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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福柯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迷恋一种平庸或养尊处优的生活方式，而应该时刻想象着去尝试
各种生命的极限，为此，福柯宁愿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行走于肉身的极限之处，进行各种大胆
的冒险和尝试。
福柯本人是一个同性恋者，并且迷恋于施虐与受虐的性行为，“我想，那种在我看来是真实的快感，
是极为痛切、极为强烈、极为势不可挡的，它能要了我的命。
痛快淋漓的快感⋯⋯在我看来，是同死亡相关联的。
”福柯的话可以恰当地用于描述自己的一生，他对生活充满审美的热情，一生都在追求“极限体验”
，沉迷于“极乐”体验中，但是这种“极乐”是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他最终被上帝带走。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将日常生活转化为艺术作品一直是文化英雄们的尝试，他们力图把日常生活上
升到形而上的水平，普通人很难想象在日常生活中与艺术发生任何直接的接触，他们处于世界不同的
两端。
消费社会使这一切发生了改变：消费社会不再把日常生活仅仅当作其本身来看待，使日常生活中审美
的成分不断增加，今天，把日常生活转化成一件艺术品的观念已经上升为一种潜意识。
如橱窗中陈列的盛水锅与平底锅，不再突出其作为生活中实用器具方面的意义，而是用贝壳、珊瑚珠
、棕榈树及其他类似的东西加以修饰，被颇具风格地安排在南海岛屿上。
这种陈列方式为消费者创造了一个梦幻世界，产生了一种审美的效果，在此意义上，日常生活不再需
要艺术赋予其意义，它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和审美化的存在对象，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成为一种司空见
惯的现象，并且其艺术化、普及化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文化英雄们当初的设想。
 实际上，这是资本对审美感性全面渗透并加以重新控制的一种表现，旨在销售日益增多的商品。
费瑟斯通认为：“自我的技巧将允许感官知觉的发展，允许我们在审美沉浸与离身远观这两个审美极
端之间来回摇摆，乐在其中，审美沉浸快感与距离美感两者都是享受与欣赏。
”他同时指出。
这种既关注审美消费的生活，又关注如何把生活带人到艺术与知识反文化的审美愉悦之整体中的双重
性，应该与一般意义上的大众消费、对新品位与新感觉的追求、对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的建构联系起
来。
 三、充斥于当代社会日常生活中的符号和影像 费瑟斯通认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的第三层意思，是
指充斥于当代社会日常生活之经纬的迅捷的符号与影像之流，这一方面是消费社会发展的中心。
费瑟斯通指出：“决不能把消费社会仅仅看作是占主导地位的物欲主义的释放，因为它还使人们面对
梦幻般的、向人们叙说欲望的、使现实审美幻觉化和非现实化的影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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