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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資本主義惹的禍？！
文化與消費經濟結合的文化生態

It's All Capitalism's Fault?!

【文化紀實】Facts about Culture

貧富不均、生態破壞與功利主義

自從十八世紀的社會革命爆發，驅使著一波

波民主浪潮以來，我們就都是被置放在資本主義

不斷膨脹演化的時空之中，在追求最大利潤的指

導原則之下，人類的關係被簡化成為生產與消費

的關係，生命生存的模式，也在生產與消費的系

統之下被塑造、被運作。

「資本主義社會」具有兩個關鍵性的特徵。

第一，它們都是高度工業化社會；第二，它們經

濟活動的工具，絕大多數為私人擁有與控制。資

本主義為追求利潤不斷進行瘋狂地生產活動，在

生活上產生絕大的影響，尤其在所謂的「第二次

工業革命」的二十世紀裡，科學與技術不斷地飛

躍進步，財富獲取愈來愈快，但是貧富差距拉

大，依據國民平均所得國內總產值計算，最富的

五分之一的國家與最窮的五分之一的國家比較，

在一九七八年的差距是五十七倍，而在一九九七

年差距擴大為九十二倍。1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

使得財富集中於少數人，不僅僅是一種帶有經濟

意義的事實。這還暗示生存和死亡機會上的不平

等，依據世界銀行的統計，現在全球有十三億人

每天僅靠一美元維生，而世界上最有錢的三個

人，其總資產竟超過四十八個國家的GNP之總

和。2印度人平均每日從食物中得到的熱量只有西

方人的一半。平均壽命西方國家是達到六十五至

七十歲，而印度人才只有三十歲。3十年前 ，台灣

人民前百分之十的收入是後百分之十的十九倍，

在二○○二年差距倍數已經達到六十一倍。4

許多事實指出，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大多數人類

不是生活得更好，而是更壞，更無保障。在自然生

態上，它驅使人類積極消耗自然，為了金錢利益，

不惜破壞自然生態，如今已經造成了史無前例的浩

劫，全球暖化、氣候異常與物種滅絕等等，都是明

顯的例子。而在文化上，功利主義、拜金的物質生

活形態，促使人類在不斷的生產之中，建構其文明

的成就感，而在不斷的消費之中尋求心靈的滿足，

追求著不斷被資本家塑造出來的潮流，文化是符

號，藝術是符號，時尚是符號，但是沒有人去思考

一波波符號之後的意義，而耽於虛擬的價值裡自我

陶醉，自我哀嘆，成為現代人壓力、焦慮、幻夢與

人生觀游離不定的來源。

台灣—資本主義生活的信徒

台灣處在資本主義狂潮的地球村，自然不可

免地成為資本主義之下的信徒，進而造成許多後

遺症，台灣許多珍貴的濕地、海埔地等等，都受

到難以挽救的破壞。在文化上，社會價值觀的大

幅扭曲，功利主義成為主流，非理性與病態行為

不斷地衍生與增加。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資本家

是極其少數的獵人，而絕大多數的群眾只是獵場

裡的獵物。資本家的勢力不僅在經濟領域不斷延

伸，更在政治與文化的範圍裡大肆擴張，政客與

資本家的結合，使得國家成為少數人運作的獲利

機器，幾乎所有的焦點都偏向於增加消費，都在

於為資本家打造一個更有利的獲利環境，以利他

們向消費大眾攫取財富。

A Culture and Economy Conflated Ecology

曾肅良 Su-Ling TSENG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助理教授



經濟創造文化，所謂「文化經濟」，這是一個

資本家們所刻意塑造的迷霧，因為資本家所覬覦

的是大眾口袋裡的財富，而政客所要的是大眾的

選票，在這個政治與資本結合的世代，取悅群眾

以塑造流行與時尚就是一個最高指導原則。因

此，資本主義下的政客與資本家們所要生產的符

合經濟模式之文化，往往是以流行為主的大眾文

化，而非深思熟慮，經過一再陳化醞釀的、深厚

的精緻文化，或許我們可以說，資本主義社會的

文化，拓底有餘，深度卻嚴重不足。或許它可以

在民間掀起一波波高潮，引領人們關注文化藝

術，內涵卻是極其庸俗而淺薄，對於提升整體文

化素養的成效高低，卻是值得質疑的。

效益邏輯下的文化藝術發展

在資本主義追求效益的邏輯宰制之下，後工

業時代的文化藝術，必須在經濟成本、效益與工

業型態的思維系統之下尋求定位，因此依據生產

與消費的思維模式，藝術的創作自然而然地被認

為是一種「產業（industry）」，音樂廳、劇院、美

術館與博物館是「文化」產品展示場，美術館、

博物館、音樂廳與劇院的大型展覽與演奏會是塑

造「高級文化產品」形象與為炒作價格熱身的舞

台，遍佈各地的商業畫廊與經紀人則是「通路

商」、「零售商」，時下的藝術家的巡迴展覽、演

唱會與新書簽名會，創作發表的「理想」意味早

已經被沖淡，大多以銷售為目的是不爭的事實。

經濟掛帥的氣氛下，文化藝術，乃至學術，

都必須與經濟效益掛勾，都必須在經濟的邏輯之

中被運作、被詮釋，否則便喪失其意義，這就不

難解釋步入二十一世紀，台灣社會倡導所謂「知

識經濟」，以及「文化創意產業」產生的來由，無

非都將知識、文化與藝術的發明與創造導入而涵

攝在經濟的思維系統之中。

文化

知識

政治 藝術

科技

經濟思維系統

現代資本社會以經濟為導向的思維系統

演奏與展覽發表會是藝術家創作與演奏理想的具現。（張靜宜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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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房與人氣成為必然指標，為了票房與人氣，

則必須提升知名度，廣告與行銷學成為顯學，策

展人、經紀人成為藝壇寵兒，美術館與博物館以

人氣與票房業績定高下，畫家與作家則以銷售量

(經濟數據)做為衡量身價的指標。藝術家不是以作

品好壞來定位，而是以知名度所營造出來的票房

(銷售量)，因為票房與人氣就是金錢效益，因此在

資本社會裡，藝術家必須是明星，必須舉辦新書

發表會匯聚人氣，必須在寫作之餘，騰出時間，

透過各種傳媒到處曝光，其中以主持電視節目成

為最有效益的手段之一，無怪乎政治人物、資本

家、演藝人員、色情明星等等紛紛在鏡頭之前逐

鹿沙場，而掌握媒體支配權的記者、廣電從業人

員自然也躍上檯面，即使以專業人士自居也很少

人敢予以批評，原本做為專業資訊媒介的他們，

順勢轉變成可以針砭時政，可以剖析經濟，也可

以對文化藝術品頭論足的專家學者。

從此一思維延伸下去，暴露出資本主義社會

下的嚴重弊病，文化事物的品質、內容與其對社

會的影響已經不再是重點，只要具備知名度，就

可以被利用來賺取利潤，而利潤就是文化存在的

價值，什麼都可以是文化，也什麼都可以是藝

術，來自日本的色情女星「小澤圓」、「大浦安娜」

現象與經濟效益(人氣、票房與銷售)的緊密關係，
5媒體大肆加以報導，而對其是否對台灣社會的文

化素質提升有益，卻很少有人加以討論，如此以

庸俗為導向的文化生態，就說明了一切。

速成、短暫與潮流的藝術生態

在資本主義的成本與速效要求之下，藝術品

也被形塑為速成的、短暫的與呼應潮流的產品，

以永恆價值與理想國度為訴求的宗教為例，我們

在歐洲隨處可見的中世紀尖頂教堂，千年以來依

舊挺立，是因為當時以代代相傳的長遠理念為基

礎，因此建材採用石砌、石雕，裝飾採用玻璃、

銅鐵等耐久材質為主，反觀現代的宗教建築卻紛

紛採用不堪耐久的塑膠、保力龍等，一方面，為

了節省經費，另一方面，則是為了因應一波波的

節慶需求，做出方便重新布置、方便一次次拆卸

的，徒具華麗外表的裝飾品，追求表象的擬像的

豪華，卻失去了實體的質感，也失去了藝術真誠

與耐人尋味的本質。華而不實的「速成」、「空洞

化」、「大眾化」、「膚淺化」現象是資本主義經

濟式文化的特色。基於上述理念，對於資本主義

文化對以追求永恆與深刻思維為其價值的「菁英

文化」的排斥現象，需要以深沈思維與豐富人生

經驗來領悟與閱讀的詩創作在現代生活之中迅速

萎縮，就不言自明了。

資本主義是具有剝削性的，6資本主義社會的

階級劃分，肇因於經濟生活結構為根基的不平

等。7財富是一種階級，權力是一種階級，文化素

養更是一種階級，因為財富、權力與文化都是階

級的產物，在大多數的情況裡，它們都被掌握在

一個社會的高層階級手裡。在資本主義社會裡，

資本家從累積財富起家，由財富再攫取政治權

力，以便獲取更多的財富，或者當財富到達一定

的水平，資本家為了與其他資本家有所區別，他

們會藉由文化的參與，企圖由單純的資本階級，

向上攀升到另一個更高、具備文化素養的資本家

階級，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從事政治者，很多都是

有錢的地方望族、企業家，許多企業家喜歡攀附

政治來伸展其權力，而許多政治人物與資本家又

特別喜好透過以文化與藝術來妝點自己，要證明

自己與眾不同、鶴立雞群，追求高學歷或企圖與

藝術結合便成為台灣政治圈與企業界愈來愈狂熱

的時尚。換句話說，支配階級不僅以政治與經濟

權力擘劃利益分配，更以文化支配權傳佈其影響

力，正如馬克思所說：「控制生產工具與政治權

柄的階級，同時也控制著一個社會之主導性信仰

及其符號」。8

雖然資本家參與文化事業並不一定是壞事，

他們對文化的提升仍然有著一定的貢獻，但是缺

點在於深厚的高級文化是無法速成的，很多資本

家缺乏百年樹人的文化熱情與理想，一味只以投

資產業的心態套入經營文化藝術的模式，因為以

獲利與績效為最高指導原則的企業文化，往往是

與需要長時間醞釀的藝術結晶之過程背道而馳

的，此種所謂功利主義的眼光，以之做為贊助文

化事業的動機，往往形成極其負面的影響。

生產 媒體
知名度

、人氣

時尚、潮流、獨特性

(炒作價值)
消費

從生產到消費的運作模式



首先資本家習慣要求的是利益回收，在贊助

的背後，往往隱藏著企業廣告效益與個人知名度

提升的企圖，在資本主義世界裡，知名度即是資

本加乘效果的放大鏡，無怪乎許多資本家與政治

人物們熱衷藉由媒體，以文化的裝扮，一來提升

知名度，二來擴大其自身利益。此外，藝術表

演、博物館與美術館展覽的專業主導權的是否被

資本家掌控，是一個值得討論的現象。

藝術「商品化」的悲劇

其次則為「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的概

念，一向是資本主義秩序的基礎，把包括勞動力

在內的一切事物，經由買賣交易的過程製造利

潤，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精神，因此，現代資本主

義將所有事物商品化便成為是非常正常的現象。

對於藝術而言，「商品化」是一種悲劇，雖然藝

術品也可以透過交易交換，但是，它將會是對藝

術家所施予的最大魔咒，它造就了更多喪失真誠

靈魂、自由意志與能力的藝術家，他們只能跟隨

在資本家之後，任由企業擺佈，不斷地製造時

尚，影響需求，也造就了一批只會追逐投資利潤

的短視收藏家，無怪乎「藝術投資」成為時尚，

「然而金錢指數並不代表對藝術的瞭解、尊重與頌

揚，畢竟藝術作為商品，本身仍具有一種難以用

金錢衡量的價值」。9

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多元現象，美其名是「文

化多元，角色多元，風格多元」的社會，事實

上，也是一個「文化崩解，人格分裂，風格凌亂」

的社會，多元化的文化往往是反映商業求新求變

的時尚需求，然而諷刺的是，深厚的精緻文化是

絕對無法在短時間速成的。

資本主義的社會裡，知名度就是進身之階，

只要你有一點兒知名度，當什麼都可以，做什麼

都有人讚美，只要有市場，有利潤，扮演什麼角

色都可以，做什麼都有人追隨，因為我們處在一

個利益掛帥的資本主義社會，而利益便建築在一

波波的流行之上。

知名度掛帥，票房掛帥，利潤掛帥

因為獲取利潤需要先塑造時尚，因為媒體需

要一波波的議題與潮流，以滿足群眾需要新偶像

的心理需求，一旦知名度被形塑出來，名人便可

扮演多元角色，企業家可以當美術館館長，10收藏

家可以是藝評家，可以是學者，只要有「票房」

有「人氣」，在媒體的捏塑之下，明星可以是政治

家，政治人物可以是藝術家，民運人士可以是作

家，色情演員可以是另類次文化的專家，那麼畫

家呢？當然也可以是政治人物、影星、演藝人員

⋯，這是一個多面向的時代，一個什麼都可能的

時代，也是一個什麼都可以是什麼的世代，只要

你有一點兒知名度。

知名度是一切，票房是一切，內容不必談，11

作品精彩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台上是一位知

名度極高的媒體寵兒，他熱絡了場面，他是媒體

時代的「摩西」，帶領群眾走過無聊空虛的歲月。

美術館與博物館展覽的是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

是符合休閒娛樂的產業需求，是順應觀眾走馬看

花，追逐潮流的消費需求。展覽的真正意義與內

資本 利益 提昇個人利益

提昇個人形象

文化

知名

度

提昇企業形象

資本家提升知名度運作過程圖
文化

政治權力

財 富

資本階級演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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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也在2003年的8月到訪台灣，台灣媒體大肆加以
介紹。

6 Anthony Giddens(1995)，廖仁義譯。批判的設會學
導論，35。台北：唐山出版社。

7 Ernest Mandel(2002)。馬克斯主義入門，3。台
北：新苗出版社。

8 Anthony Giddens(1995)，廖仁義譯。批判的設會學
導論，40。台北：唐山出版社。

9 Anon，雨云譯(1990)。藝術與金錢。藝術家，第
227期，56。

10日本東京都現代美術館的館長就曾先後由朝日企業
社長以及資生堂企業社長擔任。

11「霹靂火的知識經濟無關知識與品味，他就是對了
社會的胃口。重要的不是格調和藝術性，而是票房

與市場」。摘自吳仁麟(2003，6月27日)，霹靂火的
「知識經濟」，聯合報。

12引申自由基努李維(Keanu Reeves)所主演的美國電
影《駭客任務(Matrix)》。

涵，展品的素質與意義，早已經不是頂重要，

「經濟效益」是新上帝，說了就算數。

資本主義是一個巨大的夢工廠，我們早已經

被時尚與虛榮同化，習慣漂浮在真實之上，誤認

虛華的表象為真相，翻滾在一波波的人造海浪

裡，而自得其樂。少數支配階級不斷地以一齣齣

的嘉年華會來迷惘大多數的群眾，這個模式就是

現代人難以逃脫的宿命？不論你喜歡或不喜歡，

這都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Matrix」現象，12只

要你不願意清醒，「隨著市場的節拍舞動」就是

資本主義藝術的最大特色，也似乎是你唯一的選

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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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需求。(曾肅良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