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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视域下女性香烟消费现象变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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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女性香烟消费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可大体划分为从物的消费到符号消费这一历程，而

在此历程中社会背景、文化因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符号学视角出发，通过对具有代表

性的历史阶段中女性香烟消费现象进行分析，揭示香烟隐含的使用价值与符号价值，同时折射出

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女性香烟消费行为的影响。现今社会，在女性消费香烟的过程中，符号消费

的意味越来越强，应走出依托符号道具进行自我呈现的误区，警惕消费主义的异化。

关键词：香烟消费；符号消费；消费主义

一、前言

我国是烟草消费大国，根据《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 2020》调查结果显示，我

国吸烟人数超过 3亿，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为 26.6%。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女

性群体吸烟率远远低于男性，但在部分地区，女性群体吸烟率呈上涨态势。2019年

北京市卫健委发布的《北京第三次成人烟草调查报告》显示，女性吸烟率在 3年中

却有所上升，北京市控烟协会会长张建枢介绍，职业女性吸烟率存在抬头迹象，而

这趋势也与全国烟草调查结果相吻合。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女性香烟消费现象逐渐活跃于大众的视野，媒介平台上也

频现吸烟女性的身影。然而女性香烟消费的背后却隐含着与男性截然不同的消费逻

辑，男人与香烟，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关系，而女性吸烟，往往带有反叛甚至不道德

的标签。由于近些年来医学发展，进一步佐证了吸烟对健康的危害性，各地开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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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禁烟宣传，由于女性吸烟对自身及下一代危害较大，吸烟的女性往往背负更

大的压力，在此背景下，分析女性香烟消费逻辑，剖析香烟被塑造的符号价值，使

得女性在香烟消费中摆脱符号束缚，远离消费主义设下的陷阱，有其现实意义。

香烟本身作为世界各地普遍的、具有上瘾性质的消费品，国内外学者均不乏对

香烟消费的关注。在女性香烟消费领域，多数学者的研究聚焦于女性吸烟与健康间

的关系，集中在预防医学与卫生学领域，极少涉及女性吸烟文化因素的考量。在社

会学相关文献中，部分学者对于香烟的符号意义进行思考，萨特在《存在与虚无》

将香烟视为“虚无”的象征；理查德·克莱恩在《香烟》一书中提及香烟“超凡”

的价值，称赞香烟的“无用性”[1]；郑天一、徐斌主编的《烟文化》将吸烟看做文化

现象，并探究消费心理以及香烟消费的文化依托[2]。虽然探讨了香烟消费背后的文化

因素，但多是从某一历史时期出发，未深入探究其符号意义的由来与变化历程，且

未提及香烟消费所包含的性别含义。

本文通过梳理女性吸烟行为变迁的相关文献，引入符号学视角，探讨各历史时

期女性香烟消费现象背后的文化逻辑，明晰香烟符号价值的由来，有利于走出消费

社会中依托符号道具进行自我呈现的误区。

二、女性香烟消费现象的变迁——从物的消费到符号消费

自明朝万历年间烟草传入我国以来，女性香烟消费现象经历过漫长、曲折的变

迁历程，经历了多次兴衰。在这一进程中，大致可以按二十世纪之前、晚清民国时

期、改革开放后三个时间点，划分出三个阶段，在二十世纪之前，女烟民的消费行

为多是出于对物的消费，而晚清民国时期、改革开放后的女性香烟消费则或多或少

带有了符号意义。

1. 二十世纪之前的女性烟草消费：基于烟草的使用价值

1.1 二十世纪之前女性烟草消费现象

烟草最初传入我国时，中国农民将其本土化，在多个地区广泛种植，由于烟草

本身经济价值较高，种植规模逐渐扩大。正如明清之际的文人在著述提及烟草“自

我明万历时出于闽广之间”，后“渐传至九边”，“岭南、江东诸州及齐鲁秦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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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有之”，不久即“达天下矣”。

与烟草同时传入中国的还有吸烟的方式与烟草消费的习惯。随着烟草种植规模

扩大，烟草消费逐渐普及，吸烟行为逐渐兴盛。张介宾在《景岳全书》提及：崇祯

年间，“西南一方，无分老年幼，朝夕不能间矣”[3]。可见在当时环境下烟草消费普

及程度。

烟草种植与烟草消费随时间的推移走向兴盛，吸烟群体不断扩大，甚至渐渐接

触到足不出户的妇女。清人沈赤然在《寒夜丛谈》中追记了明末吸烟的情况:“男女

老少，无不手一管，腰一囊。”陈琮《烟草谱》中提及:“吸烟之盛，始于城市，而

已延及乡村;始于男子，既而渐流闺阁。”[3]随着时间的推移，香烟消费愈发普及，

且从典籍的描述来看，女性吸烟也十分普遍，且为社会所容许。在当时社会背景下，

男女均存在普遍的烟草消费，吸烟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2 烟草消费的诱因：基于烟草的使用价值

徐传快、王振海、别毅兵所著的《烟草密码》中总结出明清时期烟草普及现象

背后的三大推手：一是医学界的盲目推崇，二是人性对新鲜事物的好奇，三是烟草

与本土文化的结合[4]。对新鲜事物的好奇、与本土文化结合这两点原因贯穿于烟草流

行的各个时期，而在二十世纪前期最为特别的便是医学界对烟草的推崇，也突出了

烟草本身使用价值，这一时期的烟草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为基于物的使用价

值。

烟草之所以被大众广泛接受，在一定程度上与其自身的药用功能有关。烟草传

入中国之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认为烟草作为驱病治病的功效，有许多烟草救人的

神话传说，在印第安人部落甚至被誉为“还魂草”。烟草传入中国后，受到部分儒

医的推崇，一方面烟草与中国传统草药具有相似性，便于大众接受，另一方面儒医

认为烟草可以帮助解决前所未有的流行病问题。在中国医学界，烟草融入了可摄入

物质范畴：十七世纪的烟草文本将其描绘为“吃烟”，而非“吸烟”。烟草的药用

功能在当时的著作中也多有提及，明代大医家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称赞吸烟可

以壮阳、祛风湿，认为是“顷刻取效之神剂也”。清代许多医学典籍中记载：烟草

在南方“祛瘴”、北方“御寒”，有“止咳、消炎”“醒酒”“活血止血”“消食

化积”“毒头虱”的功效。虽部分儒医指出长期食用烟草会危害身体健康，但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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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一种有效的草药。

在医学界的推崇下不难理解烟草消费如此普及的原因，其本身的药用价值引来

消费者的追捧，而这一时期的烟草消费可以视为基于其作为物本身的使用价值的消

费。

1.3 二十世纪末的批判话语——女性烟草消费走向衰落

在十八世纪，方苞和陈宏谋等政治活动家谴责男人和女人吸烟，原因在于烟草

种植面积的扩大势必会侵占良田，导致农作物种植面积萎缩，粮食作物减产，不利

于国计民生。而儒家学者中也不乏对吸烟行为的批判，原因在于吸烟是从底层挪用

的粗鄙习俗，与绅士及其妻子的身份不相匹配。除此之外，烟草的成瘾性必定会造

成奢侈浪费，与儒家学者所奉行的勤俭节约思想相悖，因此不分性别地批判烟草消

费行为。然而儒家的孝道观念有一定的性别化倾向，认为节约和俭省尤其是女性的

美德，妇女大量吸烟被认为是不得体的行为。

2. 晚清民国时期的女性烟草消费：基于卷烟的符号价值

2.1卷烟与新女性——作为现代性的符号

2.1.1新女性烟草消费现象（1900-1915）

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使得上海成为通商贸易的港口，为外国商品

输入提供便利。这一时期的上海商品贸易繁盛，文化交流密切，在改变消费者物质

生活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影响消费心理。卷烟作为工业化的产物，背后所蕴含的“西

方的”、“现代的”的思想占据了人们的消费心理，卷烟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独一

无二地代表了现代性，在此背景下，卷烟消费跳脱出使用价值的范畴，更是增添了

符号色彩。

中国女性开始私下吸卷烟的时间尚无定论，在辛亥革命前后，女性开始较为广

泛地公然吸烟，根据天津《大公报》，甚至慈禧太后和她宫廷中的女性都在此时开

始吸卷烟。在此时期，多为妓女（中国最早的摩登女郎）及新女性开始公开吸烟，

其形象也开始频频出现在各种媒体上，《申报》中的文章也有提及：“吾尝见有西

装妓女坐马车，手纸烟，沿途喷吸不已······妓女一副举动每为良家妇女所

仿效，今兹吸纸烟之恶习若不革除，恐不数月而良家妇女口中皆纸烟矣”，侧面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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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出女性吸烟逐渐走入大众视野，变得公开可见。商业广告也迎合潮流，烟草公司

在卷烟广告中也开始使用吸烟女性形象，晚清女性公开吸卷烟这一行为也逐渐普遍

[5]。

2.1.2新女性卷烟消费诱因：卷烟作为“现代性”符号

在此时期，卷烟变为带有“现代性”色彩的符号，是诸多因素影响下的必然结

果。一是由于卷烟是西方工业革命后的产物，且伴随着帝国主义殖民入侵而来，较

本土的水烟袋、旱烟而言，更为便利卫生，带有“先进”的色彩，烟草商也顺应潮

流，鼓吹卷烟的“现代”色彩。二是具有高曝光度的妓女在晚清时期，将卷烟打造

为一种带有西方色彩的时尚，正如上文《申报》内容所言，女性公开吸烟会引起竞

相效仿，在辛亥革命的冲击下，学习西方礼仪、模仿西式穿着在当时是合理的，且

具有“进步”的意义，引得众多妇女效仿。三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迎合着进步

的潮流，社会呼吁女性逐渐进入公共领域，不再只是深居闺房，她们逐渐走入公众

视野，这给她们提供抛弃过去、塑造与传统不同的新形象的机会，与此同时，烟草

广告中也塑造“新女性”吸卷烟的形象，将吸卷烟的女性描绘成投身新国家、正直

可敬的。

卷烟被赋予了“现代性”的色彩，无疑适合成为彰显“进步”意义的符号，女

性通过当众吸烟塑造自身追逐潮流、追逐现代的个人形象。此时的卷烟消费便不仅

仅停留于对物的追求，而演变为对符号的追求。

2.1.3 针对吸烟女性的批判话语

十九世纪末，卷烟消费增加，随着科技的发展，卷烟中对人体有害物质被发现，

也催生了反烟草的活动。世界基督教妇女节制会的美国女传教士提出：男孩和他们

的母亲吸卷烟会导致亡国灭种[5]。晚清时期，一些中国官员将国外反对吸烟的观点与

原有本土观念融合，形成一种新的批判性话语。二十世纪初认为烟草是“民族毒药”

的观念以及将吸烟女性色情化的视觉文化，使得批判者在此基础上构建吸烟女性的

污名化色彩，由于卷烟所带有的负面倾向，基于符号价值的女性卷烟消费走向衰落。

2.2卷烟与摩登女郎——作为反叛的符号

2.2.1摩登女郎卷烟消费现象（1927-1937）

摩登女郎通常被认为是典型的“坏女孩”，她们蔑视社会传统并违反正派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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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在大众媒介中通常被塑造为艳丽、性感，且对政治不感兴趣，多为主流文

化所批判。与吸烟的“新女性”所不同的是，“新女性”可以说是通过卷烟消费传

达进步的形象，而“摩登女郎”更沉溺于享乐与情色，公然蔑视传统，不顾政治，

在媒介中也多为负面形象。1932年发表的小说《金小姐与雪姑娘》中，作者用一个

系纸卷烟的荡妇来象征都市的现代诱惑。而当时报刊、广播、漫画等媒体上也充斥

着对摩登女郎形象的批判话语。而从摩登女郎的角度来看，她们将吸烟作为叛逆的

公开标志，并将自身形象与国外“轻佻女郎”、“假小子”的形象相标榜。

2.2.2摩登女郎卷烟消费诱因：卷烟作为“反叛”符号

在此时期，卷烟的文化含义是复杂的，从公众视角来看，卷烟沾染着纵情、堕

落腐朽的色彩，而对于摩登女郎来说，卷烟又是对传统反叛的象征。在公众眼中，

卷烟被视为“堕落腐朽”的符号，一方面归因于大众文化的批判，各类媒介不断强

化受众对摩登女郎的负面印象，形成污名化的刻板印象，而 20 世纪 30年代，商业

广告为卷烟附加了色情的意味，卷烟本身变成了纵欲、西化的象征，负面意义更甚；

另一方面归因于摩登女郎自身行为。20世纪 20年代，许多年轻的中国女性将卷烟作

为年轻、叛逆传统和社会解放的象征，摩登女郎在喧嚣的与都市生活方式相关的场

所（例如夜总会、歌舞厅等）公然吸着卷烟，导致在公众眼中吸烟女性是腐朽堕落、

伤风败俗的。

总体上来说，晚清民国时期，卷烟本身使用价值淡化，消费者更为看重的是社

会文化为其赋予的符号意义，无论是“进步”的象征亦或是“反叛”的符号，均会

引发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女性通过卷烟符号来塑造自身形象。这一时期，“新女性”

与“摩登女郎”两类正面和负面形象并行存在，直到新中国成立，新的社会形态认

为女性吸烟有损名誉，面对这些强大的禁忌，受其约束，许多妇女完全摒弃了吸烟。

3. 改革开放后的女性烟草消费：基于香烟的符号价值

3.1 改革开放后女性烟草消费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女性烟民数量的增长尤为引人关注，曾饱受污名、走向衰微的

女性香烟消费再次渐渐兴起。1989年世界无烟日宣传主题将目光聚焦在“妇女与烟

草”这一主题，可见女性吸烟行为的兴盛程度及社会普遍关注度。在《青少年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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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趋势的变化》中显示：女性青少年吸烟率已出现上升趋势。而媒介中也频现吸

烟女性的形象：倪妮、周迅、王祖贤等女星所饰演的影视角色，均曾通过香烟道具

塑造人物形象，在袅袅烟雾中，所饰演的女性形象更为迷人。改革开放后，女性香

烟消费再次迎来兴盛，其文化逻辑与晚清民国时期“新女性”的香烟消费有一定的

相似性，多是基于香烟的符号价值。

3.2 香烟消费再次兴盛的文化诱因——基于香烟的符号价值

随着近代科技的发展，科学家们逐步提取烟草中的成分，通过实验论证了“吸

烟有害健康”这一观点，对于女性，危害更甚，二十世纪之前，儒医所推崇的烟草

药用功能自然就有些苍白无力了。然而即便如此，女性香烟消费也再度迎来兴盛，

可以说，在科技欠发达的年代，女性烟草消费多是出于社会所宣导的药用价值，而

在明知吸烟危害健康的时期仍拿起卷烟，其背后的符号意味便更值得探究了。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指出，在消费社会，“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

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用来当做能突出你的符号，或用来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

体”，消费的主体，变成符号的秩序[6]。而符号是可以被操纵、被创造的，正如阿兰·布

兰特在《香烟的世纪》中所谈到的：“香烟尤其标志着，需求能够被一系列的广告

技巧给形成和塑造出来”[7]，与晚清民国时期相似的是，卷烟消费多是基于香烟的符

号价值，但现今时期，“符号价值”多是烟草商所塑造出的，是消费社会出于获取

利润和操控的需要，为消费者打造的新的控制，即马尔库塞笔下的“虚假需求”。

谈及香烟的符号价值，外国烟草商所打造的系列香烟广告，可谓贡献巨大，使

得香烟成为表征自由、反叛、时尚的符号。一战后，为扩展香烟消费的市场，烟草

商将目光锁定在青年群体及女性群体，并将女性群体视为极具开发力的潜在市场，

在最初的烟草广告中，为寻找女性香烟消费的合理性，提出“与其吃颗糖,不如抽根

好彩烟”的广告语，将香烟跟有关于美丽、时尚的当代趋势联系在了一起。1929年，

为了进一步扩大女性香烟市场，烟草商希望女性吸烟公之于众，烟草商为香烟赋予

了“自由的炬火”的概念，开展了一些列的营销活动。在 1934年，由于香烟的绿色

包装与当时的流行趋势不匹配， 便通过长达六个月的活动使得绿色变成了流行色。

为适应扩展市场的需求，香烟被广告商附加了一系列富有弹性的意义，无论代表是

时尚、潮流还是象征着自由与平等，其目标都直指女性消费群体，通过烟草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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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活动以及大众媒体的传播力，为人们提供越来越多“虚假需求”，香烟消费也

逐步过渡至符号的消费，女性通过香烟符号为自身打造反叛、追求自由与平等的人

设。

改革开放后，香烟消费再次盛行，其中不乏香烟广告的推动，虽然我国于 2011

年全面禁止所有烟草广告，香烟广告逐渐淡出人们视野，但全球化大背景下文化交

流密切，国外广告商为香烟塑造的符号形象逐渐被人们熟知，同时由于这类形象在

西方尤为盛行，又带有了时尚、前卫的色彩。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发展提

高了国人对西方观念的接受度，为女性香烟消费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客观环境。女人

利用香烟表达新潮、年轻、解放的意味，展示独立、平等、自由的形象，通过香烟

道具进行自我呈现，吸烟成为女性的“灰色风度”，对于新女性群体来说，像男人

一样吸烟是其社会地位提高的表现，此时的香烟消费已成为一种对于符号的消费，

是广告影响、塑造下的结果。

三、结论与思考

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可以发现，女性香烟消费多是社会环境的产物，饱含着

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时至今日，在消费社会中，女性香烟消费更是基于香烟本身

的符号价值。

但香烟所带有的符号色彩对社会、对吸烟群体真的有益处吗？在一定程度上来

说，是有一定的进步性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如民国），顺应了时代变迁同时也

进一步推动了女性解放，其塑造的符号有助于女性的觉醒并成为一种表达的工具，

促进中国女性从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历史等级观念下脱身。而今经济发展，女性不单

单处于“第二性”的地位，越来越多的走向独立，在这方面来说，烟草广告对改变

社会观念，在促进女性解放上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同时也满足烟草商扩大市场的

需求。

但这只是一方面，事实远非如此，否则烟草广告也不会面临被明令禁止的尴尬

境地。吸烟有害健康，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抛开香烟危害健康的常识性观点，

我们来看看香烟广告所塑造的符号对消费的影响：一方面从对青少年群体影响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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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广告的受众是不分年龄不分阶级的，随着媒介的发展，广告传播范围更广，这

就意味着青少年容易接触香烟广告并受到广告的影响，尤其青少年处于成长期，对

事物的判断不够全面，极易出于好奇等因素开始尝试吸烟，在他们看来，他们认同

香烟所带有的反叛意味，吸烟是“酷”的行为，也是成人的标志，因此在叛逆时期，

也会去模仿，从这个层面看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发展。对于女性消费群体来说呢？

烟草广告的确塑造了吸烟与平等、时尚的关联，但个人的人设不应该局限于物质表

现，符号归根到底只是外在的表现形式，是外在标签，仅此而已，恰如弗洛姆所提

倡健康而人道的消费方式：“人应该通过自身存在来显示生命魅力，而不是通过商

品的占有，只要如此才能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因此女烟民在面对香烟广告所塑

造的形象时，也要保持自己的判断，通过积极的方式构建个人形象，不能陷入消费

主义所设下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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