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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消费社会的诸多征象中存在着三个悖论：在对于多元的诉求中导致自我极度的虚无；在对于存

在的极度渴望中迷失家园意识；在对于时间的过分强调的同时却引起了时间消费危机。 解决以上三个悖论，

应在消货社会的前提下引入儒家的中庸观，中庸应该成为消费社会的必然功夫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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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渴求一种理性的生活，但是却不得不面对非理性的选择。 在人类对于幸福感和尊严感的追

求过程中，消费社会敞开了欲望的平台，在这个欲望的平台上，虚无和不安却如影随形。 当人类追寻欲

望的阶梯越伸越远，人类在现代消费社会中面临的悖论也越来越明显。 人类开始在多元的诉求中体验

自我的虚元，在对于存在的渴望中体味失却家园的痛楚，在对于时间的疯狂追求中遭遇闲暇真空。

一、多元诉求与自我虚无

消费社会摒弃了历史和反思的重要性，具有十分明显的向前看的特征。 这种向前看的选择推动着

人们不断地为世界解蔽，选择的多元化似乎使个体可以从更多的维度趋近“在”的澄明。 表面上看，消费

社会提供了无尽选择的空间和可能，每个人都面对了史无前例的丰富性。 但是，在消费社会向前看的澄

明选择的背后却是长长的覆盖一切的阴影。 个体的精神在不断地被肢解、分化和重新组合，意识在被不

断地解码和更新。 现代人已经成了消费社会信息交汇的一个节点、一种机械完成信息过滤的空洞的容

器，旧的信息被弃除，新的在不断被填充，历史意识、厚重之德被不断剔出 。 诸多的信路急速传达着芜杂

的消费讯息。 生命个体不断地完善和充实的虚假表象背后，隐藏的却是极度精神的虚无。 消费社会中

的现代人在逐渐失去存在的重心，失却精神选择的方向 。 恰如艾略特的《荒原》中所描写的稻草人，风从

不同的方向吹来，在稻草人的躯壳上交汇后又吹向不同的方向，躯壳因虚空而产生了悲凉的余响。 在经

典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世界在万物融通的精神领域完全敞开，生命个体完全可以以无应有、以独立的一

己精神契合万物于无痕，获得超脱现实物欲羁绊之后的精神的自由和轻盈。 在消费社会中，经过不断的

物化和异化的现代人主体多元选择的背后，喔有形诉求无形的捕风捉影，是痴心诉求后空存的一番落

寞。 物欲支配下的多元诉求似一个个的马赛克，处处都显现着点的存在，但这些点之间相互的疏离在整

体上映射出的是一种自我的虚无影像。

二、渴望存在与家园迷失

在消费社会中，宏伟的目标和崇高的理想严重缺席，个人的目标的焦距在逐渐缩短并被不断实体

化。 生命个体每时每刻都在通过消费确认着自我的存在，谋求别人的在意和认同。 消费社会中的人们

希望跨越一个又一个的消费界限，跻身更高一层的消费群体，希望获得更多人的仰慕和价值认可。 由于

存在的确定性已经和商品物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拥有消费物的品质和｜盐的可拓空间已经成了相当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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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人衡量自己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现实标准。 人们更加看重感性的存在现实，看重现实的存在体验。

传统社会中建立在情感和相互责任基础之上的存在格局在不断地被消费物侵蚀瓦解。毋庸置疑，有形

有色的各式各样的实体物态验证了存在的事实，但是在物的有限恒定价值周期结束之后，以物化程度为

生活质量主要指标的人们关于生活存在的稳定感会步入一个不断退化消损的过程。随着生活存在的满

足感在物的消损过程中逐渐地退化，消费社会中的人们开始经历一个又一个由不断丰富走向不断贫乏

的循环。 因为在渴求别人认同的同时忽视着别人的存在，忽视着人类社会最为重要的相互间深层次沟

通，消费社会的文化观念致使整个社会进入了一种肤浅的文化类同。 这种文化类同在个人消费涡旋状

增长的过程中又被不断地离心成为一个个的文化存在群落。 这些文化群落似一个个相类而不相通的

点，很少能够实现人类深度情感意识层面的真正相通。中国经典传统文化中所推崇的“和而不同”的境

界已经在消费社会中消弹。一块块类同存在的“飞地”（ Exclave），致使存在的健康多样性不断丧失。 消

费主导下的人们似乎已经从大地和天空的争执中完全解脱，但随着他们对于大地的依恋逐渐淡漠、对于

邻里和场所的依恋日渐淡化、对于物的关切突破了原有的对于人的关切，在自然形成的各种消费类群互

相排斥中，一种不关心无名者的态度被鼓励，家园意识在整个过程中逐渐地迷失。但是，人毕竟是情感

的动物，需要一种更深层次的、非物质的满足，这种满足的充实度是幸福与否的主要决定因素。温辑的

家庭和充满人性关怀的社会关系，以及充满情感价值意义的工作和闲暇，是幸福的现实衡量指标。 消费

社会中的人们获得了一种浅层次的满足，但却失去了深层的支撑。 消费者阶层成员享有了人类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个人独立，但彼此之间依恋的下降、集体认同的不断遗失，使家园意识在不断地淡化消蚀。

消费社会中的生命个体在获得现实存在体认的同时，“我是谁”的追问也在随之响起。 消费社会正在不

断使现代人成为精神家园的流浪者。

三、追逐时间与时间危机

如上文所述，社会关系的强度和闲暇的质量两者构成生活中幸福的决定性因素。 在有限的人类生

命时限和现实需要中，消费社会的人们渴求通过增加时间的占有量来拉伸时间的维度，进而延展个人的

幸福。就像时刻准备逃离猎手追逐的怪兽，时间在现代人对它的追逐过程中加快了流逝的速度，而现代

人则在占有时间的过程中逐渐成了时间的俘虏，由此加快的生活节奏是消费社会付出的重要代价。 在

时间总量守恒的原则之下，现代人开始遭遇闲暇真空 人们渴望通过对于时间的充分利用来享受闲暇

的高品质生活，但人们越重视时间，因而越绞尽脑汁去节省它，人们越不可能享受它。 闲暇时间变得如
此宝贵以至于不能在空闲上“浪费”，时间消费已经成为一种奢侈。 消费社会中时间之轮的全方位运转

使我们陷入时间虚元的黑洞，陷入一种深度的时间贫困。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消费社会的人们对

于时间的把握更多是在点对点的层面上进行，消费社会的特质决定了生命个体在每一个点上所倾注的

精力在达到峰值之后就会衰减，进而造成每个点的时间辅集能力的下降。 按照哲学的理解，就是未能把

每一个节点都作为生命相通的中介，从而降低了时间的延展力和辅集性。 消费社会中人们拥有的是一

条条时间线段而非时间直线，而每－！线段都有原点和终点，一条条时间线段把我们的生活交叉切割成

散落零碎的空间。① 在此，消费社会症候下的生命个体遭遇的是一个个时间平面，一个不断地把我们压

扁再撑开的存在机制。 相反，如果把生命个体和消费目标当作时间延展过程中的一个点，而非视作原点

和终点，那么我们获得的将是一种关于历史的想象力和对于未来的情感延伸。 我们所在的时间直线就

会在不同的维度和他者的时间线相互碰撞连接，最终形成一个信路畅通、沟通无限的时间网络，进而在

无限中体验有限的稳定和充实，在有限的仔在中把握无限的时间恩赐。 在此，我们必须清除消费社会巾

物的迷障，超趟之、进而真正把握之，这样才能做到，自己成为自己时间维度的实实在在的圆心。 只有在

对于纯粹消费主义的拒斥过程中，人们才可以训练出生命所必需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因为机制健康的社

会追求的是对时间的享有而非对其无止境的花费。

① 关于线段和直线的区别，数学上有明确的界定，最明显处在于线段长度可以测定，但是直线却是可以向无限延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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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庸：消费社会的功夫选择

亚里士多德认为，“在道德方面，决策依赖于观念”。 不应当把对物的选择放在人生的终点。 消费社

会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往往是一种外在的 、浮浅的、缺乏宏观和全面的对于人的关注。 经常陷入好坏截

然对立的二元选择当中，很少形成对于事件的比较客观的判断。 在人类物欲本能的驱使下，很容易形成

追逐物欲和名利的单一化消费格局。 社会多元的发展被严重破坏，多元繁荣表象的背后是一种片面单

一的单调格局，是现代人极度的精神贫苦和主体连失。 从历史的长河巾点来，我们曾经饥荒和贫穷的年

代，曾经动韵和备受J勒；泼的年代，消费社会所给予我们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极大丰富性、信息的方

便快捷性都是任何时代前所未有的。 正如每个人的发展在特定时期都有特定时期的问题一样，消费社

会也并不是完美至极。 消费社会在诸多方面的发展和进步显然是不容置疑的，但消费社会所存在的诸

如我所提出的三个悖论等方面的诸多问题也是我们所要关注的社会现实。 解决这些悖论的方法，我认

为应该引人儒家的中庸之道。

消费终将是一种短暂的价值体系，因为在消费社会我们需要深层的而非物质的满足，这种满足是幸

福的主要心理决定因素，它包括家庭和社会关系 、有意义的工作以及闲暇。 知足的哲学深深扎根于人类

的过去，拜物主义被所有的人谴责，在世界的每一种宗教中都充满了对于过度罪恶的告诫。 历史学家阿

诺德·汤因比说，“这些宗教的创立者在说明什么是宇窗的本质、精神生活的本质、终极实在的本质方面

存在分歧。 但他们在道德律案上却是一致的，他们都用同一个声音说：如果我们让物质财富成为我们的

最高目的，将导致灾难。”［ ！ ］

北宋著名哲学家邵雍认为，人之所以能“尽”天地万物之“道”，即在于人能够以心观理。 “圣人之所

以能一万物之情者，谓其能反观也。 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 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

（《道藏·太玄部》 ， 《皇极经世》十二卷，卷十一下） 。 就是说人之智慧在于能就个别存在各观其理，而不以己身

之有限存在自为局限。 人有此种能力，就可以一心笼罩天地万物，实现对于世界宏观整体性的认知和把

握。 此中关键在于不以自身为“物”，因为“不我物，则能物物。”（《道藏·太玄部》 ， 《皇极经世》十二卷，卷十一

上，《观物内篇》） 。 自我不使自身限于单一存在经验的层面，就能超越自身形体的物欲要求，而显现出认知

主体的超验灵动性。 因为“以我掏物，则我亦物矣；以物衔我，则物亦我也……由是明天地亦万物也a万

物亦我也，我亦万物也；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则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况于人乎？况于物

于”（《宋元学案》，卷丸，《渔樵问答》，节录）？人之可贵之处在于能观天地万物之理，充分发挥认知主体的主

宰性，否则就会“以我衔物”，最终丢掉自身的“主体性”，而沦落为“一对象（物）”。 显现了自身的主体性，
就有可能统摄一切对象，超越于万物之上，转而支配万物。

在儒家看来，这种主体性的理想状态为“中”，主体客体相互间完美配合的标准为“和”，“中也者，天

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

皆中节，谓之和”［ 2］用 。 内心有所秉持，外在有所节制，消费社会对商品物的追求应该把握一种适度的原

则，注意时刻调整主体内在和外在两种价值取向的平衡，而不应该为外物驱使，向身成为物化的对象。

通过以内御外，以“道”制欲，时刻注意调整自己的行为，使消费社会中的生命个体欲望和追求都纳入到

一个度的范围之内 。 “过犹不及”［2 ］隅，① 在稍费社会中，生命个体应当把儒家所强调的中庸之道作为
生命个体面对消费社会诸多症候时的一种必然的功夫选择，努力实现一种内在诉求和外在追求的共谋，

时刻寻求个体生命历程的动态组合和平衡。 通过恰当的功夫选择，对物我关系做出正确处理，实现主体

注意力从外在观照向内在主体性认知转移，这样消费社会中肉单纯依赖个体消费存在经验而造成的诸

多问题就会冰释瓦解，生命个体进而可以由表层相类步入深以相通的自由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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