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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物质主义是对消费地理研究中呼吁“重返物质”的补充和超越，论文旨在从新物质主义的视角审视消费地

理的研究进展。首先，简要介绍行动者网络理论、拼装体理论、超越人类理论和非表征理论等新物质主义的相关理

论基础，发现新物质主义强调物质的能动性、动态性及其对消费网络的影响能力，受此影响，消费地理研究对空间

性、社会性、主体性和物质性的认识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然后，从去人类中心视角梳理了消费地理3个方面的研

究议题，包括具身消费实践与消费主体性、消费空间与情感、活态商品与人—地—物关系的建构。最后，基于中国

语境对消费地理研究进行了反思与展望。新物质主义为解决消费地理中的主体性和社会性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

点，有助于在探讨人、地、物关系的反思中跳出人类中心论以及摆脱二元对立关系的长期束缚，对研究当下的消费

模式转型与可持续消费发展、动植物商品与消费者情感以及网络、科技与消费空间重构等话题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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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世纪下半叶最宏大的叙事方式之一”[1]，

消费这一普遍存在的日常生活实践被视为驱动当

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消费地理学是人文地理

学存在已久的研究领域，主要探讨“围绕着商品和

服务的销售、购买和使用而形成的人、物、地之间的

关系”，即关注围绕着消费行为、实践而展开的地方

表达及不同尺度的空间链接[2]。在不同时期，消费

地理学的研究内容经历了范式浮沉。20世纪20年

代，商业地理学开始关注零售业区位的分布[3]，但其

仅着眼于区位分布，以简单的描述性研究为主，而

且割裂了经济和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80年代以

后，随着西方国家的生产方式从大规模、标准化的

福特主义向小规模、更加弹性的后福特主义转变，

人们的消费方式和消费需求发生了巨大改变，城市

景观也逐渐表现出由以生产为主向以消费为主的

变化[4]，在此背景下消费地理研究在地理学中得到

复兴。在“文化转向”的影响下，研究侧重关注实体

消费空间里的符号学意义、身份认同、绅士化和城

市更新中的消费空间生产等议题[5-6]。由此出现的

过度痴迷于表征、话语和符号化意义的倾向也引起

了批判和反思，进而促成了对“再物质化”(re-mate-

rialize)的呼吁[7]。“再物质化”或“重返物质”的思潮

出现在 20世纪 90年代，它强调关注商品和事物的

“社会生活”(social life of things)[8]，探究商品所掩盖

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间的社会关系[9]，通过追踪物质

的方式揭示商品传记、揭示消费和生产过程中不均

衡消费政治[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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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建立起了“使用物质—跟踪物质—感受物质”的

分析框架，以解释物质消费品及其品牌的地方生产

与跨地方流动、物质消费中的文化政治与地方不平

等、物质消费与身体实践相关的问题[12]。不过，这

类“重返物质”的消费地理研究更多地将物质视为

研究问题的切入点，这种伴随(with)事物的研究目

的是为了揭示消费者和生产者如何融入全球经济

系统[8,13]。无论是探究事物的社会生活还是追踪商

品链和商品传记，本质上都是揭示商品拜物教[14]，

追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主张的观点：“商品

本身并没有自己的生命，重要的是其背后的劳动、

价值交换和社会关系”[15]。另一方面，尽管此类研

究为文化与经济的对话搭建了桥梁，但在某种程度

上也暗含着剥削性的生产是消费的前提与基础，而

这具有简化论的性质，强调一种线性的社会关系。

但消费中的社会关系并非如此简单，物质不仅仅是

被动的客体存在，而且在消费社会背景下开始具有

能动性以及参与、干预事件进程的能力，对消费中

各种不同行为主体间关系认识的转变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此外，后现代消费主义文化背景下的消费

地理研究呈现出灵活性、多样性和差异性[2]，已有单

一的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或者社会学背景下的研究

方法论不足以认识或者解释不断涌现的、更加复杂

的消费地理现象。当消费主义热潮逐渐褪去，社会

开始面临过度消费、环境恶化等现实问题时，消费

地理的原有内涵以及人—地—物关系受到了挑

战。典型地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促使消费习惯、消

费空间、消费实践等发生了重构，其中的社会关系

也随着病毒这种非人类主体的介入而发生了巨大

的转变。

由此，西方消费地理研究开始借鉴新物质主义

(new materialism)思想，试图揭示消费过程中地方、

消费主体、环境、表征与物质之间更加复杂的非线

性关系。新物质主义并非某一个具体的理论或者

全新的方法论，而是一种哲学反思运动，旨在建立

由强调主体、表象与解释到关注客体、物质进程和

表达的哲学框架[16]，从认识论和本体论层面上重新

认识物质及人与物质、自然间的辩证关系。虽然

“重返物质”的消费地理研究也涉及客体和物质，但

其以黑格尔—马克思所主导的辩证唯物主义为基

础，仍存在人类中心论去认识主客体与物质的倾

向。这受到从笛卡尔时期就建立起的物质与精神

二分法的根深蒂固的影响。新物质主义试图打破

这种二元对立，强调关系、过程本体论、去人类中心

以及自然和社会不可分割等 [17]。新物质主义强调

物质本身的能动性、活力与拼装的能力[17-19]，即物质

也可以参与并影响日常生活，而非单纯地受人类意

志控制的、用以追踪消费中关系的客体[13]。而行动

者网络理论、拼装体理论、超越人类理论和非表征

理论等属于后结构主义和后人文主义的学说，则与

新物质主义有相似的哲学根源，在许多方面存在共

鸣或互补[20-21]，有助于以一种关系的、过程的、超越

人类的视角来审视消费地理的特性与内涵变化。

在国内，借鉴新物质主义研究消费地理问题也

有其现实需求。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很多非西方

语境下的新型消费空间，消费者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催生了大量多元化的消费行为，非人类主体(如动

植物、科技)也不断被卷入消费链中，甚至重塑了原

有的以人类为中心的消费实践。消费升级、适度消

费和可持续性消费等理念在推动社会转型，加剧了

消费地理现象的混杂性。但纵观国内的消费地理

学研究，主要受西方新零售地理学、新文化地理学

和物质地理学等研究范式的影响，较少关注到物质

能动性、情感、去人类中心化等层面的内容。而这

些不断涌现出来的消费现象及其背后的新型消费

社会关系，都需要借助新的理论视角予以回应。有

鉴于此，本文综述了新物质主义视角下的消费地理

研究进展：首先，简要介绍新物质主义的相关理论

基础，指出新物质主义对消费地理内涵的再认识；

然后，梳理相关研究议题；最后，提出中国语境下的

消费地理研究反思与展望，以期能为分析国内的消

费问题提供一个有力的工具。

1 新物质主义相关理论基础及其对消
费地理内涵的再认识

1.1 新物质主义相关理论基础

新物质主义，有时也被称为生机物质主义(vi-

tal materialism)[18]。它并非特指某种具体理论，而是

对如何打破建构主义与本质主义、物质与话语、表

征与非表征的二元对立僵局的哲学反思[13,20]。虽同

属唯物主义的范畴，但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不

同，深受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一元论、怀特海

(Alfred N. Whitehead)过程本体论、拉图尔 (Bruno

Latour)网络本体论、德兰达(Manuel DeLanda)拼装

体理论(Assemblage Theory)以及德勒兹(Gilles 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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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ue)和瓜塔里(Felix Guatarri)生物哲学的影响 [18]。

目前相关研究更多是停留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

尚未形成较成熟的研究范式或体系，主要可以分为

以下3个类别：一是与自然科学相呼应的本体论(即

后人文主义视角下的物质本身也具有能动性)；二

是考虑生命和人类地位的生命政治；三是日常生活

的物质细节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关联[17]。

新物质主义强调对物质的再认识，“对物质的

研究同物质本身一样重要”[19]。在新物质主义认识

论下，物质不再是僵化的、惰性的、被动的、可预测

的、服从人类意志的存在，而是以一种具有自身能

动性的活性事物(vibrant matter)参与到日常生活中，

或者说，物质具有自身的轨迹、倾向的能力[18]。新

物质主义是对笛卡尔的思维与物质二元对立的批

判：物质不仅仅具有被人类建构的意义，其本身也

充满了活力意义，而不是意义的物质表达。但这种

物质也不是一直处于稳定的状态，而是一种不断变

化、流变(becoming)的形态，会在人与物质所交织的

关系和过程中发生重构 [22]。对于活性物质的关注

不仅可以加深对事物本身运作形式的理解，更可以

为了解社会的运作提供见解。不过，强调物质具有

能动性并不是为了促成新的拜物教形式，而是凸显

了物质作为关系中的存在同样具有影响事件发展

进程的能力。

相关哲学思潮中，法国社会学家拉图尔提出的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ANT)对重构

消费地理的内涵影响深远。该理论反对二元对立

思想，也反对本质主义，旨在将人类、非人类等不同

行动者纳入同一个网络中，并通过关系本体论探究

物质、活动的社会关系[2,23]。德勒兹和瓜塔里提出的

拼装体理论与ANT理论有着紧密的联系。所谓拼

装体是指由各种人类—非人类、有机物—无机物、

自然—科技等不同的异质因素构成的临时社会空

间形式。该理论认为稳定只是暂时的状态，物质和

关系的涌现会导致空间通过领域化和去领域化的

方式不断地编码和再编码[24]。但与ANT不同的是，

拼装体理论更强调不同异质元素之间的不稳定性

和流动性关系，同时强调人的影响和被影响的情感

(affect)能力，从而缓解对人与非人类地位过度平等

的担忧[25]。它们对消费地理研究的启示意义是：消

费是由其发生的关系环境决定的，消费不等同于仅

是购买的个体行为，更是由一系列异质元素、行动

者构成的消费网络决定的[2]。

后人文主义思潮下的超越人类地理学也对新

物质主义有重要影响。超越人类地理学源于西方

学者对长期以来自然与人文学科二元割裂的反思，

试图通过一种新的认识论去摆脱(自然)现实主义—

社会建构主义二分法。超越人类地理学深受拉图

尔的ANT、思里夫特(Nigel Thrift)的非表征理论、德

勒兹和瓜塔里的生物哲学影响[26-27]，强调非人类生

物的能动性，即物质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13]，

以一种关系的视角重新审视人与非人类的关系。

这种对人类去中心化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只关注那

些非人类生命或者放弃人类主体性的地位，而是希

冀摆脱原有的线性的、等级性的禁锢，以一种更灵

活的方式重新思考人与世界上的其他非人类生物

的复杂联系方式。

非表征理论在新物质主义的消费地理研究中

也有深刻的影响。相较于具体的理论，非表征理论

更像是一种对建构主义的批判思潮或者一种思考

方式[28]。其强调对真实的和日常生活世界的关注，

即通过人们持续的运动和实践理解日常生活 [29]。

非表征理论并不是简单地将各种主体置于关系网

络中，也包含了对于情感能力的关注，并更加强调

对非人类物质的思考。同时非表征理论对生命与

社会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或者影响了超越

人类理论。即三者都强调关系性思考、反对因果关

系论、去人类中心和物质的能动性。非表征理论中

对消费地理影响最大的2个概念是情感(affect)和事

件(event)。区别于源于个体感受的情绪(emotion)，

情感是一种更为抽象的关系下的产物，具体来说，

情感是不同身体间在相遇中发生的关系、互动、事

件的产物；事件则用来摆脱先验的或者因果关系

的假设，打破终结感，强调事情发生的连续性 [30]。

非表征理论对消费地理研究最重要的启发就是消

费具身实践，即试图打破表征与非表征之间二元对

立，强调消费实践是从身体出发的，而不是话语的

或感知的。

1.2 新物质主义对消费地理内涵的再认识

自 Mansvelt 在 Geographies of consumption[2]一

书中较为系统地论述消费地理的发展历史、研究主

题及核心内涵后，空间性、社会性、主体性便成为探

索消费地理内涵共识的3个维度。其中空间性是消

费地理研究的基础，是消费活动、实践在不同尺度

上的空间表达。空间性强调边界相对稳固的实体

空间及空间中所承载的社会关系，内容涵盖了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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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为代表的典型消费场所和以家、二手店等为代表

的不显著的消费场所，侧重关注符号学分析和对于

消费场所景观的权力解读。社会性可理解为消费

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连接、关系和社会互

动。先前的商品链 (commodity chain)、文化循环

(culture circuit)等研究就是典型的对生产者、消费者

之间关系的探讨，并试图强调一种“发达国家消费

者—发展中国家生产者”的不平衡消费政治[11]。主

体性则是消费身份的形成、社会再生产以及话语建

构的过程。在后结构主义视角下，关注不同主体如

何通过消费实践建构社会身份，消费也是个人身

份、阶层、地位的表达。自“重返物质”思潮后，消费

地理学对于物质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但忽视了物质

性概念本身的含义以及物质自身能力的影响。Ben-

nett指出，物质性是“一种倾向将人类、生物群和非

生物之间的关系水平化的规则”，强调物质或生命

是涌现的、非等级化的和超越人类的[18,31]。为更好地

反映消费地理对物质的消费政治的关注，有必要梳

理新物质主义思潮对消费地理内涵变化的影响。

第一，消费的定义得到了扩展和补充，即其不

仅仅是购买的片刻和单一的行为，而是一个过程性

存在。由此，消费地理研究不再局限于横向，而需

更关注纵向：向前可追溯至生产、营销、分销等社会

过程，向后可以追溯至反思、炫耀甚至是拍摄商品

的买后世界[3]。这意味着消费不是孤立的存在，而

是不断连接、脱嵌、再连接的方式[32]。这使得研究

更倾向从一种反对先验假设、反对线性结构权力关

系的扁平本体论(flatten ontology)来认识消费过程

中人、地方、物体等的连接关系。这种本体论更巧

妙地解释了消费与生产的关系[33]，避免过于简化的

线性解读。同时，关系的视角也为探究权力如何通

过人与非人之间在不同语境和场所中产生关系提

供了见解，强调一种激进物质性的权力关系形成的

方式[34]。

第二，作为消费的重要载体，消费空间具有动

态性和关系性。新物质主义视角下，作为一种公共

空间的形式，消费空间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相遇或邂

逅，是人、行动、关系、物质技术集合、象征和情感的

拼装体[35]。消费实践是一个与不同主体(人类、非人

类)相遇并产生社会关系的过程，而这种相遇需要

有意义的接触，否则不同的主体间只会继续以平行

的方式彼此隔离或者在排斥中发生冲突。消费空

间作为关系与实践的产物并非僵化的，而是在动

态、活跃的过程中不断形成[24]。作为一种临时的社

会组织形式，消费空间需要关注不同轨迹随时间发

生的非均质的变化，而非关注某一静止的状态。在

审视消费空间的差异与冲突或者排斥与包容的问

题时，需要采取一种关系、动态的视角来理解不同

的异质元素如何共同表达、生产与再生产空间[24,30]。

第三，新物质主义视角下社会性的概念不仅仅

止于人类主体，先前认为是被人类消费、使用的物质

客体也应该被纳入社会性概念的范畴[20]，即社会性

还包含了人与非人类商品、生物的互动关系；后人文

地理学者也指出，广泛存在的社会关系不应该局限

于人类例外论，人与非人类生物在活跃的资本主义

体制内的交织也应纳入劳动价值论的框架[36]。这与

新物质主义所呼吁的主张不谋而合——重新调整

人类与世界、他者和我者的联系[17]。对物质和非人

类的强调并不代表不再关注人作为主体的地位，而

是以一种关系的、流动性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去中心

化人类主体性的地位和变化。

第四，消费主体性是不同行动者构成的消费网

络的结果，而不是消费网络的成因，即这种身份不

是事先建构或预设好的。自“实践转向”后，学者们

关注的重点就从话语转向了实践，强调身体的展演

性，并且认为话语本身也是一种实践的再认识。新

物质主义对消费者身份的讨论不再视之为被社会

建构的结果，而是在消费实践中形成的。当以事件

的观点来看待消费时，行动者、关系、力量并不是发

生在消费那一刻，而是早就存在于先前的相遇中，强

调消费过程中主体性的形成是一种连续的状态，而

非仅仅通过购买一个动作就完成了身份的建构[37]。

第五，物质具有能动性和改变消费实践进程乃

至影响消费空间重塑的能力。新物质主义视角下

的物质能动性强调人或者非人影响他者或被他者

影响的能力。物质不再是惰性的、结构主义视角下

资本的产物，或是完全被消费社会建构的意义，恰

恰相反，物质和商品的意义是其作为拼装中的一部

分不断变化、重组的过程[38]。消费地理中的物质性

有两重内涵：一是指代具体的商品或者非人类主

体，其自身的生命特征决定了能动性；二是指代构

成拼装体存在的更抽象概念，此时，能动性并不是

本身产生的，表现为在拼装体或者网络的关系中影

响进程的作用。

总之，在新物质主义思想的介入下，消费地理

的内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新物质主义也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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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完全否定社会建构的意义，而是强调一切都建

立在物质自身具有能动性和意义的基础上，认识到

自然、物质、技术对于塑造消费景观和实践的重要

性 [39]。这种新的认识论也无意否定先前的认识论

或者展开全新领域话题的研究，而是为了通过新的

认识论重新审视消费地理的已有研究议题。

2 新物质主义视角下的消费地理研究
议题

新物质主义所强调的关系、过程、去人类中心

认识论为消费地理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视

角，并以新的认识论和本体论重建消费者、消费场

所、消费物之间的动态、非线性逻辑关系。沿循消

费地理中最关注的人—地—物关系出发，本节梳理

在物质本身具有能动性的认识论下，消费地理如何

对先前的研究议题进行对话和超越。结合文献阅

读，从消费者角度出发探讨具身饮食、酒精等消费

实践与消费主体性生产；从消费场所角度出发探讨

消费建成环境与情感，以及其中的多重感官实践；

从消费商品角度出发探讨活态商品及其背后的人

—地—物关系建构。

2.1 具身消费实践与消费主体性

身体作为消费的最微观场所，一直是消费研究

的重要议题。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消费地理研

究一开始就关注身体认同与身体文化，话题涉及消

费者进行购买、消费时产生的符号化认同，以及从

公私/男女二元划分的方式探讨消费实践背后的性

别权力关系。“物质转向”后的身体消费研究则更多

地回归到消费者消费实践本身，关注更加日常生活

化的、与身体关系较为亲密的食物、时装消费，以及

消费者本身的展演、实践。新物质主义视角下的具

身消费实践延续了对消费者具身实践的关注，但转

向了关系、过程本体论视角下的物质与身体“本能

的”(visceral)交互与作用[40]。研究进一步指出，身体

并非只是作为炫耀性消费发生的最微观场所[41]，身

体也不仅仅是一种稳定的状态，而是置于不同层级

的、情境化的、交互的、地方化的自我[42]。

新物质主义关注物质自身的生命历程，认为其

物质自身的能力以及承载的社会文化意义是理解

具身消费实践含义的前提。其中饮食与具身消费

实践紧密相关，因为“食物是探索身体的重要媒介，

它是身体形成的方式之一”[43]。新物质主义对食物

的认识发生了变化，饮食的具身消费研究不再仅仅

是关注食物所承载的象征意义或身份认同，而是探

究物质自身的能动性在不同的生命历程中与身体

的交互和作用，关注物质如何对身体、生理产生直

接的影响。例如，消费鱼油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成分

就有助于改善人类情绪和认知[44]；Bennett[45]则探讨

了脂肪对于身体的情绪和情感状态的改变。这种

认识论指出食物不是先验的存在，而是物质的一种

形态[42,46]；并且物质也不只是被消费者被动使用的

资源，也是一种“积极的诱导剂”[45]。

另一方面，随着对消费概念理解的加深，对于

物质消费实践的关注也扩展至使用、废弃等不同环

节，并指出物质在不同阶段的流动和转变都具有参

与、影响人的具身消费实践的能力。物质并不会凭

空消失，而是在商品的不同阶段随着转化而具有不

同的意义。由此，食物消费研究也延伸至对厨余等

废弃物的关注，并发现食物作为商品时具有“神奇

地位”的物质，在被丢弃或者腐烂后就失去了这种

地位。Evans[47]使用追踪物质的方法将商品链的研

究延伸至家庭内，从微观上揭示食品如何变成废物

的家庭消费政治问题；Waitt等[48]在对食品废物的研

究中指出厨余作为一种拼装体存在，既具有本身的

物质性，又具有表达情感和意义的能力。这些研究

试图揭示物质的性质不仅仅是一种静止状态，而且

其性质和意义也是不断变化的，具有能动性(agen-

tic)和展演性(performative)[38]。

新物质主义视角下的研究同样为探究消费主

体性、消费者身份中产生、重塑提供不同时空过程

的事件性思考[37,49]。此类研究主张身份不是事先被

给定意义的结果，而是物质在身体内的作用，进而

影响事件性、过程性的消费过程。例如 Dilkes-

Frayne等[37]对澳大利亚的年轻人在毒品娱乐消费中

的研究表明，主体性并不是吸食毒品的决定因素，

反而是在一系列趋势、轨迹与事件中被不断生产

的。酒精或者毒品这一类物质的消费既可以被理

解为一种特定环境下的具身实践，它们具有转变消

费主体的身体、情感和社交的潜力；也可以被理解

为由物质、消费者身体、消费环境、其他消费者共同

组成的、不断变化却保持稳定的拼装体[50]。此类认

识论有助于深化对于具身消费实践的理解，通过提

供关系、过程性的思考指出未来消费事件潜在的可

能性，避免了因果关系论导致的对于消费问题理解

的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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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消费空间与情感

消费空间作为消费实践的载体一直是消费地

理关注的热点。自新零售地理学时期以来，消费空

间就被视为社会关系和文化意义建构的存在。受

“文化转向”影响，较多关注宏大的消费场所的表征

和符号化意义，探究社会文化意义的建构及其对消

费者身份认同的影响，倾向于认为这是由资本和权

力构成的空间[51]。随着新物质主义的介入，研究从

由复杂的消费实践、情感、物质等交织组成的不稳

定拼装体的视角来理解消费空间的意义及变化，补

充了对物质建成环境和科技、动植物等非人类主体

如何影响消费者的多重感官实践、促进消费空间再

生产等议题的认知，有助于理解新型消费空间的内

涵以及其中暗含的情感的力量。

新物质主义重新审视消费建成环境与消费实

践间的辩证关系，指出空间本身的物质性与情感氛

围对促进消费实践的重要性 [52]。这种对多重感官

实践的关注与非表征理论的兴起有关，强调建筑、

设计、科技与物质通过影响消费者情感进而改变消

费实践和消费建成空间的再生产与重塑 [53- 54]。如

Roberts[20]对宜家案例的研究指出，身体本身作为一

种拼装体存在，通过分子的不断形成和分解过程，

最后与空间中的各种分子达成一致性。在这过程

中人体的机械拼装与更广泛的物质生态系统相连，

通过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做出身体调节，进而调节

自己的情感节奏[20]。类似地，Pyyry[55]对少女购物体

验的研究也指出，物质在商场情感氛围(affectual at-

mosphere)营造中的作用，商场的标语、灯光、化妆

品、味道、人的笑声等共同为消费者营造出多重感

官体验，进而影响其情感和情绪。这些研究都明确

了空间的物质设计与表征具有表达力量，且两者具

有共同干预消费实践的能力[52,56]。

当非人类主体(例如动物)直接参与到消费空间

时，消费空间会受到非人类行为影响而不断地被再

生产与重构，反过来进一步影响到人的空间经验与

消费行为。人与动物的关系也正因为非人类主体

的能动性而变得更加微妙，并且处于一种时刻动态

的变化之中。林润华等[57]对中国台湾猫咖啡的空

间创造研究就指出，从一定程度上讲，经营者在设

计猫咖的空间时就已经决定了人与猫的共存方

式。但是猫的能动性和不可控性也决定了它会主

动打破空间中的平衡，在冲突中参与到消费空间的

重塑，通过展演等方式积极地参与了与人建立关系

的互动过程。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在这种人—非人

共存的消费空间中动物的能动性得以彰显，但是由

于权力关系不对等，非人类主体仍然无法与人类摆

在等同的位置。Plourde[58]指出虽然在猫咖这一治

愈空间中员工将猫视为其朋友、同伴对待，但是消

费空间以经济效益为主要目的决定了动物的劳动

力和商品身份。

总的来说，对消费建成环境中情感的研究有助

于打破传统的消费者—生产者二元对立的认知，重

新认识消费空间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

变革以及消费者个体的情感变化。同时新物质主

义视角下的消费建成环境与情感研究也提出了一

种更微观的消费政治的可能性，即零售资本并不是

消费空间差异的唯一原因，而是零售建成环境、情

感与资本共同交织的结果 [59]。研究通过认识论和

研究方法的创新为理解消费空间内涵提供了超越

表征的理解。另一方面，通过将消费场所与更广泛

的地缘政治背景结合，为探究消费场所中的情感、

情绪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见解[60]。

2.3 活态商品与人—地—物关系建构

商品作为承载社会关系、文化身份和经济力量

的存在，是复杂、易变和流动的。早在新零售地理

学研究初期，就有学者从营销学的角度探讨商品品

牌与原产地的关系。由于研究主要集中在全球尺

度而忽略了全球—地方关系中不同尺度的地方嵌

入，因此地理学者开始采用商品传记(commodity bi-

ographies)、民族志方法来研究消费品牌的跨地方流

动[12]。但是当商品类型变得多元化，特别是有生命

的物质作为商品进入到生产、消费的流通进程中

时，原有对于物质的追踪已经不能清晰地解释人类

中心的社会关系。新物质主义视角下，人文地理学

者将活态商品这一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引入传统劳

动价值理论的分析框架中，以关系的和超越人类的

视角补充了对商品、价值等概念的理解。其对物质

商品的分析，立足于“商品属性并不是物质内在的

固有性质，而是事物社会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阶段”

这一出发点，因而并不着重刻画“什么是商品”，而

是回应和突破Castree[61]所提出的“当事物变成商品

时具有何种特性”。

既有研究较多集中在对活态商品潜力的思考，

即动物作为商品时的物质符号属性如何参与、乃至

改变商品化过程和消费实践[62]。Collard等[63]将活态

商品(lively commodity)定义为“在流通、交换、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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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价值源于其作为生命本身存在(being)的

状态”的商品。例如，Parry[64]曾指出人体细胞和器

官具有“生死攸关的、具有生产能力的特性”，这种

特性可以使活态商品不断地产生资本价值，只要它

们持活着的状态或者可以保证未来的生命延续。

活态商品的研究同样关注商品传记，但是与单纯地

揭示人与物之间的社会物质生活不同，它扩展至动

物的双重生命：一方面关注动物本身的野生生命，

即其与原来族群和生态环境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

关注商品生命，即在脱离了原有生存空间后如何增

强与消费者、生产者之间的联系[65]。此外，由于活

态商品潜力随着时间而变化，具有特定时期的偶然

性，因此对于非人类商品传记的研究不仅关注多场

所，也关注其商品特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流动[62]。

透过商品表面研究(commodity surfaces)，如何

揭示背后的社会关系也是新物质主义关注的重

点。当活态商品参与到消费过程中时，Haraway[36]

提出了邂逅价值(encounter value)的概念对马克思

劳动价值理论进行关系性解读，以超越人类的视角

理解在跨物种的邂逅过程中所产生的价值。邂逅

价值可以理解为“价值形成的过程”[36,66]，其中非人

类生物的身体、习性、活力本身构成了其与其他生

物或人类间的社会关系和邂逅的基础，并在非人类

生物与消费者邂逅的关系实践中实现价值生产的

过程。例如，Barua[66]利用活态商品传记的方法追溯

印度生态旅游中的亚洲狮的商品化生命过程。生

态公园的工作人员会用水牛等诱饵吸引亚洲狮改

变捕食习惯，从而吸引游客的近距离观赏与消费，

这种通过引导狮子改变自身捕猎习性、创造与人类

邂逅的动作就是一个价值形成的过程。

在多元主体的邂逅中，新物质主义对消费政治

强调邂逅价值所产生的社会性，动物与生产者、消费

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更为复杂的人—地—物的关系。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认为价值是通过劳动产生

的。而动物却无法被简单地定义为劳动力，它们拥

有的是爪子(paws)而不是手(hands)，并且没有预先

的意图，也不制造东西[67]。由于非人类具有自己的

生命，虽然并不是由人类劳动力制造，但可以与生产

者共同来完成(生产)工作。例如，农民对于畜牧的

“生产”是指通过为非人类生物提供一定的生长条

件，从而使非人类生物获得具体的形态或者行为特

征，而非直接创造动物的生命。这是一种对人和非

人类主体共同成长、作用的生产关系的再定位[67]。

3 结论与展望

本文从新物质主义视角审视消费地理问题。

新物质主义并非具体的理论或者全新的方法论，而

是通过广泛借鉴了包括行动者网络理论、拼装体理

论、非表征理论和超越人类理论等形成的关系视

角、物质能动性、情感、去人类中心的认识论。这也

导致了消费地理的内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新物

质主义视角下的消费地理研究在以下3个方面取得

积极的进展：具身消费实践与消费主体性、消费空

间与情感、活态商品与人—地—物关系建构。从研

究方法上来看，为了更好地从新的认识论理解消费

地理相关议题，更多的研究是将传统质性研究方法

与“超越表征”的研究方法相结合，例如在访谈、参

与式观察、民族志等方法的基础上加入跟随式访谈

(walk-along interview)[53,68]、视觉方法[69-70]等新方法，

以增强对不断变化的消费实践的理解。总的来说，

新物质主义视角下的消费地理研究为解决消费实

践中的主体性和社会性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有

助于突破人类中心论以及二元对立关系的束缚，以

一种更为微妙、谦和的方式认识相关实践问题。

中国的快速城市化推动了城市从生产景观向

消费景观的转型，当中涌现了大量关于消费者行

为 [71]、消费空间生产[72-74]、消费身份认同[75]等方面的

研究。但大多数研究主要围绕着现代性话语下由

城市精英阶层主导的消费空间生产和消费实践而

展开。近年来，研究开始关注日益丰富的物质消费

现象，强调了物质作为社会文化意义的载体在探讨

商品跨地方流动 [76]、饮食消费 [77]等议题中的重要

性。新物质主义视角下的研究继承了新文化地理

学、物质地理学视角下对于日常生活消费实践的批

判性关注，通过引入去人类中心视角、过程、关系本

体论重新审视已有研究议题，以回应中国社会发展

中不断涌现的消费地理现象。当下中国社会发展

中仍不可避免地被消费主义的话语所裹挟，这种不

可持续的消费发展模式不仅不利于经济、生态、文

化的绿色发展，也损害了消费者与地方、环境间的

良性互动关系。新物质主义思潮有助于从根源上

重塑社会消费文化观念，对可持续消费模式重塑、

消费模式转型升级、新型消费空间重构等内容的理

解都有深远的现实意义。结合国内发展实际问题，

本文认为以下3个方面的话题尤为值得关注：

第一，消费模式转型与可持续消费发展。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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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关注到如何消费物质、追踪物质，未来研究应

从物质自身能力和能动性认知着手，探索在消费模

式转变的关系网络中物质与消费者的互动，以加深

对于中国语境下的具身消费实践内涵的理解。其

中可具体开展家庭消费品选择与绿色消费、外卖网

购等日常消费实践、垃圾分类中的物质生命周期等

议题的研究，了解消费实践中的物质意义转换、道

德性消费主体生产，有助于推进消费实践向可持续

方向的转型、升级。

第二，动植物商品与消费者情感。城市中产阶

层的崛起以及消费者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催生了

多样化、个性化、注重情感体验的消费空间。对于

该类通过动物文化作为内在生产媒介和动力的空

间的研究，有助于促进消费实践和带动经济增长。

新物质主义视角有助于对情感、体验型消费空间现

象的理解及其中的新型人—地—物权力关系的认

知。其中家庭宠物消费中的支配与情感、动物参与

的主题消费空间、新型消费空间中消费者情感与主

体性、活态商品及消费伦理等都是可以进一步展开

的议题。

第三，网络、科技与消费空间重构。新零售模

式除了重塑消费方式和消费习惯外，也将消费实践

赋予更多的社会文化意义，例如社交、休闲等附加

功能。现有研究更多是将线上消费空间作为实体

消费空间的对立面，未来在关注消费空间问题时应

更多地考虑网络、科技、自然环境等物质因素作为

关键行为主体共同纳入消费拼装体中。网络直播

带货中的虚拟邂逅、电商产业链与乡村消费升级、

线上消费引发的社会关系转变等具体问题都值得

借鉴新物质主义视角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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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and reflection of geographies of consum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mater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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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exist two types of epistemology of materialism in current fields of geographies of consumption.

One follows the principles of re-materialization on the foundation of dualistic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raised by

Marx. Another school relies on the ontology of monism, relationality, and process, which also make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geographies of consumption. The latter is classified into the school of thought of

new materialism, which provides a more subtle and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s

among places, subjectivities, the environment, material, representation, and so on, endeavoring to break up the

long-standing dualism in former research in consumption geography. Thus, this study reviewed and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consumption geography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materialism in order to

bring a new ontology and epistemology. Drawing from the actor network theory (ANT), assemblage theory,

more than human theory, and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studies followed new materialism highlight material

agency, dynamics, and impact on consumption networks. Furthermore, this article indicates the shifting

connotation of geographies of consumption: Material in consumption not only acts as the entry point of

investigating social relations among people but also actively engages in the process of consuming practices or

even reshapes the consumption space; Subjectivities of consumers are produced in events, processes, and

relations instead of only produced by social construction or discourse; Socialities are transformed from the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umers and producers to topological relations among consumers, producers, and other

nonhuman subjects. On the basis of these shifting contents,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ree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the

research process: embodied consumption practice and consumers' subjectivity; consumption space and affect;

lively commodities and human- nonhuman- place relationship. At the end of this article, some reflections and

outlooks are brought to fill in the gaps of current geographies of consumption in China. New materialism

provides a new entry point in understanding subjectivities and socialities in geographies of consumption,

especially insightful in solving transformation of consumption pattern and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lively

commodities and consumers' affect;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reconstruction of consumption space.

Keywords: new materialism; geographies of consumption; agency of material; consumption space; lively com-

mo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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