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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资本权力的阐释和批判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内核。 资本何以具有权力？ 这个问题是资
本权力解构的出发点。 学界的 流范式是， 从 “劳动逻辑” 出发， 以异化劳动和剩余价值的视
角诠释资本权力的生发原理， 却忽略了 “消费逻辑” 在资本权力上位过程中的贡献。 消费以异
化消费的方式参与资本对权力的攫 ， 通过对需要的控制、 对剩余价值的榨 、 对社会阶级划分
标准的重建， 消费社会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资本权力创生机制。 在消费社会中， 人异化 数据， 由
被动接 剥削转 动接 剥削， 资本权力以这种新方式操控人。 以劳动代替消费作 人们获

需要满足的手段， 是消解资本权力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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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权力 然 代人无法 避的 锁， 资本权力的阐释和批判， 是当代 治哲学必须面

的 题。 资本何以 有权力？ 个问题是解构资本权力的入手点。 资本权力暴露出的种种问题早 被

马克思所预言。 了解构资本权力， 们必须回到马克思解析资本权力的哲学视域。 在马克思的经
论述中， 蕴含着 种解析资本权力的路径。 一是从劳 范式出发， 以 “劳 —资本—权力” 的
释途径揭示资本获 人的掌控权的发生机理， 条路径 被学界所熟知， 们 解构资本权力

的 “显逻辑”； 是从消费范式出发， 以 “消费—资本—权力” 的 释途径解释资本 宰 代人生

方式的继生机理， 条路径常被 界所忽视， 们 解构资本权力的 “ 逻辑”。 本文试 阐

明 逻辑在马克思 治哲学中的 置， 并以 基础， 解析 代性语境中资本权力的运作方式。

一、 资本权力形成的显逻辑与隐逻辑

“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 的经济权力”①。 是马克思 资本权力的直白 述。 探 资本

何以 “支配一 ” 的权力， 是马克思 治哲学的 要 题。 早在 《１８４４ 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 马克思就意识到资本是一种支配性的权力： “资本是 劳 及 产品的支配权力。 资本家拥有
种权力……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 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 的购买的权力。”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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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 劳 的支配和指 形 了 “劳资矛盾”， 种矛盾作 基本矛盾贯穿了资本 生产方式发展

的始 。 劳资矛盾的 析是马克思 视资本 秘密的镜 ， 是马克思解构资本权力发生机理所

依据的显逻辑。
资本拥有支配和指 劳 的权力， 种指 迥 于真 联合体中 “作 一种 他职能相并列

的 殊的劳 职能” 的指 ， 而是作 一种权力， “把工人自 的统一 他们来说是 的统

一， 而把 他们劳 的剥削 的权力 他们 的剥削”①。 资本的人格化表 资本家通过

劳 的统摄、 剩余劳 的剥削和 生产过程的掌控， 了资本家和工人 间的统治和从属关

系。 马克思于 １８４９ 发表在莱茵报 的 《 佣劳 资本》 清楚地论述到， 资本权力使得劳 从

“工人本身的生命活 ” “工人本身生命的表 ” 转 “由 所有者 佣工人出 给资本的一

种商品”， 种转 只有一个目的： “ 了生活”。② 劳 从一种自由人确证自身的活 “ 自

生活的 牲”， 于工人来说， “劳 是 由他出 给别人的一种商品”③， 一种 得 出 的商品。
劳 了商品， “作 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 通过交换直接的、 获得劳 力而保 并增大自身……
是 累起来的、 过去的、 象化的劳 支配直接的、 活的劳 ”④， 作 商品的劳 了资本的一部

。 人们只有无限期地出 种商品， 才能够获得极 有限的生活资料。 在 种交换中， 工人失去了
的再生产力量， 失去了最 的自由。
资本家通过购买劳 力 种商品 了资本 劳 的 有， 资本获得了权力， 资本的所有者———

整个资产阶级——— 除了劳 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 使权力。 在资本权力的支配 ， 劳 者除了接

资本家的剥削压榨， 出于生 竞争的压力， 劳 者 间 互相压迫排 ， 资本权力形 了 人的

宰制， 控制了人的自 路径， 打 了人 人 间的联合的 能。 如马克思所说， 资本
一种 “支配工人劳 的物化的权力……自私的权力”⑤。
“劳 —资本—权力” 的过程循 复， 劳 因资本家 剩余 值的剥削被 曲， 从一种展 人

类创 性的自由活 人们像 避瘟疫一般 又 得 生产并出 的商品。 资本家通过 种商品

的控制而 断 累资本， 攫 权力， 而 资本权力 人的统治和禁锢， 并再 劳 的

曲。 如 循 复， 资本权力 断扩张， 人失去了人 人的尊 和 据。 是资本权力形 的显

逻辑。
在马克思的哲学文本中， 有一种解 资本权力的范式， “消费—资本—权力” 的 逻辑。

资本通过 劳 的控制而攫 权力的路径相比较， 资本以消费 中 攫 权力的路径 有 蔽性。
如果说在 “劳 —资本—权力” 的显逻辑中， 资本权力 控的 心是生产过程， 那 ， “消费—资本
—权力” 的 逻辑显示资本权力的抓手向 常生活领域迁移。

在 《巴黎手稿》 中， 马克思 消费的论述 要 中在 《穆勒摘要》 部 。 在 《论消费》 一节
中， 马克思指出： “生产、 配、 交换只是手段。 谁 生产而生产。 所有 一 都是中间的、 中
的活 ， 目的是消费。”⑥ 马克思将消费 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 “生产性消费本身是一种

手段， 生产手段； 非生产性消费 是手段， 而是目的； 是通过消费得到的享 ， 是消费前的一 活

的 机。”⑦资本权力的 控多 中于非生产性消费。 种消费 所以能够作 生产的目的， 就在于
人通过消费得到的享 。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 消费得到的享 等 于人的需要的满足， 因 ， 需要的
满足 消费是在 常生活中 控资本权力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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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满足 指 维持人的生 的生理需要的满足， 更 要的是 “人的本 力量的 的证

明和人的本 的 的充 ”①。 但在资本权力的 控 ， 需要的满足 被等 于人 物的 有欲望

的满足。 在经济生活中， 物的 有欲望通过消费 。 马克思 述了 种肤浅的满足： “在生产
中， 社会 员 有 （开发、 改 ） 自然产品供人类需要； 最 ， 在消费中， 产品脱离 种社会运 ，
直接 个人需要的 象和 役， 供个人享 而满足需要。”② 于是， 在私有制的范围内， 通过消费

， 个人 产品的角色被颠倒了。 人本 作 物的 体而 在， 但是在消费中， 物被 体化， 人
而 物的 役。 物的无限追求 人们服从于资本权力的统治， 直接表 消费的中 ———
———的无度追求。 资本家通过 消费的控制获 ， 完 资本 累， 并以 有的资本再 控制并

生产 的需要， 以便产生 的消费。 在 一过程中， 需要的满足 发生了 化， 满足当 所需是

够的， 于 的需要的满足 人们通过消费得到的享 。 在 个 复循 过程中， 资本的权力
断扩张， 以一种 蔽的方式控制了人们的 常生活。

“消费—资本—权力” 的逻辑 有 蔽性， 有渐 性。 种渐 性表 从 个人的控

制延展到 人 人关系的控制。 了获得需要的满足， 在私有制范围内， “每个人都指望使别人产生
某种 的需要， 迫使他作出 的 牲， 以便使他处于一种 的依赖地 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 的享

， 从而陷入一种 的经济破产。 每个人都力 创 出一种支配他人的、 的本 力量， 以便从
面 到他自 的利 需要的满足。”③ 资本权力所带来的支配性力量使得人 人的关系 回到了

霍 所说的 “人 人 敌” 的状 ， 并形 一种资本权力的 “ 林法则”： 只有 有大量 和资

本的人， 才有资格 需要的创 者， 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自 的需要， 获得消费 带的享 和快

。 “消费—资本—权力” 的逻辑是渐 的， 如马克思所 述的： “ 着 象的数量的增长， 役

人的 在物的王 在扩展， 而每一种 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 的潜在力量。”④
消费并 是通过个体的满足来化解社会的 突， 相 ， 消费是用某种 需求的 激和彼 竞争来驯化

个体。 人 相互 立的个人。 在极端贫困状 ， 人们有 能 资本权力， 但消费 用温和的手

段和间断性的满足感使人们产生一种幻觉——— 永 会陷入极端贫困， 于是， 人们麻痹在消费的温
情和快感中 了 。

在 “劳 —资本—权力” “消费—资本—权力” 种逻辑中， 资本获得权力的方式形 了鲜

明的 比。 资本通过控制劳 获 权力的手段是明显的， 并且 人们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消费攫
资本权力的手段 是 秘的， 似 能够 人们享 到短暂的自由和快 。 本·阿格尔将 概括

“劳 —闲暇 元论”， 并指出， 在当代资本 社会， “劳 中缺 自 表达的自由和意 ， 就会使
人 渐 得 来 柔弱并依 于消费 。”⑤ 着资本权力 控范围的开 ， 消费社会形 。 “消费
—资本—权力” 一 逻辑 断外显， 在当代资本 社会 资本攫 权力的 要方式。

二、 消费主义对资本权力的攫取

当代资本 社会中， “消费—资本—权力” 一 逻辑 化 一种外显的 象， 本 被 象

入侵了。 最明显的例子是， 社会中席卷着一场 “消费的狂 ”， 人们甚 场狂 制 出一个节

， 消费制 出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甚 一 “节 ” 匹配出相 的程序和礼仪。 消费
渐被 化 岸世界的神圣形象， 快 工 的意识形 。 了打破 一无坚 摧的面 ， 笔者将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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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 宾 莎的思路， 将消费 假定 永恒的形相， 并说明消费 资本在 权力 攫 的过

程中， 如何再生产它自身、 延续它自身， 获得自 保 的力量。 换 话说， 批判的资格和前 是

物的形 本 和深 的理解。
从 “消费—资本—权力” 的范式出发， 们 以从 个 节 视资本权力凭借消费而奠定的过

程， 个 节 需要的控制， 剩余 值的榨 ， 以及 社会阶级划 标准的 设。
在 “消费—资本—权力” 的循 中， 是消费。 如前所述， 消费在 常生活中 控资本

权力的枢纽是 “需要的满足”， 计在于创 需要的权力被牢牢把握在资本家手中， 手段在于设计
了一种消费社会的通用语言———广告。 广告 演的社会角色是向购买者通报资本家所创 出来的 的

需要。 在 众的认知 ， 只有被 广告标签的商品才 有经济 值。 时， 因 “只有那 付得

起高额广告代理费用” 的资本家才 以作 方 入虚构 场， 广告 本最 会流回到大 的口

袋 。 ， 使 通过劳 竞争 以打败 迎的外来竞争者， “广告保证权力留在 的人

的手 ……是社会权力的纯粹表 。”① 通过广告创 需要固定化 少数人的权力。
在广告的 激 ， 人们的欲望升级 “ 断满足 的需要”。 在 一过程中， 人沦 消费商品的

隶。 是人们自由选择的 果。 资本权力 种 的支配方式 人们感到愉快和 意。 马尔 塞将

种感 “压抑性的非升华”， 人们把无 境的消费当作 化劳 的补偿， 种 “非升华” 诱
人们相信自 在一个 剥削的制度中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② 人们处于压迫 中而 自知。 消费如
一 手段 柔的暴君， 以一种 和高效的手段统治人们。 如托克维尔所 述的， 在消费 的垄断

， 个 “暴君使身体获得了自由， 把矛头指向了灵魂。 统治者 再说： 你必须像 那 思考，
否则就割掉你的头； 而是说： 你 以自由思考， 用像 那 ； 你的生命， 你的财产， 你的任何 西

都 该是你的， 过， 从 一天起， 你在 们中间就 一个 生人了”③。
消费 断向消费者许 ， 又在 断抑制 种许 。 它许 说， 通过消费人们 以获得满足

和快 ， 而快 以 中 数量化。 就是说， 消费 预设了 一个原则： 消费者付出的
数量 多， 满足感就 强， 快 就 多。 但 ， 种许 从来没有兑 ， 作 消费者的人们从来

都处于 “抑制许 ” 的状 ——— 种许 过是幻相。 每当消费者遵循消费 的规则换 需要的

满足和被 的快 时， 发 消费 通过抑制许 的方式抑制满足感和快 感。 消费 的 计

是 消费者 断设立更高的消费等级 阶， 并狡辩说， 人们 所以没有获 的快 ， 是由于没有
到达 有的等级。 如 周而复始。 了升级消费能力， 人们继续忍 畸形制度和 化劳 的 磨， 永
处于 满足的状 。 如生 马克思 者莱 所言， 消费 “鼓励所有人把消费活 置于他

们 常关注的中心 置， 时在每一个 获得消费水 强 满足的体验”④。 通过 种手段， 消
费 获得自 保 的力量。

消费 断制 许 并压抑许 而定 了一个 的 目： 潮流。 如 面前的菜 ， 包含
着所有 彩照人的 和形象， 吊起 的胃口。 潮流的游 规则是自诩 最前沿的 势， 通过追
潮流， 人们就 以获得消费 所 的快 。 潮流将自身 就 带有蛊惑性 的权威的化身、 容

辩驳的既 秩序的 知， 甚 将自身的 在 据定 大众精英意 的汇总和 炼。 消费者们未免
有 一种错觉： 潮流是 “ ” 参 创 的， 映了 “ 们” 的共 偏好。 ， 在大数据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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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意 以数据的形式汇总到文化工 的符 体系 中， 数据并 是人们真 需求和真 个性的表

达， 相 ， 资本所有者通过 数据的 析 人们的消费偏好， 以更 潮流， 创 的需要。 在
的潮流和 的需要的 断创 和更迭中， 人自身 化 数据， 消费 控制性游 的参 者， 而
吊 的是， 似 是人们自 选择的 果。

用鲍德 的话说： “消费的时代是生产率在资本的旗 发展的整个过程的历史 点。”①
在消费的时代， 要求消费者追求潮流、 断购买商品， 是 能满足资本权力的扩张欲望的。
跟 资本权力的雄心， 必需品相 的奢侈品出 了。 资本权力扩张的一个 势就是把奢侈的需

要 必要的需要： “把每一生产部门脚 的自然形 的基础抽掉， 并把 种生产部门的生产条 转

移到它外部的 遍联系中去， ……于是， 过去多余的 西便转化 必要的 西， 转化 历史地产生的

必要性， …… 就是资本的 势。”② 资本通过 种 势 资本权力的扩张。 在资本权力的 淫 ，
消费者拥有了更高的 “必要需求” 更大的享 欲望。 于消费者而言， 奢侈品 是需求和欲望

得到满足的必需品， 是 阶层跨 的 要凭据。 奢侈品给人 的心理暗示： 奢侈品代表了更高
的阶层地 ， 人们 以通过消费奢侈品 阶层跨 。 种心理暗示使得奢侈品 了消费者的 “必
需品”， 了获 消费奢侈品的 ， 人们 化劳 和制度压迫有着无尽的忍耐力， 虔诚地服从资
本的法则， 使得资本权力的 控 深蒂固。 证了桑巴 奢侈品的判断： “奢侈品， 它本身是非
法情爱的一个嫡出的 子， 是它 生了资本权力。”③

在马克思 治哲学的框 中， 充足需要是资本 盈利的关键， 潮流和奢侈品以 激需要 目

标。 然而， 消费 的狡黠许 相 ， 在私有制 ， 人们永 无法通过忍 化劳 的压迫而获

能够满足自 消费的 。 如鲍曼所言： “消费 意味着 一系列 ‘固 ’ 障 的打破， 障

限制了需求和幻想的自由 翔， 把 ‘快 原则’ 削减到了由 ‘ 原则’ 定的尺 。”④ 消费
希望人们满足于消费 产生的快 ， 而消费 制于 足的 困境， 了克服 个矛盾，
要的消费辅 手段———信用 和信贷机制———被发明出来。
莱 利· 克莱尔将信用 “消费 的文化意识形 所以 能的 ２０ 世纪的 大发

明”⑤。 表面看来， 信用 似 人们 供了更多的选择， 束缚了人们自由选择的能力， 使
人们沉溺在消费的诱惑中。 信用 的出 改 了资本 压榨剩余 值、 获 资本权力的方式。 资本
使霸权的传统模式是， 通过延长工人的社会必要劳 时间和 工资使资本家获得剩余 值和利

润。 在发达资本 家， 种模式 经 再 用。 代资本 以建构 “福利 家” 的形式完善
福利制度， 例如 小时工作制、 相 合理的工资、 必要的闲暇时间等， 资本权力的 模式 运而生，
消费 资本家获 剩余 值的 工 。 人们通过工作获得工资， 而工资通过消费的方式 回到资

本家手中。 资本家通过消费所攫 的剩余 值， 大于通过延长工人的社会必要劳 时间所获得的

部 。 在 种背 ， 信用 的出 充 激了有效需求的产生， 工人们作 消费者的 时 负

债者。 剥削的 并没有改 ， 人们在债 无法偿 的情况 依然感到痛苦， 种痛苦迫使人们继续

服从无休 的 化劳 的压迫。 理查德·皮 以 “消费中的剥削” 述 种 。 他指出， 消费
的剥削方式 传统方式 ， “传统工 资本 要通过工资体系剥削生产工人， 金融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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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 了基于负债 消费个人的剥削。”① 资本家通过债 了经济 机风险的转嫁。 在传统剥削方
式中， 由于需求 足所 的经济 机 要由资本家 担， 而在消费 剥削方式中， 以债 机

表 形式的经济 机则使 通消费者 风险 担者。 消费者并没有享 到资本家所获得的利益，
资本家共 担经济 机的风险。
以 “ 生子” 形象伴 信用 一 出 的是信贷。 信贷 信用 一起， 以信用 建立起以

作 唯一规则的信用评 体系。 信贷的出 向人们灌输一种 “ 前消费” 的 念， 极大地辅
了消费欲望的 ， 将消费者全体纳入资本权力的统辖 中。 信贷的基本原理是以经济学的方式
一个人的道德作出评判。 如马克思所言， 在信贷关系中， “ 是 被人 消， 而是人本身
， 或者是 和人并 一体。 人的个性本身、 人的道德本身既 了买 的物品， 又 了 在于

中的物 。 构 灵魂的物 、 躯体的， 是 自 的个人 在、 的肉体和血液、 的社会美德

和声誉， 而 是 、 纸 。”② 通过信贷， 资本家 工人 间以及大资本家 小资本家 间的 立

来 大。 信贷的唯一标准是资本， 因 ， 信贷会在极大程度 富人 供资本 累的机会， 使资本
家 消费 的 着。 而作 消费者的 人， 只会在信贷的陷阱中泥足深陷。 无法得到信贷或者
无法偿 信贷的人们， 被评判 人， 而且被评判 道德的人。

通过信用 和信贷， 消费 渗 人们的生活中， 消费者 然 代人的共 身份。 信用 和

信贷的出 使人们沉溺在消费 编 的 托邦中， 使资本作 一种 值 宰社会生活， 资本
权力支配一 。 在消费社会中， 消费和资本 经 划定社会阶层的 标准。 列斐伏尔举过一个例
子： 通过一 士购买的白砂糖， 们就 以 析出 士的 “生活、 生 、 工作、 家庭、 阶级、
家庭预算”③。 以消费能力评 消费者， 经 一种 的规则。 资本以消费 的形式操控社会的

评 标准， 种评 标准 用于 社会阶级和社会地 的评判， 用于 个人道德的评 。 人
被划 “ 人” “富人”， 被划 “ 信者” “失信者”。 能否按时偿 信贷 信用的

评 标准， 并代替善 一个人道德 能否被 认的 要理由。 人 人 间的关系建立在基于资本

的信任中， 种经济学意 的 “信任” 以 “ 信任” 基础， 因 ， 人 人 间的关系是脆

弱的。 用马克思的话说， 资本 一种 值阐明了 一个 ： 在资本权力的支配 ， 人 “支配
物的权力表 物支配他的权力， 而他本身， 他的创 物的 人， 则表 个创 物的 隶”④。

通过 需要的控制、 剩余 值的榨 、 社会阶级划 标准的 设， 消费 获得了自 延续

的力量， 以 秘的方式攫 资本权力。 通过消费 ， 资本权力控制了作 消费者的个人， 将 控

权力的领域从社会生产的宏 视域转移到 常生活的微 视域。 在消费 的渗 ， 人们
资本权力 控的参 者 共谋者。 如何消解资本权力， 们亟须面 的问题。

三、 资本权力的消解

在当 资本 社会， 们 得 面 一个 ： 于工人甚 所有 代人来说， “资本的
在是他的 在、 他的生活， 资本的 在……规定他的生活的内容。”⑤ 概言 ， 资本权力控制了

代人的生活及 方式 量。 问题的解构需要回到问题本身， 因 ， 消解资本权力的前 是解析资

本权力的运 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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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 需要的控制是消费 获 自 更 力量、 攫 资本权力的秘密， 所以， 需要理

论的 阐释是解析资本权力的枢纽。 萨林 在 《文化 践理性》 一书中 出： “马克思从未抛
‘需要’ 的概念， 更 用说抛 作 满足自身的有目的的 的 ‘生产’ 概念了。 历史唯物 依赖

于关于劳 作 满足需要的过程而 有的自然 定作用。”① 萨林 希望通过 需要理论的 释

回 代理论 马克思的挑战， 但他的阐释歪曲了马克思需要理论的 。 在 一点 ， 阿尔都塞
需要的阐释更符合马克思的本意。 在阿尔都塞看来， 种把 “ 体的需要和有用性看 中经

济 的基础” 的 点， 是作 治经济学意识形 的 “人本学”。② 马克思 人的需要的思考恰恰

了人本学的理论需求。 据阿尔都塞的解 ， 马克思 出了需要理论的 个层面： “需要只有在
‘有支付能力’ 的前 才能作 经济的需要得到 认； 时， 需要是历史性的， 是绝 的既定

在。”③ 资本权力的消解 以从 需要的 层理解出发。
首 ， 在马克思看来， 需要只有在 有 “支付能力” 的前 才是 生活有意 的需要。 由

看来， 以信用 、 信贷等方式扩大并满足的消费需要并 是人们真 的需要。 在消费社会， 消费
大 道， 复 一个虚假信条： 通过消费能够满足任何需要。 ， 在资本权力的控制 ， 人
们通过消费只能在一定程度 满足自然需要， 深层 和高 阶的需要始 处在被遮蔽的状 。 回到马
克思的视域中， 马克思所关心的问题是： “个人消费本身表面 虽然把使用 值和需要联系起来， 但
它一方面使 们注意到了生产的 术能力 （生产力水 ）， 一方面注意到了 定收入 配 （剩余
值和工资的 配形式） 的生产的社会关系。 第 个方面又使 们看到人 社会各个阶级， 而
阶级在 种情况 就 了生产过程的 ‘真 体’。”④ 在马克思看来， “支付能力” 是由人的自

然本 所 定的， 而是 于个人收入 配水 。 所以， 需要的满足必须在生产力 生产关系的 革

中 。
， 需要是历史性的， 并 是绝 的 在。 所以， 于需要和享 “是以社会的尺度， 而

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去衡量的”⑤。 在消费社会中， 商品交换是满足需要的唯一方式。 种方式的

心缺陷在于， 人 人 间的关系被 化。 消费 妨 了人们直接参 供满足范围广泛的需求活

的能力， 人的活 完全围绕 场购买 。 但是， 如伊万·伊利奇所 述的， 人本身有 “爱交
的 性”， 社会是建立在 “基于人 人 间的自 的和创 性的交 和基于人 自 境交 ”
的。⑥ 种交 的社会将促 各个个人尽 能多的直接参 生产活 。 所以， 以生产活 代替消费

活 满足人的需要的手段， 消解资本权力的必经 路。
回到马克思的 治哲学， 们 难发 马克思 生产活 的关注。 通过生产活 的劳 是人

真 发 自身创 力、 自 的活 。 所以， 人们需要从非 化的劳 中， 而 是从商品交换中得

到满足。 满足需要的方式的 种 革被阿格尔 “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 阿格尔 张 “粉 人们

资本 社会 ‘物 商品永 丰裕’ 一许 的期望， 人们 物品供 有限的世界的最初觉醒，
将最 在那 惯于把幸福等 于 广告操纵的消费的人们中间产生完全 的期望及满足 期望的

方法”⑦。 一 人们 自 过什 的生活形 的期望， 劳 就会代替消费 人们自

的 手段。
克服消费 人的 化， 要求用劳 代替消费作 人们满足需要的手段， 更 要的是，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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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劳 脱 化状 ， 使劳 再 作 谋生手段。 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 非 化劳 有自

表达、 自 外化的性 。 从 个意 说， 马克思是 传统的自由 必然 元论的。 在传统的自由
必然 元论中， 闲暇代表 “自由”， 劳 代表 “必然”， 自由 必然的 立意味着人们必须从劳

以外的活 中 求自由和需要的满足。 非 化劳 表明， 劳 自由并 是 立的， 人 以在劳 中

获得自由。 所以， 革人们需要满足方式 以使消费 带来的 化消费转 “生产性闲暇”， 人
们参 劳 ， 但 再把劳 看作获得用于未来消费的 的手段， 而是把劳 看作 自身的愿望和

值的社会生产活 。
在 代社会， 们 能 “消灭消费”， 消解资本权力的路径只能寄托于 “需要的满足”

定 。 劳 必须代替资本 的 值， 唯 如 ， 脱资本权力 人的 役才是 能的。

四、 　 语
资本通过 种逻辑攫 权力， 使自身 支配 代世界的力量。 从显逻辑到 逻辑， 资本攫 权

力的方式 得温和而 秘， 人们从被迫接 剥削 接 剥削， 代资本 制度以 的方式维

持自 的合理性。 在马克思的文本中， 生产领域本身内部的生产所有制的私人性 生产过程 益社

会化性 间的矛盾是首要问题， 而在发达资本 阶段， 生产 消费 间的 曲关系以及消费

的剥削性 首要问题， “消费—资本—权力” 的 逻辑 破解资本权力机理的出发点。

（责任编辑： 王云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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