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評

一　物質文化研究的興起

物質史或者物質文化研究最早

出現於二十世紀中葉的考古學和文

化人類學領域。在1970和80年代， 

除了考古學和人類學以外，博物館

學、技術史、藝術史、文化研究等

不同學科領域學者相繼介入，幾成

一門學科1。近年來，學界研究日

漸深入，發展多樣理論範式，關注

「物的文化生命史」（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與「物」在文化中的角色，

從物出發來「推物及人」、「由物觀

史」、「解物認世」。所謂「物的文化

生命史」，是從文化的角度把商品

的生產、流通、消費視為文化認 

知過程，商品不僅在物質上作為 

某物來生產，也在文化上作為某物

來標記，在整個交易可視化的實體

經濟背後運行着一套道德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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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學界關注「物	

的文化生命史」與「物」	

在文化中的角色，

從物出發來「推物及

人」、「由物觀史」、

「解物認世」。「物的

文化生命史」理論不

光把商品視為物的

「社會生命」中的一個

階段，同時追溯物背

後的社會文化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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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書評 （moral economy）——相比不受約

束和適者生存的市場環境，尊重人

的權利和親緣關係被視為擁有更 

高的道德層次。其中，科皮托夫

（Igor Kopytoff）着力描述不同文化

裏，物在商品化、去商品化的過程

中不同的轉折點，力圖呈現物作為

商品、藝術品、生活用品等不同功

能與性質類別時所展現的意義。

「物的文化生命史」理論不光把商品

視為物的「社會生命」（social life）中 

的一個階段，同時追溯物背後的社

會文化動因，以及物的「生命歷程」

如何凝聚了社會、政治、歷史的 

變遷2。

藉由「物的文化生命史」視角，

自二十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學

界在文學、社會學、博物館學、考

古學、藝術史、歷史學（特別是技

術史）等學科領域湧現了一大批 

研究成果3。這些成果大大豐富了

我們對於「物」這一抽象概念在不

同學科理論體系下的認知，也為我

們打開了認識物與物質文化的新 

思路。「物質轉向」（material turn）與 

近二三十年來興起的語言學轉向

（linguistic turn）、空間轉向（spatial 

turn）、位移轉向（mobility turn）等 

理論轉向齊頭並肩發展，成為又一

風潮與趨勢4。

物質文化研究在中國起步並不

晚。中國學者早在二十一世紀初即

開始系統引介與架構物質文化理論， 

如由孟悅、羅鋼擔綱主編的《物質

文化讀本》較早將物質文化研究學

理化與系統化，是早期具有典範意

義的教科書級別的著作5。另外，

學界着迷於古代中國的物質文化積

澱，不斷重構物的「生命周期」，重

識人與物的關係，重建物的社會文

化體系。在宏觀研究方面，國內學

者着重關注器物、服飾、食品、宗

教、儀式等內容6；自2013年以

來，開明出版社陸續出版多冊「中

國古代物質文化史」叢書，全面縷

述各朝歷代的物質文化圖景7。個

案研究方面，如潘瑋琳研究作為殯

葬祭祀用品的錫箔的製造、銷售過

程與歷史，以及人民對其賦予的社

會功能與文化意義8。台灣學者也

出版了若干物質文化研究專著， 

比如黃應貴主編的論文集《物與物

質文化》，從醫學、服飾、居所、食 

物、宗教等方面研究中國少數民族

的物質文化9。

國外學者研究著述繁多，個 

案研究面向豐富，如柯嘉豪（John 

Kieschnick）研究佛教對中國建築、 

服飾、家具以及飲食的影響bk； 

物質文化研究先驅柯律格（Craig 

Clunas）追溯晚明士紳精英使用與

收藏的文玩用品的「生命史」bl；

艾約博（Jacob Eyferth）探討四川造

紙村八十年工匠技術傳承史，以研

究中國家庭與社會的組織形態、村

落共同體的運行模式bm，等等。這

些研究為中國物質文化研究提供了

許多學術成果，為後學提供了豐富

材料和視角。

在中國研究領域，中國古代物

質文化研究著述頗豐，但關於中國

現當代時段——尤其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時期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少。

美國紐約大學東亞系助理教授羅芸

（Laurence Coderre）於2021年由美國 

杜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社會主義

羅芸的《社會主義新

生事物：毛澤東時代

中國的物質性》是英

語學界第一部研究共

和國物質文化的學術

專著。本書描繪建國

以來出現的物的新現

象和物與人的新關係，	

正是「物的文化生命

史」視角在共和國語

境中的具體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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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質史研究	
新生事物：毛澤東時代中國的物 

質性》（Newborn Socialist Things: 

Materiality in Maoist China，以下

簡稱《物質性》，引用只註頁碼）是

英語學界第一部研究共和國物質 

文化的學術專著。本書描繪建國以

來出現的物的新現象和物與人的 

新關係，勾勒物質生產、流通、消

費的豐富圖景，凸顯社會主義商品

生產與銷售的轉型路徑，顯然正 

是「物的文化生命史」視角在中國

語境、特別是共和國語境中的具體

運用。

正如作者在導言所指，「社會

主義新生事物」（以下簡稱「新生事

物」）這一概念具有「擴展性與異質

性，與物質世界〔material world，指 

擁有消費經濟的社會〕關係曖昧，

旨在替換在歷史中佔主導的互動形

式，如商品」等特徵（頁4）。與資本 

主義世界的商品概念相異，「新生

事物」是在共和國建立之後衍生的

概念，具有鮮明的社會主義特色，

旨在重塑實體（如瓷器、鏡子）與

非實體（如聲音、表演）物件以及物 

與人的關係。這裏需要明確的是，

在這一概念中本身隱含着一些辯 

證對立的因子在持續互動角力：首

先是「社會主義」意味着與傳統中

國的封建主義和當代世界的資本主

義的分野，前者表現在歷史縱深度

的時間性，後者表現為空間橫向度

的空間性；其次是「新生」與「舊有」

的分殊，「立新」意味着「破舊」，而

「新」也有淪為「舊」的必然趨勢；再 

次是「事物」本身也有物質層面的

「物」和制度／精神層面的「事」的交

融，這裏既伴隨着技術和物質維度

的商品本身，更有商品所對應聯結

的社會機構、組織、關係、人倫等

文化定性（頁2-6）。作者認為，如

果只專注研究物背後的關係與體

制，即物與人的關係，那麼「物質

性」（materiality）本身就會湮滅無

聞，故在論證過程中，她始終告誡

讀者必須關注物本身的肌理、結構

與內容。

《物質性》另闢蹊徑，別開生

面，一洗建國初期中國「物質匱乏」

這一陳見，從聲音、商品、身體 

三個角度來建構與解構「社會主義

物質性」這一概念。其主體部分共

計六章，就綜合體例來看每章互相

關聯，而又層層遞進。第一章着 

眼於現代化進程的推演，包含媒 

體技術方面，着重關注建國初期 

與「民族—國家」概念同構的「想像

的聽覺共同體」（imagined listening 

community）的建立過程。第二章

指出商店售貨員重新定義「消費」的

工作任務、責任與意義。第三章透

過商品展示和工藝製品生產，指出

國家強調社會主義商品的生產性 

如何影響消費習慣。第四章從毛澤

東時代的政治經濟學教材出發， 

探討意識形態話語與物質性的問

題——「新生事物」如何具有社會

主義性質？國家如何借助教材對抗

「商品拜物」（commodity fetish）？第

五章研究業餘表演與身體政治的 

關係。第六章提出鏡面裝飾被賦予

的身體凝視和英雄內化的暗示，反

映建國初期物與身體錯綜複雜的 

關係。本文擬就聲音想像、商品消

費、身體政治三個方面略論《物質

性》的學術創新與理論特色。

與資本主義世界的商

品概念相異，「新生

事物」是在共和國建

立之後衍生的概念，

具有鮮明的社會主義

特色，旨在重塑實體

與非實體物件以及物

與人的關係。本書從

聲音、商品、身體三

個角度來建構與解構

「社會主義物質性」這

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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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書評 二　聲音想像與媒體環境

近來作為學界先鋒、熱門領域

的聲音研究涵蓋技術層面（技術應

用）、社會層面（聲音政治）、文化

層面（聲音文化）等諸多方面bn。

第一章從現代化角度（聲音政治）

出發，探討國家建構之問題。羅 

芸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概念——「聲

音想像」（sonic imaginary）。聲音

是如何被傳播、想像和解讀的？ 

作者試圖還原建國初期的音景

（soundscape）面貌，其所定義的「聲 

音想像」即意識形態以聲音作為媒

介，通過轉譯的方式對個體產生效

果，個體藉由聽覺感官接受聲音 

之後作出回應（頁27-28）。共和國的 

聲音政治旨在通過聲音想像構建 

一個「想像的聽覺共同體」（頁34，

以下簡稱「聽覺共同體」），在社會

主義建設初期形塑「民族—國家」

想像。作為聲音政治的一部分，廣

播喇叭與收音機的普及在中國這 

一廣袤疆域構建成一個兼具大眾 

公共性（mass publicity）與社會現代

性（social modernity）的聲音空間

（頁21）。通過廣播訊號的傳播與覆

蓋，社會主義理念被廣泛散播至中

國山川大地的各個角落。

作者追溯了各種現代化聲音設

備向群眾推廣與普及的過程：有線

廣播網絡的建立帶動了廣播喇叭的

大量生產與普及，從廣播喇叭、音

響、無線電網絡、收音機，到手搖

唱片機、薄膜唱片等一系列與錄

音、播放有關的音頻器件進入千家

萬戶，「聽覺共同體」隨之建立。正

如作者所指出，由於國家將作為「現 

代、國家、社會主義主體」的人民

群眾（尤其是無產階級）想像、建構 

為媒體等社會主義商品的消費者，

這一消費群體自然而然地被納入到

「民族—國家」的框架之中，其對社 

會主義物質文化的消費代表着「文

明」和「正確」，對統一的、多民族

的共和國的想像由此形成（頁56）。

這一「聽覺共同體」的建立仰賴

於上述科技產品與技術的普及與推

廣。與由報紙、雜誌等印刷媒體所

構建的，輪廓邊界模糊、依賴視覺

圖像的「想像的共同體」不同，廣

播作為無孔不入的聲音載體，可以

到達任何可至的角落，在一定的範

圍之中全面滲透，以瀰散、擴張、

深入的方式來覆蓋國家空間，為傳

播社會主義思想與理念提供了便利

（頁34-36）。另外，從民國時期過

渡到社會主義時期的唱片公司，也

積極參與了「聽覺共同體」的建立。

隨着唱片的不斷複製與購買，社會

主義的聲音得以傳播（頁63-67）。

然而作者強調，人民群眾的收聽習

慣具有一定的能動性，故而對於收

聽內容的選擇和理解，同樣具有一

定的開放性和多義性（頁33、15）。

社會主義媒體環境因其具有鮮

明的時代特徵，值得不斷深究。聲

音作為一種聽覺感官，由廣播網絡

改造成為「新生事物」。作者通過將

中國當代史與科技史相結合的方

式，為當代中國聲音研究提供了新

的維度。

三　商品消費與知識生產

第二章着眼於消費經濟的規訓

與引導，圍繞購買實踐展開分析。

「聲音想像」即意識形

態以聲音作為媒介，

通過轉譯的方式對個

體產生效果，個體藉

由聽覺感官接受聲音

之後作出回應。共和

國的聲音政治旨在通

過聲音想像構建一

個「想像的聽覺共同

體」，在社會主義建

設初期形塑「民族—

國家」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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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質史研究	
關於民國時期的商品展示，連玲玲

已經做了非常扎實的研究，提出當

時的資本主義企業是如何在全球主

義體系下傳播現代消費主義觀念、

規訓城市消費行為與習慣的bo。

《物質性》則轉而追溯建國初期百貨

公司的轉型問題。如何在消費場所

表彰「生產行為」而不是鼓勵「商品

拜物」，成為當時需要注意的首要

問題。百貨公司、糧油門市部、供

銷社的售貨員在建國初期扮演了 

重新定義「消費」的服務與教導角

色——將此前被認為具有資本主

義特色、享樂主義色彩的消費行為

納入到社會主義商業與貿易邏輯 

之中。在「為人民服務」理念的統領 

下，售貨員扮演了「消費導師」與

「一線步兵」的工作，他們被認為是

「處在現代化、革命與物質性相互

競爭的危急關頭的交匯處」，需向

顧客展示理想的社會主義式消費習

慣：「即便有無窮無盡的商品，可

迎合擁有無限購買力的顧客，但顧

客依然只選擇購買政治上合宜且意

識形態正確的商品。」（頁80-81）

在消費經濟轉型的背後，「敵人不

是物質性，或者更具體地說，不是

物資充裕的夢想。正如我們所見，

取得消費商品和黨〔對消費〕的體諒 

意味着齊頭並進。確切地說，追求

充裕的同時伴隨着對浪費的戰爭」

（頁78）。

第三章從商品展示角度出發，

輔以對商品生產改革過程的探討，

追溯社會主義商品「物的文化生命

史」。關於商品展示的討論，作者 

提出了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生產性展示（productivist display，

頁84）。生產性展示儘管是為了消

費服務，但是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

國家對展示社會主義商品儲備充裕

以及類型多樣的要求。在具體案例

中，作者指出商店的樣品室如何為

採購員提供一種特殊的採購環境，

培養他們的社會主義式消費習慣：

「所謂『樣品室』是企業有序地陳列

其名下的各種商品，讓採購員可以

看到所有商品的地方。採購員的評

估和選擇將使商品的分配和供應最

為有效地滿足需求。」樣品室的目

的並非說服零售商從這裏購買、不

從其他批發商購買，而是向零售商

提出建議，避免它們出現經濟誤算

（頁87-89）。相比資本主義企業以

各種優惠手段傾銷商品，社會主義

企業講究明碼實價，突出商品的生

產價值：「店內商品陳列一定要整

齊、豐滿、醒目、賞心悅目⋯⋯讓 

進店的消費者感受到商品處處不同

凡響、五彩繽紛、生動活潑。它們

必須煥發人民的精神。」（頁90）在

消費領域，社會主義商品通過完美

展示體現並符合了建國初期的意識

形態邏輯，特別是商品消費邏輯，

最終實現了商品從採購進貨、展示

導覽，再到購買使用的整個社會主

義中國化的消費鏈。

除了商品展示以外，本章還關

注中國「瓷都」——江西景德鎮的

社會主義生產轉型問題，關涉手工

藝者、生產場所以及工藝製品三個

方面的內容。通過重寫中國瓷器製

作史、重溯大量工廠的建設史，以

及建構瓷器工匠成為無產階級勞動

者的過程，作者提供了國家如何將

生產者、製作工藝、製作過程、製

百貨公司、糧油門市

部、供銷社的售貨員

在建國初期扮演了重

新定義「消費」的服務	

與教導角色——將此	

前被認為具有資本主

義特色、享樂主義色

彩的消費行為納入到

社會主義商業與貿易

邏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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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書評 造源頭（諸如作坊、工廠）等「歷史

後台」拉回大眾視野的當代史版

本。在古代中國，瓷器作為一種精

英階層身份象徵的物件，在古玩收

藏與屋宅裝飾等方面扮演了重要 

的角色；進入共和國時期，景德鎮

的轉型富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對於

手工業者來說，工藝評價體系從曾

經的突出個體藝術才能，轉變成強

調勞動者的分工合作與共同生產。

景德鎮的社會主義轉型從本質上 

來說，是一個「生產性重生的故事」

（頁91）。

第四章通過分析國家如何採用

一系列政治經濟學教材來普及商品

經濟學知識和抵制陷入「商品拜物」

的危險。共和國早期編寫的社會主

義政治經濟學教材在詮釋學意義上

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這些教材有

別於蘇聯版本，既是對中國社會主

義經濟體系的理論化建構，也被視

為在對抗「商品拜物」的戰鬥中的

有力知識武器。知識傳播的重要性

在建國初期被納入到社會改造的議

事日程之中。作為一種知識生產方

式，教材的編寫與推廣成為了界定

社會主義經濟現象和定義各種經濟

學概念的重要方式。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

學教材在符合國情的前提下逐漸完

善，不只以馬克思《資本論》（Das 

Kapital）為基準、以蘇聯知識解釋

體系為鏡鑒，強調達致商品「使用

價值」和「交易價值」的統一，以解

決資本主義下消費主義思潮導致的

商品價格虛漲問題，更藉由毛澤東

提倡的「矛盾論」，突出社會主義商

品在生產與消費之間無休止的緊張

關係，側重對商品和消費的批判

（頁121-22）。然而，作者認為相關

教材着力於揭露商品的醜陋一面以

抵消其吸引力，往往將「商品拜物」

視為一種抽象概念，導致理論和實

踐的分離：「〔中蘇〕兩個制度的經

濟流動，特別是在個人消費領域，

仍需要商品關係，但這樣代表它們

未能從根本上駁倒馬克思和恩格

斯，因為掌握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已

壽終正寢，但人民（國家）還無法

完全掌握一切。這很快便成為文革

結束前中國繼續依賴商品生產的正

當理由。」（頁118-19）

在筆者看來，儘管毛時代的知

識生產從內容到模式上皆確有缺陷

之處，似乎未將社會關係的物質性

闡釋清楚，但是也為推動對於商

品、社會主義經濟等外來經濟學概

念的本土化與地方化進程有所助

力。作者仔細梳理政治經濟學教材

的編寫過程，也為我們提供了研究

共和國高等教育史、大學史、知識

史的新維度。

四　身體政治與英雄內化

身體政治是本書探討的第三個

重要內容。「具身」（embodiment，

即物理層面對心理產生的影響）作

為物質文化的一部分同樣值得關

注，尤其是在共和國成立初期，如

何培養「社會主義新人」的問題是

擺在中央政府面前的重中之重。關

於社會主義個人「鍛造」問題，陸

小寧近著所言甚詳bp。與陸小寧所

提的社會主義電影通過對演員和觀

眾的「鍛造」、培養社會主義主體的

過程類似，《物質性》第五章也對業

知識傳播的重要性在

建國初期被納入到社

會改造的議事日程之

中。作為一種知識生

產方式，教材的編寫

與推廣成為了界定社

會主義經濟現象和定

義各種經濟學概念的

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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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質史研究	
餘演員在表演過程中扮演英雄人物

所經歷的「鍛造」詳加研究。與瓷

器燒製的英雄模範人物塑像異曲同

工，參與樣板戲並扮演英雄人物的

業餘演員需要在表演過程中不斷

「鍛造」與磨練演技，身體訓練與意

識更新顯得至關重要。通過不斷內

化社會主義革命邏輯與展演場面，

社會主義新人逐漸成長，成為合格

的接班人。

然而作者提出，社會主義戲劇

表演並不是為了「神化」一個又一

個的英雄個體；相反，在中國早期

社會主義戲劇的邏輯中，英雄人物

角色具有可生產性、可模仿性和可

複製性。業餘演員並不是要樹立典

範形象，而是要「使身體變得可以

讓渡」（頁142）。作為非專業演員， 

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即是一個又一個

在各行各業的普通人。這種「讓渡

模式」使業餘演員從現實生活到舞

台表演均獲得轉變：台上表演，台

下生活，英雄是可以（通過表演這

一學習過程）被複製的。這種內化

學習的過程不光對於個體具有脫胎

換骨的作用，也對於觀眾等其他個

體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而對於這

種形象的可複製性，作者還特別留

意到，眾多英雄人物的扮相、動態

神態被定格成肖像，印製在瓷器、

花瓶、擺件等器物上。在這裏作者

提出「再媒介化」（remediation）的概 

念（頁142），指的是通過「器物」這

一中介傳達社會主義思想與理念。

通過如此轉變，英雄人物不再具有

特殊性而具有日常性。器物設計與

製作的「客製化」過程，塑造了日常

生活中的「英雄」與各行各業的模

範人物。

關於工藝產品的製作與流通在

本書第三章已有分析，而第六章則

關注工藝產品的消費（或者使用）

的問題。在建國初期，工藝製品的

美學標準、商品價值、物件功用等

被重新定義。從媒介理論的角度來

說，鏡子作為工藝製品，同樣成為

了一種與業餘表演的目的和邏輯相

一致的傳播社會主義思想的載體。

共和國初期的鏡面裝飾不光歌頌英

雄形象，也教導大眾將這些英雄列

為人生榜樣和模仿對象；鏡子包含

自我反省、自我批評等象徵含義。

這些鏡面裝飾設計的終極目的，可

能是讓使用者將自我塑造成模範形

象。除了鏡子的造型藝術之外，鏡

子本身所具有的功能性、象徵性意

味也同樣值得思考。例如，鏡子不

光可以承擔儀容、儀表整理的功

能，也能讓外語學習者通過照鏡來

矯正發音口型，甚至諸如批評與自

我批評、打掃房子和洗臉、清除「政

治灰塵」等思想改造和清潔概念， 

亦能通過其功能性意味的傳播達到

內化普及大眾的效果（頁182）。

共和國初期的鏡面裝飾從外觀

美學層面對於模範的塑造到功能類

型層面對於個人的檢視與改造，在

不斷完善的自我與符合社會主義規

則、教條與規範的「他者」之間充

當了一種視覺中介／媒介的角色。

五　結語

《物質性》從聲音、商品以及

身體三個方面對於共和國成立以後

的物質文化圖景進行了一定程度的

深入考察，從文化比較視角作出全

社會主義戲劇表演並

不是為了「神化」英雄	

個體；在中國早期社

會主義戲劇的邏輯

中，英雄人物角色具

有可生產性、可模仿

性和可複製性。業餘

演員並不是要樹立典

範形象，而是要「使身	

體變得可以讓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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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書評 面的對比分析，並引入蘇聯和東歐

社會主義國家的二手材料，這在一

定程度上拓寬了當代中國物質文化

研究領域的面向。事實上，本書關

注的是前改革開放時代，伴隨社會

制度的確立而湧現出的「新生事物」

的新現象和物與人的新關係問題，

不斷拷問反思這些「新生事物」對於

社會主義的意義／反意義，而這些

帶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新生事物」， 

卻在文革結束以後的當代時期迅速

改頭換面，適應新技術、新潮流、

新文化的召喚。「聽覺共同體」變成

了「網絡輿論共同體」；商品消費主

義化身為社會新貴，象徵資本；身

體政治的展演愈來愈憑藉新媒介 

的推廣普及，在抖音、新浪微博、

小紅書、微信小程序甚至官媒、官

方微博賬號這樣的媒體平台成就

「時尚模範」。故而即使本書的研究

聚焦於毛時代的物質文化和社會 

關係，並且在樣本選擇上明顯偏少

偏窄，每個領域只聚焦於一個特定

的物，卻依然能對當代中國的物質

文化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鏡意義。

然而，本書還是有部分值得商

榷的地方：首先，由於面向的是英

文讀者，因此書中提供了大量基礎

性、資料性材料的介紹，比如建國

初期的票證政策、供銷社簡介、消

費方式等，如此大段材料的引用甚

至濫用，可能造成部分核心觀點的

模糊與失焦，或者說致使部分段落

缺乏學理化的分析（頁59-63）。其

次，有別於中國古代物質文化研究

領域對器物、食物、服飾、禮儀、

宗教等方面的探討，本書對聲音、

商品以及身體的研究匠心獨運，然

而如何定義這三個方面的「物質性」

依然顯得模糊不清，有待進一步 

清理和解釋。尤其是關於聲音部分

的物質性：在語音、語調、節奏等

方面，如何培養符合社會主義標準

的性別化聲音？共和國聲音的傳 

播媒介——廣播網絡、廣播站、廣

播電台等是如何架構和運行的？再

次，如前所述，關於「聲音共同體」

（acoustic community，又譯「聲學社

區」）的建構，海內外學者均已著述

繁多，本書「聲音想像」這一新概

念的提出與「聲音共同體」這一舊

概念的異同bq，或者甚至是舊說新

解，並沒有在書中得到很好的呈

現，部分觀點甚至有浪漫化聲音研

究的傾向。

總體而言，《物質性》討論的建

國初期社會主義商品的生產與日常

使用、商品的流通與交換過程、消

費行為與習慣的培養等問題，均給

人耳目一新的感覺。本書還將共和

國成立初期的商品生產與消費史 

納入到全球商品流通脈絡之中，將

二十世紀中葉中國與世界的關聯抽

絲剝繭，一一展現。相信本書的面

世對研究共和國商品史以及社會主

義物質文化的學者將有諸多啟發，

向學界呼喚更為全面的物質史的 

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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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book	of	Material	Stud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528。

本書聚焦於毛時代的

物質文化和社會關

係，並且在樣本選擇

上明顯偏少偏窄，卻

依然能對當代中國的

物質文化研究提供一

定的借鏡意義。然而

如何定義聲音、商品

以及身體這三個方面

的「物質性」依然顯得	

模糊不清，有待進一

步清理和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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