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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作者齊格蒙˙鮑曼，是一位波蘭的社會學家。先是任職於華沙大學擔任社會學講師， 後轉赴

利茲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在現代主義的理論構建上有重大建樹。除《工作、消費主義、和新

窮人》，其名下的著作還有《液態的現代性》與《現代性與大屠殺》。而本書內容主要是講述

現代社會對價值的解釋，發展模式提與社會型態的交互如何影響民眾對自身角色的認知，而

生產力的爆發又是如何對傳統觀念產生衝擊。可謂是鞭辟入裡地闡述了當下社會的矛盾。 

  

二、內容摘錄： 

在一個善長分類且西歡分類的社會裡，工作類型是一種關鍵的、決定性的分類，是所有其他

社會生活的錨點。 

(第21頁) 

  
說我們的社會是「消費者社會」的時候，相應的，之前的那個社會，及工業化初期，可以稱

為「生產者社會」。 

(第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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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的再生產邏輯是，把消費者的慾望作為主要的社會動員和整合力量，作為解決衝鶻

和維持秩序的主要力量。 

(第71頁) 

  
  
任何秩序模式本身就是一種選擇，他想要取代所有其他選擇，終結所有進一步的選擇。 

(第145頁) 

三、我的觀點： 

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是社會學的代表之作，本書圍繞著工作倫理、消費主義、與新時

代窮人為中心展開。如今的社會穩步發展，生產力的進步推動生活質量的提高，源源不斷的

新技術問世，全球化的產業分工帶動經濟高速發展。生活充斥各種吸睛的玩物，人們不斷地

被灌輸著盡情消費的生活理念。一切欣欣向榮，無時無刻不在暢想理想中的明天。 

     
    但撕開現代社會光線亮麗的外表，將目光對準鮮少在主流媒體上現身的社會底層，你可能

會對這個世界有不同的觀感。提到社會底層，我們通常會聯想到那些骨瘦如柴、衣衫襤褸的

貧民，不過隨著時代的進步，極端貧困的現象大幅減少，而貧窮也有了新的標準。本書所提

及的新窮人，他們的窮是指缺乏自由選擇的權利，簡單來說就是本身境遇不足以支撐自我滿

足的消費。而消費的目的是獲得刺激，因此消費主義下的窮人也可以說是一群無聊的人，他

們難以在主流語境中取得話語權，是沉默的大多數。 

  
    然而，離開了了發達的資本主義世界，許多人仍在為最基本的生存掙扎，全世界仍有6.7

億為聯合國所認定的極端貧困人口。第三世界的普羅大眾即便不是在為維生而發愁，也需要

在血汗工廠中進行毫無節制的體力勞動，以求能有一個相對體面的生活。這是生產社會下的

窮人，也許我們多有耳聞，卻不甚了解。當下的這種情況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全球化所帶來的

貧富分化，而是國家處於不同發展階段而形成的社會型態差異。 

  
     作者將工業革命後的社會分為生產型社會與消費型社會兩個階段，前者依照工作倫理所運

行，後者則被消費主義支配。前者的代表是廣大的第三世界後發國家，後則是早已渡過生產

型社會的已開發國家。工作倫理顧名思義是勞動的綱常，強調秩序與服從，將工作設定為人

生目標，以消除前現代社會人民自由散漫的調性為根本目的。這也許聽起來十分駭人，像是

極權政府的行為，但若如此解釋就過於淺顯了。工業社會追求的是生產力，而效率的終點即

是絕對的穩定。對大多數人來說，流水線上工作毫無疑問是勞累且枯燥，不同於祖輩相傳的

生活模式而本能牴觸，因此工作倫理應運而生。 

  
      工作倫理是工業時代的戒律，安於現狀是可恥且不明智的，努力勞動本身就是一種正

義，無論報酬如何。我們不能以現在的眼光看待，在當時的物質世界遠沒現在充裕，因此盲

目追求快速積累並非無法理解。但這並非沒有代價，工人必須服從工廠控制者所訂定的秩

序，而作為工人的自己應篤信勞動是人生唯一的價值，努力工作終將迎向一個光明的未來。

娛樂或是不以繼續勞動為目的的放鬆，被視為一種有違社會價值的行為，選擇的自由並不屬

於勞動者，人性遭到嚴厲的壓制。在資本家的灌輸下，勞動成為自我實現的唯一途徑，當

然，資本家與統治本身對自身的話術顯然有清晰的認知。雖然這很殘酷，但這是任何國家在

工業化時期不得不經歷的陣痛。 

  
    隨著生產力提升，勞動力需求下降，製造的商品也逐漸超過了人們的基礎需求。而工作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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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恰恰就是一種壓制人性慾望的社會價值，此時經濟的型態從生產驅動轉為消費驅動，工作

倫理雖然仍保有影響力，卻大不如前。刺激慾望成了新時代的社會正義，人們在購買商品的

時候收獲一波又一波的快感。這就是我們的當下，解放人性和追求自我變成了不容置疑的政

治正確。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取決於財富水平，富裕的人享有選擇人生的自由，他們可以從事

自己喜歡的職業，尋找所謂的詩與遠方。普通人在反覆的消費中享受著短暫的快樂，整個社

會沉浸在紙醉金迷的幻象中。而不具備消費能力的貧民隔離與主流世界之外。有別於生產型

社會，窮人在消費型社會中被認為毫無價值，在缺乏資源的困境下，他們與主流社會的差距

愈拉愈大，淪為消失的階層。 

  
     現代社會下，消費主義誘發人們無限的慾望，美其名曰是享受生活、自我激勵，但這豈非

另一種束縛？毫不誇張地說，大部分的消費行為僅是出於迎合片刻的心頭之快，在互相攀比

的過程中以華貴的飾品點綴自己，為的也不過是滿足一時的虛榮心，最終陷在精神內耗中無

法自拔。這種惡性循環下，理智蕩然無存，除了狂歡過後的空虛，一無所獲。唯有直面真實

的自我，才是救贖之道。 

  

四、討論議題： 

台灣早已跨過聯合國認定的高收入國家門檻，但為何台灣在勞工權益上的保護卻遠不如相似

經濟水平下的歐美國家，超時加班、職場騷擾與工安事件仍然屢見不鮮，在保障社會權的過

程中遇到了什麼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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