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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消费既是一个个体性的概念, 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化范畴。就个体的日常消费而言, 在某种意义上,

消费体现的是一种社会身份, 而消费自由则是这种身份得以确立的一个根本性的前提, 消费的目的是幸福, 但消费

的增长并不能总是促进人们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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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消费社会,许多

人把个人幸福等同于消费的增加, 甚至有人认为消

费即幸福。不可否认, 经济的增长以及相关的就业

机会确实需要消费的增长, 庞大的生产性经济也要

求我们将消费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而所谓的  幸福

生活!也要求我们在不断的消费中寻求我们心灵的

满足并试图在消费中证明我们的身份。当然, 在一

个民主、文明、进步的社会中,人们具有消费的自由

并能自由地消费是无可厚非的。可是, 消费的增长

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正以一种加速度消费掉我们所生

产的消费品。结果是:我们的  幸福生活!似乎正在
损害我们赖以幸福的自然。面对这种现实, 许多人

都在思考怎么办? 因为我们不可能不消费。我想我

们还是得从身份、消费自由、消费正义等几个方面来

反思消费和幸福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一 消费与身份建构

 消费!既是一个看似简单的个体性概念, 也是

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化范畴。就其个体性而言,消

费泛指主体受其消费观念的支配,有目的地购买、消

耗和享用各种消费对象的活动。表面看来, 正如马

克思所言:  在消费中, 产品变成享受的对象, 个人

占有的对象∀∀在消费中,产品脱离这种社会运动,
直接变成个人需要的对象和仆役, 供个人享受而满

足个人的需要∀∀在生产中,人客体化, 在消费中,

物主体化。!其实, 这只是消费所显现的  肤浅的表

象!。[ 1] 6- 7显然,马克思反对把消费简单地认为就是

一种个体行为。更不能把消费仅仅作为一种个人主

观意志的行为,一种不需要与他人合作的纯偶然的

行为。因为  生产直接也是消费。双重的消费, 主
体的和客体的。第一,个人在生产过程中发展自己

的能力,也在生产行为中支出、消耗这种能力, 这同

自然的生殖是生命力的一种消费完全一样。第二,

生产资料的消费, 生产资料被使用、被消耗、一部分

(如在燃烧中 )重新分解为一般元素。! [ 1] 8
这可以称

之为  生产的消费 !。同时, 消费直接也是生产。

 生产中介着消费, 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 没有生
产, 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中介着生产,因为

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 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

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最后得以完成。! [ 1] 9可见, 消

费是生产的目的,没有消费, 就无所谓生产。产品也

只是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 因此产品不同于

单纯的自然对象, 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

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 也就创造出生产的观

念上的内在动机。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消费就不仅

仅表现为个体性, 也并不只是  个人的事!和  个人

的自由!。消费恰恰表征着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之间的特定关系, 体现了人的社会化的一

面。正如波德里亚所指出的:消费是  作为建立在

一个密码基础之上的明确意义和交流过程, 实际消

费行为能够在其中得以实现并具有应有的意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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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消费是一种交流关系,而且是一种语言的等同

物。! [ 2]这样, 消费这一表面看来的个体行为, 实际
上就演变成了特定社会关系的建构方式, 甚至是社

会身份的建构方式。

关于消费的社会身份建构, 我们不得不思考两

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 消费主体消费什么? 第二,消

费主体消费多少? 前者说的是消费的质的规定,即

哪些物可以成为消费的客体,哪些又不能作为消费

的客体;后者则说的是消费的量的规定,即消费多少

是合理的。在现代社会, 商品符号意义的生产是消

费文化的重要方面, 商品作为消费的对象不仅具有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而且更重要的是具有符号价

值或象征价值。这样,商品就变成了消费符号,人们

对商品的消费就变成了符号的消费。消费者实际上

试图通过这种消费来建构自己的身份, 在消费的过

程中来获得某种满足和承认。而在消费社会, 消费

不再受到等级制度的约束, 只要消费者有消费能力

和支付能力,任何有理性的人都可以最大自由地来

追求自己的消费、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人是消费的主

体,消费者有着充分的消费自由和充分的消费自主

权。消费者在消费中确认自身的价值, 他们认为消

费者的身份的确认与消费品价格呈正相关关系。在

一部分消费者看来,所消费的产品越是高档、名贵、

稀缺就越能体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越是经常进出

高档消费场所就越能显示其地位和身份。结果,他

们在不知不觉中,由消费的主体变成了消费的客体,

由人变成了物或成为了物的奴隶, 因为他们的消费

只是一种虚假的满足和自我身份的陶醉。

二 消费自由及其限度

如果说消费建构了人们的社会身份的话, 那么

消费自由则是消费者身份建构的一个根本性的前

提,而自由消费则是消费者主体性的体现。不可否

认,消费自由和自由消费构成了消费者权利的重要

方面。一个文明社会,应该保障消费者的消费自由,

也应能让消费者自由消费。消费自由作为一种权

利,我们可以借用以赛亚 #伯林有关自由的类型学

分析, 从  积极自由 !和  消极自由!两个层面来分

析。前者说的是  免于∀ ∀!的自由, 而后者则是指
 去做∀ ∀!的自由。[ 3]

我们先从第一种意义上来看消费自由。根据伯

林的观点, 消极自由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主体 (一

个人或人的群体 )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

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

个领域是什么? ! [ 3 ]对于消费自由而言, 这里有两个

基本的问题需要探讨:第一, 政府或社会在何种意义

上保障消费者不受他人干涉或强制去进行自主的消

费? 第二,消费者缺乏消费能力是否意味着他将缺

乏消费自由? 由于第一个问题具有自明性, 本文不

作探讨。我们将就第二个问题进行分析。假如一个

人确实由于贫困以至于消费不起一块面包、一次入

学的机会、一次环球旅行等等,我们是否就可以认为

这个消费者就没有消费这个东西的自由呢? 显然,

这种消费能力的缺乏并不能必然地称之为缺乏消费

自由。但是,另外一种情形就不同了,如果是由于社

会制度或者其他人做了某些安排,而据此安排,消费

者没有足够的钱去消费这种物品,此时,我们可以说

消费者成了一种强制或奴役的牺牲品。比方说, 与

大多数消费者的实际消费能力不符的高价房。因

此, 当我们是因为一种不公平的制度安排而处于无

力消费的状态时, 我们可以说自己的消费自由被剥

夺了。在这种意义上的消费自由就意味着不被他人

干涉,不受干涉的领域越广, 消费自由就越大。

在第二种意义上, 消费自由正如伯林所指的

 积极自由 !,它所要回答的问题是:  什么东西或什
么人,是决定某人做这个、成为这样而不是做那个、

成为那样的那种控制或干涉的根源? ! [ 3]积极意义

上的消费自由就是指消费者是自己的主人, 消费者

的消费决定取决于消费者自己, 而不是取决于外在

的强制力。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中始终是主体, 而

不是客体;消费的欲望被理性、有意识的目的推动,

而不是被外在的、影响我的原因推动。可以这样认

为, 积极意义上的消费自由意味着消费者的消费自

由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 是一种具有自主性和选择

性的自由消费。这种消费自由是消费者依据其价值

观、幸福观和审美观,自主地作出对产品或劳务的消

费效用的评价,并进行最佳选择。

当然,消费自由并不是无限制的为所欲为,消费

自由必须有一个限度。因为无限制的消费自由将是

一个所有人没有限制地干涉所有人的状态, 而这种

无限的  自然状态 !的自由将导致身处其中的人连

最低的消费需要都无法得到满足, 要么就是强者压

制弱者的自由。  狼的自由就是羊的末日!。
[ 3]
当一

部分消费者因为自己拥有消费自由而肆无忌惮地消

费名车豪宅、山珍海味、花天酒地, 而另一部分消费

者则衣不蔽体、食不裹腹, 处于饥饿和疾病之中时,

前者的自由是否构成了对后者自由的嘲弄和剥夺

呢? 对于没有消费能力的消费者而言,即使社会给

予他们消费自由, 他们也无法自由地消费。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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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别的消费中,关涉到一个社会的消费正义和文

明程度。在一个贫富极其分化的社会, 消费的不正

义往往和分配不正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大多数富人

的自由消费恰恰是建立在穷人的消费不自由的基础

之上, 也许富人在消费中获得了身份和满足,但是富

人病态消费的示范效应以及这种行为所导致的不正

义和相对剥夺感的增加, 其结果可能会出现对富人

自由消费的剥夺和社会的动荡。因此, 在这种意义

上,消费自由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

一个复杂的政治哲学问题。进而言之, 即使一个消

费群体的消费并未对另一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构成损

害,但是无限制的消费的增长可能对自然或环境造

成损害。比方说,如果消费者不顾国家的法律规定,

只讲个人的消费自由而消费濒临绝种的野生动植物

的行为不仅是不符合消费道德的, 而且该行为本身

就是违法的。即使在法律禁止以外的情况下, 消费

者的自由消费也还需要根据习俗、传统、文化以及消

费道德的具体规定来消费。这就需要消费者在自由

消费的同时还要承担相应的消费责任。

总之,消费自由不仅符合消费主体的健康、自我

实现以及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消费自由必须以

不损害他人、社会、自然的利益为前提。对消费自由

进行必要的限制,实际上是为了自由自身而牺牲自

由,因为除了消费自由, 还有更多与消费相关的价

值,如正义、幸福等等。

三 消费与幸福

最后,我们有必要再回到最初的问题,消费的增

加是否总是能够促进人们的幸福? 或者说, 在一个

社会, 消费者消费更多的奢侈品是否就意味着他的

身份在不断地巩固, 他的幸福感也在不断地加强?

根据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的研究, 消费的增长并不

总是能增进人们的幸福。美国当代著名学者彼得#

温茨认为存在这种情况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

原因在于人们不适宜地把他们当前的消费与消费的

增加加以比对。  收入增加带来的好处并不总是长

期有效,因为更多的收入又成为比对的新基础。对

大多数的人而言,当比对的做出即便是在指向更为

富裕的情况时, 最初的幸福也总是在下滑。!
[ 4] 375
当

奢侈消费品转化为必需品时,我们就会认为它是理

所当然的,就不再从中获得快乐。第二个原因在于

人们对自身与他人之间所进行的比对。  来自诸如

美国、英国、以色列、巴西以及印度这样一些多元化

社会的心理学资料表明, 高收入阶层往往比中产阶

层稍微幸福些,而底层民众往往是最不幸福的。富

裕国家中的上等阶层∀ ∀与更为贫穷的国家中的上
层阶级都一样感觉不到满足。!总而言之, 温茨认

为, 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财富总体增加并没有使普遍

幸福感得以增强。
[ 4] 376
美国另一位著名的伦理学家

彼得 #辛格通过使用大量的实例表明,只要是花在
奢侈品而不是必需品上的消费都应该被舍弃。

[ 5 ] 125

虽然他说的是  应该 !舍弃, 也就是意味着并没有通

过强制来限制人们的消费自由。但对于有理性的消

费者而言,我们确实需要认真地反思消费的目的以

及消费本身。

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灵魂的一种合于完满

德性的实现活动,幸福是完善的和自足的,是所有活

动的目的。
[ 6]
正如罗尔斯对亚里士多德幸福理论的

发展,他进一步认为, 幸福是自给的, 它之所以被选

择是由于它自身的缘故。幸福也是自足的, 它使得

一种生活真正值得一过。
[ 7]
显然, 消费是人们实现

幸福的一个环节、一种活动, 消费本身并不等于幸

福。而幸福是消费的目的,也是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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