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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抽象的异化到异化的抽象：
符号消费背后的异化逻辑及其本质

田　芯，徐绍元，徐桂娣
（大连海事大学 公共管理与人文学院，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３）

摘　　　要：如果说商品生产和商品消费中人的异化仅仅是抽象的异化，那么在符号消费中人的

异化本身也被抽象化了。符 号 消 费 不 但 使 人 失 去 了 反 抗 异 化 的 对 象，也 使 人 失 去 反 抗 异 化 的 能

力，使人处于一种符号化的生存状 态 之 中。在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消 费 主 义 盛 行，物 的 生 产 和 符 号 的 生

产进一步结合，物的消费和符号的消费进一步混同，经由商品的符号化和符号的商品化，资本从对

生产的控制转变为对符号的控制，资本通过符号对人的控制完成对人的控制。只有厘清异化在资

本主义社会的表现形式和逻辑转换，才 能 深 刻 认 识 符 号 消 费 的 本 质 及 其 背 后 人 的 异 化，进 而 了 解

作为主体的人在消费中被符号彻底奴役的状况，为消解这种异化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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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经济的发展使得符

号消费愈演愈烈，符号消费表面上看是为了获得

商品背后所蕴藏的价值和意义，而其实质仍然是

剩余价值实现的一种手段，是资本通过符号对人

控制的一种途径。所谓符号消费就是指在消费过

程中，消费者除了消费商品本身以外，同时也消费

着这些商品所象征和代表的“意义”或“内涵”。当

符号独立于物而存在，符号商品或商品上所附着

的符号价值在大众传媒的夸饰下开始不断地被制

造、销售，人们偏执地追求符号所带来的意义，在

这种消费欲望的驱动下，人不但成了商品的奴隶

而且也变成了符号的奴隶。在商品消费中，人还

多少保持着相对于商品而言的主体性和独立性，
但在符号消费中，人们逐渐丧失了主体的独立个

性，主体被异化、符号化。这种现象充分说明了在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人不但能够全面物化，而且

在这种物化的基础上还可以全面抽象化、符号化。
人在进行符号消费时只不过享受着符号消费所带

来的虚假满足感与快乐，人已然屈服于符号的统

治。这种符号消费背后有着深刻的异化逻辑，本

文将以马克思和鲍德里亚的异化理论为基础，揭

示这种异化是如何产生的、异化逻辑是如何展开

的及这种异化的本质，从而使我们了解符号消费

背后人的符号化生存状况，为消解这种异化提供

理论依据。

一、抽象的异化：商品生产

和消费中人的异化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在商品生产的过程

中人通过 劳 动 把 自 己 的 本 质 对 象 化 到 劳 动 对 象

中，但这个劳动对象一旦“获得”人的本质，就成为

和人相对立的异己化存在，反过来而控制人。马

克思在对“异 化 劳 动”理 论 进 行 论 述 时 曾 明 确 指

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

东西，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独立力量，是同劳动

对立的。”［１］５２在 商 品 消 费 中，生 产 出 来 的 劳 动 产

品需要进行交换才能够重新回到生产者身边，但

是，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异化已经随着劳动产品进

入到了商品交换领域中，回到生产者身边的消费

不再是满足人们生存、发展的客观需要手段，消费

走向了自身的对立面，与自身相背离，消费也发生

了异化。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发生在商品

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异化是一种抽象的异化，集

中体现了抽象的物对人的控制。
我们首先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中 来 考 察。

“异化”一词是指人创造了物，但物却反过来制约

着人，使劳动成为了一种异己的劳动。马克思指

出劳动使人从动物中脱离出来成为人，人类的本

质属性是劳动，而劳动产品是属于劳动者对象化

的产物，劳动者在对劳动产品的创造中实现自我，
所以劳动产品理所当然属于通过劳动将其创造出

来的劳动者。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情况下，创
造性的生产劳动已成为了外在主体的力量，主体

的劳动行为不是由劳动者自身自由支配，劳动对

劳动者而言，变成了一种异己的存在物。马克思

认为劳动者的生产活动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最

终后果就是劳动产品同劳动者相异化。正如马克

思所说：“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

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

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

世界贬值成正比。”［１］５１因此，在异化劳动下，劳动

者生产的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分离，成为异己的

存在物。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通

过自己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活动能动地创造对象

世界，改造整个自然界，使之成为适合人本身生存

的 世 界，这 一 活 动 证 明 了 人 是 有 意 识 的 类 存 在

物［２］。这种将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对象化的生命

活动将人类从动物中脱离而出，并与动物直接区

分开来，并通过这种生产，使人的劳动产品和人的

自由得以实现。异化劳动使人的类生活转化为动

物式的，劳动者的劳动就仅仅成为维持生存的手

段，将人的一切都围绕在生存问题上，主观能动性

的意识对异化劳动中的人而言，成为了附属之物，
人类的类生活失去了意义。异化劳动将人的类本

质转化为了异己的力量，人成为丧失了类本质物

化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与资本家是

相对立的，也正因为私有制的存在使劳动和劳动

产品被资本家剥削掉，再也不属于劳动者并站到

了劳动者的对立面，并异化为劳动者的异己力量，
而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就表现为资本家对劳动者赤

裸裸的剥削和压迫。异化的劳动导致人的类本质

发生了异化，且人与所属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分离，
人的类本质与他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也就异化了。
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条件下，人通过 劳 动 不

但没有获得自己的本质，反而创造出一种异己的

力量成为控制自己的对象，这就是商品生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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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劳动而创造出的产品成为异己之物反过来和

人相对立。在一般人看来，物作为人的产品说到

底是人劳动的结果，因此，物对人的控制不过是人

的“杞人忧天”。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只是看到

作为实物形态的物和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伟

大和深刻在于，揭示了这种实物形态不是天然发

生的，而是在人类劳动中必然产生的结果，表面上

是人的劳动生产出某物，而实际上是人通过劳动

生产出物和人的关系，也即这种物和人的关系不

是“自然的”而是“生产的”。人通过劳动，生产出

异己之物，甚至是对立之物、控制之物，进而生产

出使这 种 对 立、控 制“合 理 化”的 人 与 人 之 间 的

关系。
我们再从资本主义的商品消费中来考察。消

费领域中出现的异化现象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
称之为三大拜物教。三大拜物教表面上也是物对

人的控制，但究其实质，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

人的独立性建立起来的关系对人的控制，是物以

更抽象的形式对人的控制。生产的异化或劳动的

异化相对而言好理解一些，因为异化就发生在生

产或劳动的过程之中，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劳动

者直接感受到。但是，消费中的异化相对隐秘得

多，而且这种异化往往隐藏在主体选择或主体满

足的背后，甚至不被当作异化而是当作主体性的

某种表现而被人感受到，因此揭示这种异化如何

从直接性而转化为间接性甚至到符号消费中的抽

象性的异化逻辑显得尤为必要。
商品是通过自身的属性满足人的某种需求的

东西，具有有用性，即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进行

交换 的 过 程 中，商 品 具 有 了 交 换 价 值 这 一 属 性。
“商品是一 种 二 重 的 东 西，即 使 用 价 值 和 交 换 价

值。”［３］商品的价值作为商品的本质 属 性，凝 聚 在

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上。任何商品都是具有价值的

属性，但是，商品的价值唯有进入消费领域经过等

价交换，并且是由另一种商品表现出来才能得以

实现。在其商品成功交换后，带给劳动者经济利

益，更是人类维持劳动的唯一途径。而不受商品

生产者控制的市场经济，却对商品交换成功与否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使人类产生对商品的畏惧，失
去了对创造商品的愉悦感，将其视为决定生死存

亡的“神”。在这种商品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便被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之下，人和社会

的力量体现为商品的力量。商品在这一交换活动

中具有了某种神秘色彩，仿佛拥有了自我的意识，

能够自己主动与他物产生关系，并成为能够决定

生产者命运的主导者，生产者受到了来自于自己

创造出来的商品的束缚，商品站到了创造了它的

劳动者的对立面，成为劳动者异己的力量。劳动

者与其劳动潜能相分离，主客体关系相颠倒，异化

的范围从生产过程发展到了消费过程中，异化由

直接性转化为间接性。货币作为表现和衡量其他

商品价值大小的尺度出现在商品交换活动中，使

得物与物之间的交换有了一种统一的标准。在等

价交换原则下，人与物都成了可以进行抽象交换

的物品，成了定量的符号。人不能通过劳动直接

享有商品的使用价值，人只能通过出卖自己的劳

动力，获取金钱，才能购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于

是，所有的需求都转换为对货币的需求，真正的需

求被消解了。只有拥有货币才能交换，货币成为

了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货币被人们赋予了某种

神秘力量，能够购买一切，征服一切，人们迷恋货

币的力量就像迷恋造物神一般，彻底地臣服于货

币，因此，商品拜物教走向了货币拜物教。货币的

存在是为了获取交换价值，从而占有更多货币，货
币成为资本，而不仅仅是等价交换物。在这个过

程当中，货币最后产出的量大于投入的货币量，于
是产生了剩余价值，完成了资本的自我增值。当

货币转化为资本时，一种最彻底形态的拜物教诞

生了，即资本拜物教。
三大拜物 教 使 得 人 在 商 品 消 费 中 彻 底 异 化

了。首先，商品消费使得人和商品之间的主客关

系颠倒 了。商 品 的 价 值 是 人 通 过 劳 动 创 造 出 来

的，但是商品的价值需要进入消费领域后通过劳

动者与他人的社会关系的交换，转让商品的使用

价值来 实 现。这 一 过 程 表 现 为 商 品 与 商 品 的 交

换，因这种商品交换不仅能够给劳动者带来经济

利益，且直接影响劳动者的生命活动，商品被赋予

神秘色彩，使人对物产生了畏惧感，商品成为独立

于人存在的物，站到人的对立面，成为人被自己创

造出的物所支配，主客体颠倒了。其次，商品消费

是使人进一步物化，进一步量化，进一步抽象化。
商品的交 换 价 值 是 建 立 在 商 品 使 用 价 值 的 基 础

上，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创造出商品的无差别的

人类劳动中。商品价值的大小也就是指商品的价

值量，所以衡量商品的价值量是由商品所消耗的

以劳动时间为尺度的劳动量来决定。这种量化的

衡量标准，将人等同于劳动工具，使人物化，而人

与人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也随之异化为数值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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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换关系。最后，商品的消费使人的存在进一

步抽象化，人是什么是由他能消费得起什么来决

定，不但主客 关 系 颠 倒 了，而 且“物 我”价 值 也 颠

倒了。

二、异化的抽象：符号消费中

人的异化

　　相对 于 商 品 生 产 过 程 和 消 费 过 程 的 异 化 而

言，在符号消费中的异化更具有间接性的特征，而
这种间接性是异化逻辑的内在需要。这种间接性

的异化掩盖了直接性的异化对人的伤害，在商品

生产和消费中人对人的这种控制直接的结果就是

生产者和消费者对这种控制的反抗，这种控制和

反抗都具有直接性的特点。但是，在符号消费领

域中的这 种 异 化 使 得 人 的 反 抗 失 去 了 现 实 的 对

象，而且通过符号消费，使得异化（不断实现着的

异化）变成 了 主 体 的 内 在（超 出 基 本 生 理）需 求。
在商品消费过程中，异化也稍稍具有间接性的特

征，人对人的控制也隐藏在消费过程当中，但是商

品、货币和资本本身仍然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特征，
异化仍然会或多或少地被感受到，因此，需要更加

隐蔽的形式来掩盖这种异化。异化需要进一步被

抽象化，而这种异化的抽象，就是符号消费中人的

异化。符号消费使得人和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都隐藏到符号背后，使得这种异化更加隐蔽但也

更强烈。
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 展，社 会

物质资料达到空前的丰富，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

从以生产为中心的模式走向了以消费为中心的模

式，这种模式也标志着消费社会的形成。异化的

范围由劳动领域扩展到了消费领域，人完全处于

一种物的异化状态，人即使逃离了劳动，仍然逃不

开被束缚，成为被强制消费的动 物［４］。而 且 这 种

强制消费，不再仅仅表现为物对人的控制和人对

人的控制，而转化为消费符号对人的控制。所谓

的强制消费，实际上指的是不以维持生存为目的

的消费，这种消费的强制并不是真的有人强制去

消费，而是把“消费”转化成某种“价值”或“意义”，
以一种象征的形式对消费者构成某种“吸引”，而

这种吸引并不是从主体生发出来的需要，而是由

这些“价值”或“意义”构建出来的需要，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而言对主体具有强制性。
在消费社会，人们购买商品所看重的 不 再 是

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所具有的符号价值。所谓

的符号消费，是指人们的消费目的不再是为了使

用价值购买物品，而是为了通过消费这一行为实

现自我身份的建构及在社会关系中的意义。在今

天的消费社会中，我们的消费行为已经成为对自

我进行识别和归属的行为，并通过消费的物品对

他人进行识别和归属，人们自我建构行为在消费

活动中完成。但人们更是在琳琅满目的广告教唆

中失去了自身的判断力，偏执地追求符号而丧失

了主体的独立个性，丧失了真实的自我本性。这

个过程中，人被符号统治着，成为符号的奴隶，主

体被异化了，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也被异化了。
鲍德里亚指出：“有意义的消费乃是一种系统

化的符号操纵行为。”［５］不同的符号表现出不同的

含义，影响并规定着人们的行为和群体认同。人

们对物品的占有或交换的这种行为，已经不是为

了对商品使用价值的占有或交换，而是为了对商

品所具有的符号意义的占有和交换，同时也是在

这些具有特定含义符号的消费中形成自我的界定

和自我认同。在消费社会中，消费符号作为一切

的主宰者，主宰着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控制着人们

的欲望，消费过程中，符号之间的关系最终代替了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消费所宣称的自由选择

和个性化理念，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广告的诉求，
其真实目的是为了向消费者展示商品，并在传播

过程中使消费者根据媒介的诱导信息重新进行统

一编码，最后是消费者自动依附于广告的编码规

则并与其达到一致，适应社会的基本意识形态，从
而成为消费者行为的基本价值观。广告成为驯化

消费者的手段，广告刺激消费欲求，并通过各种甜

蜜的话语来掩盖实际的交换逻辑，使工人们被资

本家的剥削更加隐秘化，使人处于广告营造的幻

影中，在满足自己需求的消费中悄无声息地被剥

削，并被符号所支配着，迷失了自我价值，在媒体

给予的幻影中寻求幸福。
在消费活动中，人们希望通过消费不 仅 能 够

获得集体归属感，更想通过消费来建构自我，实现

自我的 自 主 性。人 们 试 图 在 消 费 商 品 中 寻 求 差

异，想要以此来界定自我、获得身份认同。人们对

差异的需求使以差异为目的的生产出现。例如各

种限量版的商品、特制的商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

中，这种以差异为目的的生产，也使人们的需求不

再是对某一物的需求而是对差异的寻求陷入无止

境。符号的差异总是在不断地被缩小，不停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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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着更新替代，差异的更新犹如无理数般没有

尽头，使得人们对消费的欲望成为永无止境的追

求，消费被彻底异化了。正如鲍德里亚所说：“对

差异的崇拜正是建立在差别丧失之基础上的。”［６］

最终，人失去了真正的自主性，在异化的消费中成

为全面异化的人。

三、异化的符号化：消费社会中

人的生存状态

　　从抽象的异化到异化的抽象，人的异化经历

了一个不断加深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之所以能够

顺利地展开，在于商品的符号化和符号的商品化，
异化本身已经符号化了，最终导致人的符号化生

存。在消费社会中，商品符号化和符号商品化产

生了符 号 价 值。符 号 价 值 本 来 就 是 属 于 物 的 属

性，依附于物而存在。但是，在消费社会 中，人 们

对于符号化的商品所具有的文化意象更为看重，
甚至超越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是否被符号化

决定了是否能被消费。符号操纵着物，并将物的

存在价值完全被符号所制造的幻象所掩盖。消费

主义是 符 号 异 化 的 极 端 形 态。消 费 主 义 鼓 励 消

费，提倡象征性的消费、炫耀性的消费、奢侈消费，
鼓励人们追求个性化消费，物质享乐主义盛行，消
费成为了当今人们的人生目标［７］。人们在大众媒

体的“劝导和驯化”下，发疯一般追逐各种商品，失
去了自主性，只知道物质享受和自以为是的“自由

性”购买商品，忘记了对精神世界的反思追问，成

为了单向度的人。可见，符号消费不但使人失去

了反抗的对象，也使人失去反抗的能力。异化本

身已经符号化了，并成为了人的一种存在方式。
商品作为人的劳动产品，具有一定的 使 用 价

值。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在于剩余价

值的实现，商品真正的意义不在于其是否有用，而
在于能否被售卖出去。因此，商品会被进一步“塑
造”，在 其 使 用 价 值 的 基 础 上，被 进 一 步 符 号 化。
商品符 号 化 的 实 质 就 是 对 商 品 的 有 用 性 的“篡

改”，符号化了的商品更容易被控制和推广。这个

进程同时也是符号的商品化。所谓的符号商品化

就是符号成为了一种商品，成为了以商品形态存

在的消费品。符号成为商品的“附加值”，甚至成

为商品“价值”本身。人们消费商品，更多的是对

商品附加的“符号”的消费，这是符号消费的本质，
也是商 品 消 费 最 极 端 的 消 费 形 式。鲍 德 里 亚 认

为，在消费社会，物品只有化身为符号才能成为消

费对象。这正是对当今消费社会消费活动的真实

写照［８］。在马克思那里，商品首先是 一 个 外 界 的

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

物。这种需 要 的 性 质 如 何，是 与 问 题 无 关 的［９］。
也就是说，商品的有用性绝不仅仅局限于使人获

得自然生理的需求，而且要满足人的虚荣心、炫耀

目的、地位渴望等等。在物质资料丰富的消费社

会，人们对商品的依赖性已经不仅仅在其使用价

值上，而在商品所蕴含的意义上，即商品的符号价

值。符号价值成为了商品的第三属性，并在商品

交换中取代了使用价值的主导地位，成为大众消

费的主要动机。
在消费社会中，物自身已经消解了，符号消费

使消费成为一种异化的力量，人们在这种脱离了

客观 世 界 基 础 的 符 号 消 费 中，渐 渐 迷 失 了 自 我。
人们在制造符号、追逐符号中，在受符号主宰的游

戏中丧失了理性，被无限的永不满足的欲望充斥

着头脑，使真实的需求被虚幻的欲望统治并控制

着，通过符号的刺激人们自发地条件反射一般产

生消费的欲望，在对符号的追逐中，人逐渐变成一

具主体意 识 完 全 被 消 解 的 抽 象 的 空 有 欲 望 的 躯

壳。在这种符号统治下，人的身体成为了“最美的

消费品”［１０］，符号消费使得异化更加抽象化，更加

隐蔽。符号消费的抽象化直接结果就是异化似乎

消失了，人在消费中实现了某种解放，而且随着这

种消费的发展似乎人会越来越解放，这种错觉使

得人完全放弃了对异化的反抗，即使想反抗也找

不到反抗的对象。因此，符号消费使得人把自己

无法解放的罪责重新归咎到自身上来。符号消费

首先让人们消费商品所象征的符号，其次让人们

消费符号所象征的“商品”，最后让人们接受“符号

商品”所象征的意义或价值。正是这种层层深入，
使得人的异化越来越严重，人越来越抽象化而无

法获得自己的现实性，也就失去了反抗现实的力

量，人的存在本身被符号化了，
综上所述，从人的物化到物的符号化 再 到 人

的符号化，异化层层深入。符号消费是这种异化

得以完成的手段，而资本推动符号生产是这种异

化得以实现的本质。从商品生产过程到商品消费

过程，再到符号消费过程，资本对人的控制不是减

弱了，而是加强了，人的异化不是消失了而是严重

了。异化在这一过程中由直接性转变为间接性和

抽象性，而这种转变正是符号消费背后的异化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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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和本质。只有把握了这种异化逻辑及其在各个

阶段的特征，才有可能为消解这种异化提供某种

理论上的可能性。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消费中，异

化虽然具有直接性和间接性的特征，但是人们还

是能切实地感受到这种异化对人的影响和束缚，
马克思提出以消灭私有制来消解这种异化。在符

号消费中，异化表现出了人的更多的主动性和自

由性，甚至表现出某种异化消解的特征。但这种

主动性和 自 由 性 仍 然 是 以 对 物 的 依 赖 性 为 基 础

的，仍然消解不掉异化本身。符号消费只不过是

人在基本生存需要满足之后的暂时的迷茫状态，
这种迷茫状态所遮蔽的仍然是资本对人的控制关

系，只不过是控制手段的转换而已，这种控制手段

的背后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和不正义。资

本主义社会所倡导的消费社会由消费引领着人们

寻求幸福的这条道路，使人们将其价值观、幸福观

及自我建构、自我认定全部建立在畸形的符号消

费下，成为完全异化的人及社会关系，这种现象让

人堪忧。这种异化的符号消费使人性逐渐泯灭，
成为符号的信徒，人不再是真正的人，人对所谓符

号消费象征的“自由”追逐，不过是追寻了更多的

束缚，并 在“自 由”的 虚 假 符 号 下 沦 丧 为 被 奴 化

的人。
符号消费背后异化的演变过程让我们看到了

异化的内在逻辑和本质。全面异化并非一朝一夕

完成的，从物对人的控制到符号对人的统治，每一

次异化的进程都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主

义理论对 当 代 社 会 仍 然 具 有 非 常 重 要 的 指 导 地

位。今天，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出发，从科学

发展的角度看待消费行为显得尤为必要。只有那

些符合人的身心健康和自由全面发展要求，推动

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消费观

念和消费行为才是值得提倡的。正常的消费是人

的基本需求，而符号消费不仅仅是物满足人的过

程，也会导致异化，通过物控制人的过程，成为人

控制人的工具，导致符号对人的统治。因此应客

观对待、正确引导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使人无论在

生产还是在消费过程中，真正成为物的主人，获得

真正的解放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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