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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审美幻象与全球化阶级冲突

周小仪

　　内容提要：目前我国流行的中产阶级审美品味和生活方式构成了一种特别的生活艺
术化境界、一个拉康式的幻象空间。这一具有审美特征的社会空间不仅使中产阶级个人作
为主体得以构建，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彻底压抑了那个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至关重要
的、不可调和的阶级对抗。这一中产阶级幻象，用巴里巴尔和马舍雷的术语说，是对阶级矛
盾的“想象性解决”。它遮蔽、抚平了阶级冲突或拉康所谓“实在界”的入侵，从而编织出一
幅中产阶级生活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并成为一个普世的、超族群的、超阶级的并吸引劳动
者的梦想。由于全球化和当代资本的超时空运作，它实际是一种使金融资本的暴力得以柔
性化的美学修辞。从理论上说，中产阶级并非实体，而是以幻象为表现形式的资本扩张的
转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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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产阶级研究述评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内富裕阶层的形成，中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

现象。此外消费主义的流行与大众媒体的渲染，也使中产阶级观念以及相应的生活方式和

审美趣味受到更多关注。这不仅表现在大量当代影视作品以城市白领为描写对象，而且在

文化批评方面，以中产阶级为视角的文章和论著不断出现，这包括孟繁华对中产阶级时尚

的批判、凌燕对中产阶级文艺作品的审美话语和文化想象的评论，以及何晶对大众媒体如

何塑造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论述等（孟繁华；凌燕；何晶）。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产阶级

也开始成为论著论文的选题，如关于１９６０年代西方中产阶级代际文化传承的研究，以及狄

更斯、乔治·爱略特和唯美主义 与 英 国 中 产 阶 级 观 念 的 研 究 等（程 巍５５－１１８；严 幸 智１２１－
２４；王海萌、杨金才６５－６７；胡永华９９－１０１；许娅、胡永华１１４－２１）。

不过在文学批评领域，中产阶级还不是一个规范和成熟的概念，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

批评实践，都还在初始阶段。相比之下，中产阶级的前身小资产阶级概念在几十年来的批

判声中，其理论内涵和批评实践都取得了很大成绩。近期出版的《中国“小资产阶级”文艺

的罪与罚》不仅是对这一批评传统的总结，而且还包涵了我们今天对中产阶级的理解和肯

定。此书所描述的小资产阶级，包括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的中产阶级和后来毛泽东所说的知

识分子。在这里前者被划定为“中农、小工业者、小商人、自由职业者等等”，其“经济地位很

不稳固，经常处于分化之中”（寇鹏程３－７）。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

述的“中间等级”的含义（马克思、恩格斯２５９）。
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产阶级与上述小资产阶级或马克思的“中间等级”有很大不同。

这里主要是指二战前后在西方国家出现的以“白领”为主要构成的新的阶层。我们在下文

中将要看到，对于这一新阶层的关注，在西方已有很长的历史。但我国关于这一阶层概念

的形成，主要得益于米尔斯（Ｗｒｉｇｈｔ　Ｍｉｌｌｓ）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１９８７年这部书

的第一个中译本出版，同年赵一凡在《读书》杂志上撰文予以介绍（１１６－１８）。２００６年周晓虹

的第二个中译本出版，并被广泛引用。这部书描述了美国、特别是罗斯福新政后的社会状

况。作者超越传统的阶级划分方法，把中产阶级分为新旧两种：旧中产阶级包括小企业家、
小业主、商人和农场主等，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是马克思所定义的中产阶级。而新中产阶

级，包括现代企业中的管理人员、社会机构中的专业人员和商业销售人员等“白领”，在马克

思所处的１９世纪尚未形成规模，是二战前后在西方国家勃然兴起的社会阶层。１９５０年代

美国社会学者尼斯比特（Ｒｏｂｅｒｔ　Ｎｉｓｂｅｔ）认为，马克思主义二元阶级理论已经过时，他所描

述的阶级现象是一种１９世纪的古典现实。他认为，阶级的最初原型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它

起源于“１９世纪早期的一个特殊阶级体系，即英国地主阶层”（１２８）。但是这个概念现在已

经不再适用：“在当代的美国和大部分西欧国家，它对于区分财富、权力和社会地位几乎是

毫无价值”（１２４）。如此看来，一些论 者 认 为 现 在 时 过 境 迁，工 人 阶 级 已 经 变 得 富 裕。在 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可以致富，贫富分化将不复存在。他们不掌握生产资料，却拥有相当

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应 该 说，米 尔 斯 和 尼 斯 比 特 对 西 方 发 达 国 家 的 阶 层 描 述 有 一 定 合 理

性，但它是否可以移植到中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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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中产阶级研究起步于１９８０年代的社会学界，１９９０年代全面展开，２０００年以后渐

入佳境，研究成果不计其数。李春玲对此进行了分期和评判，并称如今在中国社会学领域

“中产阶级研究成为热点”（４７）。我国的社会学者不仅对国外中产阶级论著进行了大量译

介，而且对国内中产阶级的状况进行了广泛调查；关于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倾向、文

化趣味、教育模式等方面都有专题研究（周晓虹，《中国》），为我们理解这一社会阶层起到了

重要作用，也为我们在文学批评领域引进这一概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背景资料。社

会学领域的中产阶级研究规模庞大，但与文学批评相比，两者思路有所不同。首先，社会学

研究通常把中产阶级看作实体，侧重数据的统计和分析。但是因为我国近几十年来社会发

展变迁迅速，很多数据很快就变得陈旧。这造成了对这一阶层描述的难度，也招致国外学

者的批评。已有人指出，一些研究“描述不准确、数据不统一”，并有“大量猜测的存在”（李

成１）。这些描述性研究的主要理论背景是韦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和涂尔干（Ｅ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的传统，在方法论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这一研究的长处在于对社会人群分类，但缺点

是对中产阶级的 性 质 和 阶 级 关 系 论 述 较 少。正 如 美 国 理 论 家 赖 特（Ｅｒｉｋ　Ｏｌｉｎ　Ｗｒｉｇｈｔ）指

出，现在多数社会学的研究集中在“阶级分类”上，“而不是讨论阶级关系”。这些研究是“定

量的经验研究”，“都是以个体层面收集的数据为中心进行分析的”（《阶级分析》１３）。因此，
描述性的研究和浩繁的数据实际上并不能对我们了解阶级关系提供更多的帮助。“就阶级

关系的本质来说，这些思路并未给阶级在性质上的变化留下多少理论空间”（９）。
其次，描述性研究很难采用全球化视角。虽然对中产阶级生存状况进行跨国比较已有

成果（周晓虹，《全球》），但由于描述性研究不以分析阶级关系见长，而侧重不同国家阶级实

体之间的比较，因此无法说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中产阶级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而后

者才是本文所要关注和强调的重点。
因此，把中产阶级观念和中产阶级实体区分开来，并着重讨论两者之间的差异，很有必

要。现有的中产阶级观念并不能如实地反映我国目前的中产阶级状况，而两者之间的这一

落差则是我们从理论上理解中产阶级的出发点。这种区分在孟繁华、凌燕与何晶有关中产

阶级的讨论中就 已 经 初 现 端 倪：孟 繁 华 把 中 产 阶 级 观 念 仅 仅 称 作 是“文 化 符 号”（《符 号》

１０７）；凌燕认为中产阶级“与其说是一个实体的社会阶层，不如说是一种文化想象”（２３１）；
而何晶则强调，“中产阶层这一尚处于形成初期的少数群体”被媒体进行了大规模的“形象

建构”（５－６）。甚至以实体研究和样本分析见长的周晓虹也认为：“对中国这个尚未实现工业

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产阶层还未能成为社会的主流，甚至在今后的几十年间传统意义

上的工人阶级（所谓‘蓝领’工人）的增长速度仍会大大超过‘中产阶层’”（《中国》２３）。在这

些研究者看来，我国中产阶级观念的思维模式和社会影响，都远远超过了中产阶级作为实

体的规模或在人口中的比重。下面我们还要看到，中产阶级观念对生活方式的引领、对个

体的塑造作用，已经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可以说，我国中产阶级观念超前而实体规模

滞后之间形成强烈对比，对此学界已有共识。而观念大于实体，特别是这多出来的部分，构

成了本文的主要 议 题。我 们 将 引 进 拉 康（Ｊａｃｑｕｅｓ　Ｌａｃａｎ）和 齐 泽 克（Ｓｌａｖｏｊ　Ｚｉｚｅｋ）的 幻 象

（Ｆａｎｔａｓｙ）概念，试图从全球化资本扩张的角度，对中产阶级问题作出一个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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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产阶级理论的核心问题

在讨论中产阶级观念之前，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西方有关中产阶级的理论。马克思曾

八十余次提到过中产阶级（陆梅４４－４５），但这一概念并没有在他的阶级关系理论中起主导

作用，这一点国内外学者都有相关概述。赖特指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是趋

向于两极分化的”（《阶级》８）。糜海波在《马克思阶级概念的当代演变》中则认为，马克思的

中间阶层是早期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同义词”（１２９）。《共产党宣言》指出，“整个社会

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马

克思、恩格斯２５１）。因此，以小农阶级、小企业主为主体 的 中 产 阶 级 是 一 个“‘过 渡’阶 级”
（赖特，《阶级》８）。三元阶级结构在这里并不稳定，而是向二元阶级结构转化，这就是马克

思著名的“无产阶级化”概念。也就是说，社会趋于两极分化的原因之一就是中产阶级必然

的瓦解趋势，这也是“导 致 资 本 主 义 的 重 大 社 会 冲 突、社 会 动 荡 和 社 会 革 命 的 前 提 条 件 之

一”（李强，《当代》１４３）。
从上述概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基本上是一种二元阶级论。因此《共产党宣

言》宣称，“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斗争的历史（２５０－５１）。
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强调的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剥削关系和社会冲突。然而，马克思阶级

理论的这一核心内容在２０世纪却遭遇了空前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现实和理论两个方

面。首先，如前所述，２０世纪西方国家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二战以后的社会阶级状况，与马

克思所处的时代有了根本不同。当年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化”这一历史趋势，非但没有

在西方主要工业国家中发生，相反，随着股份制公司的出现、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崛起，
中间阶层迅猛增长，而且成扩大趋势。这便是米尔斯的“白领”中产阶级理论的社会背景，
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左。虽然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也曾约略提及“中间阶级”
有时也有扩张趋势，但赖特认为，这与马克思总体的阶级“理论探讨无关”（《阶级》１７注２）。
针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与现实的矛盾，赖特将之概括为“中产阶级的困扰”（１４）。对于这一

矛盾现象，赖特以不占有生产资料却具备支配权力的“矛盾阶级定位”加以解释。具体说就

是中产阶级 有 一 种 特 殊 的、在“阶 级 关 系 内 的 矛 盾 定 位”（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ｏｒｙ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ｃｌａｓ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１９）。显然，这种强调支配权力的阶级概念有着浓厚的韦伯主义色彩。韦伯

和涂尔干在马克思以冲突为核心的阶级理论之外，发展出以权力支配或职业分工为核心的

“社会整合”理论（李强，《十讲》４６）。与马克思生产关系决定阶级地位的想法不同，韦伯认

为形成阶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权力关系至关重要；而功能主义者涂尔干则更为看重

职业分工。从表面上看，这两种理论似乎更加贴近现实，也能更好地解释现代社会结构中

人群的划分和阶层的变动。而在这两种理论框架中，中产阶级都是被当作缓和阶级冲突的

“缓冲层”来对待的（李强，《当代》１５６）。而这种三元阶级理论所描述的就是我们常说的“橄

榄型”社会：中产阶级被看作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和文化传承的中坚力量。
实际上早在２０世纪初期，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就不断有人试图解决经典马克思主

义二元阶级论与中产阶级现实的“困扰”，最早是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Ｅｄｕａｒｄ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
于１９０９年提出德国中产阶级是在扩张而非缩小。１９１２年和１９３７年德国社会学家莱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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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ｉｌ　Ｌｅｄｅｒｅｒ）两次指出，由职员和技术人员、办公人员构成的“新中产阶级”是一个具有特

殊利益的阶层（李强，《当代》１４４－４５）。接下来便是我们熟悉的米尔斯于１９５１年对“白领”
阶层的研究，和１９５９年达伦多夫（Ｒａｌｆ　Ｇ．Ｄａｈｒｅｎｄｏｒｆ）对中产阶级群体细致的划分（李强，
《十讲》５５）。此 外，戈 德 索 普（Ｊｏｈｎ　Ｇｏｌｄｔｈｏｒｐｅ）、普 兰 查 斯（Ｎｉｃｏｓ　Ｐｏｕｌａｎｔｚａｓ）和 吉 登 斯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Ｇｉｄｄｅｎｓ）分别就中产阶级问题出版了多本重要的研究著作（８６，２１７－３０）。
但是上述这些理论对于所谓的“中产阶级困扰”并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其中

遗留的主要理论问题有两个。其一是关于中产阶级内部的构成问题。李强指出，中产阶级

是否是一个“统一的群体”，吉登斯和戈德索普就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如果是一个统一

的群体，则中产阶级稳定社会功能就有了依据。如果中产阶级是个四分五裂的阶级，则本

身就矛盾重重，很难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当代》１４６）。于是，对中产阶级本身所进行的

描述性分类研究又回到马克思的起点，最终仍然需要对阶层之间的关系加以说明。中产阶

级介于社会上下层之间，它是整合了社会冲突，还是隐藏了更深刻的社会矛盾？这个“缓冲

层”在什么样的范围内才是有效的？对社会的稳定作用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成立？上述

理论对此并没有给出一个理想的答案。这种情况也应和了赖特对描述性阶级理论的批评，
他认为这种“根据贫富差距的变化”而“划分出的不同阶级类型”，如同“根据人口分布变化

而划分出的人口学类型一样”，不能给予我们对阶级本质的理解。因此他断言，这种“定性”
的讨论“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方法》９）。

实际上，三元阶级论 最 根 本 的 问 题，或 者 说 它 的 理 论 症 结，在 于 缺 乏 一 个 全 球 化 的 视

角。如果仅仅将人们的视野局限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内部，比如在西方发达国家之中，中

产阶级确实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但是一旦引进全球化的概念，也就是说，从全球

经济一体化的角度看待阶级问题，那么中产阶级的社会作用，它是否还是“缓冲层”，就需要

重新评估。可以这样说，中产阶级这个阶层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在发达国家内部，
它在某种意义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在上层和下层之间设置了一道防火墙。但在另一方面，
在世界范围内，它无法避免国家之间的经济冲突。而这种冲突，很多理论家认为是明显地

具有阶级冲突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产阶级是一种世界性的解决方案吗？也许它的

调和性仅仅是一种虚幻的社会现象？

在这里我们把问题转换为这样的表述：三元阶级论与二元阶级论这两种理论本身之间

的关系如何？而这种关系与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阶级状况的差异是否具有某种必然

的联系？实际上，三元阶级论从根本上说并非是一种对现存社会阶级状况的客观描述。相

反，三元论中的中产阶级观念只不过是对二元阶级结构的一种修辞性表述。它绝不是我们

的研究终点，而是起点。

三、世界体系理论与中产阶级

近年来在我国流行的世界体系理论，为我们重新理解中产阶级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沃勒斯坦（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的《现代世界体系》抛弃了现代性理论以时间为主轴，虚

构现代社会如何从传统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历史进步神话。它宣称，所有社会形态，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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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还是传统，都处 在 同 一 时 间 平 面 上。不 同 社 会 之 间 的 关 系 不 是 时 间 关 系（如 先 进／落

后、现代／传统、发达／不发达），而是一种空间关系。这是一种全球平面图上 的 核 心 与 外 围

之间的关系网络。核心地区指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地区，外围地区指非洲与其他地区的传统

社会。
世界体系理论的方法论背景就是结构主义。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词的含义不是由词

本身的性质，即它所代表的事物所决定的，而是由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对于沃勒

斯坦而言，发达地区不是独立的分析单位，不发达地区也不是独立的分析单位。发达地区

和不发达地区是表面不同而实质上互为依存的单位，是核心与外围的关系。如果没有不发

达地区，发达地区就不能存在，这与我们过去传统社会依赖现代社会启蒙的看法截然相反。
发达地区反而更加依赖不发达地区，就像黑格尔哲学中的主人，失去奴隶就无法生存。这

种非本质主义的“外因论”或“关系说”，是我们理解历史和社会现状的关键因素，也是我们

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差异看作是理解单个社会阶层的理论前提。世界体系内部的各个因

子，即各种不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才是理解单独一个国家内部的中产阶级的真正

钥匙。
中国自１９７０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经历证实了这一点。与其说中国主动去

融入世界，不如说世界体系根据自身补充营养和扩张的需要，将中国纳入这一体系之中，并

使之扮演了一个提供劳动力资源、矿产资源和产品销售市场的角色。没有这种资源和产品

在体系中进行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世界资本主义也就失去了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

体系中所有 社 会 都 是 现 代 的，无 所 谓 现 代 与 传 统。可 以 说，“历 史 上 只 存 在 一 个‘现 代 世

界’”（沃勒斯坦７）。在这个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整体格局中，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决定了这

个国家或社会是发 达 还 是 不 发 达。也 就 是 说，是 不 同 社 会 形 态 之 间 的 关 系 决 定 了 孰 为 现

代、孰为传统。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现象并没有因为中产阶级的出现而消失，它

只是以全球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阶级以民族和国家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当整

个一个民族都动员起来，比如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提供沃尔玛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商品之

时，工人阶级的内涵与 外 延 已 经 膨 胀 到 如 此 巨 大 的 幅 度，远 远 超 出 了 当 年 马 克 思 的 想 象。
美国历史学家弗兰克（Ａｎｄｒｅ　Ｇｕｎｄｅｒ　Ｆｒａｎｋ）在《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一书中，已经为我们

详细解读了拉丁美洲在世界经济体制中的位置是如何成为它的“不发达的根源”的（２６；多

斯桑托斯３３６－８３）；詹 姆 逊 也 曾 预 言，全 球 化 的 结 果 是 出 现 一 个“新 型 的 世 界 无 产 阶 级”
（２１７；糜海波，《国外》２１６－２９）。而伊格尔顿引用英国历史学家亨特（Ｔｒｉｓｔｒａｍ　Ｈｕｎｔ）的 话

说，“对于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这一事实，亨特的评论是：‘广东和上海的经济特区总让人

不免想起１９世纪４０年代的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伊格尔顿１７）。而我们身处其中，反而

对这样一个沉默不语的下层视而不见；也没有一个像狄更斯那样悲天悯人的作家，告诉我

们富士康１５连跳到底意味着什么。
如上所述，世界体系 中 的 核 心 国 家 与 边 缘 国 家 之 间 的 关 系 对 于 理 解 阶 级 问 题 至 关 重

要。由于全球化劳动分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将低端制造业的工厂外迁，并把科技信

息产业的低端部分外包，使中国大陆与东南亚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成为“世界工厂”。这就

是说，发达国家提供资 本，不 发 达 国 家 提 供 劳 动 力 和 自 然 资 源，在 世 界 范 围 内 进 行 商 品 生

产。不仅如此，发达国家在全球化生产中获取剩余价值之后，再通过货币等各种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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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发达国家通过劳动积累的财富进行再分配，以不为普通人所知的秘密方式进行财富转

移。比如，作为世界储蓄货币的美元与欧元就是转移财富的一种方式，所谓铸币税就是指

印钞国通过发行货币取得的巨额经济收益。在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中，国家之间的掠夺非但

没有因为战争的减少而终止，反而愈演愈烈，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对立观念现在以民族

与国家利益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巴西经济学家多斯桑托斯（Ｔｈｅｏｔｏｎｉｏ　ｄｏｓ　Ｓａｎｔｏｓ）指出，
国际冲突具有“阶级性”：“这不是两个国家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两个具有国际根基的社会

阶级之间的冲突以及由这两个阶级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２－３）。由此

可见，在当今世界上，阶级并没有消失。在全球化时代，只是阶级对立的形式发生了转变，
阶级作为人群发生了地理位移。

弗兰克将这种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共生关系称之为依附性积累；而印度籍经

济学家巴格沃蒂（Ｊａｇｄｉｓｈ　Ｂｈａｇｗａｔｉ）则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所造成的不发

达国家的持续贫困称之为“悲惨性成长”（或译“贫困化增长”；２０１）。这些学者从理论和事

实两个方面都证实了阶级概念的现代民族表现形式。弗兰克在南美诸国经济的研究中认

同“阶级分析从属于殖民地结构的分析”的论断，并提出“‘外部’交换对‘内部’生产或阶级

决定性的问题”（４，６，１１）。实际上，外包和低端制造业的利润极为低下，因为这些不发达国

家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被发达国家通过品牌、设计、物流、营销等一条龙产业整合而大

量攫取。不发达国家得到的一点打工费和贱卖资源的收入仅够维持生存，无力再从事高端

产业整合，这样的结果就是不发达国家沦为发达国家的依附性经济体。巴格沃蒂则描绘了

另外一幅悲惨的图景：不发达的贸易地区如果仅维持劳动力比较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与

发达国家的贸易最终将降低本国收入，并产生巨大的地区贫富差异，两极分化将不可避免。
实际上，弗兰克和巴格沃蒂所讨论的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现象的现代版

本。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 济 学—哲 学 手 稿》中 谈 到 劳 动 异 化 时 说，劳 动 者 所 创 造 的 产 品 越

多，他的对立面就越强大，他的境况就越悲惨（４５）。贫富分化现象是资本主义体制内部的

必然性矛盾，并不会因为发达工业国家的进步而结束。相反，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使这种贫

富分化现象扩展到全球，形成更大的规模，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
由此可见，由于全球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工人阶级“外包”到不发达国家，将不

发达国家的整个民族都变成了工人阶级。同时，发达国家通过金融运作再将不发达国家那

点可怜的血汗钱以债务的形式转移回来，以贷款的形式发放给本国居民，使发达国家内部

的工人阶级也成为有房有车的一族，或是报酬优渥的白领。总之，发达国家力图让本国全

体国民上升为中产阶级。李强在评论世界体系理论时指出，“经济发达国家可以形成一个

庞大的中产阶级，而这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经济支撑，恰恰是经济不发达国家剩余价值的

转移。而经济不发达 国 家 则 由 于 转 出 巨 额 的 剩 余 价 值 而 形 成 了 巨 大 的 底 层 社 会。”因 此，
“大量剩余价值通过不平等交换输送到了核心国家，其结果是我们为富裕国家培养着中产

阶级，而形不成中产阶级在本国的主体地位”（《十讲》７７－７８）。这无疑是目前我国对于中产

阶级问题最为尖锐而深刻的见解。
所以说，孤立地看待中产阶级，或仅仅以其收入、工作性质与生活方式对其进 行 界 定，

永远不能了解中产阶级的真相。这就像本质主义从事物的内部探讨事物的性质，完全不可

能理解这个事物的实质。从实体的角度研究中产阶级，虽然在微观的社会学和统计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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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价值，但是从宏观理论上看，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结构主义的视角，从而真正理解我们

在世界经济体制内的位置和状况。前面提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中只有工人阶级

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中产阶级这一中间项并不重要。依附性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关于全球

范围内劳动分工和资源配置的观点，以及美元铸币税在世界范围内转移财富的现实，说明

中产阶级是全球化劳动分工的产物，是世界经济结构化的结果。韦伯／涂尔干关于阶级的

描述性分类理论说明的只是一国内部的阶级状况，他们无法说明中产阶级在国家之间的游

走和转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无法再将中产阶级仅仅理解为一个实体。新的理解方式

必然更加重视中产阶级观念形成的“外部原因”，并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探讨它的形成过程。
也就是说，我们要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关系说”和“冲突论”为基础的阶级概念进行心理学

补充。中产阶级并非如我们所善良地想象的那样，是解决贫富分化的有效方案。相反，中

产阶级现象具有某种虚假性，从心理分析角度上说构成了一种虚幻的现实。从地球资源的

角度看也是如此。根据西方社会学者杜宁（Ａｌａｎ　Ｄｕｒｎｉｎｇ）的统计，如果整个世界的人口都

变成中产阶级，即以美国工人阶级的“贫困线”为标准（１０），有一般的住房与汽车，那就要消

耗７个地球的资源：“全球环境不可能支持我们当中的１１亿人像美国消费者那样生活，更何

况５５亿人或以后至少可达到的８０亿的人口？”（８）虽然这只是一种简单的估算，需要进一步

的量化数据，但就现阶段而言，中产阶级的中国和中产阶级的非洲几乎都是一个不可能的

概念。可是我们却固执地抱有这一幻想，像卡列班（Ｃａｌｉｂａｎ）一样不能接受丑陋的现实而执

意追捧中产阶级观念，这到底是为什么？

四、中产阶级观念作为整合现实阶级矛盾的幻象

至此，我们的讨论已经从对中产阶级的描述与统计、西方中产阶级崛起与经典马克思

主义阶级理论的矛盾、世界经济范围内中产阶级的地理位移，到最后一个问题，即如何理解

我国中产阶级观念与中产阶级现状之间的落差，或者说，观念与现状之间是什么关系。显

然，这两者不是一种同一性关系。中产阶级观念泛滥于大众传媒、影视作品、通俗文学和日

常生活品味之中，形成一种强大的“中产话语”（凌燕２３３－４２）。而中国城市化集中在沿海城

市和内陆省会城市，如果除去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实际的城市化率远远不能达到现在公布

的５０％。对于这样一个比率，“中产阶级写作”可谓规模庞大。“从白领到成功人士，从小资

到ＢＯＢＯ族、ＩＦ一族”，即所谓“国际自由人”，“媒体的喧嚣”使他们“成为一个处处可见的

大众化群体”（凌燕２４２）。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中产阶级作为实体的相对弱小。戴锦

华指出，中国的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在尝试‘喂养’、构造中国的中产阶级社群”：“种种话

语实践凸现着一个形成之中的阶级文化；但除却优雅宜人的中产阶级趣味与生活方式，确

乎处在阶级急剧 分 化 中 的 中 国 社 会 状 况，却 成 了 一 个‘不 可 见’的 事 实”（３７）。何 晶 认 为，
“中产阶层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群体，而是媒体依照自己的观察和想象在文本中建构起‘中

产阶层’的形象”（５）。凌燕宣称，“当下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是生存于当下的社会现实中，而

是隐现于传媒中”（２４３）。可见人们几乎一致地看到，中产阶级观念在中国过于超前，远远

大于现实。
为了解释这一观念与现实的落差，我们要引用拉康的精神分析概念———幻象。幻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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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能够把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连接起来的粘合剂。在幻象中，人

们试图用心理现实去整合物理现实。不过理解拉康幻象概念的作用还要从弗洛伊德（Ｓｉｇ－
ｍｕｎｄ　Ｆｒｅｕｄ）谈起。弗洛伊德在《超越唯乐原则》中描述了一种“噢嗒”游戏：他的一岁半的

孙子十分“依恋他的母亲”，但当他母亲不在时却“从不哭叫”，而是自己玩一种游戏：

　　　　这孩子有一只木制的卷轴，上面缠着一根绳子，他从未想到可以将这只卷轴拖在

地板上，比如当作一辆车子拖着玩。他只是抓起系在木轴上的绳子，提起木轴 然 后 熟

练地将它扔过用毯子蒙着的、自己的小摇床的栅栏，使木轴消失在小床里。与此同时，
他嘴里喊着“噢—噢—噢—噢”。然后又抓着绳子把木轴从小床里拖出来，嘴里还一面

高兴地叫着，“嗒！”（“在这儿”的意思）于是这就构成了一个完整 的 游 戏———丢 失 和 寻

回。（《后期著作选》１２）

弗洛伊德的结论是：线轴替代了母亲，在重复母亲缺场的不愉快经验中得到乐趣（１４）。拉

康则更进一步，认为这种替代物就是语言。“噢嗒”游戏是语言习得的开始，是向符号界过

渡的边界。儿童用语言符号的在场和缺场取代了母亲的在场与缺场。语言把自我带进一

个全新的、由符号编织的网络世界之中。拉康是这样评价“噢嗒”游戏的：“这就是符号界的

切入点；符号界在幼儿主体形成之前便已存在，而他必须将自己结构化，并与之保持一致”
（ｃｒｉｔｓ　２３４）。从此我们进入了语言、一个名副其实的虚拟世界。一切事物均不在场；符号

界的运作仅仅是空 转。斯 威 夫 特 在《格 列 佛 游 记》中 风 趣 地 断 定，如 果 我 们 不 用 语 言 取 代

物，生活将是多么不方便。格列佛参观“伟大的拉格多科学院”时发现，那里的教授正在进

行语言改革（１５５－６０）。改革者认为，“既然词只是事物的名称，那么在谈论某一件事的时候，
把表示意见时所需要的东西带在身边，不是更来得方便吗？”（１６１）于是，人们开始用实物进

行交谈。格列佛在街上“常常看到两位学者被背上的重荷压得要倒下去，像我们的小贩一

样。他们在街上相遇的 时 候，就 会 放 下 负 担，打 开 背 包，整 整 谈 上 一 个 钟 头。谈 完 了 话 之

后，才把谈话工具收起，彼此帮忙把负荷背上，然后才分手道别”（１６２）。
斯威夫特在这里要说明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结构主义观点：语言取代现实；事物可以由

词汇表达；因此语言的世界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不仅如此，这个虚拟世界还造就了一个新

的主体、一个被说出的主体，与说话者这个主体相分裂，人从此一分为二。古希腊喜剧家阿

里斯多芬认为宙斯“把人截成两半，像截青果做果脯和用头发截鸡蛋 一 样”（朱 光 潜２０５）。
拉康的精神分析认为，语言使人成为一个“分裂的主体”，从此意识和无意识在永恒争斗，于

是悲剧开始上演。
“拉格多科学院”的教授们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觉得语言有损于健康。教授们谈到语

言改革的缘由：“我 们 说 出 一 个 词 来 多 多 少 少 都 会 侵 蚀 肺 部，结 果 就 缩 短 了 我 们 的 寿 命”
（１６１）。弗洛伊德从强迫重复机制中引申出死亡本能的确关系到“寿命”；而拉康所描述的

语言伤害却远远超出“肺部”。拉康所用的概念是弗洛伊德的“阉割”（ｃａｓｔｒａｔｉｏｎ）。弗洛伊

德在《儿童性理论》中提出“阉割情结”（《文集》７４），这是一种对父亲的威胁和惩罚的恐惧心

理，也是与父亲认同并顺利通过俄狄浦斯情结的心理动力之一。在弗洛伊德那里，这是一

种象征性的说法，并无实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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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拉康改造了弗洛伊德阉割概念的内容。他把父亲变成“父亲之名”，把阳具变成“菲

勒斯”（Ｐｈａｌｌｕｓ），把阉割看作是进入语言的必要程序，与“噢嗒”游戏的作用等量齐观。在这

里，阉割与现实原则结合了起来，成为一种更为广义的压抑。在拉康那里，菲勒斯是与另外

一个形象相联系的，而阉割成为一个具有切肤之痛的事实。拉康用《威尼斯商人》中的“一

磅肉”的隐喻把阉割描述成一个血淋淋的事件：“一块血淋淋的残状物萦绕在这一刀切下去

的时刻：那是生命为将自己转化为众多能指中的一个而付出的一磅肉。它永远地失去了，
对于想象界的身体来说，它再也不可能复原。就像碎尸万段的奥赛里斯（Ｏｓｉｒｉｓ），他熏香的

身体被拼复之后，那个菲勒斯还是不见了”（ｃｒｉｔｓ　２６５；《选集》５６９注１）。
对于拉康来说，菲勒斯就是那一磅肉。这就是拉康对于“噢嗒”游戏充满感性和悲剧性

的理解。弗洛伊德看到的是从符号游戏中得到的快乐，而拉康看到的则是人体为此付出的

痛苦，即为语言———“众多能指”———所付出的代价。符号界这一刀彻底切断了幼儿和母亲

之间和谐共生的纽带，人从此之后便开始寻寻觅觅，拼命要找回那失去的东西，就像阿里斯

多芬那个被劈开的人，“这一半想念那一半”：他们想要“恢复原始的整一状态，把两个人合

成一个，医好此前截开的伤痛”（朱光潜２０６）。然而对于拉康而言，这一完整的时刻是再也

回不来了。我们所找到的一切东西都是替代品。无论是一个物品、一份工作、一项事业、一

种学问或其他，从本质上说都没有区别，都是那“一磅肉”的替代物。因此它们好像是你想

要的，可是又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因为一旦拥有，你就可以看出它们什么都不是，仅仅是赝

品而已。它们所带来的满足，是身体在结构化之后产生的效果，从根本上说这种感觉不过

是随时变换的镜花水月。拉康把这寻而不见的东西称之为对象ａ（ｏｂｊｅｔ　ｐｅｔｉｔ　ａ）。它既是

一个小他者、一个具体的物，又附着了某种神秘存在、一种剩余。就像距离产生美的悖论，
一旦接近美 的 对 象，它 所 具 有 的 美 感 便 消 失 得 无 影 无 踪。拉 康 将 此 称 之 为“客 体／原 因”
（ｏｂｊｅｃｔ－ｃａｕｓｅ）：它既是对象，也是对对象产生欲望的原因。这个原因的形成，就在人进入语

言的那一刻（Ｆｉｎｋ　８３－９７；吴琼６５８－８５）。
对象ａ的理论使我们不得不考虑现实中事物的真实性。如果我们在生活中拥有的东西

都是一种替代品，只有心理学的意义，那么结果就是弗洛伊德将世界分为物理现实与心理

现实（霍默１１６）。关于这两个世界我们可以有多种类似的表述：物质世界／精神世界、社会

生活／意识形态等。关于前者，这个物理世界，结构主义者已经说了很多。索绪尔和斯威夫

特坚持认为，语言挖空了现实。表面上看词与物一一对应，但实际上这是现实被结构化的

结果，强调两者之间是差异性关系而非同一性关系是他们的理论前提。我们还知道，鲍德

里亚（Ｊｅａｎ　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ｒｄ）把这一符号学原则扩大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包括物品、商品、劳

动、生产和媒体。鲍德里亚把人类生存的一切方面都彻底符号化、网络化、虚拟化。符号系

统之外别无一物，一切均是类像和仿真，他把这种虚拟化的社会生活称之为“超现实”（１７１－
７２）。

然而在“超现实”中，主体的位置在哪里呢？后结构主义者各有说辞：阿尔都塞认为主

体成为意识形态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福柯认为主体取决于社会权力关系的网络；本维

尼斯特（Ｅｍｉｌｅ　Ｂｅｎｖｅｎｉｓｔｅ）说“我”这个主体仅仅是一个转换词（Ｓｈｉｆｔｅｒ），在语言中位置变

来变去，不指称任何一个实体（２９６）。但后结构主义者忽略了一点：虽然他们对主体在符号

界的状况描述得准确无误，但却无法解释主体进入符号界时那种拉康式的痛苦，或弗洛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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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式的快乐。他们仅仅关注主体构成后的结果，却没有说明主体在构成过程中的感受。实

际上，正是在这种个人的心理感受中，心物二元论的分裂可以统一起来：心理世界整合物理

世界，意识形态反作用于个人生活。
众所周知，胡塞尔的现象学要求把康德那个未经认知结构整合的“物自体”，或物理世

界，通过“加括号”的方式储存起来，仅仅“谦逊地”研究呈现在我们意识之中的世界。我们

可以把这一呈现理解为一个历史过程。正是由于我们的生活实践，某种东西成为对象和客

体进入我们的视野。对福柯而言，西方在１７世纪之后文学成为客体进入人们的视野。对于

马克思而言，劳动实践使自然成为人的对象。某种石头作为钻石进入我们的视野，这在从

猿到人之后才有可能。但对于拉康而言，这种进入心理世界的东西是不真实的：因为它行

使替代品的功能，所以它是假的。这构成一系列后结构主义式悖论中的一个：尼采认为真

理是谎言的最高形式；王尔德认为自然是修饰的最高形式；齐泽克认为真诚是虚伪的最高

形式；同理，中产阶级钟爱的钻石是赝品的最高形式。
关键的问题是，这两个世界是如何粘合起来的？心与物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在日常生

活中，正常的人就是那些能够成功地将两者融为一体的人。而对于有心理疾患的人，这两

个世界则是对立冲突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分裂。精神分析理论对此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

的解释，拉康和齐泽克用“缝合”（ｓｕｔｕｒｅ）这一概念描述这种结合。缝合是我国学者普遍接

受的译法，它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整合。整合就是围绕着空无（拉康的实在界）创造

出一个以现实的面貌呈现出的心理世界（拉康的符号界）。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创造出一片

属于自己的天地，不过这个“自己的天地”是幻象。齐泽克在《幻象的七重面纱》一文中专门

谈到幻象具有的多样性特征，认为幻象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式”，“每个人都以他

自己特有的方式发明一种幻象”（１９１）。每个人都有幻象的私人配方，每项爱情都有自己的

品位。没有所谓最好的生活，仅仅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整合世

界的方式。齐泽克称之为康德式的“先验图式”（１９１），不过区别在于，这是一种极为个性化

的图式。从认识论角度看，我们借助一种模式，如康德的“范畴”（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福柯的“知识

型构”（ｅｐｉｓｔｅｍｅ），或库恩（Ｔｈｏｍａｓ　Ｋｕｈｎ）的“范型”（ｐａｒａｄｉｇｍ），来认识这个世界。但从存

在主义角度看，我们还通过它们在这个世界生存。
齐泽克认为幻象有如下功能：“幻象场景模糊了真实情景的恐怖，我们无视社会中无所

不在的对抗而沉 溺 于 这 样 一 种 想 法：社 会 乃 是 一 个 团 结 协 作 且 充 满 凝 聚 力 的 有 机 整 体”
（１９０）。用拉康的术语说，幻象就是符号界对实在界的排除、屏蔽和加密。实在界中的原始

创伤、分裂冲突、死亡本能必须由幻象来祛除。幻象掩饰了实际的利益争斗和原始空无，弥

合了实在界在生活中显示出的裂缝。但这种整合是如何完成的呢？

周国平在《哲学家或中蛊者———记一个为思想而痛苦的农民》一文中记述了一 个 妄 想

型精神症患者用幻象整合自己生活的方式。“他是典型的民工”，但他却“强烈地感觉到自

己是一个先知式的哲学家”。他在现实中是“如此落魄”，却不断爆发出解释世界的“强烈的

责任心”，并写下“充满巨大使命感和悲剧感的极其真诚的大话”。哲学是他的“精神之光”，
“穿透宇宙这古老而永恒的存在”，使他“找到了生命的真正意义之所在”，并摆脱了“死的问

题的困扰”。他要“为人类找到一个坚实的支点”（１０８－１４）。可 惜 这 仅 仅 是 他 一 个 人 的“支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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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精神分析的术语表述，这种“精神之光”，即作为形式而非内容的哲学，就是他的生活

幻象的缝合点，我们可以称之为“精神创可贴”。他和正常人的区别是量的不同而非质的不

同。他所要整合的东西过于宏大，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和知识范围。而我们在日常生活和

平凡工作中所实现的自我则使两个世界的粘合天衣无缝。因此幻象必须通过真实的生活

元素，即真实的人与物，来实现。幻象把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粘合起来，整合成为一种有意

义的生活方式。齐泽克将上述“支点”称之为“幻象支撑”，类似我们所说的“精神支柱”。所

以幻象并非弗洛伊德在狼人、鼠人和小汉斯诸病例中所描述的那些幻觉，幻象也不是拉美

魔幻现实主义和卡夫卡小说中的艺术变形和想象。幻象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幻象压抑

了农民工生存状态的真相，对他显示出思想生活中光明灿烂的一面。
农民工的两个世界所对应的正是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之间的否定性关系。农民工生

活那种无以言说的痛苦，正是以普遍性的哲学概念表达出来，两者具有内在的联系。这种

苦难也是吸引周国平并使他理解农民工哲学的真正根源，但两个世界差距是如此巨大，它

们之间的心理张力是如此戏剧化。阿尔都塞要求批评家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从外部看出

意识形态的想象性内容。马舍雷和伊格尔顿要求批评家在文本的空白之处搜索，发现作者

没有说出的东西，而周国平履行了这些职责。他从农民工书信里和哲学文本中的只言片语

发现了他所身处的、无法言说的、难以符号化的世界。他也找到了两者之间的联系：那就是

农民工哲学是其生活状态的否定性折射，是对死亡的规避，是一种无意识，是对实在界的转

喻式修辞。但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令人唏嘘的悖论：农民工的生活只有纳入周国平的视野，
进入那种审美的、普遍性的、标准的中产阶级话语，才能获得表达。用马克思的方式说，农

民工无法表述实在界中的自己，他只能在中产阶级的符号界中被表述。但无论如何，正如

弗洛伊德所言，压抑下去的生活真相总会顽强地返回到话语层面。

五、中产阶级作为资本扩张的能指和全球化阶级冲突的转喻

当今媒体所宣称的中产阶级生活正是具有这样的幻象特征。如果说农民工的哲学具

有强烈的幻象性质，掩饰了他实际生活中的困苦，那么中产阶级整体生活作为观念也是对

某种社会冲突的屏 蔽。传 统 观 点 认 为，中 产 阶 级 消 除 了 传 统 的 阶 级 二 元 论 而 变 为 社 会 中

坚。中产阶级崛起的结果是阶级三元论的流行，人们预期阶级对立将会消失。由于教育的

普及、科技的发达，中产阶级可以更高效地工作并创造更多财富。中产阶级将传统的劳资

矛盾转化为科技与自然、教育与效率的矛盾。也就是说，中产阶级观念把人际关系还原成

人与自然的关系，弱化了阶级冲突概念，成为一种以现代化纵深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出路和

解决方案。中产阶级 因 而 也 获 得 了 一 种 普 遍 主 义 性 质。中 产 阶 级 所 信 奉 的 理 念，如 现 代

性、审美性、生活品味，也是一种全人类可以共同享有的思想财产。中产阶级不仅是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人们普遍的生活方式，更是不发达国家和民族的社会理想和未来。中产阶级不

仅消除了阶级差异，也消除了民族界限。所有的利益之争都转化为向自然、科技、管理、效

率索要财富的努力。
然而正是在这种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普遍化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被幻象排除在外的阶

级冲突和利益争斗。中产阶级得以成立，就在于上述全球化财富的转移和跨国界的阶级配

·２１１·

２０１６年　　　　　　　　　　　　　　　　　　外国文学　　　　　　　　　　　　　　　　　　第２期



置。中产阶级幻象以阶级三分法掩盖阶级二分法的现实，并以此阻止实在界向符号界的入

侵。把中产阶级看作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群体，而不是把它看作是一种全球化阶级关系的表

述，其结果就是把阶级冲突封存在实在界而维持现实生活中的幻象。其实，所有关于中产

阶级的规模、收入、财产、性格、品位、习俗等种种社会学指标的统计，仅仅是关于中产阶级

幻象支撑因素和边界的描述。对中产阶级的实体分析屏蔽了全球化生产关系的真相，当然

也无法解释中产阶级消长本身。在世界体系中，西方国家阶级的消亡实际上表现出阶级概

念的复杂性和全球化。中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观念，从总体上看具有不可能性和虚构性。
因为根据世界体系的要求，世界上有些地区不可能现代化。现代化与非现代化地区相互依

存，发达经济与不发达经济相互补充，两者不可或缺。世界体系就是要预置一个贫富分化

的经济格局，因此中产阶级只是少数人的奢侈品，难以惠及全世界。而现代化也许只是少

数人的事业，中产阶级理想只是少数人利益的实现。那么把中产阶级文化观念灌输给不发

达国家和地区的人们，让他们在想象中生存，在幻觉中劳动，则可以维系这一全球化的劳动

分工体系，让低端制造 业 国 家 的 从 业 者 天 真 地 相 信，总 有 一 天 可 以 到 达 那 个 光 明 的 彼 岸。
现代化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阶级概念，一个隐藏着贫富分化、阶级对立、民族对立

的概念。因此中产阶级的理想生活，只是一种对全球化阶级冲突的幻象式解答。用齐泽克

的术语说，中产阶级观念是一道精神屏障，是主体对阶级冲突这一实在界的应答。
因此，中产阶级概念本身就镌刻了阶级对立与利益冲突的社会内容，只是这种冲突是

在中产阶级观念的背后，以全球化的形式曲折地表现出来的。可以说中产阶级意识形态与

资本全球化扩张具有某种结构上的平行对应，三元阶级论与二元阶级状况互为表里。用戈

德曼（Ｌｕｃｉｅｎ　Ｇｏｌｄｍａｎｎ）和布迪厄（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的术语说，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某种

“结构同源性”（Ｈｏｍｏｌｏｇｙ；Ｇｏｌｄｍａｎｎ　７；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１７５）；阿尔都塞和詹姆逊则称之为“结

构性因果关系”（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Ｊａｍｅｓｏｎ　２４）。而拉康和齐泽克告诉我们，这种关系

不是以观念与实在界的相同而是以两者的差异表现出来。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与

狄更斯的区别：文化与现实的关系不是同一性关系，而是差异性或否定性的关系。可以说

中产阶级概念所否定的是一种深藏的阶级冲突，即全球化条件下的民族利益冲突，因此中

产阶级三元论不过是二元论阶级冲突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产阶级不

是一个实体，而是在资本的推动下，阶级等级在全球扩散的结构化效果。中产阶级观念可

以称之为这种全球化阶级结构的能指或修辞，而消费文化中的中产阶级品味，正是这种修

辞构成的审美幻象。
因此中产阶级生活作为幻象是一种全球贫富人群之间阶级关系的转喻。西方中产阶

级产生的根源不在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而在不发达国家和世界上其他贫困地区。中产阶级

的生活趣味，是审美被资本所渗透的文化表现。中产阶级审美风尚虽然与德国古典美学的

审美解放理想一致，但与全球经济格局中的边缘性国家的整体利益并不一致。中产阶级概

念作为幻象，是全球化时代无处不在的东西方冲突、南北冲突、经济冲突等各种矛盾现象的

修辞性掩饰和“想象性解决”（Ｂａｌｉｂａｒ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ｅｒｅｙ　８８）。质疑中产阶级观念的普遍性，穿

越三元阶级论的幻象，认同我们在二元阶级结构中的位置，就是拒绝以修辞和想象的方式

解决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对立的问题。因此，中产阶级作为观念，而非实体，更要引起我们的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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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纪念我国杰出的文艺理论家、教育家、散文家童庆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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