然生变，尤以爱情法则

最明显。两性间的爱情关系是最典型的亲密关系，学界研究也多将亲密关系具象为爱情，本

文中的亲密关系也限定在爱情范畴。

一、研究方法与视角

1、研究视角

亲密关系的叙事多呈现两种形态 ： 主导型的公开叙事与普遍性的个人叙事。主导型公开

叙事指具有话语权的叙事，普遍性的个人叙事则指来自生活情境中的个体性的叙事，相互影

响而成特定的爱情生态。以往研究常局限于一种叙事，本文力图通过“主导叙事一一个人叙

事”的视角，展现当代中国青年亲密关系主要经历的三个阶段的变化。

2、研究方法

以改革开放为背景，主要通过对婚恋杂志的内容分析研究青年亲密关系的转型。资料主

要来源于《爱情婚姻家庭》与《恋爱婚姻家庭》杂志。根据纪实性要求，在 2000 年前选择《爱

情婚姻家庭》分析，其后则选择《恋爱婚姻家庭》。按照爱情观主导话语（在杂志、中具体为引

言、编辑评议与编读往来）与爱情纪实（具体为读者来信与爱情经历稿件）两大范畴梳理，

并进行简单降维分类，形成各阶段的特征，比较出转型方向。

二、 80 年代：自主的社会主义现实爱

1、特征：自主性、社会性、稳定性、私密性

鉴于文化惯性的滞后，选择 80 年代中后期《爱情婚姻家庭》杂志的样本，进行两大范畴

的分析。

据表 1，在主导话语中，青年爱情被期待为高稳定性与去利益化，基础是对国家的共同

理想，不提倡公开性：同时鼓励自主，要求打破封建禁忌。

而在属于私人叙事范畴的爱情纪实部分，主要从爱情纪实的领域与主题、主体体验与关

键词三方面进行分析（见表 2）。结合主体体验的内容，强调爱情在事业中得到发展，证明了

80 年代的爱情是与社会主义事业相联系的，具有社会性：择偶方式仍主要集中在相亲与介绍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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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但自主权提高 ： 婚恋选择中 ， 爱情的重要性凸显 ； 婚恋相处中，青年多表现郑重的态

度，稳定性较高。对于偶发的婚外恋行为， 则坚持批判态度，主体体验也多为忏悔并主动结

束 ， 欲望在爱情中尚未凸显。这一时期的爱情仍主要处于低公开度的状态，公开求爱被认为

是可耻的，公开征婚多受非议（征婚多匿名） 。 在此基础上，对关键词进行简单的降维分类分

析，主要落在自主性、稳定性、社会性与私密性四个维度中。

品 1 ：八十年代量晴现主导话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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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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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担z枉培但国非证走在；叫 事止『选择『自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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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主导话语的叙事与爱情纪实的私人叙事， 80 年代的爱情是一种自主的社会主义现实

爱，以自主性、社会性、稳定性和私密性为特征。社会主义现实爱是指具有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特征的爱情，强调爱情的社会性与高稳定性：这一时期的爱情强调“将个人情感体验附于

国家建设与爱国情感上”；以忠贞责任为己任的传统爱情观继续流行。但青年没有完全传统化，

基于一定的感情基础进行自主选择成为应有之义。

这一时期的主导叙事与个人叙事基本重合 。 这是因为，这一时期的主导叙事主要由国家

的政治意识形态形塑，国家出于社会建设与解放思想的双重考虑。

2、国家主导下亲密关系的塑造

(1) 国家建设与控制

80 年代处于非市场经济状态下，国家力量主导亲密关系话语 。 国家为了促发展，通过宣

传建立爱情与国家建设间的关系，青年把对祖国建设的热情与个体婚恋追求联系起来 。 同时，

经济发展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因为政治意识对社会价值的惯性影响，此时的爱情是忠贞与

稳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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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苏式”爱情模式影响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的思想与文化长期受苏联影响 。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青年爱情

主要依靠“苏式”爱情模式在运转一一与爱国激情、事业理想相联系的坚贞执着、真挚纯情

的模式 。 同时，国家战略性地以在妇女与情感中的解放带动其他领域的解放，并借此抓牢话

语权，爱情在一定程度上回归生活，增强了自主权与灵活性 。

三、 90 年代：世俗化的浪漫爱

1、特征：浪漫情感性、世俗性、弱稳定性、半公开性

90 年代的抽样仍集中于中后期，多种变革的时代背景使得爱情观主导话语与爱情纪实的

特征更为复杂 。

是 3：此十年代量蜻现a主导话语ν

据表 3，爱情观的主导话语出现了分流：一方面，爱情期待被塑造为基于两情相悦的揭

露式浪漫爱，另一方面，又被赋予了理智性的期待；在爱情与物质的关系上，爱情既被期待

去物质化，又被期待以物质形式来表达。这一时期主导话语中有来源于国家政治、市场经济

与其他力量的博弈，造成主导话语层面也存在分歧 。

在爱情纪实中，主要体现了主导话语中的某一倾向（见表 4）。结合主体体验分析，在婚

恋选择中，青年提高了对感情甚至是激情以及深入交流的关注：在择偶与表达方式中，公开

度增加，青年开始敢于公开恋爱私密；而婚恋消费的增加与形成模式也反映了青年爱情中对

物质的需求：此外，这一时期的感情危机问题凸显，八十年代婚外恋主角大多忏悔并主动结

束，而发展至九十年代则多沉迷于婚外恋 。 在此基础上，对关键词作分析，主要落在浪漫情

感性、世俗性与弱稳定性与半公开性四个维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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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串址事-tJ ｜ ；在通过相幸什坦甜堂 ；也

品3在；置； 4

综合爱情主导话语与爱情纪实可以认为， 90 年代的爱情是一种渐趋世俗的浪漫之爱，主

要特征是浪漫情感性、世俗性、弱稳定性与半公开性 。 90 年代的爱情彰显着浪漫之爱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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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浪漫之爱只是一种理想形式，其本质的不稳定极易褪却为激情爱，并与市场有着先天的

亲和性，因此浪漫之爱在后期被经济力量与其他思潮世俗化，物质成为表示与形成浪漫爱的

基础，激情与欲望也时常脱出浪漫之爱的范畴，呈现出混杂着世俗化、欲望化与弱稳定性的

的复杂浪漫爱图景。

90 年代中，主导叙事与私人叙事并非完全重合， 主导叙事不仅具有私人叙事中异化的浪

漫爱倾向，同样具有去世俗化的倾向，这是因为此时塑造亲密关系的主导话语中不仅有国家

意识，更有市场经济的力量 。

2、市场经济主导下亲密关系的塑造

(1 ）“西式”爱情模式与大众传媒

90 年代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向内陆延伸，西方的浪漫爱观念与性解放思潮全面渗透随着

改革进度而越发失去规范的青年思想 。 同时，电视等大众传媒迎来春天，关于浪漫爱情的作

品充斥青年生活，浪漫爱作为一种话语开始泛滥，它生产一套关于浪漫爱的知识体系。而传

媒基于自身的虚构性以及经济亲和性，在浪漫爱的传播异化过程中推波助澜 。

(2 ）市场经济的主导作用

自 1992年市场经济路线确立，市场力量迅速深入 。 国家意识既有经济发展也有社会稳定

的诉求，在塑造亲密关系话语时随着经济发展需求变动但始终提倡去世俗化 。 但市场经济的

力量自发取代了国家意识在亲密关系领域的话语主导地位，在市场经济逻辑的潜移默化下，

“浪漫爱被构建成一种交往仪式的存在与消费符号紧密相连” 。

四、 21 世纪初：流动的“超市”爱

1、特征：物质化、流动化、公开化与欲望化

《爱情婚姻家庭》杂志在 21 世纪转为抒情取向，因此选择保持纪实取向的《恋爱婚姻家

庭》杂志进行分析 。 为获取最新细节，选择了 2013 年的杂志作为分析样本 。

幸 5: 21 世t纪初盘惜现主导话语μ

刊阜且刊和 IL~~.£＿·~申
加13. 1. 恬盒趋烟草且叫开性主革庄严乱问地使『 μ 1 .. 

量最昨马盐且， 盎！昼中进建和理智 ； ＋！

据表 5, 21 世纪初主导话语批判爱情中的流动化、欲望化与物质化的倾向 。 这是因为这

一时期亲密关系问题凸显，国家与社会意识作出反馈式调整，但这并没有改变现实中爱情的

生态 。

据表 6，爱情纪实中，情场暧昧成为爱情生态的一种主流，爱情危机与情变频发，主体

的过度欲望化较少受到自我谴责，而爱情与物质的关系变得更为直接，且爱情与事业经常呈

现矛盾局面 。 在此基础上分析关键词，主要落在物质化、流动化、欲望化与公开化三个维度

综合主导叙事与私人叙事的分析， 21 世纪初的爱情是一种流动的“超市”爱，以物质化、

流动化、欲望化与公开化为特征 。 “经济与消费占据了亲密关系的主导地位，也影响着爱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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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行为准则”。爱情的物质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导向了流动化，沈杰指出，亲密关系的世俗

化取向给青年增添了选择上的不确定性，对于感受质量至高无上的追求、以及对选择自由的

更加充分的拥有，使得“从一而终”的模式逐渐失去主导地位。中国社会进入了亲密关系公

开化的时代，若承认公开化仍在用身体言说爱情的范畴，那么欲望化在一定程度上分离性爱

与情爱。

幸 6:21 世且和盘蜻纪实ν

量畸扭辜刷刷主矗川 童畸盹崎主件即 ｜童畸缸辜崎是键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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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主导叙事与私人叙事呈现一定的对立，国家意识反馈式的介入公开叙事以期

重塑话语，但消费主义和科技主导的另一套话语对私人叙事影响深远。并由于国家发展也依

赖消费主义，故对其中的恶性逻辑侵入亲密关系无能为力。

2、消费主义与科技主导下亲密关系的塑造

Cl ）消费主义革命与消费主义文化

消费主义己成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 。 正如鲍曼所言亲密关系是消费市

场大肆入侵的场域，居主导地位的消费生活模式鼓励人们以消费对象的模式评价他人。同时

提高了人们不真实的欲望点，增加了亲密关系中的成本与经济期望。亲密关系就像其他消费

一样可以是一次性的。大众消费文化鼓吹自我迷恋的个人主义，使得青年伴侣间难以宽容，

破坏稳定性 。 而消费主义的性化逻辑还刺激了亲密关系的公开化与欲望化 。 杨柳说，“消费的

性化营造了一个性无处不在的社会环境，也为性的消费化提供了刺激的欲求。性实践的消费

属性日益呈现，性不仅在私人雪间中表达，也在公共雪问中呈现”，亲密性已经成为可被消费

可资炫耀的符号 。

(2 ）科技时代的情感秩序

技术加速了亲密关系的流动化。吉登斯指出，现代交通与通讯将个体从时空中“脱域”，

情感流动加速。而网络技术，尤其是社交工具再次拓宽了男女交往的空间与可能，其“即连

即断”特质也使得青年渴望在亲密关系中能够保持没有束缚的联系。

五、青年亲密关系的“超市化”转向

通过三个时期的比较，核心的变化趋势主要集中在情感程度、物质程度、稳定程度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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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程度与欲望程度四个方面。这四维转向共同体现出了一种“超市化”的转向。

阜7；青年幸在是革 M.置是4串串4

告看亘在4

.:i 

是挚4 ｜ 亲在荣革 中曲 i

皮；在剧唔击， 但在蛊T

吉现悻是呻3

二在时4卓玛.:i ~§： .:i 

现代日常生活的“超市化”逻辑是鲍曼在论述人际纽带时提出的概念，特征有：使购物

计算化一一一切都是明码标价：使购物翻新化一一不满意随时替换，且常在升级版的诱惑下

丢弃良好商品；使购物高度选择化一一超市物品的丰富性提供了高度的选择空间：使购物欲

望公开化 商品更多成为身份的标签。这是一种高选择度、高消费性、高公开度 、 高欲望

度与低稳定度的模式，契合着转型中亲密关系情感化、物质化、 流动化、公开化与欲望化的

逻辑与特征。当代青年的爱情日益体验着超市模式带来的新快感与新问题， 塑造亲密关系的

主导力量也经历了从国家到市场经济再到消费主义及科技的变迁。当然，“超市化”倾向只是

现在的一种可能，并非己是主流或者将是未来的主流 。

对于安全感与自由感的双重追求，与消费主义逻辑结合导致了今日爱情的复杂样貌 。 那

么未来如何？不要求青年复归传统模式，但需要学着放下自我，从消费主义的完全控制中抽

身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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