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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笔下的资本主义恋物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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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马克思曾运用)商品恋物癖*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并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

斗争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齐泽克结合拉康精神分析学#重新挖掘和发挥马克

思笔下恋物癖$无产阶级等概念的批判意义%他认为#资本主义恋物癖并不只是恋物拜神

或膜拜商品#更是符号结构$经济机制的误认效果#它存在于社会的无意识$自动化形式

中%传统的揭真相$去幻觉$肃认知已经对它无效#我们必须借助马克思发现的叫做无产

阶级的症状或)圣症*来颠覆它%

关键词!齐泽克&拉康&恋物癖&无意识&)圣症*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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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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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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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康精神分析学说中#恋物癖'

W=@+/.+/O

(是变态狂的主要症状之一%它根源于主

体的否认'

N+/>A<,

(

!阉割#拒绝丢弃依附母亲的快感#因此#在无意识结构上总要寻求母

性菲勒斯'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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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符号性替代#便表现出将日常客体作为性发泄工具的变态行径%齐

泽克吸收了该理论中结构和症状的辩证关联#用恋物癖来揭示社会的无意识结构及其突

破可能%他还将这一理论的源头设定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认为是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

奴役关系的新形态,,,商品恋物癖#并发现了其中的特别症状,,,劳动力商品%

该如何把握齐泽克或马克思所说的恋物癖呢/ 在古典的父权社会#律法和禁忌强力

掌控人们#人们很容易遭遇原质'

V.+)

?

(

"层面的恋物客体#如国王$先祖$圣人#其以神性

万能的光辉统领世人%而在自由主义的现代社会#人们开始知道一切伟大的他者形象及

其相关的众多诱惑闪光之物不过是符号结构的内部效果#并禁不住奚落自身崇奉之物#但

他们在行为上仍心悦诚服骚动不已6 这就是资本主义虚伪的恋物癖#它具有了自身反讽

!

"

)否认*也译为)拒认*%它不是纯粹的否定#而包含否定和肯定$拒认和认知两方面的意思%它可追溯到弗洛伊

德笔下)小汉斯的恐马症*%小汉斯在三岁时相信母亲$妹妹都有阴茎#并对马匹深怀恐惧%弗洛伊德认为这是

对父亲权威的防御姿态及阉割焦虑的表达%当小汉斯发现女性没有阴茎#会认为她们已被父亲阉割%而否认

)女性生殖器不存在*是拒绝父亲权威和继续缠绵于母亲的自我防御%然而#父亲的阴影仍在#并化作)会吃人

的马匹*造就他的恐物症'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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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康进一步将)否认*视为变态结构的基础运作机制#是主体认识到大他者

'母亲(的匮乏却拒绝承认#企图继续沉迷在与大他者的共生假象中%恐物对象是对符号阉割的想象性替代#而

恋物对象是对母性菲勒斯的符号性替代%由于恋物癖直接地用物件来替代大他者匮缺#也被拉康称为)变态中的

变态*%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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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质#其法语和德语分别为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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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译为物$原物等%这个概念可推置康德$海德格尔$弗洛伊德#

拉康在伦理学讲座中也借三人探讨原质#强调其不可符号化$外于能指和所指$超越意识和无意识的属性%它

是在符号界一早就丢失$永远无法获取之物#是)概念再现*的不可能对象%拉康也将之联系于母性菲勒斯$乱

伦客体#即律法禁忌的对象#抑或主体进入符号秩序的不可补偿之物%原质的关键在于它是符号界的核心空

缺#总以缺场的形式在场#并留下影响和迹象%其他的能指和客体不过是它的虚假替代#是试图填补却又彰显

其空缺的努力%一方面#一些日常客体或能指形式可以被升华到原质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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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层面#制

造完满的幻觉#科学$宗教$艺术是三条升华的路径&另一方面#原质并非任何实际客体或能指#而是)非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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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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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他者的孔洞*#它处于实在界中并遭受能指的折磨%)科学和宗教都不能拯救原质或将它赐

予我们#因为我们与能指的关系将它与我们分离#这是一个魔幻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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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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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拉康多采用)客体小
>

*代称原质#

两者皆是欲望和激情的原因#是现象化的间隔或不可把握之物#人类的一切努力都是试图寻回它们%笔者此处

对)原质*的用法接近齐泽克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崇高客体是将日常客体提升到不可能原质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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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离#呈现出无意识的自动化%人们知道金钱$地位只是折射社会关系的俗物#却在行为上仍将其视

为翻身做王$奴役和支配他人的神器&人们知道资本家只是经济结构内部的一个占位元素#却在行为上

仍膜拜其为独立的神人%人们竞逐着五光十色的商品和金钱#资本主义社会也加速着物质生产和财富

私有化进程%人们的无意识行为因此和他所处的无意识世界共生统一%按法兰克福学派的话#这样的

无意识结构是凝固的$石化的苦难结晶而得不到解放的历史进程%

在齐泽克视野中#资本主义恋物癖首推商品恋物癖%但笔者使用这一概念#是希望借它含纳货币恋

物癖$性变态恋物癖$原始拜物式的光晕恋物癖$社会仪式化的理性恋物癖$现代宗教恋物癖等众多形

态%恋物癖呈现在现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早已不单是精神分析所说的病理性现象%现在的问题是我

们如何才能认识它改变它%

一$理性恋物与光晕恋物

齐泽克主要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幻象的瘟疫.-视差之见.等作品中对资本主义恋物癖进行了

探讨%他辨清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恋物癖并非只是恋物拜神$迷信幻想#甚至可以与之无关%

人们通常的误解可能关系到对这一术语最早的明确定位!)查理+德+布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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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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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就将拜物定义为涉及对自然物品'石头$动物(的崇拜的最初的$原始的宗教阶段%*

!这就是

恋物癖另一个译名#即通常说的)拜物教*#是将物品当做神来崇拜的一种原始宗教%如此看来恋物癖很

简单#是日常的物品被赋予了某种神秘莫测的光辉#因此主宰了人的生活#原始人信奉图腾$灵魂$自然

物或其他的超验主宰#就用物品和仪式来代表它们的遮天大能和至高无上并求得庇佑#同时借其名义建

构社会层级关系%但随着对大自然的认识和征服#自然物品渐渐丧失令人敬畏的光晕#恋物开始向其他

更抽象的精神事物转移#形成各种现代意义的宗教#譬如拜上帝教%而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强权者扮

演了主宰者的角色#奴隶社会的主人或封建社会的国王便具有了奴隶和臣民眼中令人膜拜的神性光彩%

那么#资本主义恋物癖是否就是这恋物拜神逻辑的延续#是原始社会拜自然物的否定之否定呢/ 资

本主义的恋物首推商品或货币#就像葛朗台一类的守财奴看到金子就眼睛放光六亲不认#金子就是他祖

宗和神灵&或者像南美洲土著居民初次遭遇掠夺资源的资本家就敏锐地意识到他们和自身的相似性!我

们都崇拜物神#只不过黄金是他们的上帝%

逻辑如此简单吗/ 恋物只不过是日常或抽象事物'也包括人(具有了恋物者眼中的超自然成分/ 是

否只要驱幻去魅#我们就可以重获清醒现实/ 齐泽克从马克思的商品恋物癖说起"

%在-资本论.中马

克思开始分析商品恋物癖#他仍保留了原始人的拜物教逻辑!一方面#一件商品只是身外之物#是满足人

类特定需求的平凡客体&另一方面#它在社会和群体施加给它的拜物氛围中开始熠熠发光#具有了代表

人类生存等级$决定商品生产者或占有者命运的精神维度%比如拥有一件稀有商品#如名车#不仅满足

了实际需求#更代表了身份和前途#甚至实际需求已无关紧要%商品因此成为社会关系的载体#是资本

主义人与人奴役关系的物化体现#这当然更鲜明地体现在资本家对原始资本的掠夺占有上%恋物的奥

秘因此就存在于自在的物质现实和外界赋予它的精神维度的差异中%这和原始拜物教一致#一棵树首

先是一棵自在的树#却又被额外的精灵)森林之神*附身%

然而#如果没有那种拜物教的奇异维度#我们就不恋物了吗/ 当我们说到男神女神#很明确地能洞

察光辉表象造就的追星恋物#但说到少女俊男#我们难道就不是恋物了吗/ 同样#当葛朗台发疯追逐金

子#资本家贪婪攫取财富#我们很容易判断那是恋物#但作为挣钱不易#花销谨慎#对金钱和商品有着理

智态度的普通人呢/ 此处的触礁点是#是否所谓的纯现实$纯客体早已被无孔不入的社会精神维度所笼

罩/ 我们所接触到的普通客体$正常人际关系是否早已渗透恋物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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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的瘟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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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肯定的#齐泽克引用了德国观念论和卢卡契-历史和阶级意识.中的观点#指出根本没有与流

动的主体中介相对立的坚实稳固的客观存在#客观性总是主体中介的结果%与主体相对立的纯粹客观$

剥离了一切精神维度的自在物体$)客体的外界物质存在概念*#这些正是最大的恋物#是主体最深的无

意识%恋物不仅存在于某种高贵迷幻的精神维度中#更可能是我们熟视无睹的常规生活%就像你知道

某个官僚是一只贪污受贿无才无德的)老虎*#但当你和他打交道时仍准确遵循着下级见官员的礼仪%

你无意识中崇拜着一个所谓客观的官僚身份#这并非具体的人际关系#而是先验的符号网络#它早于你

出生#晚于你死亡%这种恋物体现在无激情无狂欢合乎日常规则的行为中#笔者称之为)理性恋物*#以

区别于追星拜神嗜物如命等)光晕恋物*

!

%当然#两种恋物都是符号网络的效应#区分只是意识层面

的#前者更能身在其中而不自觉%

正如拉康认为#符号中介一切现实和个体#没有外于符号的纯粹客观事物"

%因此#我们绝不能仅

仅从客体的精神光晕或恋物拜神的意识出发#而必须要从符号结构去认识恋物癖%恋物癖本身只是符

号结构的无意识机制和效果%令齐泽克称赞的是!马克思对商品恋物癖的揭示并不局限于原始拜物教

的光晕逻辑#正如精神分析是在社会形态或符号结构中寻找各种精神疾病的真相#他同样是从符号网络

和无意识机制中探讨恋物癖的%齐泽克堪称拉康符号界无意识理论的先行者%

二$从主奴恋物癖到商品恋物癖

马克思的惊世思考在于!在宣称自由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推翻了封建社会的奴役关系%众多

束缚人的等级秩序$道德禁锢都如烟尘般飘散#物质生产和科技成就获得空前繁华#但为什么人类依然

存在压迫和奴役/ 齐泽克认为#这一思考使他关注到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恋物癖转型#即主奴

恋物癖到商品恋物癖#

%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因为经济结构使然#商品恋物癖未取得发展#恋物癖寄身在人与人的关系中#

这就是臣民对国王$奴仆对主人的那种依附和崇敬%这也是黑格尔意义上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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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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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保留了原始拜物教的光晕特征%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摆脱了恋物癖#每个人

都是经济市场的自由人#他们的相互关系也是自由人的契约!

在法律的心目中#这些自由人是完全平等的#其模型是市场交换&这里#两个主体不期而遇#

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摆脱了臣民对主人的崇拜色彩#也放弃了主人对臣民的保护和关心功能&他

们是作为两个人不期而遇#他们的行为完全取决于他们的自我利益&每个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功利

主义者&在他眼里#任何其他人都不再拥有神秘的光环&他在同伴身上所能看到的是另一个追逐

自我利益的主体#他只对占有某物!!!商品!!!感兴趣#因为只有商品才能满足他的需求%

$

如此看来#商品代替了以前的主人成为人们恋物的新客体%马克思因此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消除了恋

物癖#而是转移了恋物癖#从人与人的关系位移到物与物的关系之中%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比如生产

关系$等级关系不再直接地以统治和奴役的人际关系显现#而是)披上了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

关系的外衣*

%

%谁占有更多的商品'包括金钱$劳动力(#谁的商品能换取别人更多的商品#谁就是高人一

等的主人#反之则是奴仆%社会关系因此被商品关系所决定#隐晦地保持人类根深蒂固的弱肉强食%

那么#马克思仅仅是愤青地揭示人与人的奴役关系在资本主义中并没有消解#人与人表面上自由平

等#却因商品关系而内里统治和支配吗/ 他仅仅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借助商品恋物癖揭示了物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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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采用了)恋物癖光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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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指称恋物客体具有的超越物质实体的外在精神维度%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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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考齐泽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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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界的面庞
#

季广茂#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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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0""$

!

!91

!)现实'即被我们体验为现实之物(不是0事物本身1#

它总是已经通过符号性机制被符号化$建构化$结构化了%*

参见齐泽克
#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

季广茂#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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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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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奴役吗/ 齐泽克认为#马克思的要点并不是以物代人#即人与人的关系异化在物与物中#物统治了

人#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换汤不换药#用另一种恋物癖实现社会统治#他的深层聚焦点毋宁是!社会奴役

'恋物癖及其效果(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如何才能打倒它/

马克思的杰出之处是从符号的反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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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中探寻恋物癖#他洞察到恋物癖并不是人

和人具体关系的体现#而是社会结构的反身性效果%

比如中世纪的国王和臣民#马克思并不认可其固定的客观人际关系#而是强调符号中介下两者的结

构关联!)这个人所以是国王#只因为其他人作为臣民同他发生关系%反过来#他们所以认为自己是臣

民#是因为他是国王%*

"马克思在此提到了黑格尔的)反身性决定*'

;=WB=(@+A=N=@=;O+)>@+<)

(

#

!客体或

人的)反身性决定*的属性总被视为其自然属性$

%一个客体或人的属性总在符号网络中确定#而一旦

确定#就仿佛成了它的自然属性%国王的身份总在人际符号网络中生成#而一旦生成#臣民们就认为)国

王天生就是国王#处于他和他的臣民关系之外*

%

%

齐泽克因此指出#恋物癖是一种误认的结构效果!)即各种构成因素之间的关系网络的效果#表现为

某一构成因素的直接财富#而且好像这个财富也属于各种因素关系之外的某一因素%*

&恋物就是)一个

0结构1#一个0网络1的效果被'错误(理解为一个个体的直接属性*

'

%

恋物客体仿佛逃出了红尘关联#独立自主#凭自身本领荣登高位%然而#无论恋物客体是否具有光

晕#它的神奇地位以及对人类命运的决定性都不是什么自在自持之物#而只是符号结构的效果%马克思

正是从这一思路展开了对商品恋物癖的分析%

商品就其本身只是满足特定需要的劳动产品#是使用价值的承载物#但在商品交换的符号网络中#奇

迹发生了6 商品一旦被标价#被确立交换价值#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价值就仿佛超越了使用价值而独立存在%

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表现形式和)国王
C

臣民*的结构一样#如果商品
6

只有借助商品
X

才能

表现自己的价值#商品
X

就成为商品
6

价值的镜子或等价物%一旦这种符号关系建立#商品
6

的价值

或交换价值仿佛就原原本本在那里%譬如一块地换三个奴仆#一块地仿佛就不再是地而是三个奴仆日

夜劳动%当等价物作为金钱#这一逻辑更加明确#一个商品值多少钱就成为这个商品的神秘维度#仿佛

那一串标价的数字比实物更加真实#人们见商品如见钱%而对于货币$金钱这种适用一切商品交换的物

品#明明是一堆纸张金属#大家却从中看到各种利欲满足#仿佛货币的物质存在就是财富的直接体现%

这表明#商品的魔法效应是社会交换的结果%商品的交换价值'价值($金钱在市场上的购买力和国

王一样并非客体的直接"自然属性)

#而是其在社会符号关系中所占据位置的结果%正是这一社会符号

结构决定了物与物的关系#并在其中决定着人与人的关系#它是不以人的意识$理智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金钱或商品因此和国王$神明等具有光晕效应的恋物客体一样#是先于具体人际的社会统治网或符号结

构的物化承载#这种符号结构#绝不可化约为具体的)人和人的关系*或)事物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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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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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被译为反思性$反射性#但为了强调这一概念所意指的主客体$亦即主体和符号界之间的相互塑形和决定作用#本文

选用具有因果回环逻辑的反身性%齐泽克也将反身性关系称为)反身性反转*'

;=WB=(@+A=;=A=;/>B

(%

在拉康理论中#符号界的神奇之处就是使任何符号中介后的效果被视为早早在那里的客观存在%就像在我们眼中#)森林之神*

是一块等待砍伐$加工的木材#但原始人觉得那是神&就像我们认为他'她(原原本本就是一个美女'领袖$勇士等(#但在另一种文

明中这是个笑话%因此#客体或人的)反身性决定*的属性总被误认为其自然属性%另可参考狄伦+伊凡斯
#

拉冈精神分析辞条
#

刘纪蕙#廖朝阳#等译#高雄!巨流图书公司#

0""5

!

3$"

!)由于0我们发觉不可能用不同于符号的方式来思考符号层浮现之前是什

么122一旦符号层浮现了#它就会制造出它本来就一直存在的感觉%因此#严格说来#我们不可能认识语言的根源#更不可能认

识到语言之前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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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格意义上#任何客观物的直接"自然属性都是不存在的#都是恋物效果%商品的使用价值同样如此%它也可以隐射社会统治

结构#激发相应批判#譬如社会的商品生产'如服装$影视(凭什么被异性恋美学模式所主宰#而不是跨性别者或颠倒阴阳的美学

模式%要指出的是#恋物批判只是作为社会结构批判之可能#这并不表示恋物癖可以彻底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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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坦言!大多数对恋物癖的错误理解在于)将社会结构削弱为透明的0具体个体之间的关系1*#

)当我们错误地将形势理解为仅仅涉及0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并未能考虑到操作这些关系看不见的符号

结构时#一种更加复杂的0拜物物化1就出现了*

!

%他以)美国轰炸伊拉克*为例"

#如果仅仅将其理解为

布什总统发布命令#再促成一系列指挥轰炸的反应链#如果仅仅将数以亿万生命和财富的毁灭视为某个

人一纸签名一个电话的结果#这难道不是主权者至高无上的恋物幻觉吗/ 但关键是要看到其幕后运转

决定人类命运的符号秩序%同样#一个平常的资产阶级主体很清楚金钱只是处理一部分社会产品的权

力等等标志#也很清楚金钱影响着人与人的具体关系#但他所不能理解的是这背后存在一个符号结构的

强大运作#存在先于任何人际关系的客观统治结构以及结构之症状$解放之诉求%

三$恋物癖的行为无意识

根据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商品恋物癖理论的经典批评#认为马克思有一个认识论上的根本缺陷!他设

定了人和物$主体和商品的对立#这在阿尔都塞的反人本主义观看来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人本禁锢%仿佛

马克思告诉大家商品统治了人#人要反抗商品#大家都练就一副超脱物欲的仙风道骨%这难道不近似权

力机构要求劳动者清贫乐道#以便进行经济剥削$愚民统治/

马克思能如此愚昧浅薄吗/ 齐泽克借拉康理论表明#人和物的对立正是马克思反意识形态的颠覆

性指针#

%它绝非对人的狭隘定义$对人和物关系的硬性规范#而恰恰揭示了人类主体与其客观无意识

不可化解的永恒冲突#显现了符号界的对抗性'阶级斗争(%物或商品绝非无涉主体中介的客观物#而是

人类的无意识秩序化身&与物对立的人也不是符号系统中的庸常人#而是症状点#那是所有改造人类社

会结构#突破无意识惯习的怪异因子%

商品或物体现了人类的无意识#这是马克思恋物癖理论的杰出发现!商品是人类社会的符号结构之

载体#商品及其关系具有人类意识之外的独立性#它们)只信奉自身所处的位置而非主体*

$

%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好像摆脱了封建迷信#成为理性自治的主体#他们在意识上绝不崇拜原始人

的物神#但在彼此做生意的言行中#他们却只受自我利益的驱使#只关注商品的交换价值%商品仿佛具

备了自我交换的独立性%仿佛自己可以说话#自己可以掌控流通#主体不过是商品流通利用的中介%

马克思说!)假如商品能说话#它们会说!我们的使用价值也许使人们感到兴趣%作为物#我们没有

使用价值%作为物#我们具有的是我们的价值%我们自己作商品物进行的交易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

彼此只是作为交换价值发生关系%*

%

对于商品交易者而言#这就是恋物癖的标准姿态!)我知道#但是22*我当然知道商品的交换价值

是虚拟的#只是社会流通中的效果#但在实际买卖中#我就是关注它的交换价值&我当然知道金钱的魔力

只是社会关系的体现#但在人际交往和享乐中#我就是信奉其力量并盼望一夜暴富&我当然知道买卖自

由观念在掩盖特定的剥削关系#但在职场上我仍追寻这一自由%这些并不是在意识上相信什么#相信商

品具有自然实存的交换价值或神秘魔力#相信劳动力买卖的平等自由#而只是在行为上遵从这条原则%

人们只是实践而非理论的恋物癖者%就好比某个大学教授每天都对资本运作呼风唤雨的机制展开批

判#但他仍在这个物价随时大幅变动的时代谨慎理财#防患未然%因此#齐泽克总结道#恋物幻象或无意

识总是处于)行*'

N<+)

?

(而不是)知*'

*)<,+)

?

(这边#它是外于我们意识和认知的社会客观结构&

%

在这个封闭信仰不复存在#各类知识交融碰撞的时代#无论一个商品或)大他者*对于主体有无摄魂

光晕#主体都可持有这种姿态!)我知道那就只是一个商品或符号神话#是社会关系的物化结晶#我并不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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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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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

剑!齐泽克笔下的资本主义恋物癖

信仰它#但它对我就是意义重大6*甚至恋物变态狂也可以透过精神分析学发言!)我知道那些只是不存

在的母性阴茎的物化客体#其本身一点意思也没有#但我就是愿意被它蛊惑$刺激#因为爽6*因此#恋物

客体和相关社会关系作为符号界的客观效果#并不存在迷惑表象之下的真实状态#讲道理$揭真相$扯面

纱$远距离反讽等老套做法在恋物机制中是失效的!

%

齐泽克继而指出#马克思的观点并不是我们要从颇具神秘色彩的恋物客体中揭示它平凡的现实生

活的一面#正相反#批判性分析的使命是)从平淡无奇的物体那里发现0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精

密1*

"

%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商品恋物癖的主体相遇时#他要传达的并不是!)商品在你眼

中是具有交换价值的神秘客体#但其实它只是人与人关系的物化形式%*正确的传达应是!)也许你觉得

商品只是社会关系的体现#但在你的社会现实中#在你对社会交换的参与中#你见证了一个奇迹#商品确

确实实是决定人类命运的神奇物体%*

#

于此#我们应该重审资本主义物欲横流的意识形态%它真的是人们常说的某种遮蔽现实的幻觉$被

视为真理的谎言吗/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对意识形态的标准定义!)他们虽然对之一无所知#却在勤

勉为之%*仿佛意识形态扭曲了真相#使人们无知受骗#陷入不该信奉的错误信仰中&仿佛人们只要捣毁

那堆无能的泥菩萨#抛弃糊涂年代的迷信#就可以重获真相崭新做人&仿佛恋物变态狂误信了物品的虚

幻光影#只要施以正确理智就可治愈&仿佛他们终将号啕!想我当初年少幼稚#被拐入歧途22

然而#要考虑的却是人们可能早已清醒#意识形态正是在人们不相信的情况下起作用%正如弗洛伊

德发明了无意识这一概念以质疑意识的不可靠#齐泽克同样宣称#恋物癖'意识形态(并非有意识信仰#

它作为无意识存在于客观现实和符号结构中%无论你信不信#无论你如何与生活保持批判性距离#你所

遵循的客观现实就是你的意识形态#你所栖居的符号界子集就是你的无意识%这好比一个资本家苦修

念佛或熟读马克思主义#并且视金钱为粪土#但他的经济活动仍完美地信仰金钱和商品%因为有一个决

定他言行意义#跳不出也改不了的资本符号界%在这里#我们要像拉康那样强调#精神分析绝不是心理

学#无意识绝不是捉鬼式挖掘潜在的意识#它们是对人类精神之客观性的分析%

四$信仰恋物癖!他者替我信仰

客观的商品关系而非人类的认知决定了商品恋物的无意识%这难道不是信仰之谜所在/ 齐泽克追

问#现代人真有一个毫不疑惑的绝对信仰吗/ 如果你问及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你真的相信上帝和审判

吗/ 基督徒往往会感到不自在#他们常不给予肯定回答#而是意味深长地说!这并非简单的信与不信的

问题#而是关系到人生意义$存在准则等另一些深刻事物$

%因此#我们同样不能对他说!)虽然你认为

神是真实的#但它只是人类创造的虚拟符号#是社会关系之表现%*反之应该说!)也许在你看来神是虚拟

的#但在你的实际生活中#你却真确地信奉着一个神%*恋物癖揭示的正是信仰的无意识状态#它不存在

于人的自我认知中#而在群体遵循的社会关系$符号结构中#因此#一切以心灵虔诚$意识取向为准则的

信仰不过是庸人自扰#真正的信仰不必相信#因为事物代替我们相信#总有他者或符号界在施行信仰%

和常识中有关信仰内在的观点相悖#信仰总是寄身外界#体现在人类的实践过程中%齐泽克认为#

帕斯卡尔最早说出这个秘密%在-思想录.中#他坦言真正的服从只能是自动而不加思索的服从#一旦有

了主体性的调停#有了理由#权威就已瓦解#服从不再是服从#这好比人类的风俗#决不能去思考其是否

正确或普遍#一旦思考就已将其毁灭%那么#如何才能拥有信仰呢/ 跟人们常说的真诚忏悔思索完全相

+

9&

+

!

"

#

$

为此#齐泽克重述了拉康那个有趣笑话!我们必须避免大声疾呼)皇帝陛下一丝不挂*#因为陛下在衣服下的确是赤裸的#这就好

像某个人对这一个妇女惊叫)快看她#多丢人#她的衣服下有个裸体6*参见齐泽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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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称其为)悬停式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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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

不被完全'公开(承认#而作为私人淫秽小秘密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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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帕斯卡尔的原则是)跪下#信仰就会不请自来*%通过程序化的实践#将信仰铭刻在无意识中!

%

齐泽克因此认为#真正的信仰可以脱离心灵感知#而只是客观的生存惯性%由于信仰'符号界(之于

心灵的外在性#人们便总将信仰寄于他者身上#信仰总是对)假设有信仰的他者*的信仰#他者总替代人

们去实践信仰"

%譬如在圣诞节时#大人们相信一个信仰圣诞老人的天真小孩#小孩则相信一个扮演圣

诞老人的虔诚大人#他们共同完成这个虚伪而真诚的仪式&再譬如没有一个基督徒毫无疑虑地信奉上

帝#也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毫无疑虑地信奉共产主义#他们也许不信#但总能通过假设信仰的他者'耶

稣$马克思(去相信#去践行自己的符号生活%这里的他者当然是恋物客体!)我知道也许根本没有这种

他者#但我就是以其为准则而生活%*

他者不仅是符号
C

想象界的理想大他者#也包括各种物质工具%齐泽克以西藏人的转经轮为例!将

祈祷词写在纸上#装入经轮中#令其自转#如此信徒什么也不用想#甚至随心所欲行事#但毫无愧疚#因为

客观上他就是在祈祷%又如哭灵人'

,==

P

=;/

(#一些妇女被死者家属雇来在葬礼上哭泣#完成必需的哀

悼义务#家属们便可抽身做更有利可图的事#比如为争夺家产大打出手%更常见的例子是录音笑声

'

(>))=NB>-

?

.@=;

(#当电视里某些诙谐场景发生后#就有匿名的鼓掌和笑声传来#这正是古希腊悲剧合

唱队的现代对应物#它们替观众表达了内心的情感#即使人们心不在焉#也客观上获得发泄和放松#

%

这类承载信仰的他者远非虚假游戏#它比意识中的信仰更有效地将我们固定在某种生活轮廓里%

不需要明确的心理活动#它已完成我们的信仰实践%因此#齐泽克得出结论!要改变无意识信仰或恋物

癖#在心理上改变是无效的#我们必须改变客观状态#改变替我们相信的他者%齐泽克用两个精彩的笑

话形象地捅穿了这层纸!

其一#一个精神病人把自己看作一粒玉米#经过医生的耐心治疗终于知道自己是一个人#于是精神

焕发地出院了#但不久又惊慌失措地跑回来#诉说自己遇到一只鸡担心被它吃掉%医生惊讶地问他!你

不是知道自己是一个人不是一粒玉米吗/ 他忐忑地回答!我当然知道#但那只老母鸡知道吗/

$

其二#一个朋友去拜访量子物理学家波尔#发现其大门上挂了一块辟邪用的马蹄铁#便惊讶地问!你

不是一位科学家吗/ 怎么也相信这个/ 波尔当即给了一个巧妙的回答!我当然不信啊6 但别人说即使

你不信#它也很灵验%

%

老母鸡和马蹄铁是替我们信仰的他者#承载我们生活的符号现实#它们不改变#改变我们的认知和

世界观是无用的&同样#如果商品关系$经济原则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不改变#改变我们对资本主义的

认知和心态也是无裨益的%这就像那个遭遇唯物主义洗脑的宗教徒#他刚刚认识到神的不存在#可是很

快就跑回组织乱嚷!我知道神不存在#可是神知道吗&

/ 无论人们的现代知识和传统迷信多么不兼容#

只要神的符号力量依然强大#人们就会在它的地盘寻求安慰%这不仅是害怕神的惩罚#不仅是积习难

改#而是#如果没有一个矛盾$症状$驱力$剩余物来突破根深蒂固的愚昧惯习#我们如何能从恋物癖的迷

信中走出/ 从这个角度#齐泽克发出了对资本主义恋物癖的最终判语!)他们知道#在他们的行为中#他

们在追寻着幻觉#但他们依然我行我素%*

'

五$恋物癖的无意识形式

为何对恋物癖的突破不能单靠陈述真相$改变认识$破除幻觉呢/ 再重复一遍#齐泽克的答案是#因

为它生根在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和社会结构中%那不仅呈现出替我们信仰的)他者*'或阿尔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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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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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

剑!齐泽克笔下的资本主义恋物癖

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且其本身只是一种无意识形式#是)能指的自动化$符号网络的自动化*%

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齐泽克开篇指出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不是隐藏在梦的表层文本之后的

潜在梦思!

%正如学者汉斯
C

于尔根+艾森克'

F>)/

7

Id;

?

=)U

T

/=)(*

(对弗洛伊德的批评#弗洛伊德多

数案例揭示的潜在梦思并不是什么无意识欲望#既不透露被压抑的性驱力#也不是什么意识之外的东

西%比如那个著名的)爱玛'

L;O>

(打针*的梦#该梦的潜在梦思是弗洛伊德企图逃避对患者爱玛治疗失

败的责任#为自身做辩解#但这种欲念明显关系到职业伦理#同时也令其寝食难安#这算哪门子的性驱力

和无意识呢/ 显然#弗洛伊德在-释梦.中从显性文本挖掘的潜在梦思并非无意识#而是日有所思夜有所

梦之物%那么#无意识在哪里/

齐泽克指出#梦的显性文本如同一个字谜需要破译#但秘密不在于破译的结果而是过程%弗洛伊德

的关注点并不是潜在梦思#而是通过潜在梦思的挖掘过程展现其形式来源#展现梦独特的运作机制'位移

和浓缩(%这一机制运作在显性文本与潜在梦思的缝隙里#它是梦的纯粹表面形式#无意识就寄身其中%

因此#无意识是抽象的形式#是我们意识$梦思借以上演的)他者场景*'

J@.=;/(=)=

(#是外于具体思想

本身的思想形式%它如同一家唱同一出戏永不关门的剧院#在每个观众入场之前无意识就已经上演%它

位于符号界的秩序中#从属于符号网络的自动化运作#是作为盲目机器运转的)不知之知识'

=3>9-?

(*%

齐泽克认为#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和弗洛伊德的解梦如出一辙"

%商品价值作为显性文本亟待破

译#这不能说是纯粹的运气#比如受供应需求的偶然性所决定%就像梦也不能说是一个由偶然生理因素

引发的混乱无序状态%梦是有意义的#商品价值同样需要阐释%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发现商品价值量

取决于劳动时间#但他们迷恋于意义内核而忽略了意义来源#他们解释了形式之后的秘密#却放弃了这

一形式本身%他们不能开创性质问!)为什么劳动表现在价值之中/ 为什么通过持续时间的长短对劳动

所做的测量表现在产品的价值量之中/*

#

如同我们解释梦的隐含意义后#梦依然是一个谜#尚未解释的是它的形式和过程#潜在梦思为什么

要采用如此独特的方式叙说自己/ 弗洛伊德认为我们必须剔除对形式之后内容的迷恋#而要探寻梦的

形式%同样#马克思关注的不是商品价值背后的劳动时间#而是劳动时间为什么要体现在商品价值中%

他的答案很简单#因为商品要遵循等价交换的抽象形式网络$

%

这一交换网络当然是先于任何具体交易的商品形式之无意识#它使商品在具体$经验$感性$特殊的

品性之上具有了某种抽象实体#某种独立于一切实证内容的先验形式#并因此可以置换流通#就像货币

的物质属性次要于它的符号属性#它可以存取兑换或以旧换新#其磨损和破裂都无损其流通份量#仿佛

它具有了非物质属性的)躯体之内的躯体*#如同萨德笔下的受难者历经无数磨难依然可以纯洁美丽$死

里逃生%

%

因此#人们明明知道货币和商品有物质形体#但在交易中却视其为没有物质形体的抽象实体%但此

刻这么说还不够#恋物癖'无意识(不仅处于行为而非认知中#而且它也并不处于具体行为中#而是处于

行为之上的抽象形式网络里#或者每个交换行动的社会综合维度里%

对此#齐泽克所阐述的问题是!商品恋物癖究竟是在实用唯我主义这边还是抽象的商品关系和资本

社会化运作那边/ 答案必然是后者%每个商品所有者在交换过程中都只考虑自身利益#把自身视为原

子式个体在自由市场的偶然相遇#然后进行商品买卖或财富积累#而从不曾考虑商品交换之于整个社会

的客观作用#比如并不把它看作全球资本流通网络中的一小环#或者平等交换原则的一次实践%然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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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所谓的)梦是欲望的满足*#或许暗示梦的形式原则就是实现力比多对象的等价交换#即力比多的现实对象置换为梦境

对象'在拉康学说中#两者都是对菲勒斯的欲望(%梦的无意识因此和商品一样#就是力比多的抽象交换以及这一交换内含的僵

局,,,永不平息的剩余快感$性驱力#这亦对应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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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后者才造就具体的交换行为%在这一意义上#商品恋物癖与任何人对商品$金钱的欲望以及其魔力

无关#它是抽象的社会结构#是商品借其抽象的交换价值#通过市场的自由平等交换#而实现私有财产社

会化的先验符号网络%它先于一切商品和买卖人的诞生#晚于一切商品和买卖人的死亡%

六$商品恋物癖之症状!无产阶级

初看起来#无意识当然是梦或商品的结构形式#但在深处却是这一结构形式的内在压抑和僵局%正

如拉康晚期的思想#任何结构中总有不可结构化之物#总有溢出或剩余#或者说是属于幼儿初级过程

'

P

;+O>;

TP

;<(=//

(#而非可以用次级过程'

/=(<)N>;

TP

;<(=//

(的成人语法来清晰表达之物'如母性原质!

O>@=;)>BV.+)

?

(%这好比某个人
3"

岁前异性恋
3"

岁后同性恋#但不管选择哪种性取向#仿佛总有某

种骚动不安的性驱力受到制度性)原初压抑*'

"?>$?8?e'

/

&'

/

(

!

#而它也只能扭曲地表现在每一种性取

向的句法结构中#表现在这一结构固有的断裂和矛盾里#这就是)症状*'

/

T

O

P

@<O

(%这也说明了拉康的

实在界之悖论#它既是抵制符号化之物又是符号界回溯的产物#我们绝对不能从可把握的日常事物的角

度去揣摩它"

%

被压抑的不可说之物只存在于说话的方式中#平等交换原则的症状同样只能在平等交换内部去寻

找%正如拉康所说#是马克思发明了)症状*#因为他不仅发现了商品之上平等交换的抽象网络#更在其

中发现了颠覆这一网络之可能#即工人阶级$无产阶级这一伟大群体6 这可视为马克思恋物癖理论最伟

大的贡献%)症状*这一概念语出弗洛伊德#也译为症结$征兆等%弗洛伊德早期相信精神治疗的)阐释

万能*#阐释的对象就是症状#症状是主体无意识体系的断裂点和)病理性*失衡#揭示了其平滑运作的突

起和矛盾%无意识要保持其自身的一致性必须以对症状的)非知*'

)<)

7

*)<,B=N

?

=

(为前提%症状必须

处于没有符号化$不曾道破的状态%一旦阐释成功就将解体!)只有在主体忽略自身的某些基本真相的

前提下#征兆才能存在&一旦其意义融入了主体的符号宇宙#征兆就会烟消云散%*

#

齐泽克同样认为#结合商品恋物癖来看#工人或劳动力就是平等交换的商品无意识之症状!

其一#它标示了商品自由交换#或者整个资本主义普遍自由的崩溃点%资本主义自由是一个普遍概

念#包括言论自由$政治自由$商业自由等#但)一种特殊自由'工人在市场上随意出售其劳动力的自由(

将颠覆这一普遍概念%22通过随意出卖劳动力#工人失去了自由,,,这里自由买卖的真正内容是工

人遭受资本的奴役%当然#关键在于#恰恰是这个悖论性的自由#即其对立物的形式#终结了0资本主义

自由1的循环*

$

%因此#出卖劳动力的自由打破资本主义普遍自由的普适性逻辑#暴露其虚假和排他性%

其二#它揭示了公平等价交换的市场理想的虚假%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只是在市场上出售自己

的劳动产品#劳动产品的交换之间'原则上(不存在剥削%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成为商品#工人被迫在

市场上出售自己的劳动力#从而实现资本家的剥削和对剩余价值的占有%这种新商品使等价交换成为

对自身的否定#但须注意#这种否定是严格地内在于劳动和资本的等价交换的#症状总是无意识自身结

构的悖论性产物%

齐泽克因此认为#劳动力是自由平等的商品交换原则的内在否定#其作为一个特定因素'症状(颠覆

了其普遍基础!商品关系的一个种'

/

P

=(+=/

(颠覆了其整个属'

?

=)-/

(%一旦我们将资本主义现存秩序设

想为合理的整体#这一整体中就包含了一个悖论性元素%)该悖论性因素对其发挥着征兆的作用,,,颠

+

%&

+

!

"

#

$

在拉康理论中#压抑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基本的生存状态或语言本质%主体一旦进入符号界#成为说话者#就仿佛丧失了阉

割之前的快感,,,原质#那不存在的母性菲勒斯%后者只能以能指的形式被永久压抑#并表征为)父名*#这构建了主体无意识#

并在主体欲望中造就永恒欠缺'性爱$权力等的永不满足(#这就是原初压抑%拉康并不将其视为真实发生的心灵活动#而是符号结

构的本质特征%正因为被压抑的不是情感元素#因此压抑不可抹平或修补#驱力和欲望都是不可平息的%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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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
#

季广茂#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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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

剑!齐泽克笔下的资本主义恋物癖

覆这个整体的普通合理的原则%当然#在马克思那里#现存社会中这个0非合理性1因素就是无产者*

!

%

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因此代表整个资本秩序的变种之颠覆%在它那儿#资本主义的)理性之神遭遇到了它

自身的非理性*%

然而#笔者要强调#在一个平滑运作的经济社会#我们却不能认识到劳动力的颠覆性%他们按部就

班地推动经济机器的高速转动%这恰是因为#无意识的一致性$资本经济运作的稳定是以其对劳动力剥

削的)非知*为前提的#这并不是说劳动力不能主观上认识到奴役和盘剥#而是说#其符号系统或整个社

会还不能认识到劳动力交换的不自由不平等#在个体遵从的社会结构中#自由平等的交换原则仍是其无

意识和客观信仰"

%

在精神分析学中#阐释不仅需要从症状入手#还必须使症状重构患者的符号界'无意识(#这才能起

到治疗效果%探测症状并不是指出普遍原则的不完美不充分#)探测这种失衡#目的在于将之用于创构

性时刻*

#

%同样#资本主义批判不仅要揭示劳动力这一症状#还必须在符号结构中对其进行有效阐释#

实现符号重构#这将使劳动力商品烟消云散#而转化成无产阶级这一)圣症*'

/+)@.<O=

(%

对无产阶级#人们总有太多误解#而它本身只是无所安置$仿佛一无所有而令世界颤栗之人#这并不

是在地铁口裹被讨饭的流浪汉#而是被动或主动丧失符号居所不得不陷入神圣疯狂$颠覆符号秩序的

人#他不是身份政治'

+N=)@+@

TP

<B+@+(/

(#或以出身论英雄%正如齐泽克反复强调工人阶级'

,<;*+)

?

(B>//

(是符号结构中被知识定位具有身份之人#而无产阶级则是脱离人类知识体系$无实证身份的变种

人'

@.=+).-O>)

(%)工人阶级是有关社会存在的简单范畴#无产阶级则是有关真理的范畴#指名副其实

的革命主体*

$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本身代表斗争*

%

%它是症状的非理

性力量之爆发#是新的符号界$知识体系诞生的原点%

笔者认为#从工人阶级到无产阶级不仅是症状对表义系统的突破#而且暗合了拉康学说中症状到

)圣症*的思想演变%拉康早期认为症状是语言结构的矛盾体现#透过语言分析可以消解症状#但他晚期

发现#即使一些症状得到了阐释也依然不可消解#不可整合到原初的结构体系中%它仿佛是病人使用能

指组织原乐'

'

<-+//>)(=

(的最基本方式#维系着他最核心的存在%病人通过将驱力$快感捆绑在某种特

殊能指构成'如主人能指$书写方式(上获得自身最小的一致性#以避免堕入精神病式虚无浑噩的空间%

拉康于是发明合成词)

/+)@.<O=

*!圣症&

#意指某种特殊症状也可成为开创新的神圣符号系统的原动

+

5&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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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我们能理解为什么齐泽克说科学接触到了实在界却不能充当大他者'符号界代言(%人文科学当然揭示了社会的无意识

真相#暴露了其症状%然而#在社会变革之前#它却无力扭转符号系统#改造人类的无意识#进入生活文化领域#因为社会对它的

声音总装聋作哑#社会不知道它在说什么&至于自然科学则是不可常识化$现象化的)实在界当中的知识*#从伽里略到量子力学

愈加如是%)现代科学和亚里士多德式的常识性的哲学本体论之间的裂痕是无法克服的!22我们在量子物理学中面对着有效

的法则"规律#但它们无法转化为我们的可以表达的现实经验%*参见齐泽克
#

享受你的症兆,,,好莱坞内外的拉康
#

尉光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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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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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
#

季广茂#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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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症*#也译为圣状$症候$核心症状等#有时也和症状一词混用%其构成包含
/+)

'罪($

/

T

O

P

@<O

'症状($

/+)>@

'圣人($

G>+)@

V.<O>/

'圣+托马斯(等词%)圣症*意指主体脱离父名$纽结三界$组织快感的独一言说方式或书写形式#暗合拉康晚期)快感作

为真正的原质#符号围绕其建构*的说法%它和幻象$症状都是生命的快感模式#但区别在于后两者仍受制于父名#是可以在符号

界无意识领域阐释并改变的对象#而)圣症*本身是不可言说$交流和阐释的纯粹快感#是一个人脱离大他者和社会符号网络的生

命本真性%它和精神病人的幻觉有相似之处#是符号界拒斥掉'

W<;=(B</-;=

(的核心能指)父名*在实在界的回返#并承担其功用%

)从符号秩序中被排斥掉的事物#又在症兆的实在界中回归了*%'参见齐泽克
#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

季广茂#译
#

北京!中央编译

出版社#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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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强调#拉康在
&"/

仍认为症状是主体在欲望面前让步的手段#分析的程序意味欲望的净化#洞穿幻

象#清除妥协
C

构成的症状#从而实现纯粹欲望&但在
1"/

中期#尤其是最后的研讨班-圣症.中#他却将某种独特的症状作为生命

的终极基础#是主体必须与之认同的)病态*快感模式%因此%)圣症*不同于以丧失快感为代价的纯粹欲望'参见齐泽克
#

实在界

的面庞
#

季广茂#译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0""$

!

0!$

(%而学者纳塔利+沙鸥'

R>@.>B+=4.>;;>-N

(在-欲望伦理.中认为)圣症*是

拉康的)不向欲望让步*$)为自身无意识负责*的伦理行为#一旦建立了)圣症*的计划就应该坚持到底#这就在欲望伦理和)圣症*

之间划上了约等号%两者均为)圣人*之路%可以说#)纯粹欲望*和)圣症*是拉康思想中两个最具建设性的概念#其共同点是渗

透了死亡驱力#超越以父名为核心纽结的符号界%另外#拉康的症状和)圣症*的区别#可参考齐泽克
#

享受你的症兆,,,好莱坞

内外的拉康
#

尉光吉#译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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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是一个密码#它拥有某种被压抑的意义#而症候没有确定的意

义&它只是以一种重复的模式#实现了某个关于享乐或过度享乐的基本矩阵%*齐泽克在文中借斯大林临死前的特殊姿态$希区柯

克电影书写的独特形式$画家绘画的色块$海明威的叙事句法解说)圣症*#它是前符号$前意义#充满力比多投入的享乐硬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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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他以作家詹姆斯+乔伊斯为典范#认为)圣症*是其疯狂创建文本符号的生命内核#并作为取代)父

名*'

R>O=<W@.= >̀@.=;

(的第四环构建了三界全新的拓扑关系%由于)圣症*不可交流和阐释#始终作

为三界的核心空白#因此标志着拉康从早期的阐释学$中期的结构主义过渡到最终的后结构主义%

正如齐泽克指出#)症状是一种妥协形成#在症状中#主体22不能够直面欲望#他背叛了欲望的真

相*%而圣症是)一个特殊的意指构成%22使得主体能够建构它同享乐的基本的$构成性的关系*

!

%

以此看来#工人阶级仍是可待阐释并期盼解放欲望的症状#透露了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无产阶级'如

激进知识分子$精神分析师(则是超越原有语言结构的圣症#面向了新的未来世界%他是劳动力却不再

是庸俗的商品#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原则中一个不可妥置的怪物%他为生命独一快感所浸透#并将)永不

停止地书写*#为平等交换的商品世界打开了一个异度空间#这一空间不可能被符号彻底建构或驯化#却

将永葆青春活力#成为新的可能性$新的人类文明之坚实奠基%

七$结
!

语

从法兰克福学派到以齐泽克$巴丢为代表的拉康派哲人#精神分析学辐射出愈来愈深广的社会批判

力%本文借助齐泽克的恋物癖理论#以全新视角审视了当下资本主义社会中复杂的人际压迫和阶级斗

争%恋物癖不是对物件和人的膜拜或情色化痴迷#而是社会层级结构中人际奴役的无意识形式%相比

封建社会具有主奴光晕的人际恋物#资本主义恋物癖更加隐蔽且根深蒂固#它制造和巩固了现存社会的

主体身份和人际关系#以及有关信仰$快感的意识形态幻象%在这一无意识的统治圈套中#阶级意识和

阶级斗争不再是工人阶级单纯的觉醒或对剥削真相的澄清#而必然上升为对现代社会劳动者的生存关

系$雇佣身份和经济欲望的质问和突破%真实的无产阶级者只出现在平等交换的商品原则和劳资关系

的拆解中#并作为一种建构性的社会症状创造出由独一快感支撑的新型经济秩序和产品%这一思路不

仅书写出阶级斗争的新篇章#而且为后工业社会的主体和经济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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