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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身处 代消费社会中的大众对身体的 注愈发强烈， 最直观的表 就是城市跑步健身热潮

的 起。 随着智能手机、 运 手 、 手表等 代移 科技的发展， 在促进大众跑步健身呈 和记

录方式革新的同时， 也使得自恋 义文化在跑者身体上得以淋漓尽致的展 。 借 跑步， 个体的
身体 有符号、 消费、 叙事、 交际、 认同等社会功能。 同时， 在这些功能实 的过程中， 身体
消费社会这个 “大他者” 所凝视的对象， 逐渐沦 个体尤 是中产阶层跑者排解身份焦虑、

满足自恋欲望的工 。 不过， 遭遇消费文化强势影响的个体， 可以通过跑步这种 “身体技术”，
作 生活政治的手段完 自 赋权， 促进真实的自 认同， 摆脱自恋 义所营造的虚假满足， 实
生活世界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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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跑 健身活 经 城 居民的一种时尚生活方式， 在城 大 生活中迅 流行， 形
了 中产阶层群体 的城 和城 文 象。 城 马拉松 在 中尤 突出。 在
由鲍德 指出的消费社会中， 人们 经从 生产 特 的社会走向了 消费 特 的社会。 有

跑 的网站、 微信群、 在线社 、 跑 软 等 经 跑者交流知识、 经验的赛博空间 （ｃｙｂｅｒ⁃
ｓｐａｃｅ）， 而马拉松跑者在购 手 、 手表、 服装、 跑鞋、 参赛门票 及跑 知识等方面 的

费用， 更是达到了 均 ７０００元。①
马拉松 表的跑 健身活 经 了个体消费 规 身体的 要形式。 消费文 对日常

生活的 淫， 使得 马拉松 表的跑 表 出对健身 一最初目标的偏离， 最 术 身

体的一部 的 “身体的 术 ” （ｂｏｄｙ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了身体 术的一部 的 “ 术 的

身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ｚｅｄ ｂｏｄｙ）， 便获得相 的社会资本。 “ 跑故 在” 了跑者通过跑 建构自

认 的 要过渡仪式， 自恋 义 （ｎａｒｃｉｓｓｉｓｍ） 也在 中逐渐 显。 在 前对城 马拉松流行 象的

析中， 多研究者 经从哲学②、 经济学③、 社会学④等角度 行了阐释。 然而， 目前的 析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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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明显 足， 很多研究只是强调了跑 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忽视了 马拉松 表的长跑

所 有的多种社会文 能； 偏 对马拉松 的生理益处和心理健 等微 因素的 析， 缺少对
一 背 所包 的社会 构和消费文 等宏 因素的考虑。 鉴于 原因， 需要在综 考虑社会文

等宏 背 因素的前提 ， 对微 跑 践背 的 性意蕴 行 阐释。

一、 作 “景观” 的跑步： 身体的技术化展演

城 马拉松流行的 要原因之一在于中产阶层跑者 健身的 义， 通过给身体穿戴 科 产品

和 服装来 力 求自 认 （ｓｅｌｆ－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的 果。 移 科 的发展， 尤 是智能 端

及 穿戴电子设备， 使得跑者定义自 的方式有了 。 于 跑 形式的单调 味、 目的单
一性， 的跑 健身把锻炼身体 一 本生活需求逐渐转 了一种 “ 奇 ”。 在 一过程

中， 的跑 装备， 革 了跑 种曾经单调 味的 的呈 方式。 在 术 身体的一部

的 时， 身体也 了 术的载体， 演 一种 人耳目一 的 “ 术 ”。
（一） 录方式的智能

在移 网络、 智能手机和 穿戴设备 未流行之前， 传统的跑 健身的信息交流和 只能局限

于 个跑者日常接触时的沟通。 着移 网络和智能电子产品的 及， 及时 录 自 的跑

数据和跑 状态使得跑 圈子 了一种赛博空间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就在一定程度 展了跑 健身的

能。 人们 于时间或空间 的限 ， 设备自 录， 无需费心。 跑者 时都 通过手机的拍

录 能把跑 状态、 跑 场 入手机， 符 了如德波所谓的 “ 瞬间性”、 丰富多彩性， 最 有

于跑者所 的 的扩展。
的跑 特 表 一系 像和数 符号， 是由 电子照 、 短视频、 音频、 数 录等

设备 出来无数的形象。 视 的 术， 仅 跑者提供了 断 行自 视的 ， 而且
使得个体对自 的感觉依赖于自 形象的消费， 方便了人们的孤芳自赏。 时， 智能手机所 有的拍

照和录像 能， 在方便跑者传播和交流信息的 时， 改 了跑 本身的性质， 使得跑者的日常仿 罩

了一个 大的 “回音 ”， 或者类似于一个墙壁 镶满镜子的大 ， 跑者的生活因 被塑 一系

像或数 符号， 服 于自 满足和他人 赏。 是 虚拟形象的泛滥， 破坏了个体对 的

感觉。 似 了智能手机所呈 的样子， 没有 移 设备的数 呈 ， 个体仿 无法相信自

的感觉。 虚拟的 像和符号就 跑者的生活和自 的 在提供了有效的感官证据。
（ ） 跑 管理的 “麦 劳 ”
从一定意义 而言， 参 长跑健身或者跑马拉松 一种 “象 符号”， 经 中产阶层是否

时尚生活方式 拍的标志。 跑 相 ＡＰＰ、 智能手 等软 和设备的出 ， 使得瑞泽尔 （Ｇｅｏｒｇｅ
Ｒｉｔｚｅｒ） 所说的 “麦 劳 ”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的一 特 在跑 健身中得 体 。 传统 的跑 健

身， 说是一个人的独自 和自 赏， 在的跑 健身 完全 用 视 的方式， 体 着

计算性、 预 性和控 。 设备 了跑者身体向赛博空间的延伸， 了跑者科学规 身体的有效

。 身体皮 的界限感被打破， 跑者希望私人的信息被群体 的公共空间接纳和认 。
首 ， 马拉松健身的 计算性特 ， 表 跑者借 穿戴设备自 录 时的 状态， 并

在跑者 束 ， 生 数据信息， 供个体参考。 比如， 对于把跑 一种深度休闲 （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ｌｅｉｓｕｒｅ） 方式的跑者， 着 身设备中的配 ， 计算好何时补充水 ， 半程如何 掉 ， 确保最

科学完赛 拿到 ＰＢ （个人最好 ）。 ， 跑 数据的呈 和 析， 极大地方便了跑者对自
身 际 状况的 视 监控， 而修 或完善着 一 的 规划。 就在 明显 定的社

会中满足了个体对确定性的需求。 鉴于 ， 种 预 和确定的 “跑 世界” 对时常陷于 “地
恐慌” 的中产阶层群体充满了吸引力。 马拉松跑者通过 种 预 的方式 行健身 ， 遵循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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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 的规 和要求， 在科学的指 及 的情况 ， 最 使得个体的所言所行都 有了相 程度的

预 性。 最 ， 马拉松的控 特 要体 在对身体的管理 。 个体选择马拉松健身， 一系 针对

身体的 “改 ” 便 之而来。 比如， 如何选择 适的跑鞋 服装、 采 哪种方式 行跑前 、 如
何科学饮食等都聚焦于跑出理想 的目标， 跑者在 中自觉或 自觉就会接 来自团体或者 他媒

的管理和教育， 而完 了对身体的控 。
（ ） 互 体验方式的虚拟

城 大 参 跑 的最初 因本在健身， 然而 着 外和 内 岸 地的一 明 偶像 入马拉

松长跑行 ， 一 无形中逐渐 了一种文 潮流和 时尚， 打 了社会资本的烙 ， 去哪
跑、 如何、 投入多少， 经明显表 出了阶层 隔的色彩。 很快， 马拉松在 多大中城 中

经 了一种文 ， “明 的 生活 了 通大 在 生活中所向 的虚幻世界”①。 中产
跑者试 通过马拉松所 有的社会资本 值来消解 “身份焦虑”， 似 只要在跑马拉松， 明 所 表

的社会 值 就会一直 绕在 。 咕咚、 悦 圈、 力等 ＡＰＰ 表的跑 软 ， 了

一种理想的虚拟空间。 一空间 亲 和自 表达提供了一 的 能性。 从网络中 生的社会群

体， 有足够多的人投入充 的情感， 行足够长的公共 论， 由 在赛博空间形 了人际 系网络，
了一种 “虚拟共 体”。② 在 一虚拟共 体 面， 中产阶层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压力、 焦虑、 鸡
狗碎的琐 统统 在， 只有单纯的跑者， 群体中的 属感、 安全感、 荣誉感都得到了确立，
尽情 带来的极大的精神慰藉。 因 ， ＡＰＰ 等在线软 ， 把浑 的世俗 象幻 了澄

明之境， 在 只有个体所热爱的东西。 马拉松跑者 仅仅是在健身或竞 ， 在 演着一种强调共

值 的仪式， 就需要 证人， 需要通晓表演规 内在 义的热情 ， 看 仅 会破坏内

在 值， 能使得比赛更 完善。

二、 “驯服的身体”： 跑步的社会功能分析

身体既是一种中 又是一种 践。 跑 所 有的健身和社会心理 能， 更好地体 了身体的被规

、 镜像性 及交流 能。③ 驯服的身体意味着个体通过对身体的 格管理， 来 身体 预知的

体； 而镜像的身体 是通过身体来 周围的一 物的方式获得。 建立在消费文 的 础 ， 身
体就 得像它能够使用的物体一样 预知， 对象 一面镜子， 通过消费的 型媒 无限 生产欲

望， 求在一种无限循 的 有中 自 形象的一部 。 交流的身体就是一种 践的身体， 型

特 在于身体就处于自 的过程中。
消费文 中的身体被经验的方式 断增 的 “ ”， 个体倾向于把身体视 自 的部 ，
被修 、 形塑。 跑者通过饮食 来呵 身体并非单单 了健 ， 了良好的自 感觉。 在

跑 一身体 践中， 录和 数据和 态只是完 了跑 的起初仪式， 一仪式背 的社会 能

才是跑者 疲的最深层的 力。 对于中产阶层跑者而言， 大部 人通过跑 健身， 获得线 和线

的人际互 和沟通， 而间接 得或提升如阶层、 身份、 地 等形式的社会资本。
（一） 跑 健身首 在对身体形态的强调

符 社会文 美要求的身体从古 都是人们追求的目标。 古希腊美学中对美的 赏 强调就

曾集中体 健美的身体。 着文 的 迁， 身体美学标准也在发生着 ， 但是 美的身体曲线

一标准在 社会中一直没有改 。 身体的健美 了一种 的美学 。 “紧 身体 消费 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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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便是 多消费品借 大 传媒呈 给消费者 多青春、 美丽、 健 、 有活力、 有情趣的理想 身

体形象， 似 借 告知人们使用 物便 像广告中的人体形象一样魅力四射、 彩照人。 于是， 大
量 在的视觉形象 宰了消费文 中人们对身体的理解， 人们开始对身体、 自身外表格外敏感和
注， 断借 外在的消费品来美 和保 自 的身体。”① 而， 种 “日常生活的 美 ”② 使得
跑 健身逐渐 了一种身体美学 践。 跑者通过 格按照跑 手 或是科学锻炼的 和原 ， 根据
标准体 的体质指数 （ＢＭＩ） 要求， 断塑 着自 理想的身体形态。 要在于 人的自 对如

何向他人展示自 尤 感 趣， 在个体对幸福 完满的追求中， 外表 得 来 要了。 “ 所谓

的身体计划， 都是 在对于身体的外表获得一种有效的控 增强个人获得更多满足的能力”③， 在
良好的身体 外在形象在被 他跑者羡慕和点赞的 时， 身体美也间接 了一种网络社交资本。

（ ） 跑 赋 个体身体 的 性 而 “ 身言 ”
文 和 像 之间有着 “互文性” 的 系， 跑者通过手 传数据、 通过社交自媒体

传文 信息、 配 自拍 像， 建构了一种自 想要呈献给公 的 。 种 背 暗 着

跑者有 “ 在何处完 了某个目标” 的自 。 种 之所 能有效， 在于移 社交媒体

的独特性， 的 脚本都是跑者本人 。 于 赛场 被 的参赛者， 健身 初始目标

的跑者完全掌控了信息的 和呈 方式， 就 跑者的 的自 空间得 最大 。 比如类似
腾 捐 手机 用所设置的每日 数排行， 提醒着个体 得 像 录一样去定时打 。 种 录

的文 或数 ， 仅仅是一种 录， 表达着一种 际发生的行 。 如奥 汀 （ Ｊｏｈｎ Ｌａｎｇｓｈａｗ
Ａｕｓｔｉｎ） 所言， “所有言语都是一种施 行 ”④。 因 ， 录的跑 数据和呈 的跑 像都在 “言
说着” 跑者的个体品质和社会资本特 。 个体在跑者圈发 有 自 的跑 数据和相 像， 际

就是对自 身份的 誓、 对所属群体的认 。
（ ） 肉体的 “能指” 自 认 的 “所指”
能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ｒ） 表示 体 物或抽象概念的语言符号； 所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ｄ） 是语言符号所表示的

体 物或抽象概念。 个概念均来自索 尔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ｄｅ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 所提出的 构语言学。 从外
部来看， 跑者通过对 肉体的身体 行有计划的锻炼， 从而达到健身和塑身的目标。 但在 前的消

费社会中， 健身的 要目的 仅仅是改善生物学意义 的身体， 即所谓的 “能指”， 而是在于肉体形
象的改善所带来的非物质 的收益， 即社会资本和精神意义， 即 “所指”。 对于跑者， 健身有时并非
跑 的 点指向目标， 利用在线互 及线 的跑 践 团体 属感和自 认 感才是 键。 通
过 时互 、 聊天群、 跑 社 等， 跑者维系了一种特有的身份感， 通过仪式 的行 和特有的 文

用语， 跑者群体的凝聚力和亲密度得 维系。 马拉松所 有的显著的 仪式感， 一 增强了马

拉松跑者的自 范畴 和社会比较， 从而建立了强大的群体认 。

三、 文化凝视与功能异化： 马拉松背后的自恋 义

马拉松 经 了一种城 流行 消费文 。 “消费文 时刻把握 在流行的 行自

身体保 的 念——— 一 念鼓励个人采用手段 （ ） 性的策略 对 身体机能的退 和衰老的

发生， 时消费文 也把 念和身体是快 及表 自 的载体相 。”⑤ 从 《２０１５ 中 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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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调查 告》① 中 看出， 处于 性文 中的马拉松， 由 几个方面构 ： 一是构 跑者 体

的是中产阶层； 是马拉松的直接 果是跑者身体的改善； 是跑者的 果的表达和展 方式是

装备和在线的 视 像和数据； 四是跑 的生产目的是 了健身和锻炼意志力并在社交网络 交

流。 前所谓的 “油腻中 男”、 “中 少 粉” 等网络流行词， 无 暗示着皱纹、 松垮的肉体 及

发福的迹象、 秃 等 衰老而出 的问题理 得到遏 ， 个体自身要 行积极的身体锻炼 保 ， 美
容、 健身 及 他休闲方式都是必要手段。 除 之外， 从外表是内在自 的 来看， 忽视身体的直
接 果就是降 自 一个人的 接 性， 也是一个人懒惰、 自尊乃 道德失败的标志。 就如福
赛尔 （Ｐａｕｌ Ｆｕｓｓｅｌｌ） 在 《格调》 一书中所引用的一 广告词： “您的体 就是您的社会等级的 言。
一百 前， 胖是 的标志。 但 样的日子 经一去 复返了。 天， 胖是中 阶级的标志。
中 层阶级和中产阶级相比， 中 阶级是前者的四倍”② 一样， 身体背 暗 的有 社会地 、 阶层
身份的 喻。 因 ， 消费社会中的马拉松 的特殊性 是在于被规 的身体形象的呈 及

和互 过程中的消费。
中产阶层跑者对身体形态的 注， 要在于自 是否符 消费文 个 “大他者” 凝视的要求，

而演 对理想身体的过度 视 迷恋。 如拉什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Ｌａｓｃｈ） 所言， 磨 一 自恋

义者的 是内疚而是一种焦虑。 中产阶层群体并 企 别人来 认自 在的确凿无疑， 而是 于

生活的意义。③ 从 角度来说， 自恋 义显然 表了对付 生活的紧张和焦虑的最佳方法，
于是目前 要的社会条 总是倾向于 出人们身 程度地 在着的自恋特性。④ 际 ， 马拉
松健身 经 了个体满足自恋的一种 身体 （ 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 形式。 由弗洛伊德 （ Ｓｉｇｍｕｎｄ
Ｆｒｅｕｄ） 所开 的精神 析学派对自恋的研究， 要是从 体 系 （ｏｂｊｅｃ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角度， 强调个体
对高于 自 （ａｃｔｕａｌ ｓｅｌｆ） 的理想自 （ｉｄｅａｌ ｓｅｌｆ） 所 有的超 （ｓｕｐｅｒｅｇｏ） 的压迫性要求， 是
通过把自恋 一种心理病理 象所 行的心理微 层面的解析。 在面对由 个体所构 的群体的

心理状况时， 拉什对 “自恋 义” 的解析， 很好地诠释马拉松文 所凸显的 于个体 象

的群体心理所 有的突生性质。 拉什认 “焦虑的、 自 注的自恋性格， 逐渐 了弗洛伊德

时 种深 超 意识压抑的歇 型性格”。④⑤ 人尤 是马拉松跑者的自 性集中体 在移

录设备所 有的 多自恋性质的 用方面， 中最 要的用途之一就是 “自 视”， 就使得

一个人对自 的感觉依赖于自 形象的消费。 因 ， 跑者对身体的过 注， 形 了如德波 （Ｇｕｙ
Ｄｅｂｏｒｄ） 所言的 “视觉表像 的颠倒世界”， 健美的身体曲线 了个体最真 的 在， 了精神的源

泉， 了 人的 “身体崇拜”。
时， 通过各种线 和线 媒体广告和 传， 个体对身体美所 有的资本 值 之 鹜， 本能的

冲 一 被勾起， 就使得消费社会的消费 值 得 施。 通过 际的跑 ， 及时地把 时在线数

据或跑 状态 文 或 的方式 给群体， 而 了 自 形象在特定公共空间中的凝视。 换
言之， 个体通过把本属于自 私人领域的特定权利 渡给跑 团体所 的公共空间， 自觉接 社会

值 的评判， 从而 断强 对身体的规 并 自 认 。 一过程也 了个体对自 及特定

公 对自 的监视。 在 种过程中， 个体的身体 经 属于他自 ， 在 断被 体 和对象 的过程

中， 身体 经 了一种消费符号。 他人 看， 呈 自 的信息， 由 建立起虚拟的人际互 和

跑者圈， 跑 所 有的 和交流意义从而得 和呈 。 本着对跑 团体的信任， 传和 自

的跑 装备、 跑 数据、 跑 状态和 感 ， 个体 了对于团体的社会认 ， 而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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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的 属感， 种 属感 一 强 了 一 跑者的自 认 。 在 础 ， 跑者 别在自身

和团体中 了理想身份和人际 系的 生产。 最 ， 跑者通过跑 达到了心理和社会意义 的

满足。
然而， 在由贝克 （Ｕｌｒｉｃｈ Ｂｅｃｋ） 所言的 性风险 ， 社会自 通过赛博空间的虚拟 ， 产生了

对个体真 自 的损害， 跑者忙于 一种非真 的理想自 ， 忽略了个体差 性背 所 有的生命

本真意义， 逐渐迷失在线 或线 跑者圈所 的 质 的完美身份的体验感 。 个体通过刻 甚

行僧般的虔诚 力所要达到的目标， 过是对消费文 个大他者的盲目屈从。 线 群体 经

把赛博空间中的身份认 自 了， “自 被碎 ， 真 性和确证性被驱逐， 他者的自 建构起一

个非真 的自 。 是 伪自 的形式展开的他 ”①。 种身份的建构 理解 伪自 在赛博空间

的一种形式， 自 的虚假性在于 确定性， 而模糊了 社会 虚拟社会的界限。②
因 ， 马拉松所 的 “理想身份” 偏离了每个 通跑者所 有的形象。 在一定意义 ，

跑者通过长跑所建立起的自 身份， 是一种 “伪身份”， 身体 了 种虚假身份体验的 。
甚 在大部 时间， 断 的跑 数据、 更 的装备、 各个赛 地点、 获 参赛资格等内容都

于 “健 的身体”。 马拉松 个体提供了如戈夫曼 （Ｏｗｅｎ Ｇｏｆｆｍａｎ） 的拟剧理论中的一个很好
的 “前 ”， 跑者在 看者面前刻意呈 出固定、 的表 情 。 个体就 了在虚拟空间中 了展

示而展示的物 体， 跑者对于体型和 美的过 注， 最 使得长跑健身所 有的原初 能被

蔽乃 曲。
总之， 马拉松的 能 背 因就在于自恋 义过 泛滥的 果。 跑者服从于自恋式的理想自

， 身体被置于 “ 值符号” 之 ， 了一种计划性的自恋， 把对美的控 的、 能性的颂

对符号的利用和交换， “你对你的身体负责， 必须在它身 投资， 使 产生效益——— 是依据快

秩序， 而是用大模式 和中 的符号， 依据 响力的 表等 行投资。”③ 由 ， 跑者就在消
费文 的强势 响 ， 形 了 身体的社会 能 特 的自恋 义。

四、 抗争的身体： 马拉松与生活政治

在 消费社会， 着 “劳 的身体”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ｉｎｇ ｂｏｄｙ） 向 “欲望的身体”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ｒｉｎｇ ｂｏｄｙ）
的转 ， 身体 了消费符号， 社会意义的载体。④ 身体 自恋性的社会意义 码， 从属于整个
消费社会符号系统， 身体符号在消费语境中， 演 了一种 “符号暴力”， 最 了一种 的 语霸

权。⑤ 消费社会中马拉松所体 出的自恋 义， 蔽了跑 健身的 有之义， 曲了塑 真 自

的 用。
然而， 虽然跑 文 有自恋 义的特 ， 但是跑者在 于 生活际遇的情况 ， 对于生活世

界的 曲 象也会潜藏着 形式的 的 能性。 消费社会中跑者的身体 践， 虽然 消费时尚密

， 但也 世 治有 ， 建构社会 题和 行 治 员。⑥ ， 体育 本身就 有

减少社会 等、 增 社会流 的 用， 就像 “身体和 性一样在整个西方 到了 役、 流
”。⑦ 种 役， 身体 了 要的策源地， 性 义将身体带入学术 论和 治行 的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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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男性 义者 是 申男性身体把 性恋的男性特 支配性表达， 身体 而 有 权力和知识

相 的性质。① 因 ， 社会弱势群体， 如 性、 体弱者或身体能力 限者， 就 通过跑 健身， 一
定程度 抵 来自男权社会或者强势群体的 视， 选择和建构自 身份认 的生活 治。 比
如， 奥林 克 会中的 员通过体育竞赛证明了 性完全 获得和男性一样的 就。 而，
跑者所追求的身体的健美、 跑 的生活 及跑者群体间的交流目标， 就是一种良好自 认 的表

。 跑 尤 是马拉松长跑 所 有的对 社会 构 等的抵 用 及自 认 的建构

能， 对于被 “无意义、 虚空、 浮躁、 稳定” 等社会消极气氛笼罩 的个体， 无疑提供了更多的
体选择权和能 性。

外， 跑者之间的线 交流 ， 从在一定意义 说打破了传统 的私人领域， 就使得公共

领域的一 信息能纳入私性空间。 虽然个体的 私在一定程度 能 到公开的监控 视， 但是更
大的益处 在于， 个体 把公共 题纳入自 领域， 而公共 题 内之 ， 样就 一定

程度 打破如美 社会学家米尔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ｒｉｇｈｔ Ｍｉｌｌｓ） 所谓的 “ 、 高高挂起” 种冷漠

旁 的中产心态； 时， 由于个人的 得 在公共空间中表达， 也就有利于个体参 公共 ，
而增 通个人对公共 语的 响力。 由于城 马拉松并非一群人的 “健身狂 ”， 而是 有城

形象 传和文 品牌塑 等 他经济 文 效 的 ， 因 ， 跑者的积极参 ， 势必 响到 地

府对城 公共设施和居 生态的 视。 跑者在跑 健身中的 身体验、 赛 的在线 ， 都是对城
公共治理 效的间接监督。 对于空气、 河流 及城 建 卫生都起到了改善 用， 过来 也促

了跑者对 社会所 有的公民身份和公共精神的表达。

五、 　 语
或 世界是一个混 堪的社会大漩涡， 特 就在于确定性的丧失。 在 个世界中，

“一 固定的东西都消融到空气 去了”。 种生活的碎 的 果， 就是焦虑和身份认 的 机。②
文 中的个体会利用 及 他一 流行的文 产品来标榜自 的趣味、 生活方式。 在

跑 文 中， 身体既 自 身份的 生产的 “ ” 也能 消费文 和自恋 义裹

挟的 “ 器”。 意义 的身体， 经 了被消费社会 值 任意 的 体， 借 身体规

术， 身体 了消费文 个 “大他者” 的玩物。 过， 对于 器的身体而言， 跑者的身体就
显本真自 的中 ， 从而夺回本就属于自 的而被诱惑 渡出的 体权利。 福柯指出， 身体

术能使个体通过自 的力量， 或他人的帮 ， 行一系 对身体、 灵魂、 思想、 行 、 在方式的

操控， 达 自 的转 ， 求获得某种智慧、 纯洁、 完美或 朽的心态。③ 既然自 能够通过身

体 术服从于消费文 ， 也能通过身体 术 种魅惑 的 曲。 对于跑者而言， 身体 仅仅是被

社会文 规 的对象， 也是 健 特立独行之美的载体。 只有跑者回 到日常生活， 刻意

迎 任何所谓的虚假自 意识的要求， 摒 过度的自恋 义欲望， 注内心的真 体验， 方能 真

意义 的自 认 。 最 ， 马拉松才会 解构消费文 所刻意 的 “虚假认 ” 的有效身体
践手段， 从而建构出真 的自 。

（责任编辑： 谢莲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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