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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亙古貫今的鎏輝- 
《文明：決定人類走向的六大殺手 Apps》讀後感 
 
 
 

文明（Civilization）一詞源於拉丁文「Civilis」，有「城市化」

和「公民化」的含義，引申為「分工」、「合作」，即人們和睦地生活

於「社會集團」中的狀態，也就是一種先進的社會和文化發展狀態，

以及到達這一狀態的過程。其領域包括：民族意識、禮儀規範、宗教

思想、風俗習慣及技術水準等發展。 

前言 

    西方何以支配現代世界超過 500年？ 

    西方的主宰地位是否正受到亞洲崛起的威脅？ 

    15 世紀初，如果你能在當時環航世界，那麼最吸引你的將是東

方的璀璨文明。明朝的北京正興建紫禁城；在近東，鄂圖曼土耳其人

正進逼君士坦丁堡。 

    相較之下，英格蘭在你心中留下的印象卻是鼠疫、惡劣衛生條件

與戰亂相尋的破敗景象。西方將在往後五百年間支配全世界，這樣的

想法此刻看來無異是天方夜譚。然而，它居然成了事實。 

首先，西方國家為什麼能支配世界？其次，西方國家的支配是否

正受到亞洲崛起威脅？弗格森認為答案是西方發展出六大「殺手級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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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而這六大利器正是世界其他地區所缺乏的：競爭、科學、財產

權、醫學、消費社會與工作倫理。身為英國史學家，他不僅不迴避史

詩般的問題，反而寫下令人讚嘆的西方觀點史。整體而論，弗格森的

作品與其說預言了西方衰微命運，不如說成功解釋了西方成功原因。

1500 年，歐洲未來的帝國主義強權控制全球百分之十的土地，創造

略多於四成的全球財富。到了 1913年，也就是帝國主義的巔峰時期，

西方控制全球近六成的土地，創造出近八成的全球財富。弗格森遺憾

地表示，這項令人驚異的事實在一個世代之內裡喪失了，歷史的壓倒

性優勢被低能的相對主義所取代，後者主張「所有的文明或多或少是

平等的」。 

提出抨擊後，弗格森分別以六個章節來討論他認為可用來解釋西

方成功的六項要素，科學、醫學與新教工作倫理是常見的西方成功要

素。比較不尋常的是弗格森另外提出了汙穢的商業三重奏，也是馬克

思主義史家經常低估的三項元素：競爭、財產權與消費社會。 

弗格森將西方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對比交織起來，使整部作品充滿

了活力。例如，歐洲商人探險家彼此為了香料而引發狂亂無情的競

爭，對照著中國紫禁城的平靜無波與停滯不前；十七世紀英格蘭的虎

克與牛頓進行的自由探索，對照著 16 世紀伊斯坦堡塔奇尤丁

（Takyyuddin）「褻瀆神明」的天文臺遭到拆毀；在北美洲開闢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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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產階級財產獲得保障，對照著赤道南方底層階級的悲慘，若不起

身反抗暴虐地主，就沒有致富的希望。弗格森帶著歡欣的心情談到消

費社會，他認為消費社會是工業機器不可或缺的齒輪，然而共產主義

卻嗤之以鼻。弗格森寫道：「資本家了解馬克思遺漏了什麼：工人也

是消費者。因此資本家不會笨到將工人的薪資壓低到僅能糊口。」反

觀蘇聯雖有能力生產戰鬥機與氫彈，卻做不出耐穿的牛仔褲。弗格森

對帝國主義的辯護，必也招政治不正確之譏。但本書主要還是在於弗

格森的弱點（第二問題）：西方沒落了嗎？ 

姑且不論，羅馬歷代皇帝的統治是否真在一個世代之內就遭毀滅

或是法國大革命是否標誌著文明的終結，至少我們知道弗格森的西方

崩潰論存在著矛盾。他在主張西方可能沒落的同時，卻又相信亞洲已

經採取了西方價值。繼日本之後，中國也駕馭了西方的科學、醫學與

科技，它鼓勵辛勤工作的人民成為消費者，並且在一定範圍之內讓人

民擁有自己的房子。這到底是西方的失敗還是西方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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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拉瑟拉斯的提問- 

    他不願收錄「文明」（civilization）一詞，只願意接受「禮貌」

（civility）。基於對他的祟敬，我認為，從動詞「開化」（to civilize）

衍生而來的「文明」，在這層意義上要比「禮貌」更適合做為「野蠻」

（barbarity）的相反詞。 

--鮑斯．威爾(James Boswell, 1740-1795,英國傳記作家) 

    文明的定義來自詞性變化，例如：我是文明的，你屬於某個文化，

他是個野蠻人。 

--費南德茲．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 Armesto’ 1950-英國史

學家、記者兼作家) 

「 文 明 」 源 自 於 法 文 ， 法 國 經 濟 學 家 圖 爾 戈

（Anne-Robert-Jacques Turgot）於 1752 年最早使用這個詞，4 年

後，米拉波侯爵里克提（Victor Riqueti）的兒子首先以印刷的形式

傳布這個詞。本篇引用了鮑斯威爾的說法，他引述強生說：「野蠻的

反義詞指的就是自己在倫敦所享有的彬彬有禮城市生活，雖然城市有

時也有粗魯的一面」。 

有些人宣稱，就某種意義來說文明都是平等的，因此西方不能主

張自己優於東方。然而這種相對主義顯然相當荒謬。1500 年，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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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帝國霸權控制了全球 10﹪的土地，人口頂多占全球 16﹪。到

了 1913年，11個西方帝國控制了全球 3/5的土地與人口，經濟產出

接近全球的 3/4。20世紀末葉，人們可明顯看出，東方社會想縮小與

西方的所得差距，唯一做法是遵循日本模式，採行部分西方制度與企

業營運方式。結果，西方文明成為世界其他地區渴望自立自強的樣

板。當然，在 1945 年之前，非西方社會已採行各種發展模式，但最

吸引人的全來自歐洲：自由派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蘇維埃共產

主義。二次世界大戰將國家社會主義從歐洲徹底剷除，不過仍存於許

多開發中國家。1989到 1991年，蘇維埃帝國的崩潰使共產主義土崩

瓦解。 

自由市場與國家干預兩派的論爭，追根究柢源自於西方思想學派

的論辨：亞當斯密與凱因斯的門徒互不相讓，再加上少數死忠的馬克

思擁護者仍努力不懈參與論戰。事實上，世界絕大多數地區現在均已

整合到西方的經濟體系中，如亞當斯密所言，市場設定了絕大多數商

品的價格，決定了貿易流動與分工，但政府扮演的角色則如凱因斯預

想的，藉由干預的方式緩和景氣循環，並且降低所得的不平等。 

關於這問題，最簡單回答是，西方之所以能支配世界其他地區是

因為帝國主義。現今仍有許多人對於歐洲帝國的罪行抱持強烈的道德

義憤。帝國主義的惡行不容否認，不同的殖民形式顯然會產生非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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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效果。但帝國主義無法從歷史層面充分解釋西方的優勢。早在馬

克思-恩格斯主義者抨撃帝國主義出現之前，帝國就已經存在。 

 

第一章 競爭 

從 15 世紀的標準來看，明代中國是相對適合居住的地方，現今

到蘇州觀光的遊客，無論航行於樹影搖曳的運河，還是信步走過舊日

的城鎮中心，均可感受到昔日建築的繁華。英格蘭城市生活則是另一

番景象。黑死病-這種導致淋巴腺腫的細菌於 1349 年傳到英格蘭-使

倫敦人口減少到約四萬人，不到南京人口的 1/10。除了鼠疫，斑疹

傷寒、痢疾與天花也持續流行，惡劣的衛生條件也使倫敦淪為死亡陷

阱。沒有任何汙水系統，街道臭不可聞，反觀在中國的城市，排泄物

有系統地收集起來做為城外稻田的肥料。而在惠廷頓擔任市長時期-

他連任四次（1397到 1423年）-倫敦街道滿是汙水與排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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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料，中世紀非常貴重的交易品。據說，香料主要是為了掩飾變

質食物的氣味（沒有冷藏和衛生條件，食物很容易變質）。不過這種

說法沒有什麼可信的證據，就歷史學角度來看也不夠合理。中世紀，

東方的香料是奢侈品，能享用香料的有錢人自然也能享用未變質食

物。總之，中世紀後期歐洲對香料的巨大需求究竟出於什麼原因，至

今仍爭議未決。1200年至 1500年，傳統的陸路運輸被蒙古人和土耳

其人打斷，威尼斯通過控制地中海到亞歷山大港的航路逐漸壟斷了歐

洲的香料貿易。發現一條新的航路衝破威尼斯的壟斷，這一經濟動力

也許就是開創歐洲地理大發現時代的最重要的根源。 

葡萄牙首先發現了非洲最南端的航路拔得頭籌。尋找最佳南向海

流的過程中，葡萄牙建立了航路上的眾多補給地，甚至偶然發現了巴

西海岸。葡萄牙的發現及壟斷地位的建立刺激了其他歐洲列強，包括

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等，都試圖挑戰葡萄牙的地位取而代之。

葡萄牙探險家的發現也給香料商人找到了一個新的目的地，即統稱為

馬來群島的東南亞國家（現在的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亞）。

馬六甲和新加坡等港口因為香料出口而蓬勃發展。1511 年，由於馬

六甲的蘇丹和葡萄牙商人發生衝突，葡萄牙總督阿方索·德·阿爾布克

爾克下令攻佔馬六甲，由此葡萄牙在馬來群島的壟斷地位得以加強。

後來，荷蘭的東印度帝國控制了香料群島，香料貿易體系達到鼎盛，



 8 

直至偶然發現了西印度群島，點燃了歐洲海上列強爭奪全球市場資源

的百年混戰的導火索。最終，法國和英國獲取了香料的種子並在自己

的殖民地毛里求斯、格林納達等地引種成功，香料變成了尋常的商

品，不再價值連城。香料群島最後的奧秘也煙消雲散了。 

鎖國亦稱海禁，是由江戶時代長崎之蘭學者志築忠雄在 1801 年

提出。當然日本與外國的貿易關係並非完全中止，僅允許特定對象，

包括荷蘭人在長崎出島、馬藩與朝鮮、薩摩藩與琉球國以及松前藩與

蝦夷有貿易關係。江戶中期還發生了「費頓號事件」，導致了鎖國的

程度提升到另外一個地步。費頓號事件即一艘英國船僞裝成荷蘭船並

且駛入長崎脅持長崎奉行所裡的職員要求給予食物、水和柴薪，當長

崎奉行交出這些物品後便揚長而去，這件事件使得長崎奉行官松平康

英切腹。震怒的幕府下達了「異國船打退令」，又稱「無二念打退令」，

下令所有外國船隻靠近就予以炮彈攻擊，促使了日本的完全鎖國。 

第二章 科學 

阿拉伯帝國（632~1258）是中世紀時阿拉伯人建立的伊斯蘭教國

家。唐代以來的中國史書，如《經行記》、《舊唐書》、《新唐書》、《宋

史》、《遼史》等，均稱之為大食國（波斯語 Tazi或 Taziks的譯音），

而西歐則習慣稱作薩拉森帝國（拉丁文指“東方人們的帝國”）。 

四大哈里發時期（632～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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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後，阿拉伯的首腦稱為哈里發（真主繼承人）。最初的哈里

發由穆斯林選舉產生 。 

    第一任哈里發阿布．伯克爾（632~634在位）恢復了阿拉伯半島

的統一。 

    第二任哈里發歐麥爾( 634~644在位 )先後征服拜占庭帝國統治

下的敘利亞（636）、巴勒斯坦(637)和埃及，佔領了從波斯灣到高加

索，為阿拉伯帝國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第三任哈里發奧斯曼．伊本．阿凡（644~656在位）東滅薩珊王

朝（651），西達北非昔蘭尼加。在位期間，阿拉伯統治階級內部爭權

奪利的鬥爭和教派分歧日趨激烈。 

    第四任哈里發阿里（656~661在位）被殺後，由敘利亞總督穆阿

維亞即位哈里發，以大馬士革為首都，建立了倭馬亞王朝。哈里發改

為世襲，實際上是帝國的君主。 

倭馬亞王朝時期（661~750） 

    8世紀初，倭馬亞王朝的政權鞏固以後，阿拉伯貴族又發動了大

規模的對外戰爭 。在東線，征服了布哈拉、撒馬爾罕、信德及部分

旁遮普地區。在西線，攻佔埃及以西的北非地區後，於 711 年越過

直布羅陀海峽，佔領了安達盧西亞。8世紀中葉倭馬亞王朝後期，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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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帝國的版圖西臨大西洋，東至中亞河外地區，成為地跨亞、非、

歐三大洲的封建軍事帝國。 

8 世紀 20 年後，阿拉伯統治集團之間的矛盾激化，內訌不止。

一直受歧視、受壓迫的非阿拉伯穆斯林紛紛揭竿而起。阿拔斯的後裔

阿布．阿拔斯(750~754)聯合什葉派於 750 年推翻了倭馬亞家族的統

治，建立了阿拔斯王朝。曼蘇爾（754~775）時遷都巴格達（762）。 

阿拔斯王朝時期（750~1258） 

    阿拔斯王朝建立後最初的近 100年，是阿拉伯帝國的極盛時代，

751年阿拉伯帝國軍隊在中亞怛羅斯戰役中，擊敗唐朝安西節度使高

仙芝的軍隊，控制了中亞的大部分地區。 

9世紀中葉後，突厥人逐漸取得權勢，阿拔斯王朝進入分裂和衰

落時期。突厥將領握有軍權，專橫跋扈，任意廢立甚至殺害哈里發。

哈里發完全成為他們手中的傀儡。 

1055年塞爾柱突厥人佔領巴格達，哈里發失去了一切世俗權力，

只保留宗教領袖的地位。1258 年成吉思汗之孫旭烈兀率蒙古軍隊攻

陷巴格達，殺死哈里發，阿拉伯帝國遂亡。 

第三章 財產權 

殖民主義一詞過去被歸類為一套理論，用於將上述定義合法化，

以及促進該理論。殖民主義通常建基於民族中心主義，即開拓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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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自以為在精神和價值上比被殖民者優越。一些觀察家將十八、十九

世紀的殖民主義連接成種族主義和偽科學兩者的邂逅。這種思想，導

致西方世界孕育出原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即白色人種站在動物王國

的最頂端，理所當然地負責控制非歐洲的土著民族。殖民主義是一個

不分時間，不分地域的歷史現象，包括一些相異的民族，例如希泰人、

印加人，以及英國人等。雖然殖民主義較傾向關於與本土不有邊界連

接的海外帝國，而不是與本國有連接的陸上帝國；但歐洲人及其他人

都照慣例地形容為帝國主義。 

近代最大規模、影響力最大的殖民主義是歐洲的殖民主義。而殖

民主義始於 15世紀，從葡萄牙佔領果阿開始；15、16世紀，西班牙、

葡萄牙入侵南美洲，消滅了印加、阿玆特克兩個南美土著的帝國，將

大部分土地據爲己有，並持續了對美洲、中東、非洲海岸，印度和東

亞的探索和侵略；16世紀後見證了英國向愛爾蘭的擴張；17世紀時，

英國、法國和荷蘭繼續建立更多殖民地，並取代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

地位。到了 19 世紀，工業化步伐被冠名為「新帝國主義」，英國殖

民達到頂峰，統治領土了地球五分之一的土地；在 20 世紀中，第一

次世界大戰同盟國的領地被協約國所瓜分託管。但要到第二次世界大

戰結束時，才預示著第二波非殖民地化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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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開中國近代史，我們會驚奇而痛苦地發現，百餘年裡中國先後

遭到列強從海上入侵 80餘次，入侵戰艦 1,800餘艘，入侵兵力將近

50 萬。那為什麼近代的入侵者主要是來自海上呢？中國在古代史上

不也是海洋大國嗎？著名的海上絲綢之路、明朝七下西洋的鄭和船隊

等，不都是中國人的驕傲嗎？那為什麼到近代，中國的海疆防禦就如

此不堪一擊呢？ 

伴隨著西方殖民者數百年不斷的彼此廝殺和瘋狂掠奪，在世界歷

史上産生兩個明顯的結果，一是西方的海權觀念不斷強化，即「誰控

制了海洋，誰就能統治世界」；二是他們的戰船和火炮技術不斷改進，

因此海上的軍事實力日漸增強。如果説，在生産力尚不發達的遠古時

期，汪洋大海還是人類難以逾越的天然屏障，但到 16 世紀以後，東

西海路大開，原來的海洋天塹也就逐步變為了入侵者的通道。 

第四章 醫學 

醫學顯然不是博雅教育的範疇之一，因此被看成是手工藝甚於科

學。醫學史，又稱醫療史或醫藥史，歷史學的一個分支，以疾病經驗

及其對應手段為研究對象。近期的醫學史，則強調病人的經驗，以及

不同時代或文化對身體和疾病認知的差異。 

埃及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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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在艾德溫·史密斯紙草文稿的醫學知識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3000年。手術被知道最早在大約公元前 2750年在埃及進行。埃及第

三王朝的印何闐有時候被譽為埃及醫學的創始人及詳細說明了治

療、疾病和解剖學的觀察的艾德溫·史密斯紙草文稿的原作者。成書

於大約公元前 1600年的《艾德溫·史密斯紙草文稿》被看作是一些早

期著作的集合。《卡閽城婦科紙莎草文稿》對女人的投訴和問題有了

概念。另外，最早的醫生是公元前 27 世紀的古埃及法老左塞爾的

Hesyre 的「牙醫和醫生的長官」Hesyre。同樣，最早的女醫生

-Pessechet在埃及第四王朝時期的古埃及實行醫術。她的頭銜是「女

醫生的女管理人」。 

印度醫學 

印度醫學奠基於阿育吠陀（又稱壽命吠陀）之上。這不經典包括

了《遮羅迦本集》（Charaka Samhita）和《妙聞本集》（Sushruta 

Samhita）兩個部分。《遮羅迦本集》認為，健康和疾病不是必然的，

人類的努力可使生命延長。《妙聞本集》則將醫學的目的定義為治療

病人的疾病、保護健康的人及延長生命。這兩部古老的文獻包括了檢

查、診斷、治療及預後（對疾病的發作及結果的預言）等細節。阿育

吠陀包含醫學的八個分支：內科醫學、外科（包括解剖學）、眼、耳

鼻喉和頭部等疾病與治療、小兒科、精神病學和心身症、毒物學、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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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還童之術及催情之術。除此之外，阿育吠陀的學生也須學習十門醫

學技術：蒸餾、操作技巧、烹飪、園藝、冶金術、製糖、藥劑學、礦

物分析、金屬混合和鹼的準備。 

波斯醫學 

波斯的醫學的學習與實施有一個長且成果豐碩的歷史。波斯在東

西方的交叉處的位置使它成為古希臘和印度醫學發展的中心。許多貢

獻被加入到這個知識體中在伊朗被伊斯蘭化之前及之後。波斯的第一

代醫生在 Jundishapur學院接受訓練。醫學醫院有時候被聲稱已被發

明。例如：臘澤斯成為第一位系統地使用在醫學用途上使用酒精的醫

生。 

《醫學全書》是一本由伊朗化學家臘澤斯編纂的最完整的書。他

自己的臨床經驗提供了各種疾病非常有用的記錄，介紹了麻疹和天花

在歐洲具有非常大的影響力。Mutazilite（伊斯蘭神學院）哲學家兼

醫生阿維森納是另一位具影響力的人物。他的《醫學正典》有時被認

為是醫學史上最著名的書。它曾是歐洲的標準書本直到啟蒙時代。 

中國醫學 

《黃帝內經》記述了在公元前 2696年至 2598年間，黃帝與岐伯

關於醫藥健康的談話，傳統上被認為是中醫學最早的系統專著。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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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考證其成書年代約在戰國時期，也受到當時的哲學思想所影響，可

以說是提綱挈領的指導了中醫的理論。 

漢朝，長沙太守張仲景在公元 2世紀末編纂了《傷寒雜病論》。

晉朝針灸學的提倡者皇甫謐也在《黃帝三部針灸甲乙經》提起了黃

帝。唐朝時期，王冰稱找到了黃帝內經的原著，並大量地擴充和修改

了它。到了宋朝，因為朝廷的命令，《黃帝內經》再次被修訂成接近

今天的版本。這本經典是傳統中國醫學基礎的重要代表作品。 

伊斯蘭醫學 

伊斯蘭教的文明著重在醫學，因為伊斯蘭教徒醫生對醫學的各領

域（包括解剖學、眼科學、藥理學、藥學、生理學、外科學和製藥的

科學）有著重大的貢獻。宰赫拉威編纂了《醫學的方法》被看成是現

代外科學之父，那是一本 30 卷的醫學百科。伊斯蘭和歐洲人的醫學

院都有教授這本書直到 17世紀。 

阿維森納被認為是現代醫學之父和最偉大的思想家。他編纂的

《醫學正典》，亦作《回回藥方》和《治療之書》維持了作為伊斯蘭

教徒和歐洲人的標準課本直到 17 世紀。阿維森納的貢獻包括在研究

生理學中介紹了系統的實驗和測量、通過接觸傳染的傳染病的發現、

隔離的介紹以限制通過接觸傳染的疾病的傳播、試驗中的藥物和臨床

實驗的介紹、首次關於細菌和病毒的介紹、從胸膜炎中區分出縱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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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核能通過接觸傳染的特性、通過水和土壤傳播的疾病、首次對皮膚

疾病的詳細描述、性病、性反常、神經病、用冰來治療發熱和從藥理

學中區分出醫學。從藥理學中區分出醫學對於製藥的科學的發展非常

重要。 

第五章 消費社會 

在全球化時代，消費主義沒有邊界。從 20 世紀初開始，西方一

批社會理論家就關注由消費主義價值觀所引發的“傳統斷裂、資源浪

費、環境惡化、社區解體、主體性喪失”等社會和文化問題，並從不

同的角度展開了批判，提出了諸如“炫耀性消費”、“虛假需求”、

“消費異化”以及”符號宰制”等若干命題。本書基于現代西方有關

消費社會研究的主流文獻，對消費社會研究興起的社會文化背景、研

究主題、研究特征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分析，區分出消費社會研究所

持有的兩種批判性立場。 

英國學者邁克‧費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 在《消費文化與

後現代主義》一書說：「消費文化就可定位為：它產生於現代性內部，

但亦呈現了後現代性的多種特徵。」我國學者陳坤宏博士在《消費文

化理論》一書的看法也值得參考，指出：「生活本身將被界定成為一

種藝術作品，而物質商品被當作一種溝通者來加以消費，而不是簡單

的效用問題。簡言之，物質商品已成一種品味與生活方式的象徵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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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由此可知，後現代社會與消費文化兩者存有互相辯證的關係，

一方面從後現代社會來剖析理解消費文化的本質；另一方面，消費文

化已成為一種觀照後現代社會現象非常有用的角度。 

1940 年《孤獨的人群》大衛．裡斯曼把中世紀的西方社會發展

描繪為兩次革命：第一次以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工業

革命以及 17、18、19 世紀的政治革命等為標誌，這次革命確立了資

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相應的家庭結構與性格結構。但在發達國家，這

次革命正在讓第二次革命「即隨著由生產時代向消費時代過渡而發生

的全社會範圍的變革。」，使發達國家進入到了消費社會，鮑德裡亞

是其中一位傑出的代表。鮑德裡亞關於消費社會的批判理論，集中體

現在《消費社會》一書中。在鮑德裡亞看來，隨著消費社會的產生，

消費取代了生產的地位，成為支配社會結構的存在之光；在消費社會

中，我們消費的並不是物的有用性，而是通過消費體現著自己社會地

位與身份的過程，因此消費是符號意義體系結構，是現代資本主義社

會合法性的根據。從符號學理論成果出發，揭示作為意義結構的消費

本質；從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進入到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鮑德

裡亞關於消費社會的分析，不僅構成了他思想發展中的重要環節，對

於我們理解當代西方以及我國現階段的社會、文化，也具有借鑒意義。 

一、消費：瀰散的「存在」之光  



 18 

消費的對象不再是傳統消費中所謂的物質性的單個物品和產

品，我們不是在消費食物、衣服等，成為消費對象的物品，必須是物

體系中的物品，物體系就像語言結構一樣，規定著個別物體的意義與

功能，也就是說物品必須具有一個外在於它並作為意義指涉的關係結

構，物品本身被組織為表達這個意義體系的要素，因而物品的消費不

再是因為它首先具有物質性的特徵，而是因為它是一種符號-《物》，

是一種「個性化」的、處於符號差異體系中的意義對象。被消費的不

再是物品，而是人與物品之間本身的關係結構，這種關係已延伸到歷

史、傳播與文化關係的所有層面，而最後所有的關係理念都成為了消

費品。因此，在消費之光的照耀中，一切都成為了消費品，正是在這

個意義上，我們進到消費社會。 

二、消費社會的雙重邏輯分析  

在第一個層面上，鮑德裡亞遵循的是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生產過

程的思路，把消費當作生產體系的必然結果來談論。生產是資本的運

動過程，消費是資本生產體系的必然結果與邏輯延伸，在資本主義社

會，一切都被納入到了資本的生產體制之中，並作為商品的形式表現

出來，生產提供給消費的並不只是物品，它還賦予消費以確定的外

形、特徵和結果，或者說，消費本身就是被生產所規定的，只有當消

費本身擺脫了這種自發的過程時，消費才能構成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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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動力。 

「物品在其客觀功能領域以及其外延領域之中是佔有不可替代

地位的，然而在內涵領域裡，它便只有符號價值，就變成可以多多少

少被隨心所欲地替換的了。」因此，對現代消費社會的分析，就必然

深入到符號學中，在通過生產邏輯加以分析的同時，也要通過對符號

內在運轉過程來揭示消費。這構成了鮑德裡亞分析消費社會中的第二

重邏輯。 

消費被符號所操控，這構成了消費社會的深層邏輯。鮑德裡亞認

為，物品轉換為符號-物，也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而是特定歷

史時代的產物，「對我們來說，具有社會學意義並為我們時代貼上消

費符號標籤的，恰恰是這種原始層面被普遍重組為一種符號系統，而

看起來這一系統是我們時代的一個特有模式，也許就是從自然天性過

渡到我們時代文化的那種特有模式。」從深層上批判消費社會，就必

須對符號在消費社會中的經濟學意義進行揭示，走向符號政治經濟學

批判。 

三、走向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 

從符號學入手，消費社會出現的是一種新的意義結構，這種意義

結構的產生源自於語言符號學的對比替換關係，用社會學的語言來說

就是一種社會身份區分的邏輯。在《消費社會》中，鮑德裡亞雖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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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雙重邏輯出發來建構自己的理論，但在雙重邏輯思考中，鮑德裡亞

很明顯傾向從符號而來的社會批判理論建構，這種觀點在《符號政治

經濟學批判》中得到了明顯的表現。從這裡也可看出，在鮑德裡亞的

早期思想發展中，雖然他力圖將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奠定在馬克思哲

學的基礎上，但這種看似回到馬克思的理論建構，卻又蘊含著擺脫馬

克思的理論邏輯，最後必然使鮑德裡亞在《生產之鏡》和《象徵交換

與死亡》中全面批判馬克思的生產哲學。鮑德裡亞的批評雖富有啟發

性，但這種否定性的批判，也使他失去了吸收馬克思理論中合理的內

容，從而走向了《馬爾庫塞式》的大拒絕思路，在這個意義上，鮑德

裡亞並不能為未來社會提供一個建構性的社會理論基礎。這是我們面

對鮑德裡亞富有洞察力的理論思考，面對當下消費社會時需要反思的

問題。 

第六章 工作倫理 

亞當·斯密時代以來，充分證明道德價值和制度對於每一個國家

的經濟成功很重要。顯然，哪裡的道德價值相對普及並影響到社會最

多的成員（甚至影響到那些與宗教傳統無關的人），哪裡的社會福祉

就是巨大的。這些道德價值包括社會更有可能使得受雇者願意全力完

成他們的全部工作，就算監工多半不監督他們的時候也是如此；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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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更多地是服務于他們的客戶而不是欺騙他們；公民寧願購買

物品而不是偷盜，而且願意付稅而不是隱瞞他們的財力和收入。 

現代社會學之父，「新教倫理」一詞的創造者，德國教授韋伯提

出關於西方文明最具影響力的論點：西方的經濟動力是新教改革的意

外結果，新教教派認為勤勉與節儉是以辛勤工作的方式來表達對上帝

的虔敬。歷史上絕大部分的時間，人類是為了活著而工作，但新教教

徒卻是為了工作而活著，辛勤的勞動代表著是上帝選民的一項最確實

的表徵，賺錢是直接得自於上帝的意旨，正是這種工作倫理產生了近

代資本主義。新教教義認為工作是為了榮耀上帝，故促進了資本主義

發展以及勤奮的工作。本書作者列舉出了其他研究指出韋伯說法錯誤

之處，令筆者想到了統計學上常提到的，相關性不等同因果性提醒了

未來在做判斷時要再更縝密思考。 

事實上世界其他地區也開始下載這六項殺手級應用，尤其是亞洲

地區，中國經濟將在 2014年超越美國。2007年的金融危機，可說是

經濟大恐慌的翻版，但最後在中國銀行的大量放款、柏南克的量化寬

鬆政策，加上幾乎已開發國家都大量舉債，使得金融危機只成為輕微

的經濟大恐慌。在金融危機底下，其實是沈痾難治的結構性債務累積

問題，英國與美國都有相同的問題，絕大多數文明崩解的原因不僅與

戰爭有關，也與財務危機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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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重心從西方轉移到東方。儘管中國不斷重申「和平崛起」，

但也顯現出文明衝突的初期徵兆。真正的貨幣戰爭其實是中美國（聯

合經濟體）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戰爭，美國印鈔票、中國讓人民幣釘住

美元，輸家則是像印尼與巴西這樣的國家。中國要成為亞太地區的支

配者，所採用的不是西方帝國主義模式，而是採用「四多」的經濟策

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