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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关消费社会、消费文化、消费主义的话题。
是20世f2，9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众多学科研究的热点，这与20世纪全球社会转型中西
方发达国家已进入消费社会、中国等国家也正经历着消费社会转型这种新的社会历史状况密切相关。
本书遴选了国內文艺学、美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史学等不同学科专家有关消费社会文化研究
的学术论文，力图展示学术界相关研究现状和成果，初步清理出有关消费社会文化研究的基本语境及
其不同文化、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平台，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整体理论范?的转型及与西方当代
理论的学术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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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读美国现代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及其全球影响关于消费在社会生活、经济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对
话资本的运行逻辑与消费主义“物”的分析：从马克思、海德格尔到鲍德里亚青年鲍德里亚与莫斯一
巴塔耶的草根浪漫主义鲍德里亚走出了马克思?一一从中国学界对鲍德里亚的误读谈起文艺学的问题意
识与文化转向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当前文化研究的误区及理论应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
反思美学与艺术向日常生活的回归挪用、反抗与重构一一消费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学的审美关联消费时
代的社会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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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二，经济学研究。
消费社会很大程度上首先是经济高度发展的一个结果，因此，这自然也就成为经济学高度重视的一个
问题。
于光远与马惠娣《关于消费在社会生活、经济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对话》指出，马克思“把生产和
消费看作一对对等的概念”，“只有在市场体制的生产方式和市场体制的消费方式范围内，才是正确
的”，而“消费本来是人类自身的自我实现过程，而生产则仅为此目的而进行”，“马克思特别注意
到，由于人为了发展自我而进行的消费同他享有的自由时间有密切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时
间是使每个人分享人类文化成果、发展自由个性的保证”，总之，“消费为人的多种需求提供保障，
对人的全面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此外，如吴薇《马克思经济学中的消费经济理论及当代价值》（《当代经济研究》2007年第11期）、
刘小怡《马克思主义与新古典主义消费理论：比较与综合》（《经济评论》2007年第6期）等文，对马
克思有关消费的理论均有深入而广泛的探讨。
于光远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创造性地提出了“四种消费品”即“生存资料”、“享
受资料”、“近代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近代发展资料”的理论（于光远《关于我的“四种消费
品”理论》，《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11期），对于探讨当代社会消费活动极富启发性。
积极推动休闲学研究的马惠娣也在马克思政治经济著作中探讨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比如对马克思“
自由时间”理论的研究，发表了《自由时间：人是自由的吗？
——兼及消费主义批判》（《求是学刊》1999年第5期）、《关于自由时间的理性思考》（与成素梅合
著，《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第1期）等论文，一方面强调休闲、消费之于社会发展、人的全面发展
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充分揭示受消费主义支配的人的休闲消费的不自由，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正确
认识消费社会转型中的种种现象。
此外，如尹世杰有关“消费文化学”的研究也取得较多成果，等等。
这些研究无疑极大地拓展了传统经济学研究的视野，同时由于其跨学科性，也将对其他学科的相关研
究产生积极影响。
　　其三，社会学研究。
在西方消费社会文化研究中，社会学可以说是“显学”，消费社会文化及其相关现象同样引起了中国
社会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郑也夫《消费：解释、批判与辩护》（《河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指出，对消费社会有两大解释
，一种认为是厂商造就了消费社会，另一种认为是消费者以物质证明自身的动机拉动了消费。
事实上，这两种解释的综合才是对“消费社会”这一概念的最好解释。
郑也夫还就消费问题出版了相关研究专著。
戴慧思、卢汉龙《消费文化与消费革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5期）所谓“消费作为观察与研究
社会的一种方法”、“消费文化研究的理论视野”等话题，揭示了消费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理论研究范
式的转型；此外文中有关“消费与社会不平等”、“中国消费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与特点”等话题
对于思考消费主义与中国社会的关系等问题有重要启示。
黄平《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一个问题、一种思路》（《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在对马克思、
韦伯、桑巴特等学术大师就生活方式理论贡献重新审视的基础上，指出近年来我们在研究中所忽视的
问题，即从生活方式、消费活动等角度来研究社会发展。
该文强调，我们的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有过侵略、掠夺的历史不同，加上“二结合”问题，即大商人
、商业集团和包装他们的大广告业的结合，广告业与媒体的结合，使得我们的社会发展面临一个严峻
的挑战。
俞海山《中国消费主义解析》（《社会》2003年第2期）通过对统计数字的分析，论述了消费主义在中
国的表现及其危害，得出“中国应当控制消费主义”的结论。
社会认同是社会学的一个传统话题，王宁《消费与认同——对消费社会学的一个分析框架的探索》（
《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1期）表明消费社会转型为这些传统话题的探讨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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