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在制造
容貌焦虑

最近，“服美役”一词在以小红书为首
的社交平台，被越来越多的人讨论。

顾名思义，“服美役”是指把被迫花大
量金钱和时间去追求美貌的现象，看作是
一种“劳役”。

爱美，是人类的天性，本应让人感受
到追求美带来的愉悦与获得感，为何却被
赋予了“役”的负面情绪？这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容貌焦虑催生出的纠结与精神
内耗。

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中国女性职
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拥有“容貌焦虑”
的职场女性总占比达61.5%。这反映了
对自身容貌的焦虑已不是个别心理，而是
成为一种无法回避的社会文化现象。容
貌焦虑从何而来？我们又该如何脱掉“焦
虑”的外衣，真正拥抱自由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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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
提示，提醒广大家长及未成年消费者，
理性看待医美需求。有法律界人士建
议，“对于未成年人接受整形项目，有
两个特殊性应被列入法律规范，一是
纯美容目的整形手段应当原则性禁
止，有条件例外；二是宣传和推广，应
当避免使用未成年人进行宣传，包括
一些在国外已经属于成年但是在中国
仍属于未成年人的外籍代言人。”

正值暑期，不少未成年人选择
进行医美整形，一些医美机构也把
未成年人、大学生和准大学生当作
重点对象，通过各种营销方式吸引
他们的眼球。

近几年，医疗美容行业热度不减，
医美不再只是“熟龄”人士的选择。根
据医美平台新氧发布的《2022年医美
行业白皮书》显示，2022年第一季度
20 岁 以 下 的 医 美 消 费 者 占 比 达
11.12%，出现医美消费年龄前置等新
现象。未成年人进行医美有哪些风
险，又该如何进行安全保障？

未成年人也有容貌焦虑

容貌焦虑正在影响未成年群体。
沫沫在网上发帖回忆，“初中的时候英
语课学五官的单词，英语老师看到我
的鼻子说，‘xxx has a big nose。’”，她
觉得自己并没有因此讨厌老师，但“这
么多年都会偶尔回忆起她的那句
话”。小芥也分享了她的经历：初中时
女生被男生取难听的绰号，整容后这
种恶意也没有消失，甚至到毕业后再
参加班级聚会，还会有同学直指她的
改变，继续取笑。

小柯在 17岁时开始接触医美，高
三时做过双眼皮手术、玻尿酸注射等
项目。“当时考试考得好，我妈问我有
什么愿望，我说我想剌双眼皮，后来爸
妈共同出钱，我就去做了。”面对“为什
么”的问题，小柯很坦然：“我从初中开
始就贴双眼皮贴，每天都要贴，觉得双
眼皮好看……当时觉得自己不够漂
亮，不自信。”现在小柯已经 24岁，随
着自信心的增长和对医美项目认知的
提升，她不再频繁动刀。

除了容貌焦虑外，未成年人还面
临着新式营销的冲击。各色医美App
将广告营销内容和素人整形案例混在
一起，在首屏展示，配合免费的“模拟
双眼皮”“AI测肤质”等技术型测试项
目，以及大量“新人特惠”“错过等一
年”等销售手段，吸引年轻人的眼球。
此外，部分广告以个人分享的形式出
现在各大社交平台上，一些平台甚至
成为虚假信息的重灾区。真真假假之
间，未成年人很难辨别。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整
形外科副主任医师王克明认为，暑期
学生做的医美项目治疗有两大类，一
种是纯粹的美容手术，另一种是畸形
治疗，例如去瘢痕、体表黑痣以及对上
唇畸形、鼻畸形等的矫形整治等。相
对来讲，目前未成年手术还是以畸形
治疗为主。“未成年人做医美项目，很
多时候是因为畸形影响孩子心理健
康。这些未成年求美者平时没什么时
间，只有放了假才有时间做手术”。

不可否认的是，未成年人医美项
目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对于部分天生
外貌有遗憾的孩子，医美项目能给他
们带来适当的补救。有网友发文回
忆：“初中同学因为小时候被开水烫伤
留了疤，留了十多年半边脸的刘海。
手术后才把刘海慢慢梳了上去……从
一个小孩走路跑步总是捂着脸上的头
发，不参加集体表演、领奖状都低着头

不敢和人对视怕被看到‘烂脸’，到现
在终于可以抬着头享受突然吹过的一
阵风。”

未成年人医美应三思而行

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过
早医美消费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须
三思而后行。王克明不建议给未成年
人做纯粹的美容手术。“从医学角度来
说，未成年人还在生长阶段，发育处于
非稳定状态，另外，比较大的手术项
目，甚至有可能影响五官的生长发
育。”他指出，医疗美容项目是锦上添
花的事情。虽然也有未成年人在家长
陪同下来咨询眼睛、鼻子等项目，但王
克明指出，眼睛、鼻子手术恢复时间比
较长，且涉及到多种选择方式，一般建
议上大学后再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指出，从医
学上来讲，很多情况下未成年人不能做
复杂的医美项目。“举个例子，如果 16
岁以前取了肋骨隆鼻的话，第一影响肋
骨的发育，第二若隆鼻几年后鼻骨再次
发育，可能会出现畸形和变形。”王克明
也曾遇到过类似的求美者，“她年轻时
候就做了拉皮手术，几年后状态不如预
期，修复难度也较大。”

医疗美容行业涉及专业性、安全
性、审美等多方面问题，即使是成年人
也难免“踩坑”，未成年人的审美处于
变化当中，经济能力、信息筛选能力也
较为薄弱，抵御医疗风险与经济风险
的能力相比之下更为不足。

小柯在进行鼻综合手术时，就遭
遇了“翻车”：“我当时没有寻求父母的
帮助，甚至也没有告诉几个朋友。”她一
个人前往医疗机构抽血、化验、手术，最
后签下了 1.28万元、共 24期的分期付
款协议。“当时年纪小，不是很懂维权。
我去咨询的时候，医生就忽悠我做价格
比较高的。第一次没做好，假体在鼻子
里歪掉了，去找他们就告诉我要等一段
时间才能重新做，我不满意也没办法，
结果一两年后我再去找，这家机构已经
不在了。”

日前，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
提示，提醒广大家长及未成年消费者，
理性看待医美需求。其中提到，未成
年人就诊时应选择正规医疗机构，谨
遵医嘱，如实填报年龄，并且遵照主诊
医师从身体健康、正常发育角度给出
的专业评估和合理建议。同时，家长
及未成年消费者应在术前详细查看诊
疗方案、合同内容及收费明细，并结合
自身客观需求及身体发育情况与主诊
医师详细沟通，全面知悉所做项目的
各项内容以及风险性与禁忌症。对于
某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利用“平价医
美”“1元医美体验”等营销噱头招揽未
成年消费者“入局”，推销各类项目及
产品，并诱导其使用贷款平台借款或
分期付款，消费者不要盲目听信此类
医疗机构的话术，务必客观、理性做出
抉择。

王克明表示，目前医疗美容机构
数量不断增加，只要是正规的、有医疗
资质的医院都可以去咨询，公立和私立
机构都可以考虑，但是未成年人如果要
做手术还要谨慎。“手术做不好的话，后
期修复会带来很大负担，心理也会受到
创伤，需要更长时间的心理恢复。”他强
调，大部分问题最后归结下来就是医疗
安全问题。

他建议消费者多咨询一些医生，
充分说明自己的需求，多对比不同医
生给出的方案，客观评价哪种治疗方
案更符合预期，避免因为信息不透明

而盲目接受手术。“此外，消费者心理
执念对手术方案与结果也有较大影
响，比如消费者非要做不符合常规逻
辑的手术项目，又选择了非正规的渠
道，可能做完之后会发现根本不是想
要的效果，再修复就很麻烦。”

为未成年人撑起法律保护伞

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对青少年开
展医疗美容作出了相关规定，自 2002
年5月1日起施行的《医疗美容服务管
理办法》第二十条指出“未经监护人同
意，不得为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
能力人实施医疗美容项目”。地方性
条例也包含了类似规定，2014年广州
市发布《广州市未成年人保护规定》，
首先提出未成年人医美须经其法定监
护人同意；2022年《上海市未成年人保
护条例》、《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修订草案）》均明文规定，要求未经未
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同意，任
何机构都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医疗美
容服务，并制定了相应的处罚规定。

此外，市场监管总局于 2021年 11
月发布的《医疗美容广告执法指南》明
确，重点打击违背社会良好风尚，制造

“容貌焦虑”，将容貌不佳与“低能”“懒
惰”“贫穷”等负面评价因素做不当关
联或者将容貌出众与“高素质”“勤奋”

“成功”等积极评价因素做不当关联等
情形。北京市卫健委会同市市场监管
局于日前联合印发的《北京市医疗美
容服务合同（试行）》示范文本也强调，
美容医疗机构“不得制造容貌焦虑”。

近几年，未成年医美问题也成为
全国两会关注的一个重点。2020年，
全国人大代表廖华歌建议“除一些先
天性的缺陷需要进行医疗性整容外，
不允许青少年进行整容”。2022年全
国政协委员胡卫也在全国两会上提交
了相关提案，建议“明令禁止对未满18
岁的青少年进行非必要的医美手术”。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2021
年 6月 1日起施行）明确要求，要细化
未成年医疗美容限制性规定。从地方
到国家，逐步细化未成年医美限制性
规定，加严规范医疗美容行业监管政
策，加速了未成年人医疗美容监管法
治化、常态化的进程。

上海瀛泰（临港新片区）律师事务
所翁冠星律师介绍，从法律基本原理
以及我国民法典的具体条文看，法律
向来不鼓励青少年从事基于其本身智
力和身体发育状况所能达到的理解力
以外的事务，包括医美和整容。尽管
当下的青少年对于客观社会和世界已
经形成了初步的理解和认知，但其心
智发育尚未完全成熟，容易受到宣传
诱导，因此根据现有医学技术，法律应
当对纯美容属性的整形及医美项目采
取保守态度。

翁冠星认为，对于未成年人接受
整形项目，有两个特殊性应被列入法
律进行规范，一是纯美容目的整形手
段应当原则性禁止，有条件例外；二是
宣传和推广，应当避免使用未成年人
进行宣传，包括一些在国外已经属于
成年但是在中国仍属于未成年人的外
籍代言人。此外，翁冠星建议，在建设
未成年人保护体系方面可以通过“建
立针对青少年的医美和纯美容整形手
段原则性禁止、限制条件例外的规制
体系”“规范医美整形行业准入、从业
标准和监管标准”“规范医美整形行业
从业人员的准入、考核、培训及监管惩
罚体系”等方式进行保护体系的建设。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被采访医美
消费者为化名） 据中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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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不应是枷锁，追求美更不应成为一种“劳
役”般的苦差。

但如今，外界对人的外貌要求似乎越来越高，
“长得好看”“身材苗条”“会化妆打扮”，越来越成
为评判一个人的重要外在指标。“以貌取人”这一
原本被批评的行为，却在隐形之中大行其道。

这导致了一部分容貌普通和对美貌追求并不
执着的人，在外界环境的影响下，开始被迫提升自
己的颜值，并产生了种种焦虑。梳理下来，人们对
外貌的焦虑主要有以下几种体现形式：

理想与现实的左右为难。我们经常希望借助
化妆、健身、医美、穿衣打扮等手段让自己变得更
美一点，但是理想与现实往往让人左右为难。想
买喜欢的化妆品和衣服，有时候会发现自己囊中
羞涩；想去健身，办理的健身年卡用了寥寥几次，
就无法坚持；想要苗条的身材，却又抵挡不住美食
的诱惑；想医美，但是又害怕手术风险……在这个
过程中，焦虑便开始蔓延。

行为上的前后矛盾。在是否变美之间，我们的
行为往往前后矛盾。既吐槽化妆需要花费的时间
和精力，又不能接受自己真的就素面朝天去面对别
人；表面说着“与素颜和解”，要摆脱美对我们的绑
架，却又认真P图，享受着发自拍照后社交平台的
评论和点赞。这种行为上的前后矛盾，往往是因为
我们在追求个人舒适和他人认同之间出现了摇摆。

精神上的自我否定。是否变美，本应是每个人
可以自由选择的权利，但如今，很多人却因为自己

“不够美”，陷入了自我否定的沼泽。比如，减肥时
点了一份美味的外卖，吃完后就非常后悔，认为自
己贪吃，自控能力差；比如看到别人化着精致的妆
容，往往陷入自卑，并反思自己没有化妆是不是太
懒惰，或者认为自己太笨导致化妆技术太差……

在长久的自我否定与自我怀疑中，也让自己
变得越来越自卑。甚至，部分人还出现了“幻丑
症”，格外关注自己的外表，总看自己不顺眼，哪怕
外貌并不存在或仅有轻微瑕疵，却总是容易想象
和夸大自身缺陷，并由此陷入了痛苦的精神内耗。

二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但值得注意的是，我
们应分清楚在追寻美的过程中，究竟是满足于追
求更美好的自己所产生的内心幸福驱动，还是不
想比别人差，而带来的外界的焦虑驱动。

如今，容貌焦虑似乎无处不在，绑架着我们的
生活。那么焦虑到底来自何处？今天，就让我们
一起来探索容貌焦虑背后的生成机制。

美貌的溢价效应。深究容貌焦虑最底层的逻
辑，就会发现是因为美貌有一定的溢价效应。美
貌溢价来源于一项调查统计，劳动经济学家丹尼
尔·哈默迈什发现，颜值高的人，往往比颜值低的
人拥有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发展机会。

网红经济的流行，让美貌的溢价效应变得更明
显。面容姣好的素人，或许会因偶然因素一炮而红，
从此实现财富自由走上人生巅峰，这也在无形中给
人一种容貌至上的错觉，加重了人们的容貌焦虑。

消费主义的诱导。在当前的消费文化中，特
定的女性形象在大量的广告、刊物、影视作品中广
为流传，“主宰”了女性对身体的理解。各种塑造
美好女性的形象的广告，往往最终指向一点——
只要愿意且足够努力，身体的缺陷和不如意可以
通过整形、化妆、健身等手段来改变。

在商家的极力洗脑下，有人觉得自己肤色不
够白皙，于是购买美白面膜；有人觉得自己身材不

够苗条，于是每天吃减脂餐……长此以往，消费主
义所描绘的“美好形象”并没有给人带来自信，反
而加重了人们的焦虑。

互联网舆论的裹挟。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交
媒体的话语权逐渐增大，对审美风尚有着不可忽
略的影响力。然而在“颜值即是正义”的当下，互
联网舆论环境，对美貌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

比如，一些“毒鸡汤”的无形洗脑，让女性加深
了对美貌的执念，一方面流行着很多诸如“女生化
妆是最基本的礼仪”“我负责貌美如花，你负责赚
钱养家”的外貌价值观；另一方面，片面地把容貌
不佳与“低能”“懒惰”“贫穷”关联，而把美貌与“高
素质”“勤奋”“成功”关联。

三

重重焦虑下，我们如何才能拨云见日，真正地
美出个性，活出自我？

大环境上，要营造宽松的美育氛围。审美观念，
一直随着时代变化。唐朝，追求高脂肪饮食所带来
的体态丰腴，“丰满”作为女性美的标准被赞颂。宋
朝的美女则被要求是清雅文弱的，被要求“削肩、平
胸、柳腰、纤足”。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
全球化，我们的审美也变得越来越开放多元。

社会文化环境对审美活动有重要影响，如今，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
始发现自己的“中华血脉”觉醒，我们也应趁机打
造属于自己的审美话语权。比如可以通过电影、
音乐、绘画、文学等多种艺术作品，倡导更具多样
性、包容性、积极性的审美观念，塑造多元开放的
中国新时代审美风貌。

数字经济时代，平台和企业要引领好审美风
尚。审美风尚又称时尚。在某种程度上，时尚体现
了一个时期社会上多数人的生活追求和生活方式，
并且形成整个社会的一种精神气氛。如今是数字经
济时代，算法争夺着我们的注意力，也在无形中强势
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因此，平台要做好把关，对那
些变态、病态的审美文化，要加以消解、引导。

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曹廷婷认为，应
当从立法的角度去改善网络舆论环境，减少容貌
焦虑。比如 2022年 3月 1日正式施行的《互联网
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里面提到算法服务
提供者应当坚持主流价值导向，积极传播正能量。

对企业要做好监管，坚决遏制不正之风。去
年7月，重庆市场监管局就印发了《医疗美容经营
行为乱象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专门强调了
医疗美容机构不得制造“容貌焦虑”。

个体层面，让美因人而彰。每个人对美都有
不同的感受、理解。如今，我们应如何处理好个体
发展与对美追求的关系，从而告别容貌焦虑？可
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去思考：

对外审阅，学会看穿外界的伪装。看穿消费
主义下贩卖的容貌焦虑，熟悉商家制造容貌焦虑
的套路，或许能够让我们挣脱消费主义的捆绑。

向内审视，接纳最真实的自己。自信的来源，
并不只是在于外貌与身材，而是在于坚持构造属
于个人范式的美，让我们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
美貌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与其盲目追逐被他人定
义的美，不如静下来感受美，只有这样，流逝的时
间，才会变成值得回忆的瞬间。

容貌焦虑并非女性独有，如今不少男性也越来
越在意自己的容貌，甚至变得焦虑。但我们应知
道，美是辽阔的，顾盼生辉的神采是美，月色沉醉里
的笑容是美，挥汗如雨的工作剪影也是美……不要
因为世界的纷扰而焦虑，要记得，世界因你的独特
而精彩，总有人懂得你的珍贵。

据上游新闻

“美女模版”。 李泽轩 画/重庆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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