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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开放的扩大，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文化工业化局面逐步形成。与此相适应社会步入消费

时代，并出现了消费的增长速度超过生产发展速度的现象。对此法兰克福学派早就进行了分析，不加控制的消费就是过度消

费，英特征表现为从对物的占有逐步过渡对符号、记号的追逐。就是在思想、艺术等精神领域也只能通过市场占有检验其价

值，所有价值评判也要通过消费的方式证明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过度消费就是把不加节制的消费当成生活的目的，作

为一种破坏性力量应该引起人们的足够警觉。因此，消费方式的转变，消费模式的转化，消费观念的改变应该引起我们的高

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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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是与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活动，是人的

需要得到满足的过程。社会发展到了工业化阶段，

商品的丰富，交往的增多，贸易的频繁，消费就很有

可能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人们在休闲、消费和

感官满足中接受了新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现

代消费主义文化悄然形成。”⋯这样的结果很可能

导致过度消费，对此法兰克福学派有比较深刻的认

识，强调过度消费是消费至上的一种理论反映。外

在的原因就是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极大地提高了社会

生产率，任何新产品只要有市场，都可以大批量地生

产、复制，通过广告而迅速推广开来，社会被丰富多

彩的商品占有，消费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消费增长速

度之快令人瞠目，很多人购买商品不在于占有其使

用价值，很多时候表现出的是人的非理性欲求。消

费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似乎生存就是为了消费，只

有在消费的过程中才能实现价值。现代的人除了要

拥有以物的形式表现的财富外，还要追逐虚拟的财

富，如对股票、货币、期货等财富形式感兴趣，人的贪

婪和占有欲也成为人生活的空间。特别需要说明的

是，现代社会表现为商品极大丰富，社会发展迅速。

由于竞争的激烈，很多商品都是要通过电视、广告等

现代传播媒介打开市场，把商品的名称变成知名品

牌，商品符号化的情形出现，本来没有特殊意义的符

号，慢慢被人喜欢，赋予特殊涵义，具有一定的文化

意义。寓品牌于符号，寓财富于品牌，社会出现“最

流行的需求包括：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

费。”随之，形成从符号变品牌，从品牌变为名牌的

消费倾向，慢慢渗透并左右人的生活。商品文化意

义或背景日趋重要，其价值不再由单纯的使用价值

来决定，这样人们选择商品先看商标，消费商品要体

现出社会等级、社会阶层，表现一定的身份，这样的

消费偏好改变着人的生活方式，追求品牌，得到名牌

是人特别是青年人或者成功人士首选的消费方式。

人们似乎也很愿意在享受符号文化的氛围中实现满

意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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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消费是社会进入现代以后普遍存在的现

象，对信仰的放弃和对金钱的追逐、渴望又推动了过

度消费，有些人认为消费是人生的根本目的和价值

目标。消费能力是人成功与否的尺度，结果是消费

对象多、范围广，呈无限扩大趋势，人们在消费商品

的时候可能会很少关注其使用价值，更多的是希望

通过消费满足占有欲，体现精神上的快慰。具体地

说，过度消费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迷恋于对物质的无限追求。把对物质的占有与

渴望当成生活的目的，希望通过消费来实现人生目

标和体现自身价值。马尔库塞面对这样的现实就强

调：“先进的工业社会正面临着理想被物质化的可

能性，这个社会的能力是进一步降低那个使人的状

况得以表现理想化和控诉的崇高领域。”这样的结

果只能导致过度消费，而过度消费使社会异化为非

人的状态，就是科技也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异己的力

量，社会多样性和丰富性被颠覆，人的物化性被强

化，成为单纯的经济动物，由于对财富的过度追求使

社会高速度，生产高效率，社会呈现出碎片化的状

态，财富成为人的主要的行动目标和价值选择，就是

所谓爱科学，也成为言之无物的表述，因为科学中体

现真善美的功能严重退化，与此相对应的是科学的

实用价值被推至极端，科学追求单纯的功利性，对善

与美的渐渐离弃。艺术也丧失了独立性，成为经济

活动的附属物。结果只能是“艺术沦落为物质性的

东西，丧失其特殊性的精神价值。精神的家园日益

为人们所淡忘⋯⋯精神的贫乏成为物欲社会中无法

挥去的一种迷茫。”【21过度消费随着社会的发展逐

步呈现出新特点，对物质追逐逐渐发展成为对时尚

的追逐，对品牌的渴望，追求品位日益成为生活的目

的和奋斗的目标，成为中产阶级、成功人士的标志。

消费品的象征(符号)意义超过其使用价值。过度

消费的无序蔓延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过度消费打

乱人的171常生活，已经渗透到政治、经济和文化领

域。随着全球化被普遍认可，消费品的竞争从物的

形态转化为符号系统、字母、数字。图片具有更多商

品意义。出现很多的所谓品牌店、专卖店，结果是符

号既是代表商品，同时又是身份或地位的象征。社

会形成了：“流通、购买、销售，对做了区分的财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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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符号的占有，这些构成我们今天的语言、我们

的编码，整个社会都依靠它来沟通交流。”【31消费演

变成一种隐蔽的、符合潮流、适应时代的形式，将追

逐变化、喜新厌旧等特定价值合理化为个人日常生

活。

过度消费具有外在的感染性。经常表现为通过

简单的对物或者符号的占有来满足心理需求，实现

人生的价值，和自己的真实需求无关，比如一个腐败

的官员贪污JL千万，这么多的财富要是以物的形式

存在，简直不知道放在那里，正常生活也消费不掉。

它只能以货币、股票等形成存在，因为货币、股票都

是以符号的形式存在，理论上是无止境的，明明知道

在真实生活中享受不到，但是贪官个个乐此不疲。

这说明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从占有商品到对代表商

品的符号的喜欢，满足的是心理需求，体现出更多的

是占有欲，或者是受社会大环境影响，以为财富多多

益善。

过度消费是文化工业化的结果。文化工作化和

商品社会其他领域工业化一样，特别注重选择营销

策略，关注大众宣传，增加广告环节，采取现代传媒

方式，构成一种企业文化。运用发展经济的手段发

展文化，特别是使用现代科技和传媒手段，大规模地

制造、复制、传播文化产品，形成非创造性的、标准化

的文化商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如电影、电视、广

播、报刊、杂志、网络等途径传送给受众，即广大的消

费者，形式丰富多样，贴近大众生活，制造社会热点，

销售技巧成熟，满足大众心理，从中实现经济效益，

获取高额利润。由于使用大众文化的模式，就能够

调动普通人群的胃口，潜移默化进入我们的主体意

识，并影响我们的主体情感，长此以往，过度消费自

然成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随着社会快速发展，以及

社会对消费增长的需求，刺激消费政策的出台，消费

已内化为相当多的人的工作动力，也成为很多人的

价值观念和行为指南。与此相反，适度消费显得过

时，勤俭节约没有市场，节俭、朴素渐渐被人遗忘。

法兰克福学派早已经分析得出，文化的工业化

影响了人的观念，过度消费已经成为对现代人有影

响的意识形态与价值准则，这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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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相关。除了经济发展的因素外，大众文化在其中

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消费的合理化在文化上

有了理论来源，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动机和经济利润

动机，使文化沦为赚钱的手段和工具，文化本身由此

失去了自律性和自足性，必然要迎合受众、大众的需

要和VI味，走向平庸和媚俗。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改变了原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霍克海默和阿

多尔诺曾经指出：“无限的统治自然界，把宇宙变成

为一个可以无限猎取的领域，是数千年来人们的梦

想。”[卅现代人的消费观念发生了转变，自动化使消

费品在很短的时间内大量的生产，物的丰富使消费

的多样性从可能转变成为现实，交换、分配和消费成

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社会普遍出现这样的

情况：生存过剩。整个社会的买方市场已经形成，资

本增值不可能通过简单的投入和扩大再生产来实

现，对消费倾向的引领，对消费市场的培养是生产者

的重要任务，生产依赖于消费。为了获取高额利润，

就不能够满足于简单的经济增长，而是要制造消费，

除了扩大消费范围，更主要的是提高消费档次，商品

除了使用价值外还要满足人的心里需要和心灵偏

好。这样就必须要控制和引导消费，制造出可以获

得超额利润的奢侈品，奢侈性消费正在包括中国在

内的整个世界蔓延。

社会物化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对过度消费的理

论诠释。科技发展的结果是物化世界的形成，技术

理性大行其道。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技术理性”

(“工具理性”)在现代社会普遍起作用，基本的思想

指向是人类所拥有的一种能动、有效以及具有可操

作性理智能力或智力成果(科学与技术)，以及人们

对这种理智能力和科学技术及其功能所持有的肯定

性的行为和观念取向，这样的结果是科学技术由社

会进步的工具异化为奴役人和束缚人的手段。商品

生产和交换充斥社会的各个领域，物化成为习以为

常的现象。于是现代社会就出现了在人的面前矗立

着一个商品化的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为物

的关系。与此同时，人的活动不再是自由自觉的创

造性活动，而是变成被外在力量强迫的过程。卢卡

奇指出“这种现象既有客观方面，也有主观方面。

在客观方面，一个客观事物和事物之间诸关系的世

界形成了(即商品和商品在市场上运动的世界)。

⋯⋯个人能够利用其关于这些规律的知识来为自己

的利益服务，但是个人不能通过自己的行动来改造

这一过程。在主观方面——在市场经济已经相当发

达的地方——一个人的活动变得跟自己相疏离，

⋯⋯变成为恰恰与任何消费商品一样的，必须按照

独立于人的自己的活动方式进行活动的商品。”p。

由于服从于机械的分工、协作和效率的需要，人的任

何的情感、主观心理和人性化的东西都需要尽可能

地排除掉，以免影响工作效率，加上社会的市场机制

不断完善，分工协作El益密切，公众内需被鼓励和刺

激，消费成了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成为社会内

在的追求，伴随着主体性精神的丧失，购买和消费成

为社会的主旋律，购买欲望的满足就是人生价值的

实现，于是社会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的高消费的浪潮。

美国销售分析家维克特·勒博就说过：我们庞大而

多产的经济，使消费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从中

寻求我们的精神满足和自我满足，我们需要消费东

西，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去烧掉、穿坏、更换或扔掉。

伴随着社会的物化，以及分工越来越专业化、精细

化，人的主体性也越来越难以充分的发挥。

大众文化的引导对过度消费起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传统意义的大众文化是指一定时期多数人所拥

有的共同的行为习惯和活动方式，与精英文化、高雅

文化相对立，而到了近代，具有新的含义，是指在发

达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中随着文化进入工业生产

和市场而产生的新的社会现象，是由现代大众传媒

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塑造而形成文化生成形式和文

化传播形式，并因此能够成为被大众广为使用和利

用的文化消费形式。大众文化的直接结果就是文化

和产业结合形成文化工业。“文化工业”是法兰克

福学派的一个重要概念，由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

《启蒙辩证法》一书提出。是指以现代科学技术为

手段，大规模的复制、传播文化产品，引导人们的消

费观，推动消费的持续增长，不断地推陈出新，制造

新商品或者给商品以新的意义，用来引导消费潮流。

与其他生产企业一样，文化工业大多数时候依靠制

作和传播非创造性的文化产品，以一定标准批量生

产文化商品，通过大众传媒和网络等多种普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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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途径送达消费者，供其消费，从中达到获取高额利

润、实现发财致富的目的。我们知道，现代社会是供

过于求，生产过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生产者除了生

产商品外还要制造需要，即要考虑产品价值实现的

问题，这时很多企业要通过广告等大众传媒引导消

费时尚，制造消费潮流，让消费者自觉、自愿地去消

费。可见，大众文化实现了文化、艺术、哲学与商业、

政治、消费和娱乐的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了物化的世

界，文化出现虚假化状态，人的需要成为被动的过

程。无主体消费欲望，无目的模仿攀比，被迫紧跟流

行时尚。大众文化渲染了过度消费，而过度消费不

但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也改变了现实的社

会关系和生活方式。
=

法兰克福学派对消费文化的繁荣极为忧虑，对

过度消费现象深表不满。因为过度消费在刺激经济

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内在包含着难以克服的矛盾。

结果是文化商品化趋势在所难免，文化艺术等精神

性产品由于进入工业生产领域，成为和其他商品一

样的可以生产，可以进行买卖和交换，成为获取利润

和经济效益的手段，也必然要服从市场机制和价值

规律，“通过要求艺术作品要完全具有效益，也就开

始宣布了文化商品已涉及了内在的经济关系”旧o。

这样艺术品的真善美功能让位于经济效益，沦为一

般的消费品，丧失其特殊性的精神价值，艺术品的批

判功能消失了。哈贝马斯指出：“这个过程既可以

把艺术退化成宣传性质的大众文艺，或日商业性质

的大众文化，又可以把它变成为一种破坏性的集团

文化。”[71精神家园日益为人们所淡忘，信仰的迷

失、精神的贫乏成为消费社会中无法挥去的一种迷

茫。造成了人文环境恶化。生活方式不由自主地发

生了变化，消费文化并非起源于普通大众，而是由企

业家所炮制的用来赚取利润的意识形态工具，是依

靠外部力量强加或者诱导消费者无个性，平庸化，追

潮流，赶时尚的大众文化构成人的消费倾向。“文

化就被这些驾轻就熟的乐趣取而代之，因此它呈现

出一个逃避现实者的特点。⋯⋯人们内心的精神生

活和理想已成为保守的因素。”【81人们在消费文化

的影响下，逐步逃避现实。习惯于无思想的、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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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面化的生活方式。

过度消费消解了人的多样性追求，阉割了多元

的价值标准。人的自我价值突出表现在物质消费能

力的大小，人成为被动、贪婪的消费者，人性被物性

所取代，形成消费拜物教的观念，对人精神向度的考

虑很少。物质生活的改善是以人的创新精神丧失、

牺牲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为代价的。成为被马尔库塞

所指向的单向度的人，就是被物质欲望所困扰和奴

役，丧失了否定和批判能力的人，丧失了对创造性的

渴望及对体现自身能动性发展的追求，毫无个性，不

能够作为主体而自由的存在，他们毫无异议地融人

于现实中，背离了全面自由的发展，不再有能力去追

求和想象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在强大文

化工业化面前无所作为，感觉到的是生命空虚无聊，

生活无意义，最终成为屈从于社会政治需要却又麻

木地自感幸福的人，外表的消费浪潮掩盖了深刻的

内在精神危机。

法兰克福学派对过度消费的文化认识深刻，分

析透彻。它告诉我们，人要克服异化状态，实现全

面、和谐的发展，就必须转变消费观念。改变幸福就

是占有和消费物质的思维方式，修正消费至上的理

念，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完善。同时要弘扬物

质和精神结合，更加注重精神需求的现代消费伦理，

努力实现摒弃高消费，抛弃盲目消费，远离畸形消

费，使消费真正有助于社会和谐、环保和可持续发

展，使人的消费观念发生革命性变化，实现科学的和

人本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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