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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有闲阶级论》中有一些核心矛盾构成了作者凡勃伦论述的主干，如生产性活动与侵占性活动、和
平倾向与掠夺倾向、炫耀性消费与讲究实用、炫耀性有闲与劳苦贱役、歧视性倾向与非歧视性倾向、
万物有灵与因果律等。
在这些互相矛盾的性格倾向或精神状态之中，作者用他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反思能力向我们描绘了一幅
有闲阶级文化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演进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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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托尔斯坦·本德·凡勃伦（Thotein Bande
Veblen，1857-1929），美国经济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制度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
1899年，《有闲阶级论》一经出版，就在社会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和反响。
他所提出的“炫耀性消费”现象被冠名为“凡勃伦效应”，至今这部巨著无论在社会学领域还是在经
济学领域，思想魅力依然经久不衰，给予后人无数启迪。
凡勃伦出生于威斯康星州一个挪威移民家庭，受业于约翰·贝茨·克拉克、理查德·伊利、威廉·格
雷厄姆·萨姆纳等数位名师，于1884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的七年全力隐退。
本书是他在隐退期间创作的，是他的代表作，也是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主要阐述了制度经济学的
基本原理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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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者的话
导读  一个阶级的历史演进及其对经济发展的意义
原序
第一章  绪言
  一、有闲阶级是如何演化出来的
  二、人类活动是如何分化为“侵占”与“生产”两种的
  三、掠夺文化阶段是如何到来的
第二章  金钱的竞赛
  一、私有财产制度是怎样确立的
  二、人们为什么要占据财富
第三章  炫囊性有闲
  一、为什么有闲阶级要远离生产劳动
  二、炫耀性有闲的；隹则是怎样渗透到礼仪之中的
  三、代理性有闲是如何产生的
第四章  炫耀性消费
  一、消费的性别差异的产生原因是什么
  二、为什么需要代理性消费
  三、确证金钱力量的两种手段是什么
  四、为什么炫耀性有闲这种手段后来衰落了
  五、炫耀性消费这种手段为什么越来越受到青睬
第五章  生活中的金钱标准
  一、消费习惯是如何固化的
  二、炫耀性消费对人们生活有哪些影响
第六章  金钱的荣誊准则
  一、为什么人们如此重视财富
  二、明显浪费原则在宗教崇奉中有哪些体现
  三、为什么人们总是偏爱高价物品
  四、人们的审美观念受到了金钱荣誉准则怎样的影响
第七章  服装是金钱文化的一种表现
  一、明显浪费准则对服装有哪些影响
  二、炫耀性有闲原则对服装有哪些影响
第八章  工业革新与保守主义
  一、有闲阶级在社会变革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二、为什么有闲阶级是生而保守的
第九章  古代遗风的保持
  一、现代文明社会中还残留着哪些古老的性格特质
  二、为什么有闲阶级身上体现出了更多的掠夺气质
  三、经济发展有哪两条路线？

第十章  流传至今的尚武精神
  一、掠夺气质是如何形成的
  二、掠夺气质在体育比赛中是如何表现的
第十一章  相信命运
  一、赌博爱好是怎样形成的
  二、万物有灵观念对工业发展产生了哪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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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宗教信仰
  一、万物有灵观念、竞赛爱好与宗教信仰之间有怎样的联系
  二、宗教信仰的经济意义是什么
  三、为什么宗教信仰成了女人和儿童的专属
第十三章  非歧视性倾向的残存
  一、现代工业社会中的非歧视动机有哪些具体体现
  二、新妇女运动发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第十四章  高级学识是金钱文化的一种表现
  一、人类知识是如何起源的
  二、复古倾向在现代教育制度中有哪些表现
  三、大学中为什么还残留着宗教色彩
  四、人文学科与实用学科为什么会不断博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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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了证明自己有闲而大规模雇佣仆人的风气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开始对男仆，特别是漂亮健壮
的那些，有了特别的爱好。
男仆比起女仆在外表上更有优势，更气派，同时耗费的代价更高一些，也更能彰显主人的尊贵。
有闲阶级因而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族长制时代围绕有闲阶级左右的是辛勤劳作的女子，到了如今却是尊贵的夫人后面紧随一大群健壮
男人。
在一切发展阶段，主妇和仆人的有闲，是一种职责。
他们虽然不参加生产劳动，但并不是远离所有形式的劳动。
他们需要殚精竭虑地侍奉主人，为整个大家庭的安乐不辞劳苦。
主妇和仆人们有自己的职责，职责之外的空余时间才真正算得上有闲，而绅士的有闲则是出于原本就
有的权利。
　　现代人日常生活中列入家务的许多劳动都主要是礼仪性质的。
这类劳动是以让生活更加舒适，个人更能得到享受为目的的。
这类劳务正是因为具有了礼仪性质，才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也才得以被归入有闲。
我们已经养成了需要这种劳动的习惯，已经离不开这样的生活方式，甚至坚信不这样做就是违背习俗
的。
我们缺失了这些劳动会觉得不适，但一些刚接触这些礼仪的人们就不会因为缺少了这些而不快。
这充分说明，这类劳动实际上并不是生活所必需的，因此也是有闲的表现之一。
因为这种有闲往往是主人之外的主妇和仆役们从事的，因而算是代理性的有闲。
这种代理性有闲往往会发展为辛苦的劳役，在这样的情况下，或许我们称之为劳动力浪费更为恰当。
劳动力浪费有力地说明了这类劳动为什么发生，背后实际的经济依据则是主人的财富和地位，否则何
以可能进行劳动力浪费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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