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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塔耶后生产性的耗费观及其人文求索
———色情经济社会批判语境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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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法国后现代思想的先驱，巴 塔 耶 断 定，现 代 以 生 产 实 用 功 利 算 计 为 核 心 的 有 限 经 济 社 会 形

态，已严重遏制了人的自由发展，并背离了宇宙生态能量普遍流转的本性，因此，有限经济社会的历史行将 终

结，而诉诸后生产性消费的普遍经济社会、色情等耗费形式有望被批判地提炼改造为完美的感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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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学界，巴塔耶（Ｇｅｏｒｇｅｓ　Ｂａｔａｉｌｌｅ，１８９７－
１９６２年）是作为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思想家而知名

的：风流的色情作家与涉足人类幽暗而被诅咒的经

验事象的学者。但是，他的思想学术作为却有着不

可思议的开新独创性。巴塔耶曾深受两次世界大战

的残酷磨难，其思想文化阅历构成极为复杂，尤以横

跨多学科不拘传统治学格调地从事各类著述写作而

惊人。在继承尼采批判黑格尔的思想实践中，他的

反理性反现代性的思想学术及色情文学创作，竟成

为法国后现代思想的一个策源地。巴塔耶思想理论

创作的最具代表性的成就，是其毕生倾心关注的色

情经济社会批判学说，以及其后生产性耗费观所体

现的激进人文求索。
巴 塔 耶 毕 生 倾 心 关 注 其 色 情 经 济 社 会 批 判 学

说，其潜在的思想动机就在于诱导人性的革命颠覆，
挣脱功利理性算计的铁笼，以谋求人类个体自主性

的真正解放。
巴塔耶作为法国后现代思想的先驱，其色情经

济社会批判理论，是通过汲取尼采权力意志学说及

其极致或典型———审美酒神意象、批判否定 黑 格 尔

的精神劳动－主体理念而开始的，最终则以色情体

验的幽深人文意蕴的批判阐发而完成。
巴塔耶的色情经济社会批判及其后生产性耗费

观的人文求索，可以扼要地归结为以下若干方面：

一、劳 动－禁 忌 的 历 史 驱 动 原 创 作 为：
实现自然兽性向世俗人性的演进

巴塔耶依据自己的历史经验考察辨析，审慎而

合理地确认了人类或人性得以生成的一般社会历史

实践形制，断定原始社会以来的人类是通过劳动－
禁忌的历史实践形制而实现由自然兽性向社会人性

的转变并不断发展起来的。他认为，劳动、禁忌的同

时出现及相互紧密联结，是实现自然动物向社会人

类转变的机要形式或决定性的力量；劳动－禁忌这

一社会形制造就了人类总体性或整体性的形象以及

其多维属性，正如他所规定：“人总是全部产生于他

所创造的一种形象中，他无法将这种形象置于时间

的进程中。这种形象必然是总体的：人有工具，他劳

动，他采取性方面的限制；他对源于生殖或排泄的污

物感到一种难言的厌恶，他对死亡和死人也有同样

的厌恶；此外 我 们 还 会 看 到，他 的 反 感 是 模 棱 两 可

的，对破坏的力量很宽容。”［１］（Ｐ５８）

在巴塔耶看来，人类是随着劳动－禁忌这种社

会形制的生成确立，而实现了与自然界、动物界的区

别及脱离的，从而才获得其类生存发展的相对独立

性，不断创造发展变异了人类特有的“衣食住行性”

等之理性规范化的人文生活诸形式。他曾就此符合

史实地阐述：“我提出一个原则上几乎不可置疑的事



实即人是一种并非简单地接受自然条件的动物，自

然条件否定人。因此人改变外部自然世界，他从中

获得工具和制造物，这些工具和制造物构成了一个

新的世界，人的世界。人同样否定自身，进行自我教

育，比如拒绝在满足其动物需要方面放任自流，而动

物在这方面则没有什么保留。”［１］（Ｐ３８）简言之，劳动－
禁忌，就是对自然界及人既有动物性或兽性的否定、
破坏、改造，其目的则是从根本上保证人类赢得谋求

生活资料的生产及再生产。因此，在人类实施劳动

－禁忌的历史过程中，既疏离了盲目混沌的自然世

界，又生成了理性功利主义生产为核心的世俗世界，
确立了生产性积累分配消费及交换的秩序，以便最

大可能地谋求生产性实用效益，并尽可能地排除或

降低非生产性的耗费。但是，由于社会禁忌之强制

看管的严厉作用，一方面，演变分化出了游离于世俗

生活之外的基于信仰、借助献祭的宗教神圣世界；另
一方面，反激诱发了隐蔽的“禁忌－违反（僭越）”的

幽暗现象界，其属于干扰世俗社会劳动生产秩序的

非生产性的耗 费 形 式 的 惰 性 势 力。总 之，巴 塔 耶 强

调，人类正是通过实施劳动－禁忌这种社会形制，才
创造性地疏离了自然（动植物）世界、化成了世俗世

界及宗教神圣世界，并将世俗禁忌－违反（僭越）惰

性怪异行径驱离拒斥于世俗世界的边缘及角落。

二、禁忌－违反（僭越）行为对人性 兽 性

的激荡作用及其内在自主体验

在劳动－禁忌生成人性及理性、疏离自然及兽

性的思想语境中，巴塔耶阐释了人之自然兽性被否

定扼制而不灭迂回的暧昧隐蔽持存事象，即禁忌－
违反（僭越）式的险中寻欢的幽暗生活经验形态。

巴塔耶发现，在劳动－禁忌这一主流的历史实践

形制通行的情势下，世俗社会发生的禁忌－违反（僭
越）的行为经验事象，作为另类异质的生活实践形制，
惶恐地存在潜行于世俗生活世界的边缘及角落，仿佛

是使人由世俗人性向自然兽性的回归倒退，所以绝

对不会得到世俗世界及宗教神圣世界的宽容允许，而
只能遭到鄙视并被严厉诅咒。因此，巴 塔 耶 称 之 为

“被诅咒的部分”，以标示其异质性的幽暗色彩。
但是，巴塔耶辩解道，尽管禁忌－违反（僭越）的

行径经验事象看似是使人由世俗人性向自然兽性的

回归倒退，并因此而遭受世俗的诅咒和鄙视，但它们

也并不是简单地回到自然兽性的那种单纯表现，而

是带有神圣意味的被改造过的自然兽性，或言之是

被扬弃过的神圣化的兽性，是某种包含了自主性而

超越理性自我困境的内在体验。巴塔耶因此十分重

视对于世俗 禁 忌－违 反（僭 越）经 验 事 象 的 分 析 研

究，并勇敢地肯定了这类普遍受鄙视、被诅咒的禁忌

－违反（僭越）行为经验所含有的自主人性倾向。巴

塔耶也因此被人们视为“不可思议的”学者。
例如，巴塔耶不厌其烦地冗述了人类对排泄、尸

体、死亡、性本能等这些被普遍厌恶的自然事象的禁

忌，以及在特定时地或境遇（往往是避开世人耳目的

幽暗角落及边缘）采取相应的禁忌－违反（僭越）的

行为经验反应，亦即对被禁忌的事象系列回溯留恋

行径，在畏惧世俗禁忌惩戒的惶恐心态下享受各类

越界的巅峰式的强烈体验，诸如性倒错，虐恋，尿恋，
嗜粪症，等等。他尤其关注色情禁忌及其违反或越

界出轨的经验的分析研究，指出实行世俗禁忌的“人
类的存在决定了对一切性欲的恐惧；这种恐惧本身

决定了色 情 诱 惑 的 价 值”［１］（Ｐ８）。为 此，他 阐 释 了 当

事者内在体验的自我超越或自我颠覆的自主神圣意

境。譬如，在他看来，色情是含有排泄、死亡、性而三

合一的禁忌对象，是显著地向兽性回归倒退的嫌疑

表现，又是十足的非生产性的行径或勾当，违反色情

禁忌而苟且偷情的行径自然是被世俗严厉诅咒鄙视

而惩戒的。但是，怪异且“不可思议的”巴塔耶却发

现，色情僭越行为主体却在惶恐的色情活动中体验

到自主人性超越理性自我困境的异质丰富的神圣感

受，当事者不过是把自身适度存有的资源能量尽量

无私耗费，小小地死了一回，切合了宇宙自然资源能

量开放耗散流转的本性而已。总之，在巴塔耶看来，
这是与世人、世界以及宇宙万物相安无妨的。巴塔

耶明确指出，“个体的爱是色情的一个特征……只有

混乱或色情模棱两可的特征有可能摧毁与个体对立

的障碍；相应地，享有一种过于隐秘、过于阴郁的快

乐的性伙伴从一开始就意味着爱的可能性。但是，
对爱的禁止肯定有利于增强色情享 乐，或———其 意

义相似———爱情降低了对享乐怀有的兴趣”［１］（Ｐ１４２）。
这表明，他自信悟出了色情禁忌的威慑强行遏止性

具有反转激发、诱导强化人伦僭越的自主性体验的

强度，致使僭越者能领略到其自主性的内在体验的

神奇价值感受。他还突出了色情之雅俗二重性及其

畏惧禁忌惩戒而带有冒险求欢的强度感受之特点 ，
指出，“色情行为可以是肮脏的，也可以是高贵的，纯
洁的，拒绝一切性接触，但它无比淸楚地表明了人类

行为的一个原则：我们想要的是让我们精疲力竭并

让我们的生活处于危险之中的东西”［１］（Ｐ８６）。
同时，巴塔耶也指出，色情等异质生活方式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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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流的生产实用目的效益相背离的徒劳无果的

资源能量耗费，因而总是被世俗看作是分散、干扰、
败坏世俗生产劳动热情与精力的惰性行径。但是，
巴塔耶主张“从人类能量消费（ｄéｐｅｎｓｅ）的一致系统

中得出结论，在 这 个 系 统 中，色 情 的 作 用 是 很 重 要

的”［１］（Ｐ７）。他极力谴责片面强调功利性劳动及有用

性消费而无 视 色 情 等 非 生 产 实 利 性 消 费 形 式 之 意

义，“尤其是，思想是被包含于禁忌中的道德强制规

定的；思想是在禁忌规定其范围的无性世界里形成

的。思想是无性欲的：我们看到这种限制与自主权、
与一切自主的态度是对立的———它使现行的世界成

为一个乏味的、从属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斥了有用的

和孤立的东西，这个世界的法则是艰苦的劳动，它要

求每个人都应按照一种机械的规则行事”Ｐ１３。由此

可见，他对现代性世界的资本－新教伦理规制所导

致的全面异化是坚决否定的，他呼唤自主人性的多

彩多姿的生活。
在笔者看来，巴塔耶关于色情内在自主性体验

的意义阐释，似乎在确认色情的强度耗费导致了精

神领域或灵魂深处的瞬时微观的人文革命之颠覆作

用，驱逐了通行的逻各斯定式在场或依附 于ｂｅｉｎｇｓ
的归属性统治，摆脱了功利算计理性法则的牵制，可
释放出超然自得的狂喜或暴怒的能量。显然，巴塔

耶这是在批判谴责两个相互关联的社会历史弊端：
世俗社会旧有制度过度生产并过分囤积剩余价值和

财产，阻止正常的资源能量合于宇宙本性地无私消

耗流转；世俗社会旧有道德禁忌不加区别地禁锢阻

抗个 体 生 命 资 源 能 量 合 于 宇 宙 本 性 的 自 主 耗 散

释放。
巴塔耶有关禁忌－僭越之辩证关联的内核机能

的原创阐释，对当代世界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来说，
或许将会或许已经产生极其重要的渗透演变作用，
其主旨在引导理性与非理性两个世界的激荡流转、
异质圆融。巴塔耶看似是偏袒地为色情经验事象辩

护，实质上是汲取色情表象内蕴的“自主性超越功利

理性自我”之神髓，批判现代性经济政治社会的反人

文、反自然的迂腐本性。

三、诉诸“被诅咒的部分”的内在神髓，敦

促世俗功利算计理性社会历史的终结

巴塔耶尖锐地指出，那些色情等被诅咒鄙视的

生活感受方式，有史以来一直都被驱逐排挤在世俗

生活的边缘或角落。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及权

利条件的差别缩小以致变得大体平等，亦即世俗传

统的功利理性算计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历史的终结，
色情等“被诅咒的部分”之非生产性耗费形式的命运

就会根本改观了。
巴塔耶似乎是断定：劳动－禁忌社会形制所确

立的生产实用理性一统天下的历史终结之后，必是

类似色情生活之神髓本性的诸多非生产性能量消费

形式得以被正名通行之时；以唯生产实用消费之经

济理性法则为核心的任何政治斗争形式都将是与赢

得 人 的 自 主 性 体 验 之 美 事 无 助 无 补 的，应 当

休矣。［１］（Ｐ１６３）

巴塔耶还指出，以功利理性算计为中心的唯生

产性的生活消费与贪婪占有财富积累的经济社会历

史，终归是要走向结束的，而色情之类的非生产性耗

费形式，则是与功利理性算计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历

史的终结互动关联、互为条件的，而且前者往往是反

抗、解构世俗功利算计理性社会历史进程的最有力

的形式条件。［１］（Ｐ１６３）

应当说，巴塔耶在上世纪中叶所提出的这些重

要见解，在其身后几十年的世界历史经验事实中，得
到了相当程度的验证。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色

情现象先后在世界许多国家逐渐滋生蔓延开来。起

初，色情在西 欧 北 美 风 行 而 起，形 成 与 弗 洛 伊 德 主

义、马尔库塞的爱欲论和法国社会批判学派的有关

思想理论互动共进之势。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以及国

际互联网多元异质文化汇集及传播，东方世界的色

情现象亦后起迅猛，引起民族地域异质人文的激荡

剧变。这种局面在某种程度上有力地印证了巴塔耶

的色情经济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论断：人们实际生

活水平及生活权利差异的缩小及其条件的接近，将

导致非生产性的色情等生活感受形式从边缘向中心

接近。同时，这也表明，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体制

在来自自然生态恶化及人类个体自主人性驱动的双

重压力下，正在走向解构－延异。毋庸置疑，色情生

活感受形式的社会影响作用，自然是极其复杂而富

争议的。一方面，色情活动表现了自发的社会激进

性，色情生活感受对人的身心具有渗透蚕食作用，导
致传统的私有形制下的婚姻家庭关系趋于解体，这

些现象日益削弱着功利算计理性的生活消费理念对

民众的束缚，尤其导致奴性经济政治权贵们的贪婪

成性的利润至上主义思想实践愈来愈受公众的鄙视

与诅咒。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色情现象由西方世

界到东方世界的滋生蔓延产生着显著的负面社会效

应，因传统道德作用失灵及法制监控作用滞后，色情

现象首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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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这类行为也容易引发对人权的侵犯。
但是，当初，巴塔耶确实没有就色情现象在社会

生活中的负面效应问题给出明确的预警式论述，这

正是他的思想理论的明显缺陷所在。也许他的“不

可思议的”风流激进，使他对此采取了完全忽略的态

度。这是我们今天不得不引以为戒的。
耐人寻味的是，巴塔耶分析了色情个体之爱的

微观持存及宏观归宿的情形。
就微观持存上说，巴塔耶辩解了色情个体之爱

的相对财富基础，认为历史边缘的色情范畴中的个

体之爱，大致是具备适度盈余的财富就足够了，文明

的形态与程度以及心智的样态，并不具本质的必要

作用，其实质依赖个体自身并以相互吸引、依恋为纽

带的自主意志行为，因而不为日益增长的物质功利

所诱惑拖累并排除任何有用性的考虑。如他指出：
“个体的爱的可能性自从人与动物分离的时候就产

生了。最不发达的文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无论是

发达的技术文明，还是心智的文雅对个体的爱都不

是必要的。个 体 的 爱 的 条 件 产 生 于 资 源 的 相 对 富

足。但是应 该 依 据 从 动 物 到 人 的 转 变 设 想 这 种 富

足。这种富足或许来自劳动———而且暂时的缺粮可

能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惟有一个不受不断增长

的物质必要性所累、大体上有所盈余的动物，才能在

有用活动之外产生这种自主的愿望，这种愿望在自

然中提出一个只依赖自身的充满活力的观点。对这

样一个 存 在 而 言，对 个 体 的 依 恋 的 条 件 是 不 可 或

缺的。”［１］（Ｐ１３４）

就宏观归宿上说，巴塔耶阐明了色情生活消耗

的死亡属性及其与宇宙本性的契合：
其一，“对性伙伴的否定是体系的零件。这是因

为，色情从根本上就是死亡运动，如果色情将死亡运

动彻底地变成和谐，色情就部分地终止了”［１］（Ｐ１４９）。
其二，色 情 契 合 着 人 想 融 合 于 宇 宙 之 中 的 愿

望。［１］（Ｐ１４２～１４３）“无论 在 个 体 的 爱 还 是 在 无 个 性 的 色

情中，一个人是直接处于宇宙之中的。……个体的

爱在这一点上还是类似于肉欲的色情，因为主体与

客体的融合是个体的爱的意义。”［１］（Ｐ１３６）在色情生活

中，“个体的爱的对象从一开始就是宇宙的形象，这

个形象面对的是在宇宙面前无限消耗的主体。爱的

对象本身就是消耗，因为消耗有吸引力，这个对象为

爱她的主体所做的是向宇宙敞开，不再与宇宙区分

开来。在爱的结合中，在普遍性事物的含混但非常

具体的总体性和这种爱的对象之间再也没有距离：
在爱之中被爱的人本身就是宇宙”［１］（Ｐ１３６）。

从以上两点来看，巴塔耶是在强调色情个体之

爱与日常功利理性行为的努力增加财富、力图占有

更多财富的增长主义行径截然相反，色情个体之爱

表现为不假思索地不计功利地耗费能量，色情个体

之爱的寻乐与毁灭相似，以致被称为“小小的死亡”；
在色情的幽暗与卑污的表象下却实现或感受着徒劳

消耗中的真正幸福，令人确信消费本来就是无用的

但却是回归宇宙的，以致尽可能地要远离以贪婪追

逐财富的无限增长为法则的严肃世界，确信色情真

爱直面宇宙而敞开的无私消耗具有神圣的感受性。
因此，他给出这样的结论，“一般而言，只有暴烈的毁

灭 和 狂 热 的 背 叛 才 有 权 使 我 们 进 入 色 情 世

界”［１］（Ｐ１５１）。总之，色情世界是在巨大消耗－小量死

亡中的幸福感受中反叛资本－新教伦理规制下的世

俗功利世界的。
以笔者的理解来看，巴塔耶所批判地洞见提炼

的色情真爱事象，是指惶恐地僭越世俗禁忌边界（轻
视世俗传统婚姻家庭章法）的、无功利性（不计物质

实利及不思子女生育之福利）的、意向性的、一见钟

情的、单纯的性爱随机情态体验范畴，而且还跟通常

所理解的单纯兽欲的性放纵或性淫乱劣行有本质区

别。巴塔耶倡导世人追求享有类似色情真爱神髓之

自主性的神奇感受性的非生产性消费的生活方式，
意在提升生命质量的价值。这实际上意味着在贬抑

人性的“上帝死了”之后，相继而来的只能是功利理

性至上的“人死了”，换言之，是“物化人”的历史功利

算计理性的强暴统治行将结束了。于是，随着功利

算计理性世界历史的终结，导致的必是人性与兽性

圆融及 人 类 与 自 然 圆 融 的“生 态－人 文”价 值 世

界———社会不必再算计追逐剩余价值积累、不 必 再

贪婪谋取超额利润最大化、不必再积累巨额剩余财

产以炫富，世界各国自然也就不必再扩军备战、利器

相向。因为，巴塔耶已提醒世人彻悟宇宙的无用本

性以及人类对宇宙能量循环耗散演化过程的无奈参

与随从性，宣告了功利理性实践泡沫的最终破灭，他
说，“超出了我们的直接目的之外，人的行为实际上

在追求无用的和无限的对宇宙的完成实现”［２］（Ｐ１４５）。
笔者还认为，我们今天任何主张人文革命的志

士仁人，都应从更高的视角审视借鉴巴塔耶关于色

情经济社会批判阐释的合理内核，将男女两性交往

结合的性愉悦功能提升为无功利算计的自主性的审

美求健的人文－生态消费形式，并培育发展其他更

多的非功利算计的人文－生态消费形式，放弃以唯

生产实用功利算计理性为核心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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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方式，引导人类自觉确立起面向宇宙自然能量

开放流转运行的生态消费思想实践方式。

四、人类劳 动－禁 忌 历 史 实 践 的 畸 形 发

展与宇宙自然本性的背离

巴 塔 耶 还 随 机 借 势 地 延 展 重 大 的 世 界 历 史 事

理，切实地昭示，人类自古以来的劳动－禁忌的经济

社会形态发展演进到现在，已经产生了堪称极致或

经典的形制，即 资 本－新 教 伦 理 的 经 济 社 会 形 态。
在长期的历史实践进程中，其原本固有的内在矛盾

也日益激化，以致大难临头，危机重重，已经引发了

一系列的社会人文历史困境：背离宇宙自然开放耗

散的本性，过分生产、贪婪占有巨额剩余价值，蓄意

炫富，为生产而生产的积累消费严重遏制、削弱、埋

没或阻止了人类各种必要的非生产性消费，人类日

常生活的世俗世界逐渐同质化的趋势，迫使人们沦

为丧失自主性且被物产束身拖累的主体－物，社会

剩余价值或财富已逆转为一种灾难性的源泉，以致

往往导致社 会 财 富 以 悲 惨 的 灾 难 性 的 方 式 消 耗 殆

尽。也就是说，过多的社会剩余财富资源受功利主

义理性算计的牵制，不能正常得以消耗而回归宇宙

自然资源能量循环系统，因而有悖于宇宙资源能量

运行的普遍平衡。这种偏重于生产性积累与生产性

消费的经济，是排除必要的非生产性耗费的有限经

济形态，是迷失了自主人性意义的非普遍的经济运

作形式。巴塔耶由此认为，现今人类急需转向直面

宇宙的普遍经济运行方式［２］（Ｐ１４９）。
巴塔耶阐明，社会巨额过剩财富如果不能被经

济增长过程所吸收而带来更大的利润，那么，受制于

宇宙的本性，社会过剩财富资源迟早会以两种方式

耗费消解而 回 归 宇 宙 自 然 资 源 能 量 的 循 环 运 行 系

统：或 者 以 悲 惨 的 形 式，或 者 以 光 荣 的 形 式［２］（Ｐ１４５）。
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权力意志为转移。因此非生产性

的耗费形式是合于宇宙自然本性的，而非生产性的

色情等生命活动感受形式，也是某种合于宇宙本性

的有机过程。
巴塔耶对于社会过剩财富最终消解的二重性决

断，表明唯生产性的消费是意义迷失的表象，只有摆

脱了生产实用功利主义理性法则束缚的非生产的无

私耗费，才 能 释 放 出 自 主 性 神 奇 体 验 的 价 值 光 彩。
在上个世纪中叶，巴塔耶甚至不无人文远见地指出

过，美国的经济实力决定其有必要明智地进行若干

非赢利的活动，尤其是，应当义无反顾地不计回报地

把过剩的财富施舍予印度，方显示其财富的光荣意

义［２］（Ｐ１４９，１６１）。否则，过 剩 的 财 富 必 会 以 极 其 悲 惨 的

方式而毫无意义地消耗殆尽。
鉴于２０世纪人类两次世界大战中的生灵涂炭、

财富毁灭的悲情，巴塔耶窃以为必须实行契合于宇

宙能量循环本性的普遍经济运行方式，在设想经济

增长的决策思维中，务必着重考虑到增长极限及其

所造成的过量剩余财富的处置问题。简言之，为了

缓解世界财富闲置过剩的危机，必须提高全球生活

标准，尤其要认可非赢利的不计回报的非生产性的

耗费部分过量剩余财富的正当性，而且这需要人的

自主能力，以及应对过量剩余资源所引发的灾难危

机或压力时公众的意识或自我意识的历史性成熟，
另外还需要介入相关的公共事物。巴塔耶指明这种

“经济增长的扩展要求经济学原则颠倒过来，也要求

以经济原则为基础的伦理学颠倒过来。从有限经济

学到普遍经济学的观点变化，实际上完成了某种哥

白尼式 的 变 革：思 想 的 逆 转，伦 理 的 逆 转”［２］（Ｐ１４９）。
显然，巴塔耶确信其主张的普遍经济运行方式，属于

阳光无私辐射普照万界的神圣作为。换句话说，巴

塔耶看到了提高全球生活标准、放行必要而自主的

非生产性耗费生活，是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圆融双赢，
避免此前世界过量剩余财富灾难的必由之路。

与马克思恩格斯诉诸自然－社会的对象性实在

的物质本体论、谋求为劳工阶级讨回物质生产资料

的社会革命理念有别，巴塔耶诉诸宇宙自然能量开

放无私耗散的本性，强调人类社会财富的非生产性

耗费消解是 人 类 生 命 意 义 实 现 的 必 要 的 形 式 和 条

件，从而谴责了资本－新教伦理经济社会形态以及

苏东极权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形态共同的历史局限性

和迂腐荒谬：极力排除和削弱社会必要的非生产性

耗费的正当地位与作用，严重导致社会人文生活的

物化及异化。
巴塔耶斥责了过分生产、贪婪占有巨额剩余价值

及财富，同时，巴塔耶也批判了现代技术思想及政治

思想的功利算计至上的理性原则，认为诸多现代政治

思想与技术思想的畸形发展，从来都无视不能带来用

处的东西，总是服从微不足道的有用的目的［１］（Ｐ４～５）。
我们不 妨 牢 记 巴 塔 耶 的 忠 告：“倘 若 我 们 不 把 消 耗

（ｃｏｎｓｕｍａｔｉｏｎ）作为行动的最高（ｓｏｕｖｅｒａｉｎ）原则，我们

就会抵挡不住这些可怕的混乱，没有它们，我们就不

知道消耗我们拥有的能量。”［１］（Ｐ５）

五、结语

首先，可以断言，巴塔耶的色情经济社会批判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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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及其后生产性消费观是一种人文寓意深刻的社会

哲理阐释，其旨在劝导世人透过色情方式之被诅咒

被鄙视的幽暗表象，从其内在自主人性超越功利理

性自我困境的神髓上得到人文革命之启示，真正通

晓：人类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生产占有剩余财富的

规模与数量，而在于合于宇宙能量耗散流转的本性，
在于对生命能量的无畏付出。

其次，他实质上提示了后－生产性消费的人文

革命变革观，这就是：倡导合于宇宙生态本性的生态

－人文圆融的社会生产体制，废除功利算计理性法

则为核心的有限经济社会的生产体制，将“被诅咒的

部分”内涵的自主人性的合理神髓解救出来，革命地

提炼改造为后生产性消费的生态人文消费活动的主

导精神，以引领人类在各种非生产性消费生活中感

受到生命的丰富多彩，彻底告别盲目发财致富、蓄意

聚财炫富的功利占有主义的迂腐习气。
第三，巴塔耶所提示的后－生产性消费的人文

革命变革观，是极力反抗现代资本－市场的经济增

长方式的，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批判意义。从他的

人文变革取向来看，唯超额利润是图的资本－市场

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导致巨额财富灾难性毁灭、并使

人类生命的内在丰富意义遭受遏制而泯灭的有限经

济形态，其最终的恶果就是使人类与自然两败俱伤。
因此，必须使之根本转向以非生产性消费为目的的

普遍经济，以谋求人与自然的双赢。这使我们鉴于

当今世界资本－市场全球化迅猛发展而生态环境日

益恶化、人文境况继续异化的严重态势，不能不深为

忧虑而应加以审视的。简言之，出于构建生态－和

谐的人文世界的美好愿望，当今世界的富国与穷国，
均应采取相互圆融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尤其重要

的是，欧洲北美等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

社会权力斗争，不能仅停留于福利主义改善的短浅

人文境界，而必须根据新世纪的世界历史情势，理论

联系实际地综合提炼出一种新世纪的世界人文革命

纲领，以便切实有效地导演出这种世界人文革命的

活剧：结束为生产而生产、为超额利润而生产消费的

经济社会的历史进程，创建以实现自主人性发展为

目的的经济社会形态，并依次完成其他各项人文革

命变革的重任……
第四，尤其值得深究的是，巴塔耶有关“被诅咒

部分”所含之合理神髓的批判解救及阐扬，还蕴含着

更为深重高远的历史实践命题。因为巴塔耶已明确

触及两个要点：以功利算计为核心的经济社会历史

行将终结；世俗传统私有形制下的婚姻家庭关系固

有着唯生产功利是图的性质，并因此而成为人文革

命所要批判改造的对立面。所以，在笔者看来，巴塔

耶似乎意在提示世人：为了实现人类个体自主人性

的解放，私有形制下的谋求生产功利、增进剩余财富

的婚姻家庭关系，生产资料私有经营以谋求无限剩

余价值的生产消费关系，以及功利至上的资本－政

治国家关系，这三大历史关系体系应一同走向消亡，
而突破口首 先 是 世 俗 传 统 私 有 形 制 的 婚 姻 家 庭 关

系。这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学派所论及的家庭、私

有制 和 国 家 起 源 问 题 构 成 历 史 理 论 与 实 践 上 的

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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