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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闲阶级论》

内容概要

《有闲阶级论》是凡勃伦于1899年出版的首部著作，是制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著作一经问世，立即
引起轰动，当时的知识分子人手一册成为时尚。
有闲阶级作为现代生活中的一个经济因素，它的价值和地位，就是本书讨论的主旨。作者对社会现象
、消费行为、人类心理等进行了详尽的剖析，论述了制度、习惯、文化如何塑造人类行为，以及人类
行为的变化会怎样影响经济，同时阐释了有闲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以及所折射出的经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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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闲阶级论》

作者简介

凡勃伦，（1857-1929年），伟大的美国经济学巨匠、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作为一个辛辣的社会评论
家而为一般公众所知，但从职业上说，他是一个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上有着广泛的著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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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闲阶级论》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 言
第二章 金钱的竞争
第三章 一目了然的有闲
第四章 一目了然的消费
第五章 经济条件决定高质量的生活
第六章 富裕阶层的生活准则
第七章 人靠衣装——论富人的着装
第八章 工业文明中的偏向与守旧
第九章 现代生活中的古代遗风
第十章 尚武精神在今日
第十一章 命运不可逆
第十二章 论宗教信仰
第十三章 非歧视性利益的影响
第十四章 高级学识与金钱文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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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闲阶级论》

精彩短评

1、学识的部分，人文类和应用类的对比；物与身份、荣誉之间的关系。看完物欲去掉一大半。＝＝
2、挺有意思的，可以作为谈资
3、睡前翻看了一遍，可读性一般。浪费性成分成为有闲阶级消费的主要理念，实际上是为了进行支
付能力的区分，算是洞见吧！
4、在封建社会中，最光荣地业务要属战争，其次是宗教。贵族和教士绝不过问生产工作，这是他们
优势地位的经济表现，也是有闲阶级和劳动阶级分层的呈示。
5、《经济思想史》让我知道这本书，对于现在的社会，还是一种角度辛辣的解释，生产性和人文性
的知识，还是应该都花时间去习得。
6、总觉得“leisure class”和“有闲阶级”是有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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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闲阶级论》

精彩书评

1、1p 在封建社会中，最光荣地业务要属战争，其次是宗教。贵族和教士绝不过问生产工作，这是他
们优势地位的经济表现，也是有闲阶级和劳动阶级分层的呈示。 6p 在古老的区别下，侵占活动是受尊
敬的业务，对一切形势的形成有直接和显著的意义，利害关系也集中在这一点；没有侵占成分的生产
活动则普遍遭到了歧视。 16p 在技术知识和工具使用的发展下，和平转向了掠夺，明确的财产所有权
制度逐渐建立，人与人之间为了占有商品而竞争的特性就会体现出来。 21p 作业的本能，亦即希望有
所成就的倾向，在人与人之间利己性达到自觉形态时，就逐渐发展成为在金钱成就方面胜过别人的努
力。 24p 只有通过证明，才能带来荣誉，所以仅仅保有财富或权力是不够的，“深深地打动别人”，
让对方感觉到财富所有人的重要地位。 30p 礼法是有闲阶级的产物和象征，只有在身份制盛行时才有
充分滋长的机会。而礼貌则是身份与地位关系的表现，由它用动作来表示统治和屈从的关系。 47p 有
闲阶级不止步于做有成就、勇于进取的绅士，更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力量和手腕兼具、勇往直前的人物
。 55p 在个人之间的接触面最广和人口流动性最大的社会，作为博取荣誉的一个手段，消费的适用性
最大，能让自己在对方的观察之下还能保持一种自我满足的心情。 65p 大体上，最高阶级有着准祭司
史的职权，决定了怎样才算是正派和光荣的生活方式；而怎样才算是最高级的、最理想的社会，这个
改进方案也是通过他们的教导和示范来实现的。 74p 一切围绕着所有权不可侵犯这一概念的道德观念
，其本身就是对财富心理上的沉淀物进行传统的歌颂。 104p 革新要想继续存在，则符合明显浪费原则
就是一个必要条件，虽然它并非变化的起源，但只有在其支配下，适于生存的形式才能持久。 119p 对
于自我表现的媒介物(如服饰)的精确辨别力，是高度金钱文化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122p 社会要
想发展，其制度必须首先发展，因为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制度实际上就是个体或群体的一般思想习
惯。 126p 贵人情结与阶级区分精神，与其说已经被社会的向前发展彻底清除，不如说只是受迫于经济
的迫切需求而未能完全展现出来，仍旧处于不确定的中止状态。 128p 有闲阶级之所有不像其他阶级那
样容易屈服于革新的要求，其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受到外界环境非屈服不可的压制。所以穷人不得
不客服自己的厌恶，迎接改革；富人则可以固守一切，保守坚持，更进而被视为荣誉的标志。 131p 其
实，普通人对改革的反感，大多情况下是出于对任何一种改革所必然引起的那种骚扰、动荡与混乱的
排斥。而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化或任何一个民族的制度系统总是一个整体，紧紧相依，存在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哪怕对其间任何一项微小的制度进行变革，也会让人产生一种即将变革
一切的动荡不安之感，进而对任何变革都采取抵制措施。由于这种几乎是本能的对变革的抵触情绪，
因此当即便是再微小的变革启动，要对现有的社会秩序进行调整时，都会遭遇反抗，从而花费更多的
力气。 146p 具备掠夺气质的人，个人生活和发展在竞争制度下会表现更好，但无法适应集体生活。金
钱工作具备荣誉性，其受到人们赞誉和敬仰的程度远远超过从事工业工作的人们。 150p 意图进入者和
处于在位者，都得保持斗争精神，掠夺气质与金融属性得随身武装，否则就会迅速丧失财富和地位。
156p 有闲阶级并非是社会自然产物，其生活方式大部分是历代传承的，与工业社会之间是纯粹的寄生
关系，金钱属性则成为了衔接双方的纽带。 165p 尚武精神(凶暴&amp;狡黠)和诡辩狡诈(谋略&amp;诈
术)，对个体来说不可或缺，尤其是为了在赢得生存权利的竞争环境中获得相当程度的强势—现代战争
、资本游戏和竞技体育。 220p 在社会改良事业中，礼仪上的要求牢固地存在着，并且对事业的管理和
经营，在细节上起着淘汰和监督的作用。通过一些细节上的指导和修改，礼仪准则极其有力地使一切
非歧视性愿望或努力归之于无效。 249p 古典的、公认的措辞都是拟古原则和浪费准则的体现形式之一
，与别的传统习惯一样，代言人再怎么辩解，古董再怎么荣誉和尊贵，终究无法有效传达今天的思想
—只有现代的俗语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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