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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物化困境及其扬弃
*

罗富宴

( 西南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1120)

摘 要:在我国从传统的计划型经济社会向现代市场型经济社会的根本转变过程中，部分人的精神生活遭遇到
物化加剧的现实困境———片面而过度地追求物质财富，对崇高精神生活的追求却不屑一顾。以社会转型期为
背景，力图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从物化角度对当代人精神生活现实处境加以深刻剖析，并对当代人这种生
存困境的原因及危害加以探讨和反思，最后向人们敞开一种新境界———当代人应该过怎样的精神生活，以期人
们在当前的现代化进程中，在科技理性飞速发展和物质生活十分丰裕的时代，走出精神生活的物化困境，转而
追求崇高的精神生活，重新领受精神生活的真义，构筑起物质时代的精神家园，保持一个人应有的精神理念和
品质，努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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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迅猛发展，我国由此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经济快速

增长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的同时，中国

人的精神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剧变: 其一，人

们的精神需求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精神生活更

加丰富多彩，在主流上是积极健康的; 其二，部分

人在一定程度上或有意或无意地陷入了“物质主

义”的困境，人们的精神生活沦落为“物质”的附

庸，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应有的精神理念和品质在

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一、精神生活物化———对人的本质和生
命的否定与亵渎

( 一) 人类生活世界中的精神生活
作为人类生活的一个领域、一种样态，精神生

活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维度之一。它既是人类获得

生命意义和价值的重要生活样式，也是人的存在

本质、价值追求、文化教养乃至一个民族或社会文

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伴随着席卷全球的现代

化浪潮和时代精神的转变，人们的精神需求问题

日益凸显，精神生活问题逐渐成为当代人们热议

的焦点问题。不少学者对精神生活从不同角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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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阐释和概括，但理解不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由于马克思是从“物质决定意识”这一原理出

发来研究精神的，所以不少学者由此认定: 人的精

神生活是与物质生活相对但又高于物质生活的现

实个人的一个生活领域，是“通过人，为了人并对

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的一种生存方式，其最终旨

趣是人的发展，它兼具现实性和超越性。《现代思

想政治工作词典》认为，“人的精神生活是与物质

生活相对称的精神活动”。
笔者认为，对精神生活的理解离不开物质生

活，可以这样来理解精神生活: 与一定的物质生活

相适应，人们为了获得独特的各种精神需求而进

行的自由自觉的文化层次或意识层次上的活动。
其中，“一定的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 “人

们为了自己的独特的各种精神需求”是精神生活

的目的，是人的存在方式; “自由自觉的活动或自

主的文化层次或意识形态层次上的活动”则是精

神生活的手段，这几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就构成了

精神生活的基本内涵。这正如恩格斯所说:“当我

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

的精神生活时，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由

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

面。”［1］359当然，区别于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精

神生活，本身又可以区分为相对于肉体生活的“心

理生活”、相对于经济生活的“文化生活”以及相对

于日常生活的“心灵生活”，精神生活的核心内容

和典型形式是人们的心灵生活。
( 二) 经典物化理论———马克思和卢卡

奇物化概念考证
马克思用“物化”一词剖析与鞭辟了资本主义

社会的异化现象: 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

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到了资本主义

阶段，商品生产和交换成为社会经济结构的普遍

特征和广泛基础，人对人的关系被物的依赖关系

所取代，于是人们普遍地倒在“物”的面前而不自

觉。人的关系被商品的物的关系所掩盖，人受物

的支配，成为物的奴隶，进而社会关系也变成了赤

裸裸的物的关系。
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研究中正确区分了在资

本主义经济运动中所出现的两种物化———自然规

定性上的物化和社会规定性上的物化: 一是“个人

在其自然规定性上的物化”，即人在一定的社会形

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
这种意义上的物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在 1845 年

以前所讲的生产劳动的对象化，它是指人类主体

通过劳动生产在对象的改变中实现自己的目的的

积极过程。马克思对这种生产领域中必然发生的

物化现象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这与物质生产力

的发展要求是一致的。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

还表现为“个人在一定社会规定( 关系) 上的物化，

同时这种规定对个人来说又是外在的”［2］。这实

际上是在商品交换中历史形成的特定的社会关系

的物化。而且，这种物化关系只是在货币关系和

资本关系中才突出地表现出来，此时，人与人的社

会关系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的对象性关系。这种

物化的实质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物( 关系) 反过来

奴 役 人。马 克 思 这 一 物 化 理 论 的 建 构 是 在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完成的，并在后来

的《资本论》中以三大拜物教批判( 商品拜物教、货
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 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成

熟的马克思那里，他并不抽象地否定资本主义生

产过程中的生产力发展创造的积极的物化层面

( 社会历史的一般基础) ，只是否定人的关系物化

对人类主体的奴役和盲目支配［3］。
纵观马克思以上两种物化思想，自然规定性

上的物化，或作为对象化的物化，是劳动过程的一

个环节，是劳动中主体向对象转化的过程，既是人

的力量的实现方式，也是人的力量的确证方式，所

以，它不是对人的否定，而是对人的肯定; 而社会

规定性上的物化，或异化的物化，在某种意义上是

对人的否定，这是因为它是建立在价值判断的基

础上而形成的对社会的认识。
由于受到马克思《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批

判》的影响，卢卡奇将物化批判推及到了对社会生

活的批判，并指出了现行资本主义社会从生产到

制度，再到思想的全面物化现象。卢卡奇把马克

思《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与黑格尔哲学

相结合，并通过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批判以

及后来的生命哲学而构筑起了物化概念的逻辑:

“从客观方面看，物化指一个充满客体与商品的世

界作为异己的力量同人对立; 从主观方面看，物化

指一个人的活动变成了与他自己相疏远的东西，

变成附属于社会自然规律的人类之外的客观商

品。”［4］显然，这是“商品拜物教”内在理论逻辑的

自然推论，在某种程度上，卢卡奇眼中的物化就等

于异化。在卢卡奇看来，物化的第一个表现在于，

人的活动与人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不依赖于

人、并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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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立。第二个表现在于，当物化内化到人们的思

想领域时，就会形成人的意识的物化，这是卢卡奇

对早年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发展。第三个表

现在于，人与物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物化，这是

存在于人之外的“第二自然”。第四个表现在于，总

体性图景的消失，即商品生产与交换的普遍化和社

会分工的细化，使得社会结构本身被划分为不同的

领域，人的活动也被分解成为局部而片面的活动。

( 三) 精神生活物化释义
精神生活物化的本质不是指对象化的物化，

而应该是异化的物化。在这种状态下，物成为人

的精神生活的价值与标准，人与物的关系被颠倒，

不是物为满足人的需要而存在，而是人为了生产并

消费物而存在，导致人拜倒在物的面前，对物过度

依赖与追求，成为物的附庸，物成为人的主宰。“伴

随人的物欲无限制膨胀，人的精神生活日趋低俗

化，人的精神充斥着物欲，物成为精神的主宰，人的

精神消费也深深打上了物质消费的印迹，从而远离

了自身的内在超越性而走向物化。物欲成为人的

精神生活的唯一意义，人丧失了自己的个性，失去

了自己真正的自我，最终导致巨大的精神痛苦。”［5］

只要人的精神生活还是自发被动的，而不是

出于自愿自觉，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是

一种异己的、与他相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控制着

人，而不是人驾驭这种力量，这种精神生活就是异

化的精神生活。它既远离了精神生活本真意义的

内在性和超越性，也是对人的存在本质及其自由

个性的否定和亵渎，因此，精神生活的物化在其本

质上是精神生活的异化。
物化处境远离人的本质，也体现着当代人精

神文化家园的深重危机，更表征着在全球物化时

代的人类普遍性的精神生活的病理状态。

二、转型期中国人精神生活物化困境的
突出问题

本文所指的转型期，是指从 1978 年改革开放以

来，尤其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所开启的经济体制转

型和由此带来的整体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处

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和过渡的时期。这

种转型有四方面内容: 一是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

业国的转化; 二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转化; 三是从传统的社会形态向现代社

会形态的转化; 四是从工业社会向信息化社会的转

化。这四个层面的转型，可以概括为经济发展、体

制改革、社会进化和文明演进四个方面。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痛苦的社会转型和文化嬗

变，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人们在逐渐摆脱贫

困、实现小康的同时，部分人也表现出一种急功近

利的浮躁，精神生活正遭遇到物化加剧的困境，突

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 一) 精神生活的非理性状态和物质依

附化倾向加剧
随着全球步入后现代社会，科学技术不断进

步，科技理性除去了上帝的神圣光环，“上帝死了”
更是瓦解了曾经为人类提供终极目标和生活意义

的绝对本体，人类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导致传统

价值的崩溃。受崇高价值被消解这一趋势的影

响，部分中国人失去了精神信仰而陷入迷茫，价值

体系缺失，个体的感性欲求在摆脱神性与理性的

双重束缚之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对物的追

求成为生活的主题，只想体验物的感性刺激，而不

关注内心的安宁，精神生活由此进入了世俗化的

时代，传统的伦理价值被享乐主义、物欲主义等世

俗价值所取代。在社会交往活动中，趋向于“用对

钱袋的影响来衡量每一种活动的意义”，人的理想

与信仰被吞噬，精神生活空虚寂寞，心灵无处着

落，精神家园沦丧。人的精神需求在某种程度上

被压抑，精神财富、精神底蕴、精神土壤日渐贫瘠。
( 二) 精神生活丧失了内在丰富性而呈

现出单一化和庸俗化
现代社会的消费由于受物欲主义的影响，物

化渗透到人们精神生活的深处，精神消费在内容

和形式上凸显出物质消费的性质，其结果就是人

们的精神生活走向单一化和低俗化，缺乏精神生

活应有的内在丰富性。一旦将物质享受提升到至

高无上的地位，就会毁掉精神生活的丰富内容。
精神生活内容的单一化发展趋向，使人的精神生

活的独立性和丰富性被极大地忽略了。由于对物

的过度依赖，使得“对商品和金钱的崇拜会成为一

种时代的心态，它意味着物化已经渗透到人们的

精神深处，使人的心灵也物性化了”［6］。由此，低

俗和单一的生活方式充斥着人们的精神世界，人

的精神生活的内在规定性被抽取，精神风貌落后，

精神消费也踏上了“跟着感觉走”的庸俗化消费轨

道，甚至有人沉迷于完全感官化的低级趣味的娱

乐文化消费之中，这实际上是人的精神生活严重

畸型的表现。随着向物的世界沉沦，在整个社会

日益商业化的氛围中，生活上的物欲横流、艺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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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玩世不恭、道德上的良心沦丧、伦理悬置等，人

的精神意义感失落。瞬间的快乐、幸福和意义，构

成了世俗时代精神生活的核心内涵。
( 三) 高度现代性的物化世界导致精神

病理状态突出
如前所述，人类步入现代化的一个标志性事

件就是内心神圣的超越性精神世界的崩溃，社会

的主流思维模式也从传统的价值理性转向现代的

工具理性，再加之虚无主义的影响，使得人们无力

摆脱物化世界的精神处境。于是，浮躁、烦躁、焦

虑、迷茫等“亚健康”的病理状态久久挥之不去。
转型期的现代社会，金钱、地位、名誉等各种各样

的诱惑，使得人们难以平衡自己的心态。事实上，

一旦精神生活的意义被物化所侵蚀，人就会陷入

一种“存在着的空虚”，无精神家园可归所导致的

焦躁和忧虑在人的心灵深处产生也就成为必然。
心灵的迷失使人完全沉浸在由物质的“得与失”而

引起的欢乐与痛苦中，难以体会到心灵细腻而高

贵的情感，无暇构筑自己的精神家园。

三、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物化处境的根
由分析

( 一) 社会转型———以物的依赖性为基
础的时代状况的制约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人的精神需要的满

足以及人的精神生活的丰富与发展，是以物质生

活需要的满足与发展为前提的［7］。在一定意义

上，转型期的中国仍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

人的独立阶段”的时代处境，这个发展阶段的核心

仍然是个体的发展。在中国的现代社会转型过程

中，生产资料主要通过市场来调节和配置，利益主

体和利益关系日益趋向多样化，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建立和强势发展，使人们从长期的物质禁欲

的社会条件下解放出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质

观念和金钱、资本逻辑主宰了现代人的日常生活。
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对人们精神生活

的重视程度不够，物欲主义价值观时有抬头。总

之，由于受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现时代状况的

制约，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重物质轻精神的倾向

也就不可避免。
( 二) 商品拜物教意识的侵蚀和西方消

费主义文化的影响
商品拜物教意识把一切都物化了，把一切价

值都归结为物的价值，把一切关系都归结为金钱

的关系。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

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

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
……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

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

联系了……把 这 种 关 系 变 成 了 纯 粹 的 金 钱 关

系。”［8］虽然马克思在这里所揭露和批判的是资本

主义社会的一种丑恶现象，但在物欲主义盛行的

当代中国仍有存在。有人曾经把这种现象称之为

“市场经济的意识的泛化”: 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

它的行为准则是等价交换; 市场经济是利益经济，

在市场中遨游的经济人追求的是利益的最大化;

市场经济是回报经济，资本内在的要求是增值。
但是，所有这些经济领域的行为准则在现实社会

中都被扩展到了社会的其他领域。更深层次的问

题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是那种享乐主

义、物欲主义、片面追求物质生活的价值观念，精

神的价值、内心的需要被挤到社会存在的小小角

落里去了，甚至被遗忘了。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

许多不合理的消费欲望层出不穷，把本该精美化

的精神大餐快餐化和垃圾化了。

( 三) 工具(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断裂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在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科学技

术既改变了人类生活的世界，又在很大程度上改

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在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

又超出了为人服务的目的，成为支配人的“怪物”，

给转型期的人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时代困惑: 科

学技术本应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对人的

本质力量的确证和肯定，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

用却不时反过来危害人和社会，奴役人和压制人，

使人的价值仅仅体现为对自然的征服，而精神却

受到压抑。工具理性所持的实证主义态度充斥着

人们的精神世界，认为只有客观的和可证实的东

西才是真实的和有意义的。由此，工具理性不断

扩张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功利主义的价值态度，人

文精神正在淡出人们的视野。马尔库塞早就阐明

了这一问题，“现代科学只是关心那些可以衡量的

东西以及它在技术上的应用，而不再去追问这些

事物的人文意义……在这个社会中，技术本身就

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9］。当技术理性取得自己

的主导性地位时，支撑人们行为的理性基础是已

经建立起来的机器化过程，在这种技术的思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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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人的本质性规定越来越受限于技术的物化

规定之中，人越来越沉浸于工具理性所创造的物

化世界之中。人们在过分重视工具理性、重视手

段的正确性的同时，却忽视了目的的合理性和人

文价值。人的主体性力量被消解，工具理性的异

化力量对人的普遍束缚和压抑，人们的精神生活

被物化意识所支配，出现物质富裕与精神贫困的

二律背反困境。

四、转型期中国人精神生活物化的扬弃
与精神生活的重塑

转型期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物化状况在一定

程度上是对人的本质和生命的否定和亵渎，不利

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所以对这种严重物化

的精神生活必须加以扬弃，使人类精神生活得到

真正的解放与丰富，以确证人的本质力量和生命

的价值。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如何提升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总体品质，重新领

受精神生活的丰富真义，构筑起物质时代的精神

家园，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就成为当

前必须解决的重大时代难题。
第一，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强精神生活的物质

基础，为精神生活提供现实保证。
“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

路。”异化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当然也必然会

退出历史的舞台。因为精神生活物化的本质是异

化的物化，所以，马克思在这里指出克服异化和扬

弃异化的道路，实质上也就是扬弃当代人精神生活

物化状况的道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

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32

人的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与人的物质生活的

提高互为条件，物化的扬弃需要建立在物质生活

发达的基础上，只有增强精神生活的物质基础，满

足人们的物质需要，物质才不会因过分贫乏而显得

“神圣”，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才能失去其存在的基

础，人们才能从物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们的精

神生活才能有效地彰显其应有的价值与意义。
第二，协调好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
人类的幸福生活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

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精神生活的基础和前

提，它制约和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尽管如此，

一些西方人士早已指出: 物质消费与个人幸福之

间的关系是微乎其微的，享受物质财富的数量并

不与人的幸福完全成正比，在占有和消费财富方

面，更多并不意味着更好。这从一个侧面提示我

们: 重物质轻精神的“物本价值取向”造成了人的

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发展的失衡。要扭转这种状

况和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坚持物质与精神、科技

与人文、知识与道德的全面协调与良性互动。在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不能过分夸大物质

的基础作用，甚至沉醉于物质享受而忽略了构成

幸福生活的重要条件———精神。“贫穷不是社会主

义，但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告诉我们，既要追

求富裕的物质生活，也要追求充实、高尚、健康的精

神生活; 物质生活要脱贫，精神生活也要脱贫。
第三，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

精神生活健康发展。
人的精神生活的完善与全面发展既需要一定

的物质生活作为基础，还需要先进的文化和价值

观作为条件。目前中国人精神生活问题是全球化

浪潮的负面结果，全球化发端于资本主义，在经济

全球化的过程中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精神文化和价

值观念的全球扩散，冲击我们的精神需要体系和

精神生活秩序，因此需要正确价值体系的规范和

指引。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是兴国之魂，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

潮、凝聚社会共识……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
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10］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精神生活具有评

判功能、教化功能和定向功能，作为一种信仰，它是

精神生活的一种精神动力，能够丰富人的内心精神

世界，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抵制西方自由主义、拜
金主义、享乐主义的错误思潮，为中国人的精神生

活提供价值支撑，超越精神生活的物化状态。
精神生活的物化虽然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

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物化时代不可避免的消极历

史效应，但是，精神生活的文明化亟需通过人的实

践活动去加以自觉地建构。转型期与物质化时代

中国人精神家园的建设，迫切需要克服与扬弃精

神生活的物化状态，实现对精神文明的当代重构

与精神生活的现代重塑，高扬精神生活的意义，复

归人的本真状态以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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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a fundamental change from the planned economy of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of China to modern
market economy，part of people’s spiritual life encountered a practical dilemma: intensified-one-sided and excessive pur-
suit of material wealth，and a contemptuous disregard for the lofty spiritual pursuit． The paper，based on the social trans-
formation as the background，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with a materialized view，makes a profound analysis of the
contemporary spiritual life and reality of the situation，discusses and reflects the reasons and harm of contemporary people
this plight，and finally opens a new realm for contemporary people to know what kind of － spiritual life they should have，
so that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i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ra of abundance，they
can walk out of the predicament of spiritual life，to pursue spiritual life，to receive the spirit of the true meaning of life，
to build the spirit home，keeping the spirit of living with idea and quality，and strive to achieve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
velopment of hum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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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Dream and World Socialism
MEI Ｒongzheng

( 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 has proposed China Dream as a guiding ideology，which welds the strengths of 1． 3 billion Chinese
together and ignites the enthusiasms of Chinese nation． The rise of China Dream is the product of Chinese nation strugg-
ling for imperialists，and pursuing a dream of China by Chinese people is a part of the world proletarian revolution． To
realize the China Dream must follow the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ince the Opium War of 1840，Chi-
nese people had walked many ways for pursuing their dream，such as 1898 Ｒeform，1911 Ｒevolution，and so on，and
they chose the bright road of socialism finally． History proves that only the socialist road is the right way to realize nation-
al renewal，powerful and rich country，people’s happiness． For its special geographic position and historical back-
ground，China’s Dream has related to the fate of the whole world． After the end of American dream and European
dream，China Dream，carrying Chinese people’s real hope，will persist in civilized and peaceful development road，and
it will create a new type of human civilization． Ｒealizing China Dream reflects the laws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
ment，which will necessarily influences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socialism．
Key words: China Dream;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orld 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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