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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方马克思主义消费异化理论认为,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消费由原来满足人的需

求的手段异化成人追求的目的, 成为人们逃避现实痛苦的 /避难所0, 并起着维护资本主义
社会存在的重要社会政治作用。由异化消费所引发的生态危机将是未来社会革命的直接导火

线, 社会革命也将首先发生在消费领域, 继而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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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在 20世纪五

六十年代出现了重大的转向, 即由原来的对资本主

义社会宏观制度层面的批判转向对其微观社会生活

具体领域的考察。异化消费论就是在这场转向过程

中而取得的一项重要的理论成果。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 消费本来只是人满足需

要的手段, 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 消费的功能异

化了, 它成为 / 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

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

商品的一种现象0112以及在劳动过程中失去自由的

/ 补偿0 和逃避现实痛苦的 / 避难所0。

那么, 在资本主义社会何以产生异化消费呢?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 这首先与资本主义社会普通

劳动者的劳动状况有关。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

科学技术的进步虽然使工人劳动强度有所改善, 但

也使劳动分工越来越细, 导致劳动高度的 / 破碎

化0、被动化, 劳动变得愈发的单调、乏味、无聊、

缺乏创造性。因此, 人们在劳动中是极不自由的。

不过, 追求自由又是人的天性。人们在生产领

域中无法实现自由, 便渴望在与生产相对应的消费

领域里得到自由的 / 补偿0。消费领域恰好有这样

的特性: 只要 / 占有金钱, 我就有权利得到并支配

我所喜欢的一切0122。也就是说, 只要有钱, / 我0

就可以进行 / 自由0 地购买, 从劳动中的被动主体

转化为消费中的积极主体。于是, / 我0 自由了。

这正如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所说: / 劳动中缺乏自

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 就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

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0132但人们在消费过程中往往

并不思考这种消费是否是自我真实的需求。

其次, 异化消费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整

个异化的生存状况息息相关。异化在当代资本主义

社会中具有普遍性与总体性, 人们不仅在劳动中是

不自由的, 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遭受压抑, 缺乏快

乐与幸福。/ 异化的人是没有幸福可言的0142, 但因

为消费具有虚假的自由特性, 所以, 消费表面上好

似能够消除人的不幸意识, 使人产生幸福感, / 幸

福就是消费更新和更好的商品, 饮下音乐、电影、

娱乐、性欲、酒和香烟。0 152幸福被等同于消费, 消

费商品的多少成为衡量人幸福程度的唯一标准。在

这种异化的幸福观的支配下, 消费成为一种病态

的、无度的索取与占有的异化行为。

(二)

异化消费的产生使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超越经

济学意义而演化为一个社会学、政治学范畴, 它在

资本主义社会有着相当大的社会政治作用。这首先

表现在病态的消费心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起到

一定的维护作用。弗洛姆认为, 在社会性格上,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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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人固有着 /接受型0 的特征, 即消极被动接受外

界给予的一切的心理倾向。异化消费把消费当作人

生幸福的标准和追求的目标, 则会进一步强化这种

心理。如此, 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各种商品

会坦然接受, 而并不考虑它们是否对自己 / 有用0

还是 / 无用0。人们热衷于购买的往往是 / 无用

品0 , 社会大肆生产的常常也是 / 无用品0。不过,

这些 / 无用品0 的生产却促成了资本社会再生产的

延续, 为转移经济危机创造了条件, 因而在一定程

度上也就维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

同时, 异化消费造成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依

赖性。资本家利用人们的病态消费心理, 把原本的

/ 虚假需求0 转化成貌似真实的需求, / 自由性消

费0 转变为 / 强迫性消费0。人们像患上强迫症一

样地不断地购买, 不断地消费, 造成消费需求的不

断增长, 而对 / 消费不断增长的需要迫使我们, ,

依赖于那些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人和机构0 , 162也就

是依赖于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社会。

除此之外, 异化消费还增强了人们对资本主义

制度合法性的认同感。异化消费中, 人们所关心的

只是消费欲望是否能够得到满足, 至于是在何种制

度下得到满足的, 人们却并不关心。正如马尔库塞

所说: / 日益增加的对需要之满足是否由专制或非
专制制度来实现, 似乎无关紧要。0172这种社会心理

的蔓延极易导致人们转移对社会制度的注意力和对

其缺陷的不满情绪。资产阶级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认识到要保护自己的 /公共合法性, 其办法是向个

人提供几乎是源源不断的商品0 182。

而由异化消费所带来的更为严重的恶果是工人

阶级被资本主义社会所 / 同化0。正是由于资本主

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消费品, 使工人和资本家出现

了马尔库塞所形容的情景: 他们能享受同样的电视

节目并游览同样的娱乐场所, 读同样的报纸, 甚至

拥有同样品牌的小汽车。这些表面上的 / 同化0 会

削弱工人的革命意志, 淡化工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

反抗意识。正因为如此, 列斐弗尔不无担心地断

言, 在资本主义消费浪潮的冲击下, 工人阶级 / 被

替代0、/ 消失了0 , 他们再也不是生气勃勃的 / 挖

墓人0 , 而只是普普通通的 / 消费者0 了。

(三)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 未来革命的直接导火线

将不再是经济危机, 而是生态危机; 革命最先也将

发生在消费领域, 而不是生产领域, 领导革命的也

不是无产阶级。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 当代资本主义的异化

消费是与经济的无限增长联系在一起的。资产阶级

通过不断地制造 / 虚假需求0 , 激刺人们的消费欲

望, 会导致社会生产的无限扩张, 造成生产无限扩

大与生态系统有限之间的矛盾。生态系统的有限性

必然要致使人们无限膨胀的欲望在现实中碰壁, 于

是, / 人们对发达工业社会可以源源不断提供商品

的能力的期望破灭了0192, 并由此对资本主义社会

许诺的 / 我能满足你的一切0 的誓言产生怀疑。

生产的无限扩大与生态系统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在资本主义社会将愈演愈烈, 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

社会将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一切克服生态危机的措施都将以不能触及资产阶级

的根本利益为前提。因而, 人们要真正避免生态危

机的发生, 就必然要进行一场社会变革。所以说,

资本主义社会的这场 / 社会变革,,由人们征服生

态危机的真正威胁所作的努力而引起01102。而革命

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破造成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社会

的意识形态及其权力结构。

不过, 这场社会变革首先并不是发生在传统的

生产领域, 而是消费领域。由于生态危机的客观存

在, 人们开始注意到 / 生态命令0 , 认识到生态系

统无力支撑无限的工业增长, 因此, 必须要改变原

先的需求方式, 放弃幸福等同消费的观念。需求方

式、消费观念的改变又将促成人们消费行为的变

革。所以说, 变革最先发生在消费领域。这些发生

在消费领域里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生活其它领域也

随之发生变革。首先是劳动及劳动的管理方式发生

变革。劳动将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获取消费品的手

段, 而成为实现人类自身基本愿望和价值的方式。

过去那种集中化、强制性、等级制的对劳动的管理

方式也将随之转变为分散化、民主化、非官僚化的

管理方式。劳动管理方式的转变又将促成整个资本

主义工业体系的全面改组。最后, 工业生产管理的

民主化过程再不断向政治领域扩展、渗透, 促使整

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结构发生彻底改变。现时的

等级性的自上而下的科层化的权力体系将被分散

化, 非官僚化和 / 马克思主义化0 , 从而实现资本

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至于谁来领导这场革命,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

的看法不尽一致。马尔库塞认为是那些没有从 / 消

费社会0 得到实惠的人, 如青年学生、有色人种、

无业游民、外来游民等 /受到排挤和被遗弃的社会

阶层0 ; 弗洛姆认为是那些对异化消费方式深感厌

倦的 / 激进的人道主义消费运动的领导人0 ; 本#阿

格尔则认为是那些具有强烈 / 生态意识0 的 / 中间

阶级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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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们要看到, 异化消费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社会

历史背景。二战后,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科技革

命推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 它们为了谋求政治上的

稳定, 强调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 推行多项福利政

策, 使社会各阶层的消费水平都有了较大提高。因

此, 作为体现阶级差别的主要因素, 日常消费的差

距大大缩小, 这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的社

会矛盾。面对此种现象, 一些西方自由主义者、民

主社会主义者认为, 西方社会已进入了 / 消费社

会0 , 传统的阶级的差别正在消失, 甚至把资本主

义视为 / 人民资本主义0。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不

为这种表面现象所迷惑, 他们敏锐地察觉到, 消费

领域的变化只是表明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已经侵入

到消费领域, 消费水平的提高, 并不能标示阶级界

线的消失, 而只是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

系更加复杂化了。在这点上,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

识是清醒的。更为重要的是, 西方马克思主义还从

异化消费论出发, 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社会

制度本身, 一针见血地指出, 异化消费的最根本原

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要想消除异化消费,

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社会,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对

此, 我们认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是基本正

确的。不过, 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由消费观念

) 消费方式) 劳动方式) 管理方式 ) 社会制度的五

步走的社会变革方式却是天真的, 充其量只能说它

具有较强的人文关怀, 并不具有多少的现实意义。

其次, 异化消费论从一个新的角度让我们认识

到消费的政治效应。长期以来, 我们把消费只当作

经济运行的一个环节来看待, 在研究上大多限于经

济学领域, 而较少从社会学、政治学视角上对其加

以审视。西方马克思主义注意到消费的社会学、政

治学意义, 并加以研究, 虽然得出的结论未必正

确, 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思想材料, 扩大了

我们的理论视野, 并对后现代主义的消费文化论产

生了较大的影响。

再次, 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异化消费论所推演出

的一些问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值得我们深思。西

方马克思主义, 尤其是其中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对该问题的关注对我们有较大的启示作用。再如异

化消费。资本主义社会因其固有的社会矛盾, 不可

避免的产生异化消费。社会主义虽然不存在导致异

化消费发生的根本原因, 但在社会主义具体发展过

程中也可能出现类似于异化消费的现象。因此, 在

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 应帮助

人们树立正确的、科学的消费观; 在工业生产过程

中, 要充分尊重工人的权利、尊严和人格, 发挥他

们的创造性, 实施民主化的、人本化的管理方式;

在提高人们的物质性消费水平的同时, 也要设法提

升人们的精神性消费水准, 尽量避免类似于异化消

费的现象发生。精神性消费是现代人类消费生活发

展一种趋势, / 精神性产品,,对这些产品的消费,

和对一般的物质产品的消费不同, 它往往需要对这

些产品价值的领悟能力, 需要一定的知识和素养,

需要一种道德的领悟能力0 1112。因此, 提高人们的

文化水准、精神素养也是克服异化消费不可缺少的

一个重要方面。

当然, 西方马克思主义异化消费论从根本上来

说还是错误的。它对消费的社会政治作用作了过分

的拔高, 把异化消费视为当前资本主义一切弊病产

生的根源, 天真地认为只要消费领域发生了变革,

生产领域和政治领域内的一切革命问题都会迎刃而

解。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异化消费论为理论前提, 推

导出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已从经济危机转到生态危

机, 从而得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的

错误结论, 根本没有认识到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

私人占有之间依然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克服的基本

矛盾, 而是错误地将人与自然这一人类的普遍矛盾

当作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因此, 西方马克思

主义也就无法认识到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

机只是一种从属的、派生的危机, 它与经济危机性

质迥然不同, 不能相提并论, 更不能用生态危机来

取代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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