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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拜物教的理论溯源、当代显现与矫正路径

何铭源,3240104481
摘要： 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指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被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虚幻形式所掩盖。本

文将从商品拜物的提出，内涵与时代意义分析商品拜物教这一概念，深入探讨其内涵，并消解拜物教的迷雾，促进

社会向更公正、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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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商品拜物教的起源

卡尔·马克思提出的“商品拜物教”概念，植根于 19 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历史土壤及其对古典政治经
济学的深刻批判。

1.1 19 世纪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图景

19 世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取得支配地位并引发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的时代。工业革命是这一时期最显著
的特征，它彻底改变了物质生产的面貌1。这种转变的核心在于，生产的目的不再仅仅是为了满足生产者自身的需求，

而是为了在市场上进行交换，即商品的普遍化生产2。

与生产方式变革相伴的是社会阶级结构的重塑。工业革命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催生并巩固了两大对立的社会阶

级：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和除了自身劳动力外一无所有、必须出卖劳动力以换取工资的无产阶级。这种阶级关

系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它规定了社会财富的生产与分配方式。这一时期的经济局面，尤其是在英国，为资

本主义的兴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技术改良迅速扩大了劳动生产率，并带来了大量增加的无产阶级队伍和广阔

的投资范围。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 19世纪资本主义的另一关键特征。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盛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
作用，商品生产和交换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在这种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日益被商品交换关系

所中介。然而，这种新型的社会经济形态也带来了新的社会矛盾和认识上的迷雾。大工厂制度使得商品似乎脱离了

具体的生产者而独立存在，市场交换的匿名性使得劳动者与最终消费者之间的联系变得间接和模糊。传统社会中相

对透明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被复杂的商品交易所掩盖。正是这种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

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物化现象，构成了马克思提出商品拜物教概念的直接历史背景。新的社会现实要求

一种新的理论工具来揭示其内在的运行逻辑和被遮蔽的本质。

这种 19 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带来的生产与社会生活的剧变，使得支撑经济活动的实际人类劳动和社会互动变得
日益模糊。大规模生产、匿名市场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分离，使得人们难以直接感知经济活动的社会本质。古典

政治经济学虽然分析了市场机制，但未能充分揭示这种社会关系的神秘化。因此，马克思需要“商品拜物教”这一

概念来诊断这种新的社会“盲点”或幻象，即人际关系表现为物际关系。这不仅仅是对价值的观察，更是对资本主

义如何重构人类感知和社会理解的深刻批判。

1.2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概念的引入

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是在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深入批判的过程中形成的。他并非凭空创造此概念，而

是借鉴并转化了既有的思想资源。马克思认为，拜物教是“感性欲望的宗教”，幻想使得拜物者相信无生命物体能满

足其欲望。

马克思在 1867 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商品”的第四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中，正式
提出了商品拜物教的概念。他运用这一概念来阐释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的社会组织如何体现在商品的买卖过程中。

马克思指出，一件商品“乍看起来是一个极普通、极平凡的东西。但是，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个充满形而

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的东西”3。他借用“拜物教”来批判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将资本主义的经济范

畴（如价值、货币）视为永恒的自然属性，从而掩盖了其历史性和社会性。

马克思之所以选择“拜物教”这一源于宗教学研究的术语，具有深刻的修辞和分析意图。通过将商品与“物神”

相联系，他意在揭示在以理性、科学自居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着一种类似原始宗教崇拜的非理性现象。资本

主义宣扬其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但马克思观察到，在这个体系中，商品本身似乎被赋予了一种神秘的、超

自然的力量。正如在宗教拜物教中，人创造出来的偶像或图腾反过来被当作具有独立意志和超凡能力的神物来顶礼

膜拜，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劳动的产品——商品——也似乎获得了独立于其创造者的固有价值和自主运动的魔力。

这暗示着资本主义的运行，尽管其外表理性，实则深藏着一种颠倒的意识形态。

1第七章工业革命与十九世纪[EB/OL]. [2025-05-07].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dobb/1946/07.htm.
2第七章工业革命与十九世纪.
3马克思卡尔. 资本论: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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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心内涵与理论意义

商品拜物教是马克思用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关键概念之一。它不仅描述了一种经济现象，更揭示了一种

深刻的社会关系异化和意识形态迷雾。

2.1 定义：社会关系的神秘化

马克思将商品拜物教定义为：在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采取了物与物之间关

系的虚幻形式，使得这些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商品本身所固有的、超乎自然的属性。简言之，就是“人手的产

物”转变为似乎“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商品拜物教的核心在于“遮蔽”，

即商品世界的物的关系掩盖了其背后的人的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4。

2.2 机制：物化与异化

商品拜物教的形成机制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异化和物化现象紧密相关。

首先，在商品交换中，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和生产者本身往往是不可见的。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商品时，通常

只接触到商品本身及其价格，而生产这些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劳动条件以及劳动者的具体身份都被掩盖了。商

品的价值似乎是商品自身固有的，而不是产生于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劳动。

其次，价值被视为商品的内在属性。经济价值，在商品拜物教的观念下，被心理上转化为（物化为）物品本身

客观具有的属性。人们相信商品天生就值那么多钱，而不是认识到其价值源于生产它的人类劳动和社会关系。

这种现象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密切相关。当劳动产品作为商品被生产出来，并被赋予了拜物教的神秘

性之后，商品就成为一种同生产者相“异己”的东西，反过来支配着生产者自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劳动

产品不属于工人，而属于资本家；工人的劳动活动也非自主自愿，而是被迫的谋生手段。生产者劳动的社会性不是

在生产者自身那里直接体现，而是在流通领域中通过资本家的买卖行为间接体现。

2.3 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意义

商品拜物教理论在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1) 它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正是从分析商品的二重性及其拜物教性质入手，逐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

和运行规律的。不揭示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就不可能完全了解商品的价值。 

(2) 它与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相连。

商品拜物教并非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而是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特定历史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

马克思通过将其与封建社会进行对比，指出在封建社会中，人身依附关系是社会的基础，劳动及其产品无需采

取与其现实不同的虚幻形式，社会关系表现为个人关系，而未被伪装成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商品的

存在是历史的，拜物教是资本主义产物；商品生产被消灭了就没有拜物教，资本主义必将灭亡。

(3) 它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机制和意识形态功能。

商品拜物教通过将商品的价值神秘化，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价值似乎源于商品本身或资本的

魔力，而非工人的无偿劳动。这种观念上的颠倒，使得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显得自然合理，从而起到了维护资

本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作用。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就是要“釜底抽薪”式地揭露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及其整

个社会运动的矛盾和归宿。

4郑宇恒. Fetishism and Materialized Humanity—From the First Volume of Capital[J/OL].哲学进展 [Advances in Philosophy], 2022, 11(6)(2022-12-27).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6363. DOI: 10.12677/ACPP.2022.116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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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1 世纪的商品拜物教

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洞见，在 21 世纪的今天不仅没有过时，反而以新的形式持续显现，并对社会生活的各
个层面产生深远影响。深入分析其当代表现、社会冲击，并探讨可能的矫正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1 商品拜物教的当代表现

在当代社会，商品拜物教的幽灵渗透于消费文化、数字领域乃至金融市场，其表现形式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而不断演化。

(1) 消费文化与品牌崇拜

当代消费社会是商品拜物教泛滥的温床。对品牌的狂热追逐便是一个突出表现。路易威登、香奈儿、苹果等品

牌的产品，其高昂价格往往远超其实用价值，但消费者依然趋之若鹜。这不仅仅是对商品本身的追求，更是对

品牌所承载的社会地位、品味、身份认同等象征意义的迷恋。

(2) 数字资本主义与社交媒体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为商品拜物教提供了新的舞台和表现形式。

a. 网红经济与影响力营销
“网红”本身被商品化，其个人形象和生活方式成为吸引流量、推广商品的工具，其创作内容往往屈从于资

本逻辑和商业利益，而非纯粹的自我表达。网红通过展示特定商品，将其与理想化的生活方式相关联，进

一步模糊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符号价值，强化了商品的拜物教性质。

b. 虚拟身份构建与在线炫耀性消费
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精心构建和展示理想化的虚拟身份，而消费特定商品、体验特定服务成为塑造这种身份

的重要手段。对奢侈品、潮流单品、高端体验的在线展示，不仅满足了个人的虚荣心，也加剧了社会比较，

将物质占有与社会声望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

c. 数字拜物教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一种新的拜物教形式——“数字拜物教”开始出现。人们崇拜

的不再仅仅是具体的物质商品，而是“数字”本身，包括数据、算法、数字技术平台等。这些数字化的存

在似乎拥有了独立的意志和力量，能够影响甚至决定人们的生活，而其背后的人类劳动、社会关系和权力

结构则被掩盖了。数字音频、影像等也成为新的消费品，其价值同样可能被神秘化。

3.2 商品拜物教持续存在的社会影响

商品拜物教在当代社会的持续存在，对个体、社会乃至整个生态系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负面影响。

(1) 价值观扭曲与物质至上

商品拜物教极大地助长了物质主义价值观。在消费社会中，个人成功、幸福感乃至自我价值越来越多地与物质

财富和商品占有挂钩。金钱和商品成为衡量一切的主要尺度，导致精神追求、人际情感等非物质价值的贬抑。

人们通过购买名牌商品来展示社会地位和品味，品牌成为身份的象征，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的扭曲。

(2) 异化、社会疏离与心理困扰

a. 劳动异化与自我异化
在商品拜物教逻辑下，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乃至自身本质的疏离感加剧。工作更多地被视为谋

生手段而非自我实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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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人际关系物化与社会疏离
当商品成为社会交往的主要媒介，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联系和情感交流趋于淡化，社会关系被物化的交换关

系所取代，导致个体孤独感和社群解体。

c. 心理焦虑与幸福感缺失
将自我价值建立在不断变换的商品之上，容易导致持续的焦虑、不满足感和空虚感。消费选择本身也可能

因信息过载和攀比心理而变得令人疲惫。对物质的无尽追逐反而可能削弱真实的幸福感。

(3) 加剧社会不平等与阶层固化

a. 身份标识与区隔
能否拥有和消费某些被高度符号化的商品（如奢侈品、特定科技产品）成为区分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志，进

一步强化了社会分化和不平等。

b. 精英利益的维护
商品拜物教所驱动的消费模式和经济结构，往往更有利于掌握资本和生产资料的经济精英，巩固其社会经

济地位。

3.3 减轻和纠正商品拜物教的策略

鉴于商品拜物教的深远影响，探讨如何减轻其负面效应并引导社会向更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至关重要。这

需要多层面、多途径的努力，涵盖个体意识、文化观念、社会政策和经济模式的转变。

(1) 教育途径：

a. 培养批判性思维与媒介素养
教育体系应着力培养公民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媒介素养，使其能够辨别和解构广告宣传、营销策略中的操

纵性信息，理解商品符号价值的建构过程，从而做出更自主、更理性的消费选择。正如马克思所言，科学

的发现虽然不能驱散空气的表象，但理性探究可以揭示其本质。

b. 伦理消费教育
将消费伦理、可持续发展等议题纳入教育课程，引导学生思考消费行为的社会、环境和伦理后果，培养负

责任的消费者。

(2) 文化运动与生活方式变革：

a. 理性消费与可持续生活方式：倡导有意识的、审慎的消费行为，鼓励消费者关注产品的生产过程、环境足
迹和真实需求，而非盲目追求数量和新奇。

b. 极简主义与去增长：极简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主张减少不必要的物质占有，关注生活本身的质量而非
物质的堆砌。去增长运动则从更宏观的层面挑战以无限经济增长为目标的传统发展模式，提倡缩减物质生

产和消费规模，以实现生态可持续性和社会福祉的提升。去增长的核心在于将物质积累从文化想象的中心

位置移开。

c. 追求非物质满足：鼓励社会成员从人际关系、社群参与、知识学习、艺术体验、个人成长等非物质领域寻
求满足感和幸福感，以此削弱对物质商品的过度依赖。

3.4 总结

鉴于商品拜物教既是一种源于生产方式的客观幻象，又体现在个体意识和行为层面，有效的应对策略必然是多

层次、系统性的。单一层面的努力，无论是寄望于个体觉悟的提升，还是局限于某种特定的文化运动或政策调整，都

难以从根本上撼动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因此，一种更具前景的路径在于将个体层面的意识提升、集体层面的文化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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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与结构层面的制度变革有机结合起来。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同时培养具有批判精神的消费者，支持那些倡导可持

续和非物质价值的社会运动，并且积极推动能够重塑经济激励机制和社会结构的政策创新。只有这样多管齐下的协

同努力，才可能真正有效地消解商品拜物教的迷雾，并引导社会走向更公正、更可持续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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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自其在 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化浪潮中诞生以来，便以其深刻的洞察力揭示了特定社
会形态下人与物、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扭曲。它指出，在商品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人类劳动的社会属性被神秘

地赋予了商品本身，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

盾与剥削本质。这一理论不仅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组成部分，也为其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坚实的例证。

时至 21 世纪，尽管资本主义的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商品拜物教的幽灵依然游荡在消费文化、数字空间等各个
领域，并呈现出更为复杂和隐蔽的表现形式。品牌崇拜、网红经济、虚拟身份构建、数字算法权威乃至金融衍生品

的投机狂热，都是其当代变体。这些现象持续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包括价值观的物质化和扭曲、个体异化感的加

剧与社会关系的疏离、过度消费导致的资源枯竭与环境恶化，以及社会不平等的固化。后世学者如卢卡奇、本雅明、

德波、鲍德里亚和齐泽克等人，亦在马克思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发展了拜物教批判理论，使其不断适应和解释新

的社会现实。

然而，商品拜物教理论在应用于分析当代复杂的消费行为和社会现象时，也面临着一些学术上的讨论和局限性，

例如可能存在的经济决定论倾向、对个体能动性的解释不足，以及对所有消费行为普适性的质疑。替代性的理论框

架，如符号消费理论、商品自恋理论、实践理论和文化经济学等，为理解当代消费提供了补充视角。

面对商品拜物教的持续影响，矫正和修正的路径是多维度的。教育在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媒介素养方面扮演着基

础性角色。文化运动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如倡导理性消费、可持续生活、极简主义和去增长理念，以及追求非物质满

足，有助于从价值观层面消解对商品的过度依赖。更为根本的变革则有赖于政策干预和替代性经济模式的探索，包

括但不限于广告监管、推行循环经济与真实成本核算、探索普遍基本收入与工时缩减、发展公平贸易、以及推广共

有制对等生产和社会经济等“去商品化”的实践。

综上所述，商品拜物教作为一个深刻的理论工具，其解释力和批判力在当代社会依然强劲。理解其历史根源、核

心内涵、当代表现与深远影响，并积极探索多层面、系统性的应对策略，对于我们深刻反思现代资本主义的运作逻

辑，克服其带来的社会弊病，并努力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可持续和以人为本的未来，具有至关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

义。这一过程需要个体意识的觉醒、集体行动的推动以及制度层面的创新与变革，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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