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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具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高度的很多论断，不仅在于极为有力地

分析了资本异化劳动，还在于指出一定历史时期人类创造的资本必然反过来把人

类异化为可占有其剩余价值的劳动力要素，这就使人类进入了资本主义文明阶

段；而当资本完成了对人类的异化，资本主义历史就结束了。  

  中国人在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中经历多次泥足深陷的严峻困境之后，才逐渐形

成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认识：后发国家和地区无论信奉何种主义、构建何种

制度，只要遭遇资本极度稀缺的挑战，就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亲资本”政

策才能引入资本。这与后期面对资本过剩挑战而必然转向“亲民生”几乎是同一

个哲学道理。  

  虽然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远比一般西方庸俗社会科学家更深刻地了解资本主

义历史阶段的一般规律，但资本主义问世几百年来，一方面，几乎所有认真地秉

持科学精神的学者对之都坚持严肃的批判立场；另一方面，资本力量也已经努力

为自己寻找到逻辑合理的理论解释，以说服反对者服从于资本力量的大局安排。

于是符合这种利益需求的各种说法和解释就产生了，这些精神产品的本质就是资

本的立场。  

  随之，社会上不仅形成了理论方面的资本逻辑，而且，也需要有大众更喜闻

乐见的电影、电视节目以及好听的歌曲和戏曲来明白生动地表达资本异化劳动的

丰富经验，让人们相信资本逻辑，于是就有了服务资本并且自身也产业化了的文

艺产品。体现“三俗”的大片、电视剧、疯狂的音乐会，都向世人灌输着这样的

理念：这个社会最有能力的人，最成功的人，最有道德信念的偶像，其实就是那

些赚了大钱的人，从而形成了推崇资本的信念。一些人甚至告诉自己的小孩是资



本家们养活了自己，让我们有班可上，未来的理想就是“做人要做老板这样的人”，

这就是社会崇尚资本的文化趋向于“三俗”的本质原因。  

  在这种崇尚资本的文化的熏陶和推动下，劳动者自得其乐，不再追求自我权

益保护和反抗资本的异化，甚至主动地投怀送抱，生怕不被压迫；而资本的拥有

者们发现，这种文化的力量远远胜于泰罗制“管理”这种不人性的拙劣手段；社

会管理层也发现，老板和工人其实可以亲密相处，其形成的秩序远胜于阶级对抗

导致的整个社会的不稳定。  

  但是资本一极主导的体现资本的文化现实妄自独尊，也并不能给我们一个真

正意义上的和谐氛围，终于有人发现，如果一味纵容资本属性的文化妄自尊大，

本质上是反和谐社会的。于是，“新工人艺术团”这样的打工文化群体慢慢在崛

起。  

  以“新工人艺术团”为代表的打工文化群体，“用歌声呐喊，用艺术维权”，

由起初的“被文化”发展到“自己搭台、自己唱戏”，大力倡导“打工最光荣，

劳动最高尚”，无疑对重建劳动文化、重塑劳动地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仅如

此，他们还做了大量的工作，以满足工友提高自身技能和素质的需求：工友想看

书，他们就去募集图书让大家免费借阅；大家想学电脑，他们就去募集电脑，再

找大学生志愿者们给工友上课；他们创办的夜校，开设了社会工作、家庭教育、

法律常识、大众文艺、文学赏析、实用英语、电脑知识、影片欣赏等课程，每周

开课五天。同时他们还努力进行着自己文化的记录：写歌、创作剧本乃至创建“打

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在“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题辞中他们这样写道：“没

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可

见，这些处于劳动者底层的打工，不仅在自己的创作中修复、创建着劳动文化，

也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自我肯定、自我发展，重塑了劳动地位。  

  我们在这里郑重地说，尊重劳动是一个民族最起码的道德。胡锦涛总书记在

“五一”前夕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重申了劳动的

价值和尊严。我们认为，没有对劳动的认可和尊重，就没有对劳动者的关注，就

不会有资本的收敛，更无法实现资本和劳动的平起平尊、和谐相处。而所有这一

切都需要一种文化上的改变，这种文化里必须包括与资本相向的劳动力量的崛

起。应该说，以“新工人艺术团”为代表的打工文化群体就是这一力量的萌芽。  



  伴随着资本稀缺程度的降低而导致的资本价格的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

紧缺导致的劳动要素价格的逐步提升，一个资本和劳动真正可以平等对话、和谐

相处的时代正在期待中向我们走来。而伴随着这个步伐而来的先天的声音就是劳

动文化的崛起，就是劳动地位的重塑。而这些通过文化来表达心声的劳动者们则

必然成为这个时代的先知和领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