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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经济美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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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工具主义的贫困以及美学的世俗转向使得经济美学的建立成为可能。但
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经济美学的研究甚少。本文从经济学的价值美和经济学的工具美两个方面阐述了

马克思经济美学的思想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经济学兼具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特点，它是通过研究物与物之

间的关系来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既是马克思经济学发展的目标，同时也兼具

美学内涵，成为马克思经济美学的核心思想；此外，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蕴含着“简洁美”与“和谐美”

等美学特征。在今天，马克思经济美学思想对“以人为本”发展观以及和谐经济观的建构仍然有着重要的理

论借鉴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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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主流经济学注重科学精神的“见物不见人”的

分析范式，忽略了“人之为人”的丰富的人文内涵。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

出，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物质与观念相互作用的复杂

动因，这种因素的存在正是文化与美学的价值所

在。所以，经济学有必要从人文精神的角度，特别

美的角度，重新确立分析范式。当代，美学大众化、

生活化、实用化，这些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到经

济活动和经济思想，使经济美学的建立成为可能。

关于经济学中的美，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１９５４）曾经说
过：“我们过去常常认为物理学和纯数学中存在着

数学美，而经济学中的数学美是居于次要地位的。

我想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简单的李嘉图比较优势

理论是美的……”Ｈａｈｎ（１９８５）关于经济学中美的资
源的阐述是比较清晰的，他认为：“在读到阿罗—德

布鲁的核心理论……没有人不会为其中的美而感

到震惊和喜悦的。”关于经济学中的数学美，Ｄｅｂｒｅｕ
和Ａｒｒｏｗ都有明确的认识。Ｄｅｂｒｅｕ（１９９２）认为，“数
学的简洁美———一个充满魅力的主题，在我进行的

研究中，对我的科学研究生涯进行了无意识的批

评。”Ａｒｒｏｗ（１９９２）则认为，“数学美是美学快乐的源
泉。一次又一次的，我们有了这样的感觉，对称，优

雅，明显独立部分的抽象的、普遍的统一。对于抽

象的数学技巧和尝试使我关注数学的美学视角，美

学的纽带在我的学术工作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评

论工作时，克鲁格曼强调经济动力的重要作用，特

别是在对美的追求过程中。因此对美的追求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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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上的成功是可以并存的。如果有较少的例子作

为代表，经济理论中的美主要是在模型、原理，也可

能在理论里，但是不在证据、定义和方程式中。”

（Ｌｅ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尽管经济学在真实世界的现象发现及描述和

检验假设理论的方法上与自然科学有关系，但在某

些方面，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存在着不同。经济学中

存在着美，与自然科学的美不同的是，但经济学的

美很少有人去探究；即使肯定了经济学的工具美以

及美学在经济活动中的指导作用，但是对于经济学

中的价值美以及价值美所体现的人文关怀涉猎较

少。本文认为经济美学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

面去界定：从广义上讲，是指研究经济活动与经济

学思想中的美的学科；狭义上讲，仅指研究经济学

思想中的美的学科，包括经济学的工具美和价值

美。本文所指的经济美学主要是狭义上的。经济

学的工具美主要体现研究手段的美，是形式美，具

体的范畴包括简洁美、和谐美等；经济学的价值美

主要是在探讨经济学的人文性过程中，从人文关怀

的角度，特别是从美学的自由范畴来研究人类经济

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经济

学价值美的具体范畴则包括自由美等。马克思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中赋予经济
学以美学的内涵，并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美学

理想作为经济学与哲学的终极目的，这对我们理解

经济学的本性、经济活动等依然有重要启示。

二、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美———人的自

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的经济美学思想是在批判当时的国民

经济学，即资本主义经济学中展开的，他认为资本

主义经济学充满着拜物教气息，撇开了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缺乏人文性；而人文性不仅是经济学，也是

科学的特质。所以，马克思认为，科学是人学，经济

学更是人学。

马克思（２０００）９０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明确指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

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

科学。”“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这就是说，马

克思主张建立充满人性的新科学观，即人化的科

学，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是一致的。具体地说，科

学的人化就是指科学的人文化、人性化、人道化，始

终围绕人的个性自由、现实生存、未来发展进行，使

科学回归于人的生活世界，并真正成为人的科学，

从而克服科学的“无人”与“无视人”的状态。

事实上，马克思从其中学的毕业论文一直到

《资本论》都是从人文来关怀人类的，其毕生都在追

求人类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科学仅仅是达

到这一目的的一个手段、途径。比如，在《资本论》

中，马克思强调自己的经济学是科学，他所用的是

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研究和表述方法，而不是黑格尔

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方法，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

社会是反人性、反人道、反人类的：人依赖于物，受

物的奴役和统治，人的关系变成物的关系、钱的关

系，而且人又受自然历史左右，受科学技术及制造

的机器的摆布，即人被“物化”、被“异化”、被“钱

化”。所以，马克思通过科学，进而对拜金主义、拜

物教进行了全面批判；最后，马克思将“个人的自由

而全面的发展”视为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原则。

所以，马克思经济学把自由竞争、市场机制和

追求效益是看作是手段，而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

为目的。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
判＞》中强调指出：“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 等，１９７２）１２３“凡不是自然
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马克思 等，１９７２）１１７。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分析经济问题，既不能

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必须用抽象力。

所以，我们在强调马克思经济学是科学的时候，是

强调经济学的科学性，而并非说经济学和自然科学

是一样的。

马克思认为，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相比，更具有

人文性。马克思认为，当时的国民经济学把人的自

由发展作为手段，而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

即人文追求从属于功利追求。现在西方主流经济

学在对待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方面，虽然融入

人文方面的关怀，但是，重科学性的传统仍然具有

绝对的话语权，这一点也曾遭到了一些关注经济学

人文性的经济学家的批判。被誉为“为经济学注入

良心”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

学》中指出：“虽然从表面上看经济学的研究仅仅与

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有直接的关系，但在更深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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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经济学的研究还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其他目标

的追求有关，包括对更基本目标的评价和增进。”

（森，２０００）９“我想说明的是，经济学，正如它已经呈
现出的那样，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

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得更有说服力。”（森，

２０００）１５所以，“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
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

现象。”（森，２０００）１３萨缪尔森等（１９９２）认为“经济
学是一门可以把科学的精确性和人文方面的诗意

聚一身的科学。”布坎南（１９８８）说：“假如我们围绕
所谓的‘具有自然科学性’的经济学和政治学打转

……我们就会在促进人类进入衰败过程。”

所以，在强调经济学科学特质的同时，人文特

质同样不可偏废。科学与人文都是对人生最高境

界“真善美”的追求，科学偏重的是“真”，而人文偏

重的是“善”和“美”。“真是美的基础，善是美的灵

魂，美是真与善的结合，即美是真与善的统一，也就

是和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李泽厚，１９９９）正
是由于这种结合，才使人类一切实践活动必须遵循

真的尺度、善的尺度、美的尺度及它们在本质上的

高度统一（江足宁，２００７）。作为与经济实践活动有
着密切联系的经济学也是一样的，除了要遵循“真”

的尺度，还要遵循“善”的尺度与“美”的尺度。在经

济学中，首先，经济学“真”的尺度针对获得经济学

的真知，即主观必须符合客观；“善”的尺度要求获

得真知对人类的价值，即认识具有明确的目的性。

其次，美的创造也包含着对真的认识和把握，美失

去了真，就不可能创造出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的

美。最后，在现实中，善与美的关系比善与真的关

系更为密切，甚至可以说两者是直接同一的。特别

是在我国古代美学中，善与美交织在一起，“尽善尽

美”体现了美的尺度与善的尺度相互依赖及其高度

的统一性（江足宁，２００７）。
关于什么是美，康德曾提出“美是对象合目的

性的形式”的美的本质观；黑格尔则提出著名的“美

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美的定义。虽然，两位哲学

家强调了理性与感性、形式与内容、主观与客观的

辩证统一思想，但是，并没有真正完成这种统一，而

是导致了“艺术的终结”———古典美学的结束。打

破主客二分状态，实现其统一的是马克思的实践美

学以及海德格尔的生存美学等。马克思认为，要回

答美的本质，就先需回答人的本质。“劳动以及劳

动中实现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人的现实本质；人

的本质是建立在社会性的物质生产劳动之上并包

含于其中的真、善、美的自由主体。”（邓晓芒，２００８）
人的现实本质是劳动（当然包括经济活动，或者本

身就是一种经济活动）以及在劳动中的人与人的社

会关系（同样，包括经济关系），所以，这种人的本质

的规定包含着经济学中的人的本质规定，这种规定

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理性经济人”。假若说美是真

与善的统一，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合目的

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周来祥，１９８４），那么经济学
在本质上也应该是真与善的统一，内容美与形式美

的统一，是和谐，是自由。

经济学应该是使人幸福的学说，经济学更应以

实现人美好生活的愿望作为终极目标。但是，“人

们可以在艺术中暂时摆脱痛苦，也可以从外观形式

上尽量美化环境以获得美的享受，但要真正感到生

活的美好，那只能诉诸现实地改造环境的实践。生

活的‘美化’绝非浮浅意义上的‘好看’，而是一个生

活‘人化’的问题。”（尤西林，１９８２）可以说，马克思
经济美学的目标是在社会生产实践中的自由主体

关于真、善、美理想的实现，这种理想的实现绝非表

面意义上的，而是人的本质即美的本质的实现。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批判中指出，资

本主义经济学产生的制度基础，即资本主义私有制

存在着对人性的摧残，所以无法完成人作为真、善、

美的自由主体的理想。因为，在私有制的社会，出

现了人的异化以及作为人的异化表现之一的劳动

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对象化表现为对象丧失和

为对象所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正是这种

脱离了人的本质的经济活动，使人丧失了自由，并

且与人类对美的追求相去甚远。“劳动对工人来说

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

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

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

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

遭摧残”（马克思，２０００）５４。异化劳动与作为美的本
质（或者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是相分离的，

虽然在异化劳动的产品中，我们看到了美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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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异化，马克思还认为，“宗教的异化本身只

是发生在意识领域、人的内心领域中，而经济的异

化是现实生活的异化，———因此对异化的扬弃包括

两个方面。”（马克思，２０００）８２对异化的扬弃包括人
的现实的解放和精神的解放。对异化劳动的扬弃

是现实生活层面的，而精神层面的解放即人成为自

由自觉活动的主体，进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扬弃

异化的手段与目标。所以，人类的最高理想即美的

理想需要通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来实现，同时，人

的自由全面发展也是马克思经济美学研究的最终

目的与意义所在。

自由之所以能作为实现马克思经济美学的手

段与目标，在于自由是真、善、美的统一。从自由的

本意来说，若从肯定意义上看，自由是指“从心所

欲”；若从否定意义上看，自由是指“摆脱束缚”。

“从心所欲”是主体内在的尺度，“摆脱束缚”是人把

握客体外在的尺度。两者的结合，就达到了主客体

的统一，也就达到了完整的自由。主体对客体外在

尺度的把握，就体现了主体的“求真”。同时，主体

对自身内在尺度的理解，就反映了主体按照其目的

对客体进行改造的愿望，表现为主体的“求善”“求

美”。所以，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的结合是合规律

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是“求真”“求善”和“求美”

的统一。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
出：“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

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

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

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

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

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马克思

（１９７４）在《资本论》中也强调指出：在共产主义社
会，“社会化了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

调节他们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

共同的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

自己；靠消耗最少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

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

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

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

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冯契（１９９６）在
其著作《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中就强调指出：“人类

的自由，就在于达到真、善、美的统一。”

所以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经济美学

的终极目标。在人类实践发展过程中，人的意识经

历了由功利主义的物质谋生到超功利的精神性审

美需求的发展，美在其中扮演了升华、推进的角色。

席勒（１９９７）说，“为了解决经验中的政治问题，人们
必须通过解决美学问题的途径，因为正是通过美，

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实现外在的和谐必然通过

人内在的和谐，而美正是人的内心自然的东西，这

种内在的东西通过外在显现，会给人带来道德、行

为的良性选择。西方主流经济学同样也因其忽略

人文性的工具主义而走向贫困，在此，经济美学运

用美学这种自然天成的观念，使其在“经济人”与

“道德人”的分裂中，在功利性与人文性的分割中，

趋于和谐，从而形成井然有序的经济秩序，并最终

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

义社会。

三、马克思经济学的工具美

如果说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美主要体现在“自

由”这个范畴，那么马克思经济学的工具美则体现

在形式、方法等方面，而这里美的范畴则包括“简洁

美”“和谐美”等。

１．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和谐美
马克思在论述社会总生产中，认为两大部类

要按比例协调发展，这种和谐生产的观点就是经

济美学的观点。关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马克

·布劳格（２００９）认为：“代表了在我们的这个时代
与哈罗德和多马的名字有关的一种分析的第一个

例子。这个问题是要说明体系平衡增长的客观经

济条件，以便提出无阻碍扩张是否可能的问题。”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生产用品的生

产和生活用品的生产，社会再生产又分为简单再

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简单再生产指一种净投资为

零的不变的状况。保持静态经济不增不减的条

件为：

第Ⅰ部类的产量必须用于两部类资本的置换：

ｃ１＋ｖ１＋ｓ１＝ｃ１＋ｃ２
第Ⅱ部类的产量必须与工资加财产收入相

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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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２＋ｖ２＋ｓ２＝（ｖ１＋ｖ２）＋（ｓ１＋ｓ２）
两个等式合并：

ｖ１＋ｓ１＝ｃ２
即第Ⅰ部类的净产量必须与第Ⅱ部类的置换

需求相等。

这个简单再生产条件分析的意义在于：如果ｖ１＋

ｓ１＞ｃ２，就意味着固定资本置换的支出超过折旧费
用，即净投资是正的。而如果不能用折旧引起已耗

费资本的置换则必定引起产量收缩。

在论述扩大再生产的条件时，马克思检验了

按不变比率的增长。从形式上看，按不变比率扩

大再生产的方程式是与简单再生产是相似的。因

为需要剩余价值的消费，所以剩余价值分为雇佣

劳动的费用 ｓｖ、消费品的费用 ｓｃ和资本消费的费
用 ｓｋ。

因此，第Ⅰ部类的产量必定等于资本品的总
需求：

ｃ１＋ｖ１＋ｓｖ１＋ｓｃ１＋ｓｋ１＝（ｃ１＋ｓｋ１）＋（ｃ２＋ｓｖ２）
而且，第Ⅱ部类的产量必定等于消费品的总

需求：

ｃ２＋ｖ２＋ｓｖ２＋ｓｃ２＋ｓｋ２＝（ｖ１＋ｓｖ１＋ｓｃ１）＋（ｖ２＋ｓｖ２＋ｓｃ２）
两个等式合并：

ｖ１＋ｓｖ１＋ｓｃ１＝ｃ２＋ｓｋ２
虽然，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等式遭到了一些

经济学家的嘲笑，但是当哈罗德提出他的“有保证

的增长”公式时，使经济学界大为震惊。虽然马克

思的公式过于简化，但是它终究涉及经济中的多个

部门，而哈罗德的公式仅限于一个部门的封闭经

济。所以，比起马克思的公式，哈罗德的限制更强，

启发更小。

所以说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仍然具有理

论与现实意义。理论意义在于以上分析对后凯恩

斯主义经济学家的影响，现实意义则在于一个国家

经济的发展必须是各个经济部门按比例协调发展，

进而形成完整、有序的产业体系。这种和谐生产的

经济美学观点在今天对于经济结构的合理化调整、

不同经济部门的协调化发展仍具有抛砖引玉的

作用。

２．马克思经济分析的思维方法美
经济分析中的科学方法也具有美的意蕴，科学

方法让我们获得对真理的认识，如果真与美是统一

的，那么科学方法就是统一这两者的纽带。科学方

法美蕴含在方法中的人的智慧之美，即人类理性思

维中所表现出来的逻辑的统一性，具有美学内涵。

正如爱因斯坦（１９７９）所言：“一个理论可以用经验
来检验，但是并没有从经验建立理论的道路。像引

力方程这样复杂的方程，只有通过发现逻辑上简单

的数学条件才能找到。”在人类科学的探索中，逻辑

思维的力量是巨大的，也是美的。

马克思经济学分析方法中，体现着抽象与具

体、逻辑与历史、归纳与演绎的统一的思维方法之

美。马克思（１９７６）２１０对此作了专门的说明，“其实，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

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

但绝不是具体本身产生的过程。”在有些情况逻辑

与历史是统一的，而有些情况逻辑与历史是不统一

的，“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

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是不行的，错误的。他们的次序

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

定的，这种关系同看来是它们的合乎自然的次序或

者符合历史发展次序的东西恰好相反。”（马克思，

１９７６）２１７据此，马克思认为，他的著作是按从抽象到
具体的逻辑过程来安排著作结构的，这不是一个历

史过程的简单的描述，这里体现了马克思经济学中

逻辑思维的方法美。

抽象法是马克思经济学中具有美学意蕴的方

法。马克思的抽象法是从现实资料的占有、分析和

研究出发，然后得出一般理论，再根据具体的情况

加入中间环节来说明具体现象；而西方经济学抽象

法是从抽象的假定出发，直接去说明具体现实现

象，缺乏中间环节。例如，李嘉图把这种方法发挥

到了极致，所以，在关于“等价交换与平均利润矛

盾”的解释中体现了这种抽象方法的缺陷，从而导

致李嘉图学派的解体。马克思在说明价格决定和

形成的理论中，不是简单地利用“价值实体和价值

量的理论”去解释，而是加入了中间环节去说明具

体的现象：等量资本决定等量利润的生产价格、商

业资本加入后的商品价格以及土地所有权介入后

的农产品的价格，这就解决了李嘉图的矛盾。这种

抽象法又体现了逻辑与历史、归纳与演绎统一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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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美。

３．马克思经济学中数学方法的简洁美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

用数学时，才算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苏共中央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１９５７）“我不止一次地想计
算出这些作为不规则曲线的升和降，并曾想用数学

方式从中得出危机的主要规律（而且现在我还认

为，如有足够的经过检验的材料，这是可能的）。”

（马克思 等，１９７６）３３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研究
剩余价值率时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数学方法———

微分学。“从严谨的数学的角度来看，这里阐述的

观点也是正确的。因而，用微分计算，假设ｙ＝ｆ（ｘ）＋

ｃ，其中ｃ是不变量。ｘ变为ｘ＋Δｘ，不会改变 ｃ的值。
因为不变量不发生变化，所以 Δｃ＝０。可见，不变量
的微分是０。”（白暴力，２００３）

另外，马克思还对数学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著

有《数学笔记》，揭示了当时刚刚出现的微分学的哲

学意义。马克思认为，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意义在

于：通过数量关系的研究揭示经济规律和本质，使

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说明文字无法表达的内容。所

以说，作为工具的数学在马克思经济学分析中体现

着简单、准确的方法美。

以上这些分析方法体现出了人类智慧之美，也

是马克思经济分析中的方法之美。这种思维的方

法美不但来自认识结果的深邃性中蕴涵的力量，还

来自认识形式的抽象性中凝聚的力量，这不能不使

人对自己理性的力量和它所体现的认识之美而

倾倒。

四、马克思经济美学的当代意义

主流经济学中人文精神的缺乏需要自由全面

发展的人来补救，经济学使人幸福的目标需要经济

美学加以规范与指导。人性回归、加强生产力的美

学内涵、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夯实，可以为扫清人

们幸福的障碍，为解决生态恶化、社会不平等、金融

危机、道德缺失等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路。

１．美在经济活动中对于人性回归的作用
现代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只是张扬

了人性中的功利方面，而忽略了人性中的善与美，

即亚当·斯密所倡导的“道德人”。经济美学就是

要唤醒人性中的善与美，实现超越功利的价值追

求，实现人的感性自由生命活动。经济美学更重要

的是一种责任意识。

美作为人之自由本质的形象体现，在主体方面

表现为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在客体方面表现为真与

善的统一，在实践方面表现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

的统一，这三方面的“统一”最后交错相融于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感性现实之中，这种基于

现实又超越人类社会发展的形态，使人的自由全面

发展理想价值成为可能。这样经济美学可以使经

济学成为一门“理性经济人”与“道德人”统一、科学

性与人文性统一、实证方法与规范方法统一的学科

体系。在此基础上，回归人的自由本质和美的本

质，使人成为真、善、美的人。

２．美作为生产力的作用
经济活动和审美活动因其性质不同而分属两

个领域。经济活动的典型特征是功利性，是为了

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的；审美活动的典型特征是超

功利性，是为了满足人的精神需求的。但是，历史

上经济活动和审美活动并非风马牛不相及，而是

相伴相生地存在着。如当代的审美文化产业，就

精神层面而言是为了满足人的审美享受，就物质

层面而言是为了经济利益，是审美活动与经济活

动的统一。

所以，面对技术社会的异化现实，美学与艺术

也应该改变其传统的地位与功能，在文化和物质上

成为一种生产力。“作为这种生产力，艺术会是塑

造事物的现象和性质、塑造现实、塑造生活方式的

整合因素”（马尔库塞，１９８９）１１３。美学和艺术作为

生产力对现实世界重建的结果是美的王国的建立，

在这个王国里，“既是美学与现实分割状态的结束，

也是商业与美、压迫与快乐之间商业联合的终止。”

（马尔库塞，１９８９）１１４

３．美在“以人为本”发展观建构中的作用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市场经济中经济活动与

审美活动相统一的表现形式。意大利著名哲学家

和美学家克罗齐在 １９３１年曾特地撰写了这样一
篇论文：《两门世俗的科学：美学和经济学》。克罗

齐在总结其一生的学术生涯时，十分看重美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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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认为它们具有卓越的世俗性质。现代社

会，由于工业化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繁荣，文化艺

术生活受到人们的重视，从理论上反映新的强大

的经济生活和文化艺术生活的经济学和美学，就

变得重要了。克罗齐敏锐地注意到这两门学科同

现代生活、现代人的血肉关系，并从哲学高度确认

它们共同的世俗性质和学科使命，这就是对现代

人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的欲望的双重肯

定与提升，即“卓越的世俗性质”，帮助现代人实现

心灵与感觉、心灵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实现人的自

由全面的发展。

有人提出，审美在市场经济中的职能就是消解

异化因素，主要通过“立美宜人”对市场经济进行审

美关照，以“审美博弈”消解市场经济的负效应。

“立美宜人”要求人的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的过程

与结果须“宜人”，要适合于人的生命、生活与生存；

“立美宜人”的本质是实现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

与社会之间的一种和谐的审美关系。以“审美的眼

光”审视世界，以“立美的方式”改造世界，通过“立

美”，实现“宜人”，实现对人的终极关怀（赵宋光，

２００１）。以美的形象性、情感性去感染渗透社会公
众，使其情感、心灵和生活得到净化和升华，成就一

种美的人生。黑格尔（１９８２）说过：“审美带有令人
解放的性质，它让对象保持它的自由和无限，不把

它作为有利于有限需要和意图的工具而起占有欲

而加以利用。所以美的对象既不显得受我们人的

压抑和逼迫，又不显得受其他外在事物的侵袭和征

服。”马克思（１９７２）９５也曾说过：“艺术对象创造出懂
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

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

也为对象生产主体。”

总之，经济美学就是要在经济学与美学之间

构架桥梁，统一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既有

高标准的物质生活，又要超越世俗与功利，实现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实现人的

自由本质。马克思的经济美学思想兼具手段与

目标的双向功能，为我们构建了人类理想王国的

蓝图和实现蓝图的必由之路，所以马克思的经济

美学思想仍是我们今天经济美学研究的思想

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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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缪尔森，诺德豪斯．１９９２．经济学（上）［Ｍ］．１２．北京：中国发

展出版社．

森．２０００．伦理学与经济学［Ｍ］．北京：商务印书馆．

史蒂文·贝斯特等．后现代转向［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特里·伊格尔顿．２００１．审美意识形态［Ｍ］．桂林：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１９５７．回忆马克思恩格斯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

席勒．１９９７．席勒散文选［Ｍ］．张玉能，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

社：１５６．

尤西林．１９８２．关于美学的对象［Ｊ］．学术月刊（１０）：８１４．

约翰·奈斯比特．１９８４．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

［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４６

李立男：马克思经济美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赵宋光．２００１．赵宋光文集（第１卷）［Ｍ］．广州：花城出版社：

１３６１４１．

周来祥．１９８４．美学问题论稿［Ｍ］．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８７．

朱成全．２００６．论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兼论马克思经济学对

西方经济学的超越［Ｊ］．吉林师范大学学报（４）：６１０．

朱成全．２０１０．以自由看发展———马克思自由发展观视阈中的

人类发展指数扩展研究［Ｍ］．北京：人民出版社．

ＡＲＲＯＷＫＪ．１９９２．ＩＫｎｏｗａＨａｗｋｆｒｏｍａＨａｎｄｓａｗ［Ｍ］∥

ＳＺＥＮＢＥＲＧＭ．Ｅｍｉｎ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４９．

ＤＥＢＲＥＵＧ．１９９２．ＲａｎｄｏｍＷａｌｋａｎｄＬｉｆ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Ｍ］∥

ＳＺＥＮＢＥＲＧＭ．Ｅｍｉｎ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１０．

ＨＡＨＮＦ．１９８５．Ｍｏｎｅｙ，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Ｏｘｆｏｒｄ：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２０２１．

ＬＥＥＣ，ＬＩＬＯＹＤＰＬ．２００５．Ｂｅａｕ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ＴｈｅＲｏｌｅ

ｏｆ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Ｒ］．ＫＹＫＬＯＳ，５８２００５

Ｎｏ．１，６５８６：１１．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Ｐ Ｒ．１９５４．Ｓｏｍ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ｓｐｅｃｔ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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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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