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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代人仍存在于“以物质依赖为基础的独立性”阶段ꎮ 但在当代世界ꎬ人
们普遍存在于由资本逻辑所开创的宏大的物质生产与交换体系之内ꎬ这又赋予了人的

存在方式新的特征ꎬ即人普遍处于无尽“繁忙”与多重“风险”之中ꎮ 这些新特征很难在

短期内消逝ꎮ 改善人的生存境遇ꎬ不能立足于大脑思辨和道德抱怨ꎬ而要从物质生产领

域来谋划总体方案ꎮ 就此而言ꎬ用制度来有效掌控资本运行逻辑、以特定“符号”赋予不

同人群的生活方式特殊的“意义”ꎬ或许是较为有效的总体性选择ꎮ
〔关键词〕人的存在方式ꎻ物质依赖ꎻ个性独立ꎻ资本逻辑ꎻ生活符号

马克思认为ꎬ在商品经济时代ꎬ人摆脱了封建社会的精神枷锁和政治羁绊ꎬ
开始把自己投向了物质的怀抱ꎬ人呈现出物质依赖性ꎮ 无疑ꎬ当今时代ꎬ人仍处

于以物质依赖为基础的阶段ꎮ 但这与马克思所指称的不同之处在于ꎬ在资本全

球扩张的时代境遇中ꎬ人的这种生存状态至少呈现出以下两点新特征ꎮ 而这两

点新特征的登场ꎬ恰与资本逻辑密切关联ꎮ

一、人处于“忙”境之中

“繁忙”的人生ꎮ 当今时代ꎬ在世俗世界中ꎬ不论行业、地域、年龄差别ꎬ人们

似乎总是都处于“忙”的状态中ꎬ“我真忙”成了人们倾述心情和解释缺席的最佳

话题和最务实理由ꎮ “忙”似乎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ꎮ
从哲学层面看ꎬ“忙”意味着:较之以往ꎬ人们处理“事情”的数量多、频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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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大、压力重、范围广、时间紧等ꎮ “事情”的形而上学涵义在于ꎬ它是人处理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这三大关系的方式与路径、过程与结果的总和ꎬ它
是人的一切实践活动的表现形态和载体ꎮ 而在尚未进入物质财富十分丰富的共

产主义时代ꎬ在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基本任务的时代中ꎬ人的最大事情

就是物质生产ꎬ或者可以更一般地说ꎬ人的所有事情ꎬ都可以最终归结为物质生

产ꎬ只不过有的事情直接就是物质生产本身ꎬ而有的事情则是为直接的物质生产

服务ꎬ因而它们也间接地属于物质生产ꎮ 如此一来ꎬ从对象看ꎬ人主要“忙”于直

接或间接的物质生产ꎬ即人在既定的时空内高密度地从事物质生产活动ꎮ 耳畔

时刻都能听见隆隆的机器声ꎬ道路上经常可见的拖着沉重身躯的大吨位汽车ꎬ快
速穿梭于马路上行色匆匆的人群等等ꎬ都是人们繁“忙”的另一种注脚ꎮ

人的“忙”ꎬ实际上还存在心理和精神上的内涵ꎮ 当人们说出自己很“忙”
时ꎬ这实际上是人处理事情的主观体验、态度评价和精神状态ꎬ它至少存在两种

可能:一是积极方面ꎮ 人因积极完成“事情”而感到生活充实、有意义ꎬ正所谓

“我忙我快乐”ꎮ 从而ꎬ人正是因为赋予“事情”以积极意义ꎬ尽管很“忙”ꎬ但却

更加乐于“办事”ꎮ 二是消极评价ꎮ 一些人因总是被外在的事情包围而感到无

奈、悲观和苦恼ꎮ 这时ꎬ“对于劳动者来说ꎬ劳动是外在的东西ꎬ劳动者在自

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ꎬ而是否定自己ꎬ并不感到幸福ꎬ而是感到不幸ꎻ并不自

由地发挥自己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ꎬ而是使自己肉体和精神遭受摧残ꎮ” 〔１〕 亦即

他们话语中的“忙”ꎬ实际上就是“烦”ꎬ他们试图以言语抱怨的方式来逃脱

“烦”ꎬ一旦“忙”的强制机制祛除后ꎬ他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 〔２〕ꎮ
资本逻辑与人之“忙”ꎮ 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一书中援引历史资料指出ꎬ据

估计在中世纪ꎬ人们几乎一年时间中有半年不工作ꎮ 法定假日一年有 １４１ 天ꎮ
工作日的急剧延长ꎬ乃是工业革命初期ꎬ劳动者必须和新引进的机器竞赛的典型

特征ꎮ 对此ꎬ阿伦特十分不满ꎬ她说:“与‘黑暗时代’相比ꎬ我们时代达到的进步

程度通常被夸大了”ꎮ〔３〕这里ꎬ阿伦特初步指出了人“繁忙”的物质诱因———与工

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切关联ꎬ实际上ꎬ在资本逻辑盛行的当代世界ꎬ二
者之间的因果关系ꎬ呈现的更加彻底和清晰ꎮ

资本逻辑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ꎬ不停地驱动着人走向更加“繁忙”ꎮ 其

一ꎬ资本逻辑直接强制人们不停地“忙”ꎮ 马克思一直强调ꎬ“利润率是资本主义

生产的推动力ꎻ那种而且只有那种生产出来能够提供利润的东西才会被生

产ꎮ” 〔４〕可见ꎬ资本的主导逻辑和本质规定ꎬ就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ꎮ 为此ꎬ资
本就需要不停地撬动生产ꎬ因为ꎬ任何利润不会从天而降ꎬ只能落实到具体的劳

动生产之中ꎮ 不仅如此ꎬ资本还需要提高生产效率ꎬ用时间来征服空间ꎬ从而获

取更大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ꎮ 为此ꎬ资本要求人必须像机器一样ꎬ不仅要不停

地运转ꎬ而且要尽最大可能地加快运转ꎬ在压缩的时空内ꎬ又好又快地完成生产

任务ꎮ 这样ꎬ资本不仅自己不辞辛劳地奔走于全球ꎬ挖掉其他国家工业的民族根

基ꎬ把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ꎬ而且它以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巨额的财富为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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饵ꎬ刺激着劳动者也夜以继日地“飞来飞去”ꎬ“东奔西突”ꎬ忙个不停ꎮ 概言之ꎬ
资本逻辑具备不停地自我扩张、自我超越的夙愿和能力ꎬ以此ꎬ它直接驱动着劳

动者不停的、最大效率地生产着ꎮ 或许正是如此ꎬ资本主义才会“在它不到一百

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ꎬ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ꎬ
还要大”ꎮ〔５〕

其二ꎬ资本逻辑洞悉并驾驭人对财富的渴求ꎬ间接地驱赶着人们不停地

“忙”ꎮ 在«道德情操论»中ꎬ斯密提出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辛苦和劳碌是为了什

么呢? 贪婪和野心、追求财富、权力和优越地位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是为了提供

生活上的必需品吗? 那么最低级的劳动者的工资就可以提供给他们ꎬ吸引

我们的ꎬ是虚荣而不是舒适和快乐ꎮ” 〔６〕 而人们之所以爱好虚荣ꎬ是因为尽管由

“虚荣”所给人提供的较高地位、荣誉ꎬ不是真实的ꎬ但不管如何ꎬ“享有地位和荣

誉的人举世瞩目ꎮ 人们都急切地想一睹他的风采ꎬ并想象(至少是抱同情的态

度)他的处境必然在他身上激起的那种高兴和狂喜ꎮ 他的举动成为公众关注的

对象ꎬ连一句话一个手势人们也不会全然忽视ꎮ 在盛大的集会上ꎬ他成为他们注

视的中心人物ꎻ他们似乎把他们全部的激情都寄托在他的身上ꎬ以便得到他给予

他们的鼓励和启示ꎮ” 〔７〕

现时代ꎬ其一ꎬ资本全面树立了财富的至尊地位ꎬ普遍构建了以物质财富为

核心的社会评价机制ꎬ如此ꎬ不仅资本大鳄们酷爱财富ꎬ而且深深蕴藏于普通人

内心的财富欲和虚荣心ꎬ被全面激活激化ꎬ从潜在走向显在ꎮ 这是人之忙的人本

学前提ꎮ 其二ꎬ资本通过影视、广告及其美妙的产品设计ꎬ为社会大众搭建了充

满诱惑的物质生活愿景ꎬ及其似乎就存在于前方不远地方的幻象ꎬ这进一步激发

了人们的财富欲望和追求财富的实际行动ꎮ 其三ꎬ资本为人们实现自我财富欲

求提供了机遇ꎬ它简化了社会的阶级存在并逐步消除阶级对抗(由前资本主义

时代的诸多社会阶级构成ꎬ逐步简化和明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ꎮ 在全球化

的今天ꎬ职工持股计划和高福利制度的实施ꎬ无产阶级有被同化的倾向ꎬ这无疑

又进一步统一了阶级)ꎬ它大力呼求消除贸易壁垒ꎬ并逐步统一了全球市场ꎬ建
立了各种明晰的贸易规则ꎮ 在此情势下ꎬ它明晰地告诉任何一个社会存在主体ꎬ
只要愿意致富ꎬ那就把自己的所有时间、资源和能量ꎬ都投入到社会财富的创造

大潮中吧ꎮ 从而ꎬ人们“为了取得它(财富)ꎬ宁可永远失去一切闲暇、舒适和无

忧无虑的保证”ꎮ〔８〕

二、人被抛向“风险”之中

风险无处不在的时代ꎮ〔９〕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ꎬ世界处于安全稳定期ꎮ
这是对世界的宏观认识ꎬ是从战争对整体社会秩序的影响角度得出的ꎮ 然而ꎬ换
个角度ꎬ相关认识可能就会大不相同ꎮ 比如ꎬ从微观个体领域看ꎬ由资本所开创

的现代化世界ꎬ时刻都处于各种风险和不确定之中ꎬ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是变ꎬ
在现代世界ꎬ“本体论差异的等级制度的确定性ꎬ被自由的有创造力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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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取代ꎮ” 〔１０〕这样ꎬ存在于世界之中的现代人ꎬ也便被抛向了风险式生存之境ꎮ
其一ꎬ从人的实际存在状况看ꎬ在宏大的当代世界中ꎬ人遭遇多种风险和不

确定性ꎮ 它们要么来源于自然界(如近些年来频发的地震、海啸、台风、特大暴

雨、核电泄露等等)ꎬ要么来源于社会(如经济危机、金融风暴、诚信缺失、劳资冲

突、失业贫困、突发性政治事件等等)ꎮ 吉登斯把上述风险概括为外部风险和人

为风险ꎬ而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尔却对人类面临的存在风险ꎬ进一步做了如下

概括:“不确定的新政治经济、金融市场、有关食品及其他产品(疯牛病)的跨文

化冲突、正在出现的‘风险社区’ꎬ最后ꎬ但并非最不重要的ꎬ国际关系的无政府

状态ꎮ” 〔１１〕

其二ꎬ从人对自身存在的感知看ꎬ人总是觉得自己就像哲学家所说的那样ꎬ
是一根随风飘荡的“芦苇”ꎬ内心充满了无限焦虑和不安ꎮ 人们深刻地体悟到:
一方面ꎬ就自己眼前的世界来说ꎬ它不仅是一个巨大的无限敞开的生疏领域ꎬ在
此领域内常常会闯入陌生的“他者”———陌生的“人”或从未预料到的“事”ꎬ而
且ꎬ它还是一个“失控的世界”ꎬ充满了各种偶然性集中爆发的可能或灾难ꎬ“谁
也无法保证今天的人ꎬ明天会怎样ꎮ” 〔１２〕 “没有一个人知道ꎬ在不久的将来ꎬ人间

诸事ꎬ会朝什么中心方向移动ꎬ因此ꎬ世间的生活、可耻地已变成临时的了ꎮ” 〔１３〕

另一方面ꎬ就自己的未来前景来说ꎬ它蕴含了多种可能性与不确定性的“空间”
和“事件”ꎬ人们不知道自己未来会怎样ꎬ常常为能否顺利实现自己目标而担心、
忧愁和预警性反思ꎮ 对此ꎬ本杰明富兰克林似乎早有体悟ꎬ他满怀忧郁地告诉

世人:“在这个世界上ꎬ除税收和死亡外ꎬ没有什么是确切已知的ꎮ” 〔１４〕

资本逻辑与社会风险ꎮ 无疑ꎬ人的风险式存在ꎬ与人本身相关ꎮ 作为万事万

物中的一种ꎬ人也和其他事物一样ꎬ不是上帝已经完成了的“作品”ꎬ而是在历史

和实践中不断生成的ꎮ “人的生活并不遵循预先设定的过程ꎬ而大自然似乎只

做完一半就让其上路了ꎬ大自然把另一半留给人自己去完成ꎮ” 〔１５〕 人在“完成”
自己“从无到有”的进程中ꎬ深受各种因素影响ꎬ或者说人是各种自然因素和社

会因素的多元函数ꎬ每一个因素的稍加变动ꎬ都可能为人创生出众多不确定领域

和风险ꎮ〔１６〕然而ꎬ正如马克思所说ꎬ“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ꎬ他们就是怎样ꎮ
因此ꎬ他们是什么样的ꎬ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ꎬ
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ꎮ 因而ꎬ个人是什么样的ꎬ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

条件” 〔１７〕ꎮ 所以ꎬ要真正理解人的风险式存在ꎬ还需要从物质生产角度来进一步

解析ꎮ 资本逻辑是当代全球化生产中的主导逻辑ꎬ正是它ꎬ才从根本上为人们带

来了无尽风险ꎮ
上文业已表明ꎬ现时代ꎬ人的欲望和私利被资本逻辑充分激活ꎮ 西方有学者

指出ꎬ无止境追求自己私利和满足自我欲望的个体ꎬ被资本逻辑作为创造社会整

体财富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要素ꎬ全方位地推向“市场”ꎬ并“将个体贬低为狂犬乱

咬的(市场)竞争主体ꎮ” 〔１８〕 这种说法虽有些夸大ꎬ但它至少表明了人们之间竞

争的激烈和无情ꎮ 如此一来ꎬ其一ꎬ从个体看ꎬ在市场中ꎬ人们不是作为生物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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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的个体而相遇ꎬ而是作为经济利益个体(作为交换价值的主人)而相遇ꎮ〔１９〕

为了成功实现交换价值ꎬ甚至是为了在更大程度内实现交换价值ꎬ在社会这个

“暗箱”中ꎬ各种匿名化的竞争主体ꎬ相互博弈ꎬ他们往往会做出令人难以预料的

交易策略ꎬ特别是做出一些非传统道德和法制所允诺的交易ꎬ“在资本主义的组

织形式和法权形式的开拓过程中ꎬ过去那种只在康庄大道之外的旁沟暗角里搞

些冒险的欲求态度ꎬ恰恰变成了和规律的经济活动中的支配性的灵魂ꎮ” 〔２０〕市场

交易个体的冒险欲求及其行为ꎬ为交易的另一方开掘了巨大的风险领域ꎮ
其二ꎬ从社会整体看ꎬ一方面ꎬ当代世界ꎬ“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

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ꎬ这种普遍交换ꎬ他们的相互联系ꎬ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

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ꎮ〔２１〕可见ꎬ由资本逻辑所创生的世界历史ꎬ不仅内含不同

层级和区域的生产与交换主体ꎬ而且众多交换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互为因果ꎬ更
加紧密ꎮ 如此ꎬ当代世界便自然成了一个链条式存在ꎬ从而ꎬ世界链条上任何一

环出现调整或病变ꎬ都或许引致整体的动荡与不安ꎬ这在经济领域表现的特别明

显ꎬ“华尔街一打喷嚏ꎬ世界就会感冒ꎮ”另一方面ꎬ尽管资本逻辑使得当代社会

正在结合为“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

的统一的民族ꎬ” 〔２２〕但在这个“统一体”内ꎬ却交织着诸多复杂性ꎮ 就思想领域

而言ꎬ资本逻辑统一一切意识形态的努力不仅难以实现ꎬ而且资本的扩张还为这

种统一带来了新的困难ꎮ 比如ꎬ就连关于人自身的观念ꎬ也变得愈加复杂和混

乱ꎮ “在人类知识的任何其他时代ꎬ人从未像我们现在那样对人自身越来越充

满疑问ꎮ 我们有一个科学的人类学、一个哲学的人类学和一个神学的人类学ꎬ它
们彼此之间都毫不通气ꎮ 因此我们不再具有任何清晰而连贯关于人的观念ꎮ 从

事研究的各种特殊学科的不断增长的复杂性ꎬ与其说是阐明我们关于人的概念ꎬ
不如说是使这种概念更加混乱不堪ꎮ” 〔２３〕上述两个方面的综合结果ꎬ就使得人存

在于内的社会ꎬ其风险频率、范围和程度ꎬ都十分巨大ꎮ
理解资本逻辑所创生的人的风险式存在ꎬ还需要提及以下两方面ꎮ 一方面ꎬ

一定意义而言ꎬ资本是偏爱风险的ꎮ 因为风险并不总是意味着危险ꎬ相反ꎬ它有

时还代表着可用于获利的空间大ꎬ机会多ꎬ风险与利润成正比ꎬ在此意义上可见ꎬ
资本本身具备创造风险的主观意愿ꎮ 可另一方面却是ꎬ资本憎恶风险ꎮ 因为ꎬ资
本逐利的本性要求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物质交换中ꎬ要尽最大努力降低风险、压缩

“试错”空间ꎬ要尽一切可能ꎬ最大化地舍掉各种不确定和杂乱无章的“偶性”ꎬ以
此种种保证利润的最大化获得ꎮ 在此意义上可见ꎬ人的风险式存在ꎬ非资本逻辑

主观情愿ꎬ“风险社会不是一种可以选择或拒绝的选择ꎮ 它产生于不考虑其后

果的自发性现代化的势不可挡的运动中ꎮ” 〔２４〕

上述人之存在当代特征的两个方面ꎬ无不彰显了人仍处于以物质依赖为基

础的独立性阶段ꎬ因为ꎬ正是由于人对物的依赖性加强ꎬ以及个体相对独立性的

取得ꎬ才使得人可以且愿意“忙”于物质生产和物质交换ꎮ 而恰是因为在全球化

的生产体系与交换体系中ꎬ生产与交换中的各种客观力量、主观力量、客观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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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主观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ꎬ在范围、程度、频率等各个方面日益强化ꎬ人才在总

体化的社会面前ꎬ感受、遭受了各种无尽的风险与不确定性ꎮ

三、人该何为

人的物质依赖性及当代特征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ꎮ 对于人的当代存在方

式ꎬ特别是对于人的“忙”和人遭遇的各种风险ꎬ人们抱怨声不绝于耳ꎬ人们痛惜

人被物所吞噬ꎬ深感人的生活被生产所奴役ꎮ 但本文认为ꎬ不管我们主观态度与

情感如何ꎬ在短期内ꎬ人的物质依赖性及其当代特征还难以根本改变ꎮ
这主要是因为ꎬ其一ꎬ影响人存在现状及其当代特征生成的主导因素———资

本逻辑ꎬ很难在短期内消失ꎮ 现时代ꎬ资本仍具有存在的合法性ꎮ 一方面ꎬ当前

乃至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ꎬ客观而言ꎬ资本仍将继续发挥其“创造文明的逻辑”ꎮ
这一逻辑的外在成果ꎬ就是资本已经和正在制造着一个个“社会进步”的“事
实”ꎮ〔２５〕这些“事实”的生成机制在于ꎬ资本内在的增值逻辑ꎬ使得资本家不停的

将剩余价值资本化ꎬ扩展着单个资本的体积ꎬ不断实现着资本集中与资本积聚的

美梦ꎮ 这进一步壮大了“资本力量”ꎬ这种巨大的“资本力量”ꎬ发挥着杠杆和润

滑剂的功能ꎬ到处驱赶着以劳动为核心的生产要素高速运转ꎬ进而使得大自然和

人类社会ꎬ不断发生着“日新月异”的“跨越式发展”ꎮ 这些“进步”事实ꎬ构成了

资本继续存在依据的内核ꎮ 另一方面ꎬ为进一步强化其存在合法性ꎬ资本的思想

代言者们ꎬ在辅以极具诱惑力的艺术形式(如电影、广告和食品)之后ꎬ便以这些

“进步”奇迹为主料ꎬ来精心编造关于资本的神话ꎮ 借助于资本世界扩张体系ꎬ
资本神话弥漫全球ꎮ 这一神话的内在力量是:“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

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ꎮ” 〔２６〕 故而ꎬ我们可见ꎬ在全球大部

分地域内ꎬ特别是欠发达区域ꎬ资本成了人们信仰对象ꎬ成了弥漫于政治精英和

市民阶层之中的难以驱散的迷雾ꎮ
况且ꎬ其二ꎬ人存在状况的改善———过渡到自由个性的存在方式ꎬ仍然是以

资本所撬动的社会物质财富发展为基础的ꎬ只有到了物质财富充分发展的时候ꎬ
到了劳动不是大众谋生、资本家追求奢侈享受的手段的时候ꎬ“资本就违背自己

的意志ꎬ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ꎬ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

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ꎬ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

间ꎮ” 〔２７〕换句话说ꎬ人在获得自由个性之前ꎬ“社会必须首先为其社会成员创造自

由的物质前提ꎻ在它能够按照自由发展着的个人需要来分配其财富之前ꎬ社会必

须首先创造财富”ꎬ〔２８〕“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ꎬ而是历史的产物ꎬ
(它)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之上的生产力为前提的ꎬ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

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ꎬ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

遍性和全面性ꎮ” 〔２９〕

如何改善人的存在ꎮ 为改善人的当代存在方式ꎬ有学者强调ꎬ〔３０〕“要恢复对

永恒之物的敬畏”、要“捍卫精神价值的至上性”ꎬ要“重建人的价值坐标”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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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还内心的宁静”ꎮ 还有学者呼吁ꎬ要调和资本与道德的矛盾ꎬ特别是要用道

德来“引导”、“说服”、“感化”资本ꎬ等等ꎮ 实际上ꎬ这些举措似乎都只是一种思

想偏好ꎬ它们脱离了社会发展的物质根基ꎬ无法在实践领域真正实现ꎮ 举例来

看ꎬ在“众声喧哗”的当代世界ꎬ繁忙的物质生产ꎬ高速的生活节奏ꎬ琳琅满目的

物质诱惑ꎬ内心何以能够宁静?
从社会物质生产领域看ꎬ改善人类存在方式ꎬ我们至少可从两个方面努力ꎮ
其一ꎬ从社会整体上看ꎬ社会要有效掌控资本ꎬ建立资本承担责任的机制ꎮ

不管是人的“忙”、“烦”ꎬ还是人所遭遇的众多风险ꎬ都与资本获利逻辑紧密关

联ꎬ可见ꎬ改善人类存在境况的重要途径ꎬ就是要有效掌控资本逻辑ꎮ 为此ꎬ需要

建立资本承担责任的体制机制ꎮ
美国学者 ＷＥ哈拉尔在«新资本主义»中ꎬ看到了社会对资本承担责任

的呼求ꎮ 他认为ꎬ“以利润为主的资本主义产生于过去的工业时代ꎬ当时为满足

匮乏时期的基本需要所遇到的困难使物质财富变得特别重要ꎬ现在ꎬ向后工业时

代的转变正使更高级的需要处于突出地位文化规范正在缓慢但肯定地走向

新资本主义ꎮ” 〔３１〕这表明ꎬ社会物质财富日益丰富后ꎬ资本不仅需要把利润作为

首要目标ꎬ更需要关注社会ꎬ树立社会责任目标ꎮ 进一步说ꎬ在人类文明发展大

道上ꎬ资本倘若要良性长久运行ꎬ既需要利润逻辑主导ꎬ更需要责任逻辑保障ꎬ不
仅需要生成对劳动的责任ꎬ更要生成对“利益攸关者”即社会的责任ꎮ

其二ꎬ从具体个体上看ꎬ人们要找准生活符号ꎬ时刻把工作与生活的“意义”
放置于心ꎮ 人类不能没有符号ꎬ符号不仅是人表达自我、传递信息的载体ꎬ更是

人获得存在意义和价值的先导ꎬ人正是在自己构建的符号及其意义世界中存在

着ꎮ 在此意义上ꎬ卡西尔所说的“人是使用符号的动物”是合理的ꎮ〔３２〕 进一步来

看ꎬ凭借特定的符号而赋予“工作与事情”以特殊的意义与价值ꎬ“忙”就会成为

“美”ꎬ由风险所带来的“烦”与躁动不安ꎬ就会趋于平静ꎮ 不同劳动职业的人ꎬ在
不同生产行业工作的人ꎬ都有自身的符号ꎬ人们只有在各种符号中ꎬ才能真正体

味到自身价值和生活的意义ꎮ 例如ꎬ官员喜欢形式化的符号ꎬ对于他们来说ꎬ大
会主席台上的不同位置ꎬ从来都是代表不同的意义和价值ꎮ 一旦坐上了官员们

自己所渴求的那个位置ꎬ他的内心充满了丰富的喜悦ꎬ从而不仅一切繁杂活动所

带来的疲惫都消失了ꎬ而且一切新的繁忙所需要的动力ꎬ也自动自然地生成着ꎮ
而学者们的意义符号ꎬ就是自己的文字、书本ꎬ当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ꎬ当自

己的文章得到别人的奖赏ꎬ那这种埋头的辛苦便会被驱散ꎮ 总之ꎬ在由繁杂的万

事万物所组成的世界中ꎬ只有自我学会找准带有特殊意义的生活符号ꎬ人们的内

心世界才是充盈、快乐、宁静的ꎮ

注释:
〔１〕马克思:«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０ 年ꎬ第 ５４ 页ꎮ

〔２〕〔１７〕«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１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１５９、５２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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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ꎬ王寅丽译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１０４、１８９ 页ꎮ
〔４〕«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７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２８８ 页ꎮ
〔５〕〔２２〕«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５ 年ꎬ第 ２７７、２７７ 页ꎮ
〔６〕〔７〕〔８〕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ꎬ蒋自强等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９７ 年ꎬ第 ６０ －６１、６２、６２ 页ꎮ
〔９〕本文强调当代社会巨大风险性ꎬ并非意味着我们否认风险是一种历史性存在ꎮ 只要有变化ꎬ世界

就存在风险ꎬ而世界恰一直都是处于变化之中的ꎬ从而人也一直处于各种不确定之中ꎬ正如«庄子»言:“方

生方死ꎬ方死方生ꎬ方可方不可ꎬ方不可方可ꎬ因是因非ꎬ因非因是ꎮ”我们在此意在说明ꎬ比较而言ꎬ人类当

前生活中所遭遇的风险ꎬ其类型、深度、广度都处于一个新的高级阶段ꎬ正如有学者所说ꎬ“在现代化进程

中ꎬ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ꎬ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ꎮ” 参见乌尔里

希贝克:«风险社会»ꎬ何博闻译ꎬ南京:译林出版社ꎬ２００４ 年ꎬ第 １５ 页注ꎮ
〔１０〕乌尔里希贝尔:«世界风险社会»ꎬ吴英姿等译ꎬ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４ 年ꎬ第 １６ 页ꎮ
〔１１〕转引自韩震:«关于不确定性与风险社会的沉思»ꎬ«哲学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ꎮ
〔１３〕ＡＷ李维:«哲学与现代世界»ꎬ台北:志文出版社ꎬ１９８６ 年ꎬ第 １５ 页ꎮ
〔１４〕詹姆斯等:«美国式民主»ꎬ谭君久等译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３ 年ꎬ第 ８４３ 页ꎮ
〔１５〕兰德曼:«哲学人类学»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ꎬ１９８８ 年ꎬ第 ７ 页ꎮ
〔１６〕人们面临的风险ꎬ大致可分为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ꎬ前者主要是由人们对自然秩序认识的不足

而造成的ꎬ人们在一个不是自己“制造”的自然界中忍受着恐惧和变幻无常ꎬ后者则主要是由社会生产和

利益关系的复杂性造成的ꎬ人们在一个深深打上自己烙印的社会中ꎬ承受着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ꎮ 在前

资本主义时代ꎬ人们面临更多的“自然风险”ꎬ在资本主义时代ꎬ人们面临更多的则是“社会风险”ꎮ 就此ꎬ
下文还将进一步论述ꎮ

〔１８〕库尔茨:«资本主义黑皮书»ꎬ钱敏汝等译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２７ 页ꎮ
〔１９〕进一步说ꎬ不仅资本所有者之间相遇是基于他们拥有不同的交换价值ꎬ而且ꎬ资本与劳动者相遇也

是基于此ꎮ 前者交换价值承担者是以工资形式表现出来的ꎬ后者交换价值则是以劳动力形式表现出来的ꎮ
〔２０〕马科斯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ꎬ罗悌伦等译ꎬ北京:三联书店ꎬ１９９７ 年ꎬ第 １２ － １３ 页ꎮ
〔２１〕〔２７〕〔２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８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５１、１９９、５６ 页ꎮ
〔２３〕转引自卡西尔:«人论»ꎬ甘阳译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ꎬ１９８５ 年ꎬ第 ２９ 页ꎮ
〔２４〕沃特阿赫特贝格:«民主、正义与风险社会:生态民主政治的形态与意义»ꎬ«马克思主义与现

实»２００３ 年第 ３ 期ꎮ
〔２５〕在利润目标刺激下ꎬ资本天生就崇拜“进步”与“发展”ꎬ因为ꎬ“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ꎬ从而

对生产关系ꎬ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ꎬ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ꎮ 反之ꎬ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

产方式ꎬ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ꎮ”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２ 卷)ꎬ北京:人民出

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３４ 页ꎮ
〔２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２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３５ 页ꎮ
〔２８〕郝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ꎬ刘继译ꎬ上海:上海译文出

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３４ 页ꎮ
〔３０〕参见何中华:«多元文化时代的价值困境及其出路»ꎬ«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ꎮ
〔３１〕转引自黄邦汉:«企业社会责任概论»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４ 页ꎮ
〔３２〕对此ꎬ卡西尔论述道:“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ꎬ并且

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ꎬ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ꎮ”参见卡西尔:«人论»ꎬ甘阳译ꎬ上海:上海

译文出版社ꎬ１９８５ 年ꎬ第 ３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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