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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鲍德里亚通过对“物”的分析，从日常生活领域出发，对当代消费文化和资本主义思想做出了猛烈激进

的批判分析。本文先对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理论进行理论溯源，只有立足于前人的理论成果，探寻鲍德里

亚与他们之间的理论联系，才能全面、深入地了解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之后对鲍德里亚消费社会

思想进行阐释，从而得到对消费社会的矛盾揭示；最后分析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理论对构建科学消费观的

启示，并在鲍德里亚消费思想的视域下探究摒弃社会消费弊端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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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ings” and the field of daily life, Baudrillard made a fierce and radical critical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consumer culture and capitalist thought. Only by basing on the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of predecessors and exploring the theoretical connection between Baudrillard and 
them can we have 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Baudrillard’s theory of symbo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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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ption. Then, Baudrillard’s thought on consumer society is explained, so as to reveal the con-
tradictions of consumer society. Finally, the enlightenment of Baudrillard’s theory of consumer so-
ciet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scientific view of consumption is analyzed, and the path of abandoning 
the disadvantages of social consumption is ex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audrillard’s consump-
tion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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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溯源鲍德里亚消费思想的主要来源 

(一) 索绪尔、罗兰·巴特的符号学思想 
索绪尔提出了语言学的“能指”、“所指”二元概念，并总结出了语言实践中的共同规律。“可以设

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我管它叫符号学。它将告诉我符号是由什么构成的，受什

么规律支配。”[1]在探讨符号学理论的演进及其对批判性社会分析的影响时，瑞士杰出的语言学家费尔

迪南·德·索绪尔与法国学者罗兰·巴特无疑为鲍德里亚的符号学批判路径铺设了基石。鲍德里亚巧妙

地吸纳了“能指”与“所指”这一对二元范畴，将其引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度剖析之中，此举不仅超越了

马克思理论的传统框架，更在学术领域激起了深远的回响。索绪尔，作为符号学领域的先驱，其贡献在

于从语言学视角洞悉了符号的本质，构想出“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蓝图，旨在揭示符号的构成

机制及其背后的规律。他深刻指出，语言背后潜藏着复杂的符号网络，其中“能指”作为声音或图像的

物质载体，与“所指”，即这些载体所代表的概念或意义，共同构成了符号的二元本质。索绪尔进一步阐

述了符号的任意性特征，强调其运用基于社会共识与约定俗成，从而打破了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必然联系。 
罗兰·巴特在索绪尔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符号学视角转向消费社会批判，拓展了索绪尔的“能指–

所指”框架，引入了“意指”概念，进一步细分了符号的所指意义与内涵意义，将物的“能指”(即物体

本身)与通过象征赋予的“所指”(即附加的符号价值)明确区分开来。罗兰·巴特的这一转向，不仅丰富

了符号学的应用领域，也为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提供了宝贵的启示。鲍德里亚紧随罗兰·巴特

的步伐，敏锐地捕捉到消费社会中商品与符号之间的微妙关系，运用符号分析方法透视资本社会中消费

现象的本质，重新界定了商品价值在符号体系中的定位。他强调，在消费文化的浪潮中，商品的价值不

再仅仅由其物质属性决定，而是更多地取决于其在庞大符号网络中的位置与差异。消费者追求的，已超

越了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转而追求符号所承载的社会地位、文化认同乃至自我实现的象征意义。这一

转变，深刻揭示了当代大众消费活动的内在逻辑与心理机制，是符号学理论在社会批判领域的一次重要

实践与创新。 
(二) 马克思的劳动理论 
马克思从商品视角出发，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解构为生产、消费、分配、交换四大环节，其中生产

对消费的决定性作用构成了其商品理论的核心。马克思与鲍德里亚在社会批判理论上共享了以消费和商

品为切入点的共性，尽管二者观点存在显著差异。马克思强调生产的主导地位，而鲍德里亚则提出在消

费社会中，消费已跃居社会中心，尽管这一转变显然受到马克思理论的影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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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导言》中明确指出生产作为起点与支配要素的地位，同时承认消费作为生产内在要素的必要性，“生

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

个内在要素。但是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

进行的行为。”“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2]鲍德里亚沿袭了马克思的生产逻辑，但进一步聚焦于消

费社会的符号消费特性，通过符号分析方法揭示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操控。然而，他过度强调了符号对

商品价值的超越，忽视了社会物质基础与大众主观意识的作用，导致理论走向符号极端。 
鲍德里亚在他的早期著作《物体系》及《消费社会》中，还对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和拜物教理论

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他从现实之物来进行批判，把物与物之间的经济关系，转变成物与人的消费关系，

这从一定角度上来说是对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的一种继承。他提出消费取代了生产成为新时代的核心，“生

产主人公的传奇现在已经让位于消费主人公了”([3], p. 25)，将物与物的经济关系转化为物与人的消费关

系，深化了对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的理解，成为批判资本主义的新视角。他批判性地指出：“十九世纪发

生在生产领域中的那个生产力合理化进程，在二十世纪的消费领域中得到了完成。”([3], p. 64)鲍德里亚

的符号消费思想根植于马克思劳动理论、索绪尔及罗兰·巴特的符号学思想。他并未否定马克思的生产

价值论，而是指出在消费社会中，价值体现由交换价值转向符号价值，从而创造了“消费力”这一新概

念，进一步拓展了社会批判的维度。 

2.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理论对消费社会的矛盾揭示 

(一) 虚假的个性化 
今天把个体当作不可替代的需要的领域，就是个体作为消费者的领域([3], p. 66)。鲍德里亚在《消费

社会》中深刻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中个性化消费逻辑与生产无差别性之间的悖论，这一悖论构

成了理解当代消费文化的重要维度。一方面，消费社会通过传媒技术不断强化个体对物的选择权，认为

这种选择能够体现并放大个体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消费者通过购买和使用特定的商品来展示自我个性和

主体性，物成为了个体自我表达的外在媒介。但个性化是虚假的个性化，在消费社会中，所谓的“个性

化”往往是通过购买具有特定符号意义的商品来实现的。然而，这些符号意义往往是由商家和媒体精心

构建的，它们并不真正反映个体的内在特质和真实需求。因此，这种个性化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符号指

向，它掩盖了真实个体差异的丧失。另一方面，工业生产是同质化的。尽管消费社会鼓励个性化消费，

但背后的工业生产却是高度同质化的。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使得商品之间失去差异，成为彼此的镜像。这

种无差别性不仅削弱了物的独特性，也间接抹平了消费者之间的内在差异。“对差异的崇拜正是建立在

差别丧失之基础上。”([3], p. 72) 
消费社会通过赋予个体一系列权利来诱导其进行消费，但这些权利的赋予实际上是以消费为前提的。

个体只有在不断消费的过程中才能确证自身的权利，这实际上是一种对个体权利的剥夺和操控。个体被

禁锢在消费社会的符号牢笼中，成为无个性、无权利的空洞存在物。 
鲍德里亚的悖论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本质矛盾：一方面，它看似在强调个体的独特性和

差异性；另一方面，它却在通过工业生产的无差别性和消费文化的符号操控来抹平这些差异。在这种悖

论下，个体主体性的实现变得遥不可及，而消费社会则继续以其独特的逻辑维持着自身的运行和扩张。

因此，我们需要对消费社会保持清醒的认识和批判的态度，以避免陷入其精心构建的符号陷阱之中。 
(二) 能指被符号统治下的自由掩盖 
鲍德里亚对现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深刻剖析，揭示了其内在的矛盾与悖论，尤其是普遍化自由与

解放能指丧失之间的张力。他指出，在这个社会中，虽然个体看似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广泛自由，但这

种自由却更多地是一种表象，一种被精心构建的符号拟像，而非真正的内在解放。普遍化自由的幻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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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现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通过强调个体的主体性、差异性和自主性，构建了一个看似充满自由的社会图

景。意志自由、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被作为个体权利的基石，但鲍德里亚指出，这些自由在

实质上往往被符号和体系所操控，成为了一种空洞的承诺。例如，政治自由虽然赋予了人们参与政治的

权利，但这些权利往往被限制在体系设定的框架内，成为了一种形式上的参与而非真正的民主实践。解

放能指的丧失是指在鲍德里亚看来，现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核心问题在于解放能指的丧失。解放能指

原本指的是个体通过自我意识和行动实现自我解放的能力，但在消费社会中，这种能力被符号和体系所

侵蚀。个体被各种虚假需求和欲望所驱使，沉迷于快感原则之中，逐渐失去了对自我和现实的真实感知。

他们的行为和选择往往不是基于内在的真实需求，而是被外部符号和体系所操控。 
鲍德里亚进一步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是一个由符号统治的社会。符号不仅构建了人们的

消费观念和行为模式，还深入到了人们的心理层面，对个体的自我认知、道德观念和功能进行了全面

的解构。在这种符号统治下，个体成为了体系的玩物，他们的自由意志和解放能力被彻底剥夺。因此，

鲍德里亚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所宣扬的普遍化自由不过是一种幻觉和错觉，它掩盖了解放能

指的彻底丧失。要真正实现个体的解放和自由，就必须打破符号的统治和体系的操控，恢复个体对自

我和现实的真实感知和选择能力。这不仅是对现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批判，更是对人类未来发展方

向的深刻思考。 

3. 鲍德里亚消费思想视域下摈弃社会消费弊端的路径 

(一) 回归鲍德里亚“消费文化”视域 
在当代工业化与资本主义交织的社会语境下，鲍德里亚目睹了一个显著的社会变迁：物质消费的焦

点已从单纯的商品品质与实用价值，悄然转变为个体身份地位与社会声誉的彰显工具。在此背景下，他

深刻洞察到商品已超越其实体属性，蜕变成为承载社会意义与符号价值的载体，进而构建了其独树一帜

的“符号消费”理论。这一理论不仅颠覆了法兰克福学派既往对资本主义大众文化批判的范式，还以新

颖视角剖析了晚期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深层的意识形态构造。 
鲍德里亚强调，消费行为的本质在于物的符号化过程，即商品通过转化为符号来构建并维系社会认

同与自我实现感。这一过程中，消费者往往在追求身份标识与名誉提升的幻觉中，体验到一种自我满足

的错觉，进而促使“消费”成为社会运转的核心动力与终极目标。进一步地，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

引述道：“随着工业革命与后续社会变革的浪潮，幸福的概念被重塑为通过物质、符号及‘舒适’可量化

的福利均等化的神话。”他指出，社会幸福感的塑造与个体欲望的满足紧密相连，而商品生产的不断扩

张与物质财富的累积，被视为提升民众幸福感与消费水平、达成社会经济目标的必由之路。“自工业革

命和十九世纪革命以来，所有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毒性转移到了幸福上，幸福要成为平等的神话媒介……

必须是物、符号、‘舒适’能够测出来的福利。”([3], p. 33)在鲍德里亚的理论框架内，符号性成为消费

文化的核心特征，物质实体被剥离其原有属性，转而作为符号体系的组成部分存在。消费者在这一过程

中，往往不自觉地沦为符号体系的附庸，沉迷于物质诱惑构建的幻象之中，即便是在追求奢侈品这类看

似无实际功能的产品时，亦能体验到一种被社会认可的荣耀感，实则是在无意识地扮演起符号代言人的

角色。鲍德里亚揭示了当代消费文化的本质：人们消费的并非商品本身，而是附着于其上的时尚、财富、

快乐等象征性意象。这一过程不仅催生了虚无主义的泛滥，更使个体在符号的牢笼中迷失方向，如同笼

中之鸟，难以挣脱物质与欲望编织的网罗。 
(二) 构建积极消费观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强调弘扬核心价

值观以抵御虚无主义消费陷阱，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消费观作为社会经济在个体意识中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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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健康与否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结构与可持续发展。本文旨在探讨如何通过构建积极健康的消费观念，以

应对消费社会的挑战。首先，针对消费社会中虚无主义盛行的现象，强调树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基石的消费观，引导个体从盲目跟风走向理性消费，摆脱消费文化的迷失。其次，提出建构主体性的消

费意识，识破消费自由的假象，明确消费仅为满足生存与发展需求的手段，倡导适度原则的绿色消费，

以减少资源浪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后，聚焦于健康人际关系的构建，指出符号消费背后的人

际交往异化，提倡以尊重和平等为基石的社会交往原则，摆脱消费力单一评价标准，重塑基于本真价值

的公共空间，实现消费行为的自由自觉与可持续性。 
综上所述，通过重塑消费观、强化主体性消费意识及构建健康人际关系，可有效抵御消费社会的负

面影响，推动形成健康、可持续的消费伦理，助力社会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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