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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钱观的四个基本问题探析∗

敖 　 翔　 　 　 李 继 新

摘　 要：树立正确的金钱观是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 树立正确的金钱观，有四个基本问题亟待探析。
一是金钱的本质问题，可以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视角加以全面认识。 二是金钱的功能问题，包括认

识金钱的交易媒介功能、价值标准功能、赊账标准功能和价值储备功能。 三是对几种扭曲的金钱观的辨析和批判

问题，包括金钱万能论、金钱至上论、不择手段的金钱获取途径和炫耀式或“压缩型”金钱消费等。 四是关于金钱的

获取与使用问题，要做到“取之有道，用之有度”，既要鼓励合法致富，用纪律、法律、道德、秩序来支持和维护合法致

富行为；又要倡导合理消费，科学认识人与钱的关系，做钱的主宰者而不是钱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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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金钱观，是指人们创造、占有和使用金钱的

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认知、认同、生产、分配、交换

和消费过程中蕴含的价值内涵和观念意蕴。 它是人

类在认识、创造、支配和消费金钱的过程中，对人与

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观念把

握，是经济行为的价值依据，也是人类根据金钱的本

质要求去认识金钱、创造金钱、积累金钱和使用金钱

的精神动力。 对金钱的认识包含对金钱价值的理解

和认知问题、获取金钱手段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问题、
支配使用金钱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问题三个组成

部分。 正确金钱观要求人们从人的主体性出发，通
过创造和占有金钱来发展自身的个性和潜能，通过

合理运用金钱来获得生存的意义，以实现自身的价

值。 树立正确的金钱观，能够帮助人们处理好金钱

与人、金钱与自然、金钱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满足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人的充分发展。 自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物质财富获得极大丰富和

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工具理性的僭越和价值理

性的消退，带来以金钱为代表的物对人的统治和人

的本质的异化等。 诸如个别党员干部搞权钱交易肆

意敛财，有的大学生爱慕虚荣陷入套路贷无法自拔，
有的演艺人员为了金钱不惜出卖灵魂，如此等等，这
些问题的出现，很多是因为不能正确认识、支配和使

用金钱从而误入歧途，最终导致悲剧人生。 在开放

富裕的当今社会，如何正确认识金钱的本质和功能，
如何坚持金钱获取的正当性、金钱分配的正义性、金
钱使用和消费的合理性，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

一、正确认识金钱的本质

对于金钱的本质，可以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
政治学等不同视角进行分析。

第一，从哲学视角看金钱的本质。 金钱是人类

发明的，是人类聪明才智的产物。 在早期原始熟人

社会，人类按照“礼物经济”或“债务原则”进行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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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这是一种即时支付。 随着原始社会生产和交

换的发展，交换开始突破熟人圈层，延时支付的交换

现象不断涌现，当在完全陌生的人群中进行交换时，
就需要某种担保的信物作为中介。 承担这种功能的

信物，一种是家畜、米、盐等食物或用具，因为它们具

有某种实用功效而不适合作为信物；另一种是贝壳、
玉石、琥珀等，这些东西因为缺乏实用性则更符合担

保信物的定位，并逐步向货币进化。 人类发明金钱，
最初是为了便于人与人之间或人群与人群之间的物

质及服务的共享与交换，因此金钱只是人用来度量

物质或服务价值的一种媒介，金钱本身没有价值。
由此可见，金钱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有意识地

利用推理想象能力而发明的，是人类理性的体现。
第二，从社会学视角看金钱的本质。 可以从四

个方面分析：（１）金钱是责任、服务、爱和奉献的载

体。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服务别人和被别人服务的过

程，这个过程充满了责任、爱和奉献，并且与金钱本

身没有关系，因为每个人最终需求的不是钱而是别

人提供的服务。 把金钱施舍出去则人心就汇聚而

来，称之为财散人聚；在人群中播撒爱心则事业兴

旺，称之为博爱领众；功成名就时奉献智慧则心情愉

悦，称之为德行天下。 金钱只是服务的外在体现，是
人的责任、爱和奉献在彼此服务过程中的一个中介。
（２）契约精神是金钱有效性的前提。 当钱变成废纸

而无法度量劳动成果合法性或无法确保劳动力转化

成劳动成果时，金钱的有效性就随着契约的直接失

效或间接失效而消失。 要保证金钱的有效性，就必

须信守和履行契约，此时金钱和契约是一体两面的，
金钱是契约的语言。 （３）金钱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

人的社会地位。 金钱无姓氏，更无履历表，在法律许

可的范围内，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挣钱。
但一个人从事劳动获得的报酬有多有少，而金钱有

时是一个人拥有物质财富的标志，所以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金钱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的象征。 （４）金钱在

某种情况下能代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由于金钱是

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和可以购买商品的，自然就成

为财富的象征。 一个人的劳动只有通过金钱媒介交

换他人的劳动时，自己的劳动才能够得到社会的承

认，才可以用金钱购买自己需要的其他生活资料，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以金钱为媒介的交换中体现出

来了。
第三，从经济学视角看金钱的本质。 （１）金钱

是劳动力凭证，是用于跨越时空的劳动交换。 金钱

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凝结着人类无差别

的劳动，指向的劳动成果是有价值的，是一种劳动力

凭证。 金钱的交换在本质上是执行了跨越时空的劳

动力交换，并可以用来刺激未来的生产力发展。
（２）金钱只能度量可交易的部分。 金钱只有在商品

交换中才能大显神通，那些不可交易的东西是无法

用金钱的多少来衡量的，所以金钱对不可交易的部

分就失去了度量的尺度。 例如，人的生命、忠诚、情
感、信仰等，由于事物的定义导致在个体间不具有可

交易性；又如，国家主权、民族独立、战争与杀戮等，
因为交易的后果导致相互间不具有可交易性。 （３）
金钱是社会资源的分配工具。 人类劳动的最基本目

的是为了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资源，既包括以自然资

源为基础的实体性资源，也包括体现人类社会差别

的关系资源，金钱是调动这些资源的最常用最方便

的方式。 正因为以金钱为代表的财富在人类现实生

活中存在差别，所以金钱才可以调动相应的力量去

整合有限的资源，从而维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第四，从政治学视角看金钱的本质。 （１）金钱

是以政府力量为后盾的管理工具。 人类形成社会共

同体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集体的力量谋取生存和

发展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金钱因具有更容易

细分利用的优点，所以成为维护整个集体凝聚力的

天然管理工具。 货币政策、金融政策、货币发行权、
转移支付、政府补贴和宏观调控等政府管理手段，就
是金钱作为管理工具的外在体现。 作为管理工具，
金钱成为政府用来管理经济和社会的最便捷最有效

的抓手或载体，推动人类社会的文明演进迅速滑入

快车道。 （２）金钱在个体上是权利让渡。 作为物质

性的金钱，它既不能像衣服那样可以御寒，也不能像

食物那样可以充饥，它所有的使用价值都体现在从

他人那里交换财富。 交换的先决条件在于权利或利

益的取舍或让渡，当一个人不得不将自己的财富交

换成金钱的时候，他对财富的支配权、使用权就让渡

给付钱的一方了，金钱也就成了人们让渡权利的凭

证和媒介。 正是这样，人类在交换中形成了独特的

金钱信用体系，这种信用体系不断将社会信用进行

固化和物质化。 当人们将自己的信用让渡给金钱

后，金钱就成为财富的异化物。 金钱可以成为财富

的度量物，但却不是人们可以享受的财富本身，这就

如同金钱可以购买服务，但金钱本身不是服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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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确看待金钱的功能

金钱的价值和功能都是人赋予的。 “钱本身从

来没有建起过一栋大楼，制造过一件产品，抢救过一

次生命，或提出过精明的投资建议。 尤其在现代社

会中，钱只是毫无价值的纸片———真正的毫无价值，
除非我们给它价值。”①随着人类交换的细化和发

展，人类赋予金钱越来越多的力量和功能，归纳起

来，主要有以下四种。
第一，金钱的交易媒介功能。 对此，要弄清楚两

个问题，一是弄清楚金钱是如何成为交易媒介的。
人类最初的物物交换，一般是在实物之间进行的，但
实物具有携带不便、难以储存、品质差异、不易量化

分割等各种各样的局限性，这种不便捷的交易方式

限制着交易的规模和便利性。 但作为贵重金属的金

银等，几乎可以避免物物交换的所有局限性。 随着

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一般

等价物的金钱应需而生。 钱的诞生，推进了人类的

贸易发展和文明进程。 “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
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

只从事交换的阶级———商人……年轻的商人阶级还

丝毫没有预感到他所面临的伟大事业。 但是这个阶

段正在形成……随着它，出现了金属货币即铸

币。”②金属作为一般等价物，最后集中在金银等贵

重金属上，“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

银”③，当金银从一般商品中分离出来而固定充当一

般等价物时，就成了货币。 二是弄清楚金钱交易媒

介功能的内涵和意义。 物物交换是商品所有者拿着

自己持有的商品，去和持有自己所需要但却由别人

持有的商品所有者去交换。 金钱这个媒介则把物物

交换直接分割成买和卖两个环节：商品所有者先要

把它换成钱，即“卖出”；然后再用钱换取所需要的

商品，即“买入”。 商品的交换过程就变成买与卖两

个过程的统一，金钱则不断处于这一过程之中，并作

为交易的媒介为交易服务。 以金钱作为媒介的商品

交换是一个循环不断的过程，即商品流通。 而在商

品流通中，金钱发挥着流通手段、一般等价物、储藏

手段的功能。 金钱作为交换媒介，在整个交易过程

和人类社会发展中，降低了物物交换的交易成本，提
高了交易收益和交换效率，进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

进步。 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大进步，总是伴随着交易

媒介和交易制度的大革新。

第二，金钱的价值标准功能。 作为一般等价物

的金钱，既是商品价值的表现，也是商品价值量的衡

量标准，是一种计算单位，充当着商品的外在价值尺

度。 金钱，作为价值标准，在贸易中是报价和讨价还

价的基础，在社会上也常被用来衡量人生的成功或

失败。 在很多人心中，钱是财富的象征，是接受教

育、学习知识和促进成长的工具，可以改变人的前途

和命运；是价值的回响和资源的通道；是一种力量，
直接影响着人的痛苦与快乐；是帮助穷人的有效工

具，可以提供更多从事公益事业的机会；是创造美好

生活、保障生存和增进享受的工具，等等。 社会发展

证明，金钱对于任何人、任何社会都是重要的、有益

的，既是社会进步的产物，更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在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服务生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 正因为金钱具有的这些功能，人们才爱惜它，千
方百计获取它。 也有人认为，有了钱，就有了底气、
脸面、尊严、朋友和自由等；没有钱，将寸步难行。 但

实际上，财富的范围远不止金钱，财富是自然界、社
会与人自身关系的反映，财富是“人之需”，这种需

求是无限纷繁复杂和时刻变化的，金钱只是财富的

一种度量物而并不是财富的全部，健康、生命、尊严、
人格、时间、机会、情感、精神等都是金钱无法度量的

人生财富。 认为金钱是财富的象征，既有其合理性，
也有其局限性。 在不同情况下，应该辩证地去看，在
财富的概念中，金钱往往只能排在最后。 只有在可

比较的前提下，金钱的价值标准功能才是有效的。
有钱不能代表拥有一切，一个人如果一切都以金钱

作为衡量标准，那他必然会走向毁灭。
第三，金钱的赊账标准功能。 只有金钱的购买

力在某段时间内能够保持相对稳定，金钱才能起到

赊账延期支付标准的作用。 而赊账延期支付之所以

能够发生和维系，信用是其最根本的前提条件。 处

于高度社会化、市场化中的人们，需要并仰赖于某种

坚实、健全、有效的信用体系来进行财富交换。 当人

类将信用让渡给金钱后，金钱信用体系就形成了，信
用就成了最好的资本。 债务发行、存款储蓄、延时支

付、商业信贷等都是以信用为前提和基础的，离开了

信用，它们将无法运行和延续。 哪怕是小如芝麻的

信用，积累到一定程度，也必定能促成一定规模赊账

延期支付行为的发生。 人无信则不立，诚信是经商

的第一原则，市场经济就是讲究信用的道德经济。
第四，金钱的价值储备功能。 金钱的价值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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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指的是金钱在市场交换过程中退出流通领域，
作为独立的价值形式和社会财富的代表而储存起来

的职能。 这种功能来源于金钱是一般等价物而可以

购买一切商品的本性。 一是作为财富形式的金钱价

值储备。 金钱是财富的一种普遍形式，有人将其储

存起来作为财富多少的体现，这是一种朴素的金钱

储藏形式。 二是作为扩大商品交易前的金钱价值储

备。 为了扩大再生产或者扩大交易规模，事先都要

求有充足的资金储备，叫作本钱或投资前期准备金，
这是商品生产者或商人的金钱储备。 三是作为获取

信贷利息的金钱价值储备。 由于金钱具有稀缺性，
跟不上人们财富增长所需要的需求，这时有人会将

富裕的金钱借贷出去以赚取利息，钱就会越来越多。
往往信贷本钱越多，获取的利息就会越多。 这种信

贷本钱就是信贷金钱价值储备。 四是作为社会权力

的金钱储藏。 当金钱的多少与权力的大小相勾连

时，为了取得权力，储备金钱的欲望也就变得更加强

烈，形成一种社会权力的金钱储藏。 美国利用美元

体系维护世界霸权和收割世界财富就是鲜明的写

照。 五是作为调节货币流通量蓄水池作用的金钱价

值储备。 当市场流通中金钱数量供过于求时，一部

分金钱就会被退出流通而储藏起来；当金钱在市场

上供不应求时，处于储藏状态的金钱就会重新进入

流通。 这样，金钱的储藏手段就起到了调节货币流

通的作用。

三、树立正确金钱观需要纠正的几种错误观念

金钱融合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

一切交往关系，在人类社会交往共同体的演进中，促
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成为人们致富的对象和源泉；
但金钱又消解了个人的任性与冲动，带来了虚假特

质的无差别性和平等性，致使人们对金钱有着不尽

相同或完全相反的看法和认识。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

展和改革开放的推进，多种不合理甚至是错误的金

钱观困扰着人们，要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必须对这些

错误认识进行批判和纠正。
第一，金钱万能论。 作为金钱价值观主体的人，

在金钱的驱使下，人性往往会发生扭曲和异化。 无

限夸大金钱功能的金钱万能论认为，金钱具有打通

一切社会关节的社会功能和使用功能，可以解决人

们面临的所有事情。 “有钱能使鬼推磨” “钱可通

神”“有钱者通吃” “金钱是最灵敏的通行证”等观

点，就是金钱万能论者的座右铭。 马克思对金钱万

能论描述道：“随着商品流通的拓展，货币———财富

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的权力也日益增

大。”④《尉缭子·将理》中描述了我国古代社会中

金钱甚至有可以购买生命的作用：“千金不死，百金

不刑。”莎士比亚通过其悲剧《雅典的泰门》中主人

公的激情道白描绘出金钱的万能：“金子！ 黄黄的、
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

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鄙变

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如果任由

金钱万能论的错误观念发展，必然会制约和阻碍社

会经济、文化交流、政治关系以及人际关系等的健康

发展。
第二，金钱至上论。 持这种观点的人“一切向

钱看”，把获取金钱、占有金钱和使用金钱作为生

产、生活和进行各种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价

值判断、价值比较、价值选择的唯一标准，作为进行

各种社会活动的原动力，整个人都被异化甚至被物

化了，最终沦为金钱的奴隶。 例如，个别党员干部以

为做官就是为了发财，于是买官卖官、贪污腐败，或
者搞权钱交易、利益输送，不仅背离入党做官的初心

使命，最终也会身败名裂，受到法律的制裁、人民的

审判和社会的唾弃。 又如，有的商人目光短浅、见钱

眼开、见利忘义，最终必定会被市场淘汰。 如果把人

际关系异化为纯粹的金钱关系，就会使人性、友善、
良知和正义在金钱面前霍然泯灭，会给共建共治共

享的和谐社会建设带来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
第三，不择手段的金钱获取观。 金钱在普遍的

社会物质交换关系中大显身手，成为人们普遍的追

求目标和交换手段。 “如果有 １０％的利润，资本就

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 ２０％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

起来；有 ５０％ 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

１００％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 ３００％
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的

危险。”⑤这说明，一方面，如果异化了人与金钱的关

系，人类就会被套上枷锁，金钱也变成了人走向罪恶

深渊的阶梯和堕落的媒介，这时人性恶的方面通过

金钱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金钱被异化了，表现在

人与人的关系上，会使世道人情、亲情友情、法治诚

信沾满铜臭味而被扭曲；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有的人为了获得金钱会向大自然无节制地索取资

源，带来铺张浪费、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和不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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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表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会使社会利益矛盾

凸显，导致拜金主义严重、腐败滋生、唯利是图、钱权

交易等破坏社会风气的负面影响；表现在人自身上，
会使人的生命、尊严、信念、自由、友善等黯然失色，
最终使人被金钱牵着鼻子走而成为金钱的奴仆。 另

一方面，金钱获取方式上的义利观，体现的是物质利

益与道德规范、群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物质与精神之

间的取舍或平衡。 此中的“利”就是人们获取金钱

的行为几乎渗透到每一个经济活动之中，具有功利

性、逐利性，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也是交

往活动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义”就是人们

在追求金钱活动中所秉持的情义、信义、道义、正义

等道德规范和价值原则，内含着经济主体的道德责

任、利益各方之间能够达到的互利共赢状态。 现实

生活中，有的人割裂了“义”与“利”的关系，在获取

金钱方面，通过投机取巧、以权牟钱、坑蒙拐骗等不

正当手段“致富”，富裕之后又欺贫凌弱、挥霍无度、
为非作歹，变得“为富不仁”。 这些以财富为表征的

“利”，在获取方式上是非正当的、非正义的和有原

罪的“不义之利”，这种因“义” “利”失衡而形成的

非正义金钱获取途径，自然是要被排斥和否定的。
第四，炫耀式或“压缩型”金钱消费观。 主要表

现是炫耀式消费和惜钱如命式消费两个极端。 一是

炫耀式消费。 炫耀式消费即消费主义，指无节制地

并且是没有必要地大量非理性消耗物质财富以满足

扭曲的需求和欲望的一种消费方式。 当今社会，消
费主义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炫富现象，即为了炫耀财

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秉持“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钱能摆平的事就不是事”“一掷千金”“宁可在宝马

车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等观念，大肆消费，
奢靡浪费。 这些现象会消耗大量资源，恶化人的生

存环境，破坏社会风气，很容易使人们的价值标准、
价值目标等发生错位，导致斗富、摆阔、贪图享乐等

不良消费文化的盛行。 例如，演艺圈中有的开豪车、
住豪宅、穿名牌，攀比炫耀；有的拿天价片酬，在国内

大肆捞钱，到国外挥霍炫富。 二是惜钱如命式的

“压缩型”低消费。 这是一种把以金钱为代表的物

质财富看作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压缩型”低消费金

钱观。 巴尔扎克塑造笔下的葛朗台、吴敬梓笔下的

严监生，都贪婪吝啬、嗜财如命，他们的性格就是这

种不合理金钱观的写照。 现实生活中，有的年轻人

为了挣钱过度透支健康，甚至是用生命去换钱，等到

年龄大了只能用钱去保命。 这种重物轻人、见物不

见人的金钱观，会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破坏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影响人的身心健康发展和综合素

质提高，也会影响和阻碍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四、正确对待金钱的“取”与“用”问题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指出，“天下熙

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古往今来，自从

有了钱，人们对它的追求和使用就从未间断过。 那

么人们在追求、获取和使用金钱时，应该秉持什么样

的观念呢？ 对此，中国古人早就有“取之有道，用之

有度”之说。 也就是说，一方面，要鼓励人们通过合

法途径致富，“合法”主要指的是金钱获取的正当

性、金钱分配的正义性；另一方面，要倡导人们在使

用和消费金钱时要“有度”，即要有合理性，人不能

成为金钱的奴隶。
第一，“取之有道”：合法致富是正义和善的。

赚钱致富天经地义，赚钱致富过程比获利的结果更

重要。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将追求金钱与追求

美德结合起来，认为通过努力与劳动取得金钱的行

为，有益于社会文明进步和反封建反教会，具有进步

性和合理性。 “金钱是国家的力量所在，赚钱应视

为国家的基础和根本。”⑥在我国古代，人们较多关

注的是金钱的意义，总的价值取向是“公利至上”
“平均主义”。 儒家思想极其重视德性，“义” “利”
之辩始终是儒家对待金钱的核心观念。 孔子主张

“义以生利” “见利思义” “义以为上”，强调获取金

钱要有正义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的金钱观

发生了跨越式演进。 新中国成立之初，秉持革命信

念和道德仁义高于金钱、集体财富为重的思想，人们

认为金钱是资本主义的标志，对金钱往往讳莫如深。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后，人们的金钱意识逐步增

强，对金钱的认识也发生了转变，认为钱是劳动的产

物、社会的奖章和经济的杠杆，可以满足人们的生活

需求、潜能挖掘和全面发展。 金钱成为人们脱贫致

富奔小康、创造美好生活的基础、载体和桥梁，国家

倡导人们合理合法赚钱，鼓励通过辛勤劳动和科学

知识来发财致富。 但合法致富需要德与法的合力。
金钱本身是没有善恶之分的，它可以为人们创造舒

适安逸的生活，只要是合法的钱都能挣。 一方面，要
善于利用法律为自己挣钱保驾护航，让法律为挣钱

提供方向指引、原则规范和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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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钻法律空子冒险挣钱，法律会有相对滞后性，利用

法律漏洞挣钱的行为，是应该受到打击的不正当挣

钱手段。 我国市场经济既是道德经济，也是法治经

济，诚信致富既是遵守公德，也是遵守法律，“德治”
和“法治”是挣钱致富的左膀右臂，只有懂法、守法、
用法，才能确保挣钱动机纯正、过程合法和结果安

全。 赚钱和做人一样都要遵守一定的秩序。 秩序就

是规则，规则也是底线。 只有遵守秩序、规则和底

线，得到最大多数人的人心和支持，才会保证我们在

正确的轨道上进行财富创造和分享，才能确保自己

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光明正大的。
第二，“用之有度”：正确处理好人与钱的关系。

人是金钱的制造者和使用者，钱是为人服务的，只有

合理使用金钱，人才不会沦为金钱的奴隶，才能避免

陷入以下几种人与钱之间的扭曲关系。 一是人与钱

的异化关系。 钱是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对人来

讲，这个本质是外在的，人如果膜拜它并被它统治

着，就会导致人与其生产结果、人与其生产活动过

程、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其本质间的异化，使物质世

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这就需要通过

改变金钱的占有状况来解决人的劳动产品对人的统

治的问题，把关注点放到人自身而不是金钱的价值

上。 二是人与钱的物化关系。 以金钱为核心的商品

拜物教就是人的物化现象，它使人的关系变成一种

物的关系，表现为人的符号化、数字化和原子化，人
与人的关系是冷漠或隔离的。 物化最深刻的表现就

是它内化到人的思想领域形成物化意识，使人在享

受物质富裕的同时，也遭受着精神的痛苦和心灵的

折磨。 三是人与钱的技术理性关系。 人类进入 ２０
世纪以来，由于对科学技术的片面性认识，导致了技

术理性的膨胀和价值理性的失落，把经济增长或利

益的最大化作为最高价值，把人带入被技术控制的

困境之中，使人与自然、人自身都面临着危机。 法兰

克福学派提出技术进步引起社会财富的增长，最终

导致人被金钱奴役，人则成为“单向度的人”。 四是

人与钱的消费主义关系。 随着工业化、全球化和信

息化的发展，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不断

在世界范围内滋生蔓延，表现出对新产品无尽渴望

的无限性欲望超出“必需”的水平，把消费视为生活

目的和意义的来源。 消费主义会加剧人类对自然的

掠夺和破坏，加剧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紧张和冲突，
造成人的自由性和超越性的毁灭，导致浪费性消费、
盲目消费和奢侈消费盛行的伦理困境。 隐藏在上述

四种关系的背后是人的问题，它关系到经济人与道

德人相统一的问题，是人的最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

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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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ｎ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ｄｉｓｔｏｒ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ｎ ｍｏｎｅｙ，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ｌｍｉｇｈｔｙ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ｍｏｎｅｙ， 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ａｃｙ ｏｆ
ｍｏｎｅｙ， ｇａｉｎｉｎｇ ｍｏｎｅｙ ｗｉｔｈ ａｌｌ ｍｅａｎｓ ａｎｄ ｓｈｏｗ－ｏｆｆ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ｅｄ” ｍｏｎｅ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ｇａｉｎ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ｍｏｎ⁃
ｅ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ｇｅｔ ｍｏｎｅ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ｈｅｍ ｗｉｓｅｌｙ．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ｒｉｃｈ ｂｙ ｌｅｇａｌ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ｌａｗ，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ｒｄｅｒ．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ｎ ａｎｄ ｍｏｎｅ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ｍａ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ｅ ｍａｓｔｅｒ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ｓｌａｖｅ ｏｆ ｍｏｎｅ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ｖａｌｕｅｓ ｏｎ ｍｏｎｅｙ；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９２１

关于金钱观的四个基本问题探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