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論《社會契約論》、「異化勞動」

與《心經》的現代意義

蔡權昌

本文選取了三部經典作論述根據：盧梭的《社會契約論》(Social 

Contract) 第一卷、馬克思的「異化勞動」(“Estrangeg Labour”) 及佛學

的《心經》。三部作品對社會視之為理所當然的現象和想法都有所批

判，不單啟發個人思考，更推動了社會變革。本文分為兩部份，第一

部份簡述三部經典對某現象或想法的拆解，而第二部份則論述這些觀

點對探討當代香港社會問題的意義。

盧梭：批判君主專制的合法性

盧梭 (1712–1778) 在《社會契約論》的開首即表示他的著眼點是

社會秩序。然而，既有的社會秩序可以是虛假、不義的，甚至是人民

屈從於強權之下而形構出來的，這點在文章開端已作暗示 1。盧梭目

睹當時社會的苦況，眼見賦稅繁重、奴隸制依然存在，人民卻不敢

反抗 2。盧梭透過對強力和權利的分析，指出若以強力迫使人民服從，

1 在《社會契約論》第一卷開首，盧梭指明，整篇目的在於尋找既合法而又確切的政
權規則，從而建立社會秩序，言下之意就是，當時所謂的社會秩序，其實是建立在
不合法和不明確的政權規則上的。參見盧梭，頁3。

2 盧梭在一次旅行中到農民家中付錢度宿，農家最初只肯給他牛奶和大麥餅這些粗
食，原因是怕被政府徵重稅，而這次經歷使盧梭意識到人民在當時受到的壓迫有多
嚴重。參見李平漚，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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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合法性，人民也無服從的義務 3。盧梭又援引奴隸制的例子，說明

由強力所產生的權威和相應的服從存在著深刻的矛盾 4；其實，奴隸制

並非自然而然的制度。在君主專制的社會下，君主擁有無上的權威，

以種種方式剝奪人民的財產，奴役人民，社會的奴隸化顯而而見。在

第一卷第五章，盧梭在分析聚集和結合兩個概念時，直言社會的奴隸

化：「我在這裏就只看到一個主人和一群奴隸，我根本沒有看到人民

和他們的首領……」5。盧梭提出的「社會契約」概念 6，正是合法地建

立社會秩序的原則和方法。此等想法，固然驚動了當時的專制政府，

但卻喚醒人民改變社會的可能。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控訴

在歐洲社會，封建君主專制已經告終，卻並未如盧梭所期望般達

至人人平等。資本主義得力於工業革命，深遠地影響著當時歐洲社會

的運作。無疑，機械化的工廠式生產比傳統生產方式更有效率，社會

亦獲得了空前的高產出和經濟收益。然而，德國思想家馬克思 (1818–

1883)卻道出了資本主義的醜惡面─勞動者受資本家所宰制，被資本

主義力量所吞噬，卻懵然不知7。馬克思認為，打從個人與資本家訂定

3 盧梭，頁10。
4 盧梭，頁12。
5 盧梭，頁17。
6 「社會契約」這概念並非由盧梭最先提出，而不同思想家對這概念也有不同的演

繹。就盧梭而言，他強調在社會契約下，「每個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力量共同
置於公意的最高指導之下，並且我們在共同體中接納每個成員作為全體之不可分
割的一剖份。」(盧梭，頁20) 換言之，國家、主權者、人民等概念實際上是相等相
通、互為表裏的。在此社會體系中，政府行使的權力須得到被統治者，即人民的認
可，而社會上的每個人理論上均是平等的。

7 馬克思認為，勞動階層被資本家宰制而懵然不知，皆因為資本家傳遞的意識形態
(ideology) 使然。勞動階層受到錯誤意識 (false consciousness) 所影響，故沒有對資
本家的剝削和資本主義本身作出反抗。馬克思對此些概念的分析，可參見：Marx, 
“The Real Basis of Ideology”。



蔡權昌：論《社會契約論》、「異化勞動」與《心經》的現代意義 69

合同，出售勞力以換取工資的一刻開始，個人已失去了一切從勞動所

得的成就感和價值。資本主義下的分工 (division of labour)帶來了勞動

者四個面向的異化：(一)工人與其製成品的異化；(二)工人與其產品

製作過程的異化；(三)工人與其工作伙伴的異化；(四)工人與其自我

或人性本質的異化。8　他們的物質生活雖稍有改善，卻逐漸追不上物價

的升幅。而個人的整體生活，特別是精神生活，也漸被資本主義下的

生產模式9　所蠶食。隨著機械化愈加普及，勞動者只會被強加剝削而最

終走上貧窮的不歸路，這樣，社會平等便只成空想。可見，馬克思批

判資本主義，實如盧梭般本著人文關懷的精神。

《心經》:突破二元對立、無常而滿盈的「空」

前述兩者皆在特定的時空對某社會現象作出批判，而《心經》則

是拆解潛藏於個人思想中的二元觀念。人們觀世事總有其角度，但卻

離不開二元觀念，從自我出發，以有限的認知把所見現象切割以獨立

看待。切割後的現象看似能深入了解，實則觀者往往掛一漏萬，忽視

現象背後的整體性。《心經》提出「空」這個概念 10，揭示事物間不可

分割的關聯性。所謂的自我，實際上是由一切「非我」11　的因素所盛

載和構成；「非我」因素彼此互動，方形塑出所謂的「自我」。這些

「非我」因素本是流轉不息，所謂的自我也一樣變動不居，沒有恆

8 Marx, “Estranged Labor,” 74–78.
9 生產模式 (mode of production) 是由特定的生產力 (productive force)和生產關係

(relations of production)組合而成。而生產模式往往受制於生產力的變化，即生產力
的變動將影響生產模式的變動。當中，生產力的重要組成部份為生產工具 (means of 
production)，而在奉行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裏，資本家掌有重要的生產工具，如廠
房和機器。相比之下，沒有生產工具的勞動階層只能聽命於資本家。馬克思對生產
模式的論述，可參考Marx, “Preface to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0 《心經》的「空」實難以用文字作準確定義，這裏暫借用「概念」一詞以作描述。
11 「自我」和「非我」可為一對立的概念，這裏暫借用此二元對立觀點來為「空」作

解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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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無常乃自然的法則，明白此理以後，人們就能以樂觀的態度，安

然面對生命每個歷程，擺脫因觀念而產生的種種苦厄。同時，突破了

自我的規限，了解到個人與自然、個人與人文環境的關係，個人自會

積極關懷現世中周遭的一切事物。

論三種觀點對當代社會的意義

先撇開三部經典各自表述的觀點，純粹就其所表現出那種突破時

代局限的思維和視角，已足夠人們效法，尤其是在我們這個標榜多元

創新、實際上卻思想狹隘甚至是壓制12　的香港社會。

從盧梭的作品可以看到，政治是眾人事務的表述 13。當今香港雖

非如盧梭所述的君主專制，但專制政治則大同小異:政治前途由少數人

決定，人民無權選出代表自己的政治領袖。雖然如此，從不少社會事

實當中，我們看到了人民參與政治的可能性在狹縫中擴大，不少有識

之士突破社會所構築的框框，把政治聯繫到個人生活當中。爭取行政

與立法雙普選、保衛天星碼頭和菜園村等行動均是人民關注社會前途

的具體表現。我們要掌握社會發展的前景，這已是僅有的權利，如果

把它也放棄了，便與盧梭時代人民默從專制政府的處境無異。盧梭所

批判的依舊存在，然而當代抗爭之士並不孤單，他們並非孤軍作戰。

政治大氣候如前，個人的生活亦如前。馬克思所批判的勞動異化

一直存在，並且在消費主義充斥下得以美化。近年社會充斥著在職培

12 筆者在這裏指的思想壓制包含兩個層次。第一是外界對個人明顯的思想壓制，包括
以規則、言語等以禁止個人對外發表某種被界定為僭越的思想或行為主張。第二個
層次是個人內化社會對其施加的規範，自我壓抑新思維的產生。兩種思想壓制相
比，以後者的影響來得深遠和恐怖。

13 「政治乃眾人之事」出自國父孫中山。對於盧梭而言，「生為一個自由國家的公民
並且是主權者的一個成員，不管我的呼聲在公共事務中的影響是多麼微弱，但是對
公共事務的投票權就足以使我有義務去研究它們。」(盧梭，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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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技能提升的風氣，宣稱是為了提升個人的競爭力，以適應急速的

社會變遷。然而，勞動者工時上升但工資和福利卻不見提升，這顯然

是個人被進一步剝削的表現。而勞動價值體現為消費能力的高低，人

們淪為物質主義下的奴隸。物質生活既未滿足人心，心靈的空虛和精

神的失落也無從填補，就連最基本的人倫關係，也因工作的緣故，受

到打擊，如因工時延長而導致與家人相處時間減少，因工作壓力未能

有效釋放而造成家庭問題。當然，社會並未全然走向馬克思所言的兩

極化階段14，然而社會卻了無生氣。從小求學是為了將來工作，工作是

為了賺錢，然而這些手段都變成了目的本身，而生活本身的意義卻無

人問津，這大概是先哲所不願見到的。

對於《心經》，可從全球化和環保議題作具體表現。香港社會得

以持續發展，實有賴於非本地因素所支持。當我們細心思考生活的每

一步，當我們擔憂食品和日用品的質素和價格問題，這已非本地和國

內的問題，而是全球性的議題，當中揭示了工人備受剝削和壓迫 15。

早前在丹麥擧行了氣候變遷峰會，多國元首一起參與，表示各國認為

緩減全球升溫行動刻不容緩。然而因為二元觀念的使然，大國始終執

著本國利益，會議得不到預期成效。

簡單總結，先哲的論述經得起時代的考驗，也暗示了當代社會現

實的可悲。然而，這並不等於個人要因此頹喪。改革社會並非一步即

蹴，個人應以先哲的說話作為重要精神後盾，反省自身與社會現況，

達至改變社會的可能。

14 馬克思認為，當資本主義持續發展，中間階級會慢慢消失，最終亦淪為跟勞動階層
一樣的無產者，與資本家組成的資產階段相對立；到時，社會便會出現所謂的兩極
分化 (張德勝，頁29)。

15 「血汗工廠」是指在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裏，一般勞工所得到的待遇。這些勞工的
工時特長，工作環境惡劣，卻未獲合理的工資和保障。童工、人口販賣等在這現代
社會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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