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对物化理论作出了独特的诠释，并进行了客观分析。卢卡

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拜物教现象进行了批判，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

的社会关系具有了一种物的属性，指出这种现象其实是一种人的主体地位的丧失。对卢卡奇物化理论

的产生背景、理论内涵及具体表现进行探讨研究，不仅是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借鉴，对推

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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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问世，使物化理论走

进了大众的视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奇在

学习了马克思《资本论》中有关商品拜物教的

观点后，结合当时资本主义社会背景，创造了

闻名世界的物化理论。虽然物化理论是卢卡奇

年轻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但其在今天依

然有着重要的价值。

一、 物化理论形成的理论渊源

( 一 ) 黑格尔的异化思想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异化”思想在《精

神现象学》中得到了详尽的阐释。黑格尔指出，

人的原始的、直接的、自然的活动，被由自己

的劳动生产的不同的劳动产物所代替和限制，

这种劳动在创造了社会客体的同时，还是人的

主体的改造，使主体处于异化状态。

卢卡奇认为，黑格尔“异化”的概念首先

表现为人的劳动和围绕着人类劳动而产生的社

会实践活动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其次是在

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对物质的盲目追求。总的

说来，黑格尔的“异化”思想是精神向自然和

人类社会外化的过程。卢卡奇赞同黑格尔的“异

化”思想，并将其“异化”思想转化为物化研

究的一个参照物。

( 二 ) 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的经典

理论之上的，卢卡奇对马克思《资本论》中的

商品拜物教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得到了一

些思想启示。

笔者先论述马克思商品拜物教逻辑的形成。

商品和价值由人类的抽象劳动所创造，由于价

值的产生，不同的商品可能具有同样的价值，

这样一来，商品便可以交换。马克思认为，商

品在最初的物物交换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开

始转变为货币，当社会消费本身的需要低于使

用价值时，使用价值就会在无形中转化为商品。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当工业化发展到相当发达

的阶段时，人们拥有广泛的交换需求，因此生产

会应运而增。在从事私人劳动的生产者中，必

定有生产者想要与社会有更加密切的商品交换，

这就要求生产者生产出的产品必须满足他人需

要，并且可以同他人交换，这时，劳动才能够

成为社会总劳动的构成要件。

从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产生论来看，他的

观点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占有绝

对优势，并且对社会进行统治。卢卡奇的物化

理论基本以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为基础，但是

他对商品拜物教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他的物化

理论也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

( 三 )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合理化思想

卢卡奇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是师生

关系，其物化理论必然会从韦伯的社会学中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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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精髓。在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引

证了韦伯对社会合理化观点的许多看法。

韦伯首先对宗教精神进行了研究，并将其扩展到

对资本主义精神的高度关注，并将其视为资本主义发

展的有力推动力。韦伯在考察资本主义盈利方式发展

的过程中认为：与原有的盈利方式相比，现代资本主

义组织生产结构合理，并在合理的国家制度下发展，

会运用变通的法规与管理手段来规避各种不合理因素，

使出卖自己劳动的劳动者在体制中只能束手无策。

纵观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其发展是一个合理的过程，而合理化原则在该过程中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合理化的发展，

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在这种

理性化过程中，逐渐成了发展的工具和对象物。在这

种情况下，卢卡奇和韦伯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是一致的。

韦伯合理化的观点使卢卡奇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范围

扩大化，为卢卡奇的物化学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

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现象的研究更加准确和客观。

二、 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内涵

( 一 ) 物化现象的产生

卢卡奇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认为物化是资本主

义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结果。

卢卡奇认为物化是商品生产与交换成为社会普遍

现象时，整个社会面对同一商品结构而产生的。卢卡

奇在著述中提到，在原始社会，人们就开始有以物换

物的交换形式，按照经济学的标准，那时的“物”就

已经是简单的商品。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发达的资本主

义时期，人们的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依赖

亲缘关系发展到用货物的交易来维持，商品变成资本

积累的一种方式和工具。

物化的出现并非一朝一夕，而是有其自身的生成

逻辑，即随着经济的发展，物化程度也会随之加深。

卢卡奇指出，在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商品才开始

占据社会的支配地位。因此，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初，

形式简单的商品不会迷惑人类。但是随着资本主义使

用的经济手段和产品生产日益复杂，资本主义不会直

接地向人们说明意图，从而很难看到经济活动的动机

和非人的本性。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商品经济尚未

完全发展的时代，人们之间的联系还未被种种事物的

联系掩盖，物化的现象还无法显示其控制的力量。然

而一旦商品经济发展到了某种程度，“物”就会彻底把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掩盖起来，物化将会在社会上显示

出可怕的威力，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

( 二 ) 从物化现象到物化意识

卢卡奇认为，物化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所有人的普

遍宿命。卢卡奇在阐述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物化时指

出，一切人类都面临着相同的商品原则和物化境况，

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个人的命运最终必将与工人的命运

相同。

由于物化现象的普遍性，人们在商品背后的社会

联系和他们与真实的物的需要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模糊。

在资本主义后期，人们已经开始使用科学的管理体系，

进行大规模的生产，一切的组织都不再是单独的，而

是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统一的形式。这种形式上

的统一，使劳动者的意识和人格分离，也就是说，物

化的结构导致了物化的意识。

( 三 ) 从物化意识到物化理论

物化现象最终造成了物化结构的普遍化，而在物

化逐渐普遍化的过程中，物化意识随之产生。物化意

识不仅作为一种外在的力量支配着人类的行动，更渗

透在人类的精神生活和生存方式中，最终形成了人类

普遍认可的一种客观规律。

物化使人丧失了主观性与批判性，最令人吃惊的

是，原本可以激发个人积极性的功能也被物化，连工

人的感情、思想都可以当作物品“卖掉”，完全变成物

化的人。卢卡奇从社会的物化现象出发，提出了物化

结构的普遍性，物化的普遍性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内

化到人的心里，他的物化学说因而得到了较为全面的

体现。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通过对现代性批判的运用，以

物控制人为切入点，揭示了资本统治的本质。他以人

的实际需求为根本点，致力于把人们从生活的困境中

拯救出来，这是人类文化批判的起点，也成为后来西

方新马克思主义者批判消费社会的有力工具。

三、 卢卡奇物化理论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

异同

( 一 ) 相同点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对马克思

的“异化”一词的运用并不多，而是运用了“物化”

总第 224 期 经验交流

245



这个词，但二者之间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首先，二

者在理论上具有共同的出发点与目标。二者都是批判

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为了解放工人阶级，甚至是实现

全人类的自由。其次，异化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

的普遍的、独有的社会产物。在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

异化问题上，卢卡奇与马克思的观点大体相同。再次，

二者都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和商品拜物教有关，都

揭示了商品对人类的支配和奴役。最后，卢卡奇与马

克思没有把批评局限于意识形态，而把问题放在了社

会的物质层面。

( 二 ) 不同点

首先，在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中，并没有将对象化

和异化进行区分研究，而是将之统称为物化来阐述。

在马克思的研究中，他将把异化和对象化严格区分开

来，把异化转化为历史范畴，认为异化是对象化的发展，

对象化是异化的前提。

其次，卢卡奇和马克思的思想贯穿了对资本主义

社会的批判，但他们的批评重点不同。马克思对资本

主义社会的批判集中在劳动生产中资本对人本质的异

化，即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卢卡奇以商品经济为

切入点，是关于物质世界主体性丧失的理论批判，认

为物化意识存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这种整体的商品

结构造成了人的物化。

最后，从扬弃的角度看，物化与异化在扬弃途径

上存在差异。虽然卢卡奇和马克思都认为物化和异化

的最终后果是走向灭亡，但二者存在差异：卢卡奇认

为，消除物化的必要条件是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觉醒，

只有这样，阶级意识才能够成熟；马克思认为，消灭

私有制是扬弃异化的关键，其次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

着重从生产关系的层面对异化进行扬弃。

四、 卢卡奇物化理论对我国发展的时代

价值

( 一 ) 物化理论助力人们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

在资本主义社会，物质需要是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深受资本主义观念影响的人为了表明自己在团体中的

身份，他们佩戴和使用的物品的价格都很昂贵。在这

样的环境中，人类的存在是为了消耗某些不必要的物

品。因此，即使人类拥有正确的消费理念，也会逐渐

被异化，最终人们会向商品拜物教靠拢。卢卡奇认为，

当人们买那些并非必需的奢侈品时，他们并不记得购

买商品的初衷，资产阶级也没有认识到物化的影响是

那么的不容忽视。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对当今研究消费

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同时对当代人们树立正确

的消费观念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人们在充实物质生活的同时，应注重精神层面的

提高。在衣食无忧时，人们可以适当地买一些自己喜

欢的物品，但不能为了突出自己的地位而盲目购买不

需要的物品。在消费时，人们要挑选合适的物品，做

到合理而不盲目地购买，不要一味地迎合大众，这样

才能感受到消费的幸福感。

( 二 ) 物化理论促进科技应用与发展
科技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渗透到各个领域，不

断改善人们的生活，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技术不仅

对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对个人生活也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从物化理论视角来看，科技的发展并

不一定只有益处，当经济越来越依赖科技，人类的生

活和工作娱乐越来越依赖科技的灵活应用时，人们就

会逐渐依赖科技带来的好处，离开科技可能无法正常

生活。

在科技创新方面，我国已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科技的发展是为了造福人类，因此在使用科技时，人

们要注意科技在使用中不能对生活环境造成损害，认

识到科技的发展是为了使人的生活更加舒适，使人、

自然、社会和谐发展。

( 三 ) 物化理论影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在资本主义社会，物化已成为一个越来越普遍的

现象。人们为了炫耀自己的身份而不假思索地购买物

品。长此以往，必然会逐渐改变人们的观念，正面的

思想和文化被歪曲，人的主体意识消失于普遍的物化

之中。发展经济固然重要，但也要注重精神文化的培养，

培育出优秀的新一代。

我国历来非常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党和国家在加

强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采取了诸多措施，出台了许多政

策。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要在日常生活中积极参

与各类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以自己的行动传递爱心。（作

者单位系北京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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