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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 卡 奇 的 现 代 性 批 判

———基于物化理论

张　闯

[摘　要] 卢卡奇的现代性批判以其物化理论为依据 ,以辩证法为总体研究方法 ,以资本

主义物化关系为分析蓝本 ,以唤醒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为扬弃物化的现象图径 ,是对马克思异

化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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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卢卡奇的经典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为研究依据 , 意在揭示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当代意义。

(一)卢卡奇现代性批判的理论依据

卢卡奇是 20 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先驱 , 其物化理论的现代性批判开启了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

理论路向。卢卡奇对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黑格尔现代性批判的话语基础 、马克斯·韦伯社会合理性

的分裂理论以及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批判。

黑格尔最先看到了现代性是建立在主体性基础之上的 , 其对社会造成了分裂。主体性是指人及其自由 、自觉的活动

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性质 ,是作为活动主体的人通过实践活动改造客体的能动性 ,或者说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在处理外部世

界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功能特性。黑格尔认为 ,现代世界的原则就是主体性的自由 ,在现代世界中主体性表现为个体主

义 ,所有个体都充分尊重自己的价值 , 他们崇尚自由 ,主张对自己负责。整个社会是具有整体性的 ,而主体性使得现代性

产生了分裂社会的因素。在此 ,黑格尔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即引入绝对理念。绝对理念是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

体系的基本概念 ,是指作为一切存在的共同体本质和根据的某种无限的 、“客观的” 、无人身的思想 、理性或精神 , 自然 、社

会 、人的思维是它的特殊的不同形态 , 是作为它的“异在”和从异在向自身回覆的阶段 , 这其实是一个绝对化和神化了的

理性思维过程。虽然黑格尔引入的具有唯心主义色彩的解决方式具有其绝对性和狭隘性 ,但黑格尔是现代性批判首创

者 ,其奠基性话语为卢卡奇思考现代性问题提供了以资借鉴的启示。

马克斯·韦伯看到了现代性的症候 ,通过资本主义社会合理性理论对其进行批判。他在研究人类行动的文化意义

时 ,将社会行动划分为四种类型:传统的行动 、情感的行动 、工具合理性的行动 、价值合理的行动。其中 ,前两种行动是非

理性的 ,而后两种行动是合理性的。因此在这里 , 我们用韦伯的合理性理论来说明问题。韦伯认为工具合理性包含了对

手段与目的的双重自觉思考 ,具有形式上的明晰性 , 是最高层次的理性。而价值合理性则在对行动的价值意义的思考方

面具备理性特征 ,但对目的则赋予先在的终极价值而不加思考 ,未能彻底摆脱激情 、信仰等非理性因素的支配 , 因而理性

程度较低[ 1](第 58页)。韦伯的合理性理论是对哲学理性思想在社会研究领域的创造性引申 ,他认为对工具合理性和价

值合理性的划分造成了现代性后果 ,他既看到了理性推动社会前进的正面作用 , 也看到了理性异化的负面作用 , 因此他

将理性划分为两个层面 ,一是表明西方现代化经历的理性化道路是工具合理性的道路 , 赋予其形式上的合理性意义 , 同

时又承认在形式合理性的外观下潜藏着非理性因素 , 正是这种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的矛盾 ,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

人的自由 、平等 、个性的解放等在理性的禁锢中陨落 ,现代性最终变得不可能了。韦伯的社会合理化理论将现代社会的

一切行为都变成可以计算的量 ,因此卢卡奇将最初仅从经验上把握的东西幻化为可计算 、并能够追求其效率的量。卢卡

奇依循韦伯的合理化理论 ,把物化的现代性揭示为抽象化 、形式化和合理化。他指出 , 人的劳动变成商品中对象化的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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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劳动以后 ,就完全按照商品生产的客观规律进行 ,也就是按照合理化方式进行[ 2](第 68 页)。

马克思以资本为根源 ,通过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来进行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劳动产品一旦采取了商品的形

式 ,这个形式本身就产生了一种神秘现象 , “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是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

质。” [ 3](第 89页)因为劳动产品一旦采取了商品形式 , 就会表现为具有同样性质的价值的物的形式 ,生产者之间交换劳

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商品之间的物与物的关系。“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民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

本身的物的性质 ,反映成哲学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 ,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

物的性质 ,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属性 , 从而把生产者同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

系。” [ 3](第 88、89 页)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作为商品完成形态的抽象统治的秘密 ,也揭示了其现代性

理论两大根基其中的一个———资本(另一为形而上学)。这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卢卡奇的物化概念

是直接根据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得出的。卢卡奇的物化思想也是指商品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表现

为物与物的关系 ,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物化现象的现代性批判 , 则本质地呈现了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批判的维

度 ,一定程度上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基本路向。

(二)卢卡奇现代性批判的基本路向

卢卡奇以资本主义物化现象作为现代性批判的切入点 , 通过批判物化现象揭示出资本作为商品完成形态的抽象统

治的秘密 ,指出了现代性理论两大根基之一———资本;接着挖掘出物化现象的思想根源———形而上学。这是卢卡奇现代

性批判的基本路向。

在卢卡奇看来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 、对一切社会生活都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社会 , 这是当

时的时代 ,即现代资本主义特有的问题。“商品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进行物质代谢的支配形式的问题 ,不能———按

照在占支配地位的商品形式影响下已经被物化的现代思维习惯———简单地作为量的问题来对待。更确切地说 , 一个商

品形式占支配地位 、对所有生活形式都有决定性影响的社会和一个商品形式只是短暂出现的社会之间的区别是一种质

的区别。” [ 4](第 147 页)卢卡奇认为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源自于劳动产品变成为商品 ,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事实决

定的 ,“商品形式向整个社会的真正统治形式的这种发展只有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才出现了” [4](第 149 页)。

劳动过程的合理化和机械化使得工人的活动越来越失去主动性 , 而变成一种直观的态度 ,这种直观的态度面对劳动

过程也改变人对世界的直接态度的各种基本范畴。 马克思认为 , 劳动把人降到了次要的地位 , 时间成了衡量劳动的尺

度 ,因此工人的工时就如机器运转的速度一样 。这说明 ,时间就是一切 , 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一种体现 , 这样 , 时间就失

去了它的本来性质 ,而转化成一个精确划定界限的 、在量上可以测定的 、由在量上可测定的一些“物”充满的连续统一体 ,

也就是空间 ,这就是“时间的空间化” 。卢卡奇认为 ,“时间的空间化”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物化的普遍

性。这表现为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打上了物化的烙印。卢卡奇所提出的“物化意识”概念实际上阐明了物化在人的

精神领域的延伸 ,人们看到的只是物的世界 , 只是人与物之间的对立 , 头脑中生成的只是对眼前事物的直观认识 ,而无法

认识到人与世界万物之间是相互联系 、相互生成的关系。

由此可见 ,物化是卢卡奇现代性批判的切入点 , 其对物化的理解经历了从商品到“时间的空间化”再到物化这样一个

过程 ,即卢卡奇是通过从社会历史的表层现象到社会历史的内部变化 ,即从物化到物化意识这样一个过程对资本主义现

代性展开批判的 ,由此深刻揭示了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基本因素 ,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理论批判的一大根基。

卢卡奇认为 ,物化不只存在于经济层面上 , 而且在整个资本主义文化领域都是普遍存在的。人的物性和能力不再同

人的有机统一相联系 ,而是表现为人占有和出卖的一些“物” , 现代媒体更导致了物化的加剧。媒体是带有商品性的 , 它

通过报纸 、电视 、网络等传媒手段 ,利用声 、像等感官刺激直接作用于人的行为。大众传媒时刻向人们提供海量信息 , 向

人们进行信息“轰炸” ,人们面对媒介所提供的信息无暇也无力进行充分地思考 ,大多采取“拿来主义” ,被动地接受。人

们往往忽视了媒介传播的实质内容 ,其理性分析和思考的能力逐渐退化 ,人们的主观意识不经意间迁就了媒介的引导。

卢卡奇认为 ,当前人的自由是由于资本的物化作用而孤立的个人的自由 ,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形而上学观念的体现 , 是“物

化意识”的思想支柱。卢卡奇认为 , 资本主义社会“物化意识”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总体性的丧失 , 因为主体所面对的尽

是独立且对立的个体 ,而无法形成一个主客同一的总体。资产阶级思想仅仅以直接 、简单的方式再现社会生活 , 对社会

显示采取非批判的态度 ,用抽象的与具体无关的规律揭示事实 ,对事实不做进一步分析 , 不把它融为一个具体的总体 , 这

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模糊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过渡性 ,它的各种规定带有一切社会形态的无时

间性的永恒范畴的假象[ 5](第 4 页)。而卢卡奇正是看到了资本主义思维方式所具有的这种特点 , 指出了这种形而上学

思维方式的片面性 、孤立性 , 他认为这与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文化有关 , 因而文化批判正是卢卡奇的理论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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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卢卡奇现代性批判的客观评价及现实意义

卢卡奇物化理论的现代性批判 ,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具有独特的见解 , 他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马克思理论进行了深刻地解读 ,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方法而不是结论 ,这种方法把人类历史当作

一个整体 ,而不是断裂 、孤立的个体组成 ,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和实践性的地位 ,有效地克服了教条主义 、本本主义

和官僚主义。《历史与阶级意识》反映了青年卢卡奇的思想正处于马克思主义的探索期 ,其物化理论的现代性批判来源

于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 ,但同时也是对马克思资本批判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开辟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卢卡奇对物化现象的现代性批判是继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进行现代性批判之后 , 对现代资本统治原则的进一步批判。

卢卡奇对物化现象的现代性批判在历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 他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基本路

向 ,为后现代主义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卢卡奇将社会生活看作一个统一体 , 由表及里地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和追问 ,

这是一种总体性的研究方法。这种总体性研究方法具有彻底性 , 利于迅速掌握群众 ,扩大影响。卢卡奇对物化理论的批

判所达到的现代性批判原则本质地呈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维度 , 并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

义现代性批判的基本路向 ,事实证明 , 卢卡奇的现代性批判对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和现代性批判起到了承前

启后的作用 ,在其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现代性的批判大多从不同程度上汲取了卢卡奇物化理论的现代性批

判的思想 ,而由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深受黑格尔 、韦伯和马克思的影响 , 因此他的理论带有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卢卡奇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中人对物的依赖的实质 ,也就是物对人的奴役 ,这对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提示人们防

止由人对物的过分依赖而造成的种种负面效应。但是 , 在现实情况下 ,物化现象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由于我国当前正

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初期 ,物化现象必然存在于市场之中 ,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效力 , 在一定的条件下 , 物化还有

可能转为异化 ,这一现实情况在短期内还不能完全消除 。因此 , 我们就需要借助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对物化现

象进行扬弃 ,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 , 有目的地利用物化对经济发展刺激作用 ,降低 、克服市场上的工具性思维 , 坚持主客

体统一 ,尽量避免物化现象给我国经济建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外 , 我们还需要重视文化建设 , 正确把握社会意识形

态的主旋律 ,着力培养民族文化意识 , 反对文化霸权 ,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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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rticle establishes and presents the avenue of the animadversion on modernity

acco rding as the materiali zation theo ry w hich is f rom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w rit ten by

Lukacs , and judge this crit icizing imper sonally and historical ly , i t gives us some revelat ion on our

building on socialist ic market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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