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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开放作 资本操控文 的起点， 既是资本增殖的手段， 也是文 维系的根本。 但表层的开
放背后隐藏着深层的封闭， 这是资本文 逻辑更 本质的向度。 封闭性形成以资本 导的文

利益闭 ， 加剧异质文 间的断裂， 促使 “超文 ” 生成， 使文 呈 出生产的非需求性、 交
换的非平等性、 分配的非均衡性和消费的非自 性， 强 资本的权力。 开放走向人 而封闭导致

物 。 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的矛盾， 解放与奴役、 自由与束缚的矛盾， 社会关系优 与退 的矛

盾， 都强 了资本宰制 人 和物 的界分。 在宏观 把握文 开放与封闭间的张力， 中观 注

重文 建设中人文精神的养成， 微观 将家庭关系作 生成社会关系完整性的基础， 有助于驾
进而超越资本的文 逻辑。
关键词： 资本　 文 逻辑　 资本全球 　 文 全球 　 开放

文 逻辑是晚期资 最引人注目的逻辑形 之一。 着资 统 代世界的 体性力 ，
作 “ 照之 ” 渗 而贯穿于人、 社会和自然的方方面面。 文 一开始 过是资 统 的一隅。
但 着统 的运演， 文 来 资 增殖的高 载体。 资 文 发生了丰富而复 的耦合效 ：
资 形塑、 规 文 ， 文 映照资 ， 者互 表 ， 建构了 代文明的整体风貌。 在 克思 哲学

中， “逻辑” 指 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 秩序、 法 等， 是一种必然性及 在 念 的 映。 资 的文

逻辑 资 制 文 生 、 存在、 演 的必然性， 或精神 念中所映射的资 运动规律。
开 和封 的视角 思资 制文 的生 路， 厘清文 运演的作用指向， 是研究资 文

的 系， 而在文 建设中超 资 逻辑的有效路 。 以 研究多集中于 一层面或 一指向的

体作用， 或以 代性和世俗 考察背 ， 注文 开 封 的辩证 系；①或以文 的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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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 作学理 析， 炼 人 物 的 路 ；① 或着眼 实发展， 代资 “
济 ‘物 ’ 到心灵 ‘支配’ ”②， “意识形 的 ‘物’ ‘物’ 的意识形 ”③ 等 点。 但
研究尚 触及开 －封 人 －物 之间的联系。 因 ， 们有必要敞开 两个层面间的 联，

更 深入地 视资 支配 文 所呈 的 指向。

一、 开放： 资本文化逻辑的起点

探 资 文 逻辑的起点， 构 研究该 题的前 。 通 意 ， 种考察或奠 有两条 路：
一是系统论的方式， 利用 疑 批判 到一个逻辑支点， 并以 支点 原点， 通过 演 得

相 论断， 展开一系 工作， 相 论断及 续工作的有效性 于支点的确证性； 是生 论的方

式， 通过历史回溯， 到一个 以 头开始的原初点， 既是逻辑 历史相统一的原点， 又是以
来 析和评 之 人类历史 象 （包括文 象） 的参照点。 比较起来， 系统论的奠 方式存有极

大风险， 它 到的最大质疑来自对逻辑支点的 信任。 而生 论的奠 方式依照历史逻辑 ， 因
性而较少思维 的纠偏。 对于资 文 逻辑的研究， 两种方式在一定程度 均适用， 但两相 合

会有更好的效 。 系统论和生 论的 维度看， 个既是逻辑支点又是历史原点的 合点， 更是
研究资 文 逻辑的起点。 个起点是开 。

于资 而言， 开 是增殖的手段。 一般性 考 的资 的开 ， 是指资 之世界运 逻辑，
通过在全球范围的流动获 能广阔的增殖空间。 在通过开 展增殖空间的过程中， 资 地方

性和区域性的存在， 最终形 一种世界性的存在。 起初， 种开 只是单纯的 济 ， 因 资 仅

仅是在谋求增殖 值的 济利益， 就是 遍所言的 “ 济全球 ”， 资金、 术、 管理等器物性
存在在全球范围的配置。 但 济 绝非一种简单的生 劳作 ， 于 济活动之 的文 活动也

会被包括 中。 久而久之， 济的、 文 的、 器物性或制度性的因素 合在一起， 建构 一个看

似有 “理性” 的社会文 体系时， 作 原动力的资 也就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 确 地说， 是开
使资 获得了在全球范围存在的合理性， 让它拥有了长盛 衰的生 力。 也就 以解释， 管遭遇

了 前 全球 浪潮的有力抵制， 但全球 是 代 否认的 特 ， 是 代 的 流。 而

言之， 在资 获得在全球范围存在的合理性的过程中， 文 是 键一 。 因 ， 们 以说， 文 全

球 是比 济全球 更 深入的层 ， 它意味着真 全球 时代的到来。
究 质而言， 全球 是资 的全球 ， 文 全球 实 是资 逻辑在文 的展开。 文 全球

是一种以开 指向的文 生长。 开 供了资 扩张和资 文 逻辑生存的空间。 引 了开

的另一 含 ， 资 增殖方式的革 。 工业资 、 商业资 、 生 资 等到文 资 、 社会资
、 金融资 的演 ， 资 形 处于 断 幻中。 文 资 是 代资 增殖的一个 要形 。 但资
文 的融合渐 并非 代的 物。 一个半世纪之前， 克思 了 “世界历史” 和 “世界文学”

的概念， 以将资 的 “物质生 ” 和 “精神生 ” 相联系。 只 过 代以 ， 于资 增殖的 入，
开 力度增强， 让 种融合 得更 紧密。

于文 而言， 开 是 得以维系的 。 文 是一种静 、 封 的实体性存在， 它在传 中创

， 在转 中发展。 实， “人类存在 质 说， 是 避免的外在 活动。 在外在 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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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向实在注入了意 。”① “外在 ” 开 ， 它使文 获得了生生 的存在 值。 历史背 看，
文 演 是一个渐 开 的过程， 表 个方面： 首 ， 文 发展快 。 前资 时代的文明

存在了数千 ， 而资 生 方式 只有几百 的历史， 但 短短几百 生 了比之前

更多的文 。 究 原因， 资 社会起 定作用的是资 ， 维持自身生 ， 资 总是一

停地快 运转， 断 文 的创 整合， 给 一轮扩张 供丰富文 资 。 次， 文 貌世界

。 在前资 的传统社会中， 人们交 方式和社会联系的有限性使得人类的视域范围较 小，
认识能力也 到局限， 文 相对封 ， 地域性 最明显的表 。 资 的开 逻辑， 一方面 强人

类的 “互相 来” “互相依赖”， 就人类联系、 社会 系的 遍 丰富， “世界文 ” 的形
创 条 ； 另一方面， 使得 “民族的 面性和局限性日益 能”②， 在原有地域性文 的

础 生 世界性文 。 最 ， 文 表达多元 。 前资 社会文 开 程度的有限 文 专制有

。 在前资 社会， 文 的规 “就是 府的规 ， 规 指 人的任何一个 动，
他预 确定目标， 并 他 供实 目标的手段”③。 无论是文 的创 者 是接 者， 都 到统一

准 的 束， 表达相对单一。 资 敏锐地抓住 一点， 以自 、 包容来 文 专制， 在 有文 形

式之 断 展文 表达的 ， 创 多 的文 品。

二、 封闭： 资本文化逻辑的另一面

但在资 宰制 ， 文 的开 是封 ， 者一体两面、 两极相通。 甚 以认 ， 封 是资

文 逻辑中 藏于开 背 的更 质的向度。 值增殖是资 的 心逻辑， 它塑 了文 的开 ，
时也是文 封 的源头。 在资 生 方式 ， 文 作 资 增殖的方式， 资 实 了 值， 文
得以生 、 存续、 发展。 若 资 增殖相悖， 文 要 被资 霸 消解， 要 被改 或 ， 最终

呈 的只会是符合资 增殖需要的开 性文 。 更 一 说， 在资 的文 逻辑中， 无论文 的

原初 貌如何， 或 阶段 何种表层特 ， 都会 增殖 值的 心 向服 。 所以， 开 性 是

资 增殖 一封 性的展 ， 在 的意 起 定作用的是封 性。
资 文 逻辑的封 性， 形 了以资 的文 利益 。 在以资 体 系的社会中，

文 质 是精神活动而是资 活动。 统 资 社会中的文 及 活动， 论是 体 是

体， 无论是创 文 的一方 是接 文 的一方， “每个个人、 每个消费者都被封 于对商品的利益

操 和 自身利益的符号中”④。 然而， 追 实利益的自 封 ， 是文 退 的 。 在 ， 文
失去它精神 值的 “ ”， 完全 了维 资 利益的符号。 否认的是， 资 的文

在 发展了文 ， 但在质 贬抑了文 。 所谓 “文 的发展”， “ ” 也符合资 利益，
甚 直接是资 利益的 画。

资 操 文 的利益 ， 剧着 质文 间的断 。 在资 运动中， 值总是流向资 而非

值创 方， 济生活中的两极 。 在文 生活中， 利益流向的 对等性 存在。 资 在传播

文 的 时， 使 －落 、 － 属两种 质的文 形 渐 离， 并拉大差距。 资 在整

个社会运 中处于 性和 性的地位， 文 始终朝着有利于资 者的方面发展， 动方愈发

动， 被动方更 被动。 简言之， 文 断 让资 文 占据 动， 并愈 强大； 大部 非资 文 处于

被动地位， 并愈 式微， 以 陷入 体 依 的尖锐性、 非等向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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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文 非资 文 的 ， 促使 “超文 ” 形 。 “超文 ” 占有绝对 地位、 绝

对 动 的终极性 流文 ， 是资 文 的集中体 。 如 克思所说， 资 “使 开 和半

开 的 家 属于文明的 家， 使农民的民族 属于资 阶 的民族， 使东方 属于西方”①。 资
统 的文 格局 呈 属 系。 资 文 占据 ， 发展 体性文 ， 非资 文 处

于 属， 沦 依 性文 ， 两种 质文 间的断 。 体文 维 自身的统 及资 利益，
断创 或改 丰富多 的文 形 ， 但深层机理中 藏的 是 “文 殖民 ” 的心 。 体文

在形式的 幻 多 中强 自身， 文 虽表面 质 渐 一。 是形 “凌驾” 一 之

的文 的过程。 “超文 ” 的逻辑范式讲， 绝对统 代表着 一 、 齐一性， 意味着相对性的
丧失。 眼 愈演愈烈的文 全球 、 文 多元 实质 是文 的 质 ， 文 渐 的过程。

就 实而言， “超文 ” 的形 是 世界文 格局的生动注释。 西方 家利用自身 势向他

输 文 ， 资 文 “超文 ” 的代 词。 它瓦解了文 载的 “文以载道” 值传统，
使之转而 担起资 的符号职能， 了资 念形 传布的工 。 在文 渗 的过程中， 发达
资 家始终掌握着 文 秩序建构的 语 ； 发展中 家或难以构筑自 的 语体系， 或只
是在文 意识形 的塑 ， 对资 强势 语 另类诠释。 最终， 资 链条 端的

家在 语建设中罹患 “集体失语症”。 一困局， 在实践层面深 了资 的文 效 。
述资 文 逻辑的封 特性， 一 巩固了资 的 力， 资 在社会中的支配力 。 克思

说 “资 是资 阶 社会的支配一 的 济 力”②。 伴 资 统 力的强 ， 资 力的扩大 泛

， 资 “意识到自 是一种社会 力”③。 济 力到社会 力的延展， 突显 资 文 力

的意 。 一定意 说， 占有了文 力， 才能使资 全部的力 系真 发挥 来， 完全掌
代世界。 换言之， 也唯有实 “ 济帝 ” 到 “文 帝 ” 的升 ， 完全地支配整个人类社会，
资 才达到 力巅峰， 代社会的 “ 体”。 在文 力拥有 高地位的 “资 －文 帝 ”
中， 文 力 过是资 力的映射， 文 执 的是资 的职能， 文 的表 形 是资 的表 形

。 因而， 文 是资 的 “文 ” 或资 的 “ 身”， 文 力 过是资 力的一 。 资 文

力的生发， 有力支撑起文 的持续封 。
资 对 济生活的统 贯穿于生 、 交换、 配、 消费的全过程。④ ， 资 的文 力也横

亘于文 生 、 文 交换、 文 配和文 消费的整个过程之中， 并在各个 节都深度标注了文 的

封 性。
首 ， 文 生 的非需求性。 停地扩大 生 ， 是资 得以存续的 要 石。 资 的文 逻辑

也必须 扣贯 之。 ， 资 在文 生 中努力 “创 一种 自 相适 的生 方式作 自

的 础”⑤， 就使得生 的溢 效 在所难免， 时陷入生 过剩的资 固有矛盾之中。 换
言之， 文 生 制于资 之 性， 并非衡 供需 系之 的理性选 。 或者说， 因 文 及 生

在整个生 方式的体系架构中居于 层， 而资 的文 生 愈 呈 无限扩大的 向。 但是，
生 过程中有一个 容忽视的 要 束力， 资 封 性 就的文 封 性。 故而， 文 生 更是在

朝向文 一 的 “灰色” 状 叠 ， 深了虚假繁荣的生 幻象。
次， 文 交换的非 等性。 在文 交换中， 一方面， 资 创 文 ， 但 创 者所用， 而

是被交换到资 回 的外围。 发达资 家以交换 手段， 向外倾销文 品便是鲜明的例证；
另一方面， 非资 所创 的文 ， 无法向资 之文 体系输入， 失去了文 交换的能力。 广大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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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家的 “集体性失语” 就体 着文 交换 对等而 弱 的过程。 文 交换的 种

等 源于文 生 。 生 过多 定了文 交换的转嫁性， 方要将 构内部的剩余 品转移 去，
向体系外端的 属方输 ， 是资 调整供需 系以规避危机的自纠机制， 演映 述第一个层面。
生 过多 定了文 交换的排他性。 资 的文 体系内没有 容纳 他文 的空间， 就处于弱势

的非资 文 存在破门而入的 能， 必然呈无力之势， 述第 个层面。 总之， 文 交换的

等是对文 封 的又一层体认。
次， 文 配的非均衡性。 等交换的 响， 文 配也展 两种特 。 一是文 发展

水 两极 。 如前所述， 资 的文 逻辑中存在 体－依 之矛盾 系， 矛盾的 要方面 期利

用交换 势占据 ， 发展 势文 ， 矛盾的另一方 沦 弱势文 。 两种文 的界 拉

大， 文 利益 配 等效均齐。 是文 组 的 构占比 调。 强大的资 逻辑总能 发制人，
将多余文 品强 配 去， 于是， 形 一种偏斜的背 性局面： 落 地区 有的资 文 并

在少数， 在特定领域甚 比发达地区更多、 更强势。 需要注意的是， 是体系 端的落 地区

动选 的 ， 而是 文 配引发的被动接 ， 呈 封 逻辑的力度。
最 ， 文 消费的非自 性。 消费 是人之生存 发展中 自觉性的 方式， 思维、 意

识等人脑机能调 ， 让人在消费中得到 体自身的满足和 升。 而在资 生 方式中， 着生

、 交换、 配方式的改 ， 消费也发生了 ， 它的 “目的 是仅仅满足人自身的需要，
而是 了使资 获 更大的利润”①。 换言之， 在资 生 方式 ， 消费 被人所 制， 而
是被资 掌握， 渐渐丢失了理性自 的内 ， 消费的意 在很大程度 要是作 实 资 增殖的手

段。 “在 扩大 有的消费”、 “ 的需要”、 “发 和创 的使用 值”② 都是 题中 有

之 。 资 支配的文 消费， 既是资 用以扩大和创 消费需求、 展资 增殖空间的手段，
身 是资 增殖的 要空间。 代 济生活中强调高 值的文 业 势， 便是 增大文 消费

的 “包装”。
“资 只有一种生活 能， 就是增殖自身， 创 剩余 值， 用自 的 部 生 资料 吸

能多的剩余劳动。”③ 着消费的完 、 增殖的实 ， 被 激扩大 生 ， 资 文 开始 一轮

生 到消费的 力统 。 继而， 在资 之文 力统摄的内部， 又形 一个封 构， 让文 在封

性桎梏中 陷 深。

三、 人化－物化： 资本文化逻辑的归宿
广 的文 “人 ”， 是 克思 文 哲学的共识。 然而， 资 的文 逻辑， 既 有开

的向度又内含封 的特质， 呈 开 封 并置的特殊格局。 资 统 的文 总是面临 自身

质相类或相背的 宿。 伴 资 文 逻辑的凯歌 ， 开 和封 所促 的人 物 的悖论

愈发凸显。 文 人实质相通， 而人在 实性 又是一 社会 系的总和， 对资 之文 逻辑的理

解， 以 文 、 人 （人性）、 社会 系 位一体的视域 以综合展开。 资 的文 逻辑中 满辩证

而繁复的矛盾， 它以开 －封 起始， 在通 人 －物 的道路中， 诸多相 相 的 体矛盾，
形塑了资 文 逻辑的作用 。

第一， 于文 而言， 人文精神 科学理性的矛盾促 人 －物 之 。 人文精神是文 的题中

之 ， 体 着文 的 质。 在许多学者的研究中， 都将文 视 一个整体性范畴， 如泰勒在 《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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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 ： 《全球 资 的 逻辑》， 《 大学学 （哲学社会科学 ） 》 ２００９ 第 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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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中将文 定 “复 的整体”， 克特在 《文 模式》 中强调 “文 的整体意 ”。 如
， 人文精神也必然显示 整合的属性， 以 文 概念之内涵。 然而， 着资 社会的发展， 科学
术突飞猛 ， 而科学的理性精神讲求专业 ， 人类社会的种种 ， 消减作 有机整体的人文

精神。 ， 在文 内部 时 整合 的矛盾。
人文精神的整合性 升文 深度。 创 性想象是文 整合 创 的 要 节。 如赖特·米尔 所

言， “想象力是一种心智的品质， 使人们能看清世 ， 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 情的清 全

貌。”① 种 “想象力” 在书中被赖特·米尔 称 “心智品质”， 实 也是一种人文精神。 通过想
象力的作用， 人类将整个社会作 一个总体性范畴而 以考 ， 注 背 的 遍联系， 而建立

起视角转换 系， 体的、 个别的浅层 思考， 升 对社会生活意 的总体性沉思。 在深度
“想象” 的 础 ， 文 创 的视 和广度大大 展， 促 了文 发展； 而文 的创 发展又 文

深度的 一 升 打 铺垫。
科学理性的 性降解文 深度。 科学品格 资 精神 有高度一 性， 资 逻辑在 值增殖

锱铢必较的精算思维， 自然科学要 实证检验、 讲求确定的理性品格 合， 深 作用于 代文

的 貌。 科学理性的 一特质 了文 的 意识， 将整个文 体系划 若 门类， 各部 因

而被人 贴 标签， 使 之间的界限泾渭 明， 仅仅 注 点领域及 键 节。 就 ， 科学理

性精神的 响， 文 的 性让它 自身整全性的 质 渐背离。 对细 节的过 强调， 像显微镜
般深 、 细 察 物的 体纹路， 很容易忽视 间的 联系， 仅看到 隘视域内的表象， 实质

真相渐 渐 。
性对文 深度的降解， 就文 的物 向。 在资 和科学精神的规 ， 固有文 被看作

一个实证的、 既定的存在， 文 中的物 象被 自然 实。 在 种物 意识的作用 ， 仅仅外

部各种类文 离、 内部文 属性断 ， 更会 总体性 视能力的消失， 只能 生文 。 于

丧失了总体性 视能力， 人类无法 整体 触及文 质， 也就看 到文 所连接的过去 来， 对
来的 能性蓝 缺失信心， 物 构中的人。 质言之， 人被文 的 性、 浅层性束缚， 就是

陷于物 的泥 中 能自拔。
第 ， 于人或人性而言， 解 奴役、 自 束缚的矛盾 深文 的人 －物 之界区。 资 文

的开 逻辑促 人的解 自 ， 实 人 ； 而资 的封 逻辑使人遭 奴役 束缚， 物 。
求知是人类解 自 的 要源泉。 文 在原点 比喻 黑暗的 “洞穴”②， 发展过程就是

人类挣脱 “洞穴” 断求知的过程。 于 性 说， 人总是一种好奇的生物， 完整人性的获得必须超
有文 ， 在求知欲的 动 开 领域。 于 ， 求知相伴的文 开 是构筑完整人性的通

路。 前资 期资 时代， 求知的人类创 丰富文 ， 处于奴役状 中的人身解

奠定 础。 相 ， 摒 知识的 “冷漠开 ”③ 阻滞了探索的欲望， 是人类自 之路的障 。 伴 资

统 的深入， 增殖逻辑生 的过剩文 品， 消减了求知开 的欲望， 并 一种精神和

文 的封 ， 诸多 实危机的 源。 故而， 求知向 求知的转换将文 向 “人 ” 的 面，
促动 “物 ” 因素的生 。

求知 生 文 的相对 、 虚无 。 种意 讲， 求知是在 抵达真相的 能性，
探索确定性是 真实目的； 而 求知 无意于 求真理， 将 物的确定性 置 否。 资 逻辑的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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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 ： 《社会学的想象力》， 陈强等译， 生活· 读书· 知 联书店， ２００１ ， 第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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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放－封闭到人化－物化 马克思主义研究

知倾向建立在资 文 的高度发达之 ， 认求知促 人 并 就了文 大发展。 那 ， 人的
“解 ” “自 ” 便 相对 的确立带来保障。 以自 和人性解 ， 人类 以 被

施 任何 预的自 选 ， 让文 的确定性求知失去存在的前 必要性。 没有对错、 是非、 善恶之
， 一 都是 有 “确定性” 的 确和 善； 使 真理相悖， 只要 饰得 也依然完美无瑕。 缺

少对知识的追求， 使虚假得以大 道， 让一 都 得没有意 和虚无缥缈。 ， 文 表面 呈

多元融合、 包容共生的良性互动， 实是在朝 一 、 均质 的方向滑落。
文 的相对 虚无 体之物 危机。 值选 相对 虚无 的文 表象， 促使 体

自身的文 “人 ” 之 质渐 脱离而 “物 ” 之势。 于求知欲衰竭 值失范， 人类
失去了 值判断的理性标准， 也丢掉了打破自身束缚的能力， 文 内部之断 。 如若将文 简要

解 “人的 质力 对象 ” “人的 质力 ” 两种存在形式， 作 文 创 体的人

任何 束之时， 人 身的自然 性皈依于 物质欲望， 人 向物 的靠拢让人无法走 实

物欲世界的自 封 。 人性的 和人的整体性的丧失， 深邃精神向度的消解， 让非人 的 质性能

占据统 地位， 文 向自然复 ， 文 值中精神性的部 日渐减少。 文 的精神内 中只剩

物质 的时候， 文 会最终倒退 能或自然。
第 ， 于社会 系而言， 退 的矛盾构 文 的人 －物 之歧路。 资 质 是一种人

人的社会 系， 它在 代社会 渐深入的过程， 就是社会 系丰富 完善的 路。 前资 社会

中， 人只是在 “ 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 发展着”①， 人 人之间的联系较 有限， 社会 系相

对单一， 使偏 领域内的人身依 性 强。 以 而论， 人的依赖性 是对人 的束缚， 社会

系的长期孤立、 文 发展缓慢。 资 之开 性相伴， 资 系将人 以 的依赖 系中解 来，
使人的社会 系得到 遍性的发展。 社会 系 断完善的 之路， 体认着资 支配 代世界的

“ 革” 程， 也映照 文 之 “人 ” 属向的增 。
资 在完善社会 系的 时也摧毁社会 系。 确 地说， 资 “是一种以物 中 的人和人之

间的社会 系”②， 天然地 有物的属性。 在资 扩张中， 固然创 人 人丰富的社会联系， 促
人一定程度的自 发展 文 ， 但 并 是资 的真实目的， 而 过是资 运动的一个 属品，
建立物的社会 系才是资 统 的 宿。 ， 资 必须使社会 系破 立 ， “在它 得了统

的地方把一 封建的、 法的和 园诗般的 系都破坏了”③， “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
系， 除了冷酷无情的 ‘ 金交易’， 就 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④ 对传统社会 系的抛 型

“金钱 系” 的确定， 是资 改 社会 系的两个方面。
物 是资 制社会 系的最终指向。 资 攫 了 代世界的最高 力， 表面 是人统 世间万

物， 内 是资 作 物统 着一 ， 形 了资 社会中以物 的 心架构。 资 的物 逻辑

“把人 作既在精神 又在肉体 非人 的存在物生 来”⑤， 人 过是资 或物的存在形

式。 而， 作 人 性体 的社会 系 是资 的 “符号”， 并渐 一种对立物生 ， 展
自身相 的特 。 如 克思所言， “ 是一个着了魔的、 颠倒的、 倒立着的世界”⑥， 物 乃

， 社会 系→人→文 的运作机理， 构 资 文 更 真 的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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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资本文化逻辑的实践启迪

对资 的文 逻辑的研究， 仅是 了 理论 使 种逻辑显露 来， 更 要的是 了在实践中

更合理地对 和处理资 文 逻辑。 继而驾 、 超 资 逻辑的角度看， 利用开 －人
的向度， 妥善规避封 －物 的缺陷， 始终秉持对资 的超 ， 是引 代文 持续健康发展的

键。 对 ， 宏 、 中 、 微 个层面系统考虑。
宏 ， 把握文 开 封 间的张力。 开 是资 逻辑的固有 性， 也是资 运动的

向， 全球 的深入发展在 实层面昭示了资 之开 性。 在全球 程中， 键是要在实践中把持开

的度， 坚持适度开 ， 处理好文 的全球 土 、 代 传统、 时代性 民族性之 系， 自觉
育适 时代需要、 富有创 力的 体文 。 空间 ， 要 强 他 秀文 的交流互鉴。 改革开
的 代中 ， 以海纳百川的胸 渐走向世界舞 的中央， 意味着在世界范围多元融合的机会增

多， 动吸收西方 文 ， 以 收并蓄、 博采 长的心 汲 有益因素， 让他 文 （包括
资 统 的文 ） 的 秀 因在 民族文 的血液中相融共生。 时间 ， 要深度挖掘 民族传统

文 的精 。 传统文 生于前资 社会的历史境遇中。 让 民族 秀传统文 代社会

相衔接， 实 创 性转 创 性发展， 对于超 资 的 状 ， 完 资 逻辑统 之 文

的自 救赎， 有着深 的 示意 。 时， 无论是 文 是 民族文 ， 在开 吸纳之

也要有 的自觉。 一方面， 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世界文 盲目接 、 以洋 尊， 要以批判思
维辩证对 之， 升文 甄别能力； 另一方面， 针对传统文 热度的持续升温， 忌文 保 的

回 ， 防 过度复古。
中 ， 注 文 建设中人文精神的 。 资 逻辑的理性 特质促 文 发展， 但 理性

生的 性也有消极的阻 作用， 文 人文精神衰减。 因 ， 亟须用人文精神 振文

深度。 是实践文 之 质内涵的理论路 。 文 以人 ， 人是文 的 体、 文 活动的轴心，
育文 中的人文精神， 着眼点 该在人。 内在看， 塑 健康人格是生 以人 中心的人文精神之

键。 只有 实人的精神世界， 有立足人性的终极 深 思想， 体人格才能在 实的 “唯物
质” 保持定力， 沉湎感 欲望的占有。 外在看， 道德 法律的 束是人文精神得以存续之

保障。 文 的物 性使人呈 任何限制的 “自 ”， 在减弱道德 法制规 力的 时也消解着

人文精神， 因 ， 强德法 制是树立 代人文精神的 有要 。 “法律是 文的道德， 道德是
内心的法律”， 者的相辅相 、 互 补 构筑起人性的 线， 促 文 良性发展。

微 ， 以家庭 系作 生 社会 系完整性的 础。 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 克思、 恩格
曾特别指 ， “资 阶 撕 了罩在家庭 系 的温情脉脉的面纱， 把 种 系 了纯粹的金钱

系”①， 以 揭示资 统 逻辑对家庭 系的改 。 资 简 、 社会 系的逻辑 发， 个
人及文 完整性的建构， 需以家庭 系的 “恢复” 发点， 用 良家风和精神传 使被金钱侵蚀

的家庭 系得到丰富 完善。 作 人的社会属性 显的 体空间， 家庭 系 构是社会 系健全的

础， 社会 系因家庭 系的恢复而渐 激发 活力的过程， 也是人的 质得到回 的过程。 个维

度 说， 前需大力倡 良好家风家训的弘扬 续， 是 建被资 的家庭 系， 而 塑文

整全性的必要条 。

（责任编辑： 王云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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