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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形必露
女性的美麗願望

Beauty in My Mind
What Do Advertisements Teach Us?

魔鏡！魔鏡？

妳是否每天照鏡子，檢視皮膚有沒有變白？或

是哪裡又多了幾條皺紋？還是明明 BMI值還在正

常範圍，但體重機上的數字讓妳感到莫名的壓力與

負擔？與三五好友聚餐聊天，話題總是離不開如何

讓自己變白、變美與變瘦？連八歲的小女孩，都說

媽媽叫她要少吃多動，不然會變成胖公主！

瘦身與外貌的話題隨處可見；走在街上放眼

望去，廣告代言人皆有窈窕身材與漂亮臉蛋，這些

看似理所當然的視覺影像，悄然地植入你我心中，

成為我們的參照標準與嚮往樣貌。美麗究竟有沒有

一個客觀或合理的標準？我們的社會如何形成重視

外貌的現象，且被多數人認同與接受，實在令人好

奇，讓我們來看看這現象的成因與意涵。

當代人所認為的美

試想今天楊貴妃豐腴姿態的影像出現在你眼

前，她臃腫的臉頰與細長的眼睛，沒有腰身與 S曲

線，只有壯碩的四肢與水桶狀的身體，你的反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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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哇！好美喔！」還是「哎呀！怎麼那麼胖！該

減肥了吧！」現代人常給肥胖貼標籤，認為它代表

著懶惰、不自律、不健康等負面想法。如果當代的

楊貴妃有著白皙皮膚、纖細四肢與窈窕曲線的女

體，多數人必會讚賞與崇拜，並引為典範。

侯心雅、盧鴻毅（2008）認為女大學生想要瘦

身的意圖，主要是受身體質量指數（BMI）影響，

以及身邊朋友們的評語和媒體廣告的影響，導致她

們容易陷入瘦身迷思。王婉馨、邵于玲（2012）也

發現，就算 BMI介於正常值範圍，許多人仍有想

要瘦身的念頭，理由通常不是健康因素，而是希望

能夠擁有美妙的身材，贏得他人賞識與認同。經常

觀看纖細女體影像的人，特別在意自己的身材而出

現減重的意圖。全球的時尚圈一向遵循不變的週

期，每過幾年就會吹起一陣「骨感」風潮，由女星

在媒體前展現纖細的身材，在平面廣告或伸展台上

大量地行銷「瘦即是美」，久而久之，大眾自然地

「被教育」而接受此一審美標準。

除了身材外，一般人還在乎自己的臉蛋與五

官。走在街上放眼望去，精心打扮的女孩子們，無

論什麼風格，通常要有一雙閃亮的大眼睛、白皙的

皮膚與立體的五官；他們對美麗的外貌似乎有共

識，若想成為美麗的一員，就得照著這套標準走。

資本主義和消費文化

從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以來，物品藉由機器大量

生產而減低成本，逐漸取代了傳統耗工、耗時的手

工生產模式，是造就當今消費社會的因素之一。在

資本主義體制下，老闆為了銷售產品，追求利潤，

提高消費者的購物慾望，便是他們使用的手段。如

何誘導消費者產生購買慾，是今日商場上不敗的銷

售法則。

大眾不斷地消費、市場持續地流通，是今日消

費文化的面貌。商人透過廣告行銷新商品，用美化

的包裝技巧，透過文字、聲音或影像，告訴消費者

產品的內涵與價值。廣告透過各種媒體（電視、網

路、海報、傳單等），不斷地推銷，當人們被這些

龐雜而多樣的廣告淹沒而感到麻木或理所當然時，

就接受並認同了這些產品，進而出現購買行為，商

人也因此達到了獲利的目的。

科技發展的影響

由於攝影與電腦應用技術的進步，影像已逐漸

取代文字，成為傳達訊息的主流；有別於文字型的

傳達效果，影像的多變與豐富性能跟生活所「見」

連結，屬於「影像世代」的你我，無論走到哪裡，

只要睜開眼睛，就會看到五花八門、繽紛而多樣的

影像，而網路的普及與快速，使資訊的流通更加即

時、快速，強化了影像傳遞訊息的功能與觸角。

以前人們常說的「眼見為憑」，在這個數位時

代已不再適用了！為了將完美的體態與樣貌呈現給

大眾，各種瘦身、美容廣告中的女性形象都要透過

設計師精心地改造與修圖，將腰部曲線、眼睛大

小、美腿長度，變成完美而夢幻的圖像，才能吸引

消費者的目光。

美貌神話三部曲 — 買一個希望

廣告大肆宣傳的美容或瘦身產品，到底在賣什

麼呢？陳儒修、高玉芳（1994）引述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的說法：我們購買的並不是商品本

身，而是廣告中的美好影像，此為「擬像」。這類

產品經常找有知名度的公眾人物代言，他們多擁有

美麗精緻的臉龐、玲瓏有緻的好身材，這些代言人

表現出來的即是擬像，而我們購買的，不只是產

品，而是那美好的形象與願望，期待自己使用該產

品之後，也能跟廣告中的佳人一樣美麗。

序曲：女人天生愛美？

今日美容美體事業能創造驚人的利潤，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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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究竟使用什麼方式，擄獲千萬女性的心呢？人們

一向有裝扮自己的本能，喜愛美麗的事物也是普遍

的價值觀；廣告時常宣揚「愛美是女人的天性」，

揭櫫追求美麗是女人一輩子的課題，意即：一生都

要為自己的身材外貌付出代價。一旦消費者趨之若

鶩，美容瘦身產品便顯出其必要性。

二部曲：標準美

有了市場需求之後，廣告商根據產品的特

性，行銷美的概念、條件與形象，諸如「S曲線速

成法」、「女性完美身材標準」、「女性十大 NG部

位」、「走出肥胖怪圈，擁有窈窕身材」這些聳動

標語，不論圖文如何安排，口號多麼紛雜，都指

向「瘦才是美」的準則。當它變成社會的潮流時，

就建立起難以動搖的刻板印象與價值觀，女性接收

到這類催眠式的訊息後，便形成對產品的需求與依

賴。張露心（2010）援用傅柯權力論述中對身體的

規訓，來檢視當今女性如何受社會形塑的「標準

美」所宰制：個體意識依循這套穩固的美麗規範，

自行監控、規訓著自己的身體（p. 197）。當真實

的身體未能達到該標準時，便會產生焦慮、困窘、

罪惡等負面情緒。女性因美貌神話的迷思與廣告的

召喚，期待自己成為擬像的樣貌而產生消費行為，

並從選購產品的過程中，建構出自我認同與主體性

（p. 192）。認同發展是個體與外在環境持續互動所

建構起來的價值信念，在資本主義以消費為導向的

文化中，我是誰？我期待成為什麼樣的人？便是透

過產品所賦予的象徵意義而來。

三部曲：標準美的品味鬥爭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了文化資本的概

念，他認為每個人所擁有的資本不只是金錢的多寡

而已，消費者行為也是一種文化資本，不論用的、

吃的或是穿戴在身上的，皆能反映出某個群體特有

的品味與嗜好，社會秩序與階級差異因而建立起多

樣的消費模式（張露心，2010）。如前文所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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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纖細的身體形象，被塑造成高貴、時尚的象徵，

透過媒體宣傳，反覆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這便是

強化了文化資本的正當性。擁有高社會地位與文化

資本的族群，投入時間與金錢進行塑身與運動、學

習藝術與品味生活，這一類美好的生活典範與形

象，在產品宣傳中被包裝成可以透過消費而達成的

夢想。透過標準化的美麗形象，廣告告訴我們什麼

樣的體態、裝扮與生活方式能夠符合時尚品味；而

一味追求時尚標準的大眾，便一再透過消費，來接

近社會規範的美麗形象。

大眾心中的「女神」？

在了解廣告背後的操作模式與成因後，我好奇

的是，今日女性是否如上述所言，不論在身體意象

或自我意識上，皆受到廣告影響，進而建立心中對

美麗的藍本。我設計了一份問卷來調查大眾女性心

目中的美麗外貌，應該具備哪些條件，問卷內容有

五個議題，於 2014年五至六月間進行調查，受訪

者主要是台灣北部某一校園中的大學生與研究生，

經過填寫問卷與了解他們對外貌的認知後，共回收

了 50份有效問卷，統整後的結果，發現了一些有

趣的現象，以下逐題分析與討論：

第一題：你會被廣告代言人的美貌吸引嗎？

受訪者列舉的代言人，其外貌大致是五官鮮

明且親切，讓人印象深刻。統計結果顯示，林依晨

最得青睞，其次是林志玲、郭雪芙、田馥甄、桂綸

鎂、隋棠跟徐熙娣等。林依晨擁有一雙水汪汪的雙

眼皮大眼睛，笑起來神采奕奕、明亮有神，高挺而

不過翹的鼻子則是眾多女性想要擁有的特徵，圓潤

的臉頰透著白皙的健康膚色，還有那排整齊潔白的

牙齒，搭配上親切的笑容，散發出「鄰家女孩」的

氣質。不同於林依晨的圓潤臉龐，林志玲是精緻瘦

長的瓜子臉，擁有左右極對稱的五官比例，配上尖

尖的下巴，同樣擁有明亮的雙眸、高挺的鼻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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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眾人夢寐以求的外貌特徵。郭雪芙與上述兩位特

徵相似，不同的地方是她那翹嘟嘟的菱角嘴，笑時

很有魅力。其他獲得多票數的代言人，皆擁有高挺

的鼻子與一雙大眼，另一個共同特徵是纖細的身材。

第二題：你希望別人看你時，會注意到那些容貌？

大部分受訪者都希望他人先注意到自己的眼

睛，表示眼睛是一般人在互動時注目的重心。美國

心理學教授 Mehrabian（1981）提出了 7/38/55定

律，當一個人說話的內容與臉部表情或外在肢體表

現不一致時，聽講者會傾向相信非語言行為所傳達

出來的訊息；這時說話內容的影響力只占 7%，而

語調抑揚頓挫則占 38%，另外的 55%是個人的表

情和肢體語言，也就是外在形象的表現。這也是為

什麼目視對方的眼睛是人們互動的第一步。除了眼

睛，受訪者避開討論自己身體其他部位，而是希望

別人注意到自己的穿著打扮。服裝最初的功能是遮

體避寒，隨著各個文明的發展，它變成彰顯個人或

群體身分地位的重要表徵；服裝也可以掩飾身材體

態的缺點，讓自己的外觀符合社會主流的美貌標

準，甚至凸顯自己的品味與風格。

第三題：哪些條件能塑造出你心中完美的形象？

本問卷的設計要求受訪者以東方人為答題範

圍，以符合本地人自身的條件。塑造美貌條件被提

及最多的有臉型、身材、腿與眼睛。受訪者普遍

認為臉型要小而窄長，下巴尖尖的瓜子臉，得票

最高，也有人喜歡圓潤的臉型，因為看起來比較

健康。受訪者對身材的要求是健康，體態勻稱、穠

纖合度，凹凸有致、曲線玲瓏，但不能過瘦，四肢

與身體比例要恰當。受訪者對美腿的定義很一致，

修長並擁有良好的比例，外加纖細白皙與結實的外

觀，以呈現高 的身材。至於眼睛，受訪者普遍認

為眼睛要大，看起來明亮有神且閃閃發光。整體而

言，受訪者列出美麗外貌應具備的條件，反映出當

今廣告媒體中所呈現的女性樣貌，可見這些影像已

成為一般人認同的美麗標準，也使美麗的樣貌趨向

一元化。

第四題：你滿意自己身體的那些部位？不滿意哪些

部位？

受訪者最滿意的是自己的眼睛、頭髮、睫毛、

臉型跟指甲。眼睛在第二題已討論過，它是天生而

不容易改變的身體部位，若要讓人感受到正向的個

人特質，並贏得與人互動時美好的第一印象，自信

的眼神不可或缺。雖然臉型亦是天生的，但它可透

過化妝技巧來修飾，時下年輕人流行的自拍，更可

透過視角的轉變製造出美麗的臉型。相對於前兩個

身體部位，髮型能夠隨著個人喜好與需求改變，呼

應流行的腳步，因此受訪者大多滿意自己的髮型。

指甲的外觀也是容易改變與附加裝飾的部位，根據

史料顯示，3200年前的巴比倫文明即有美化指甲

的紀錄（陳幼珍，2010），今日由於女性外貌的裝

扮已講究到每個細節的精緻化，指甲的護理與美化

當然是整體造型中的一部分。睫毛則是輔助眼睛神

韻的重要因素，一般人認為濃密上揚的睫毛，能夠

使眼神看起來更閃亮動人，廣告中的女性也是透過

化妝技巧達到此效果；睫毛膏在 20世紀初便已發

明，說明了睫毛之於眼神的重要性！

受訪者對身體部位不滿意的有大腿、小腿、腹

部、臀部和上手臂；除了上手臂之外，其他皆集中

在下半身。時下標榜「瘦即是美」，廣告展現的形

象多是纖細的體態，這些影像影響大眾女性以此標

準來檢視自己的身材。在身體發育的過程中，女性

雌激素的分泌會讓脂肪分布的位置集中在臀部跟大

腿，呈現「梨形」身材（Gavin et al., 2013），不易

消除的下半身脂肪，就成為時下女性不滿意自己身

材的肇因，也誤解成肥胖的表徵。

第五題：你如何追求嚮往的美麗形象？

依據受訪者答題統計的結果，主要有體態、外

觀、內在表現、生活方式與學習等面向。不論是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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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塑身或瘦身，運動是大部分的人用以改變體態的

方法，他們認為運動是健康無害的。多數人會追求適

合自己的穿搭方式，他們會嘗試不同的穿著與髮型風

格，偶爾搭上配件來增添效果；利用化妝來突顯五官

的立體感，也是時下大眾常用的方式。受訪者也提到

透過看書，充實內在美與保持自信來實現美麗形象，

可以帶給自己與他人自然而舒適的感覺。在生活的認

知上，他們認為美麗來自於保養品的適度使用、健康

的飲食習慣和正常的作息。至於學習對美麗形象的影

響，少數人透過收看美妝節目或雜誌來吸收相關知

識，意外地，沒有人提及學校能夠給予這方面的資

訊，學校教育制度長期以成就（績）取向的教學模

式，培育出許多僵化的考試機器，卻忽略培養學生對

各種美的感受力與創造力；另外，學生在形塑自我認

同的過程中，對自己的價值多受媒體影像的影響，當

他們越能接納大眾認可的理想體型時，對自我身材的

評價就越低（連淑錦，2012），甚至造成負面情緒或

對自己的負面評價，這或許是對自我外貌感到不滿意

的女性逐年增加的原因之一。

破解美貌迷思，欣賞自己的美

自古以來，美貌即是人生的重要課題。今日

一元化的美麗標準，認為唯有符合社會主流共識的

才稱作美麗，並不鼓勵個體持有自我特色，使人們

陷入追求美貌的迷思。我們對美貌的認知，應該抱

持著美麗應是一個多元的概念，不論任何體態與神

情相貌，都能展現與眾不同的美麗與自信。從上述

的問卷調查中，我們看到商業廣告如何影響一般人

對美麗的看法，當今大學女學生如何看自己與看別

人。本文旨在引出問題，鼓勵讀者透過多面向的省

思，希望每個人在照鏡子時，都能欣賞自己獨有的

特色與笑容，追求屬於自己的美麗。

（本文圖片攝影構成：藝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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