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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化的生活》

前言

要钱还是要命——在自家门前得到的教训    我在圣诞夜不幸遭劫。    当我把垃圾拿到我位于布鲁克林
的公寓楼门口准备倒掉的时候，一个人用枪顶着我，叫我把兜里的东西都掏出来。我把手上的现金、
钱包和手机都交给了他，但当时我又突然想起曾经在电影里看到过的有关谈判高手的场景。于是，我
求那个人允许我保留我的医保卡。我觉得，如果我可以让自己看起来更人性化些，他就不大可能会杀
掉我。    我解释道，如果没有这张卡，要获得什么医治都将异常困难。他接受了我的请求，并把卡还
给了我。接下来，我们达成了协议：尽管我看清了他的样貌，但我承诺不会报案以回报他的“恩惠”
。之后，他便沿着街道逃得无影无踪。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一直傻傻地却也牢牢地守住了这份协议，
不论有多难熬。那样子就好像我在枪口威胁下，签下了一份具备约束力的合同一样。    与此同时，我
把这段奇特而恐怖的经历写成帖子发上了“公园坡家长”网站。这是个相对开明的网络社区，用户包
括一些母亲、健康食物分享和互助会成员，以及其他致力于家庭幸福、身体健康和所属社区成熟的左
派人士。我感觉有责任发这个帖子，同时也期待获得一些同情和支持。    出人意料的是，我收到的头
两封信来自两个愤怒的人，他们怨我不该把发生犯罪行为的街道名称公布在网上，并且质问，难道我
就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信息公开会给我们小区整体的房屋价值带来负面影响吗？本来卖方市场就已经足
够困难了！当有报道称某个著名演员要从这个片区搬到曼哈顿后，布鲁克林的房地产市场难道还需要
更多的负面曝光吗？这件事发生在房地产崩溃之前。    当时我就目瞪口呆：人们难道更关心他们自己
社区的房产价值，反而不那么关心在社区里真正发生的事情吗？更何况，掩盖问题也不符合正常的商
业逻辑。长远来看，只有开诚布公地讨论犯罪以及如何去预防它，才能促进社区安全。最终，房价总
会不降反升的。所以说，和房产的远期资产价值比起来，这些房东更关心他们自家房产的即时变现能
力，而不是他们实际的居住体验和过程。这些人都来自全纽约最富有的人群，是不应该对此过于担心
的。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他们的行为？    这给我泼了盆冷水，迫使我不得不重新评估我10年来的夙愿：
由租户升格为房东。我停下来开始思考，在今天房地产市场一片非理性的狂热中，这有可能是不太明
智的做法。在我的博客里，我表达了这样的疑惑：如果同样都容易遭到打劫，那我为什么不在其他地
方租一个便宜得多的住处，而非要在据说是布鲁克林最潮的片区每月花4500美元租这个只有两个卧室
，位于四楼又不带电梯的公寓呢？难道我情愿被卷入这个失控的市场吗？    ⋯⋯    因此，再也轮不到
独裁者“老大哥”来恐吓我们——不论公司里的游说团体多想在拿到给自己的那份紧急财政援助之外
，对政府相关事务依旧横加诋毁。诚然，民主可以说是早期人类社会的精巧杰作，但到底是什么取代
了它的位置？不管是取消神圣的人身保护令，监视公民活动，还是偶尔对投票的压制，这场乱局不是
某届政府或某个政党的过错，它源于把市场优先等级置于生活之上的一套文化、经济和信仰体系。这
不单是政府或公司的责任，也不单是新闻媒体或娱乐圈的责任，而要归咎于所有这些实体的融合，造
就了一个独立的、高度集中的权力中心，具备制定法律、发行钞票并把它自身扩张到我们整个世界的
能力。    然后，我们在最后悲观地臣服于社团主义逻辑，接受公司的行为和态度，希望能拯救失信的
政府和丧失的安全感。但是，这样一来，我们接触到的媒介手段，通常只是正宗手段的零散复制品而
已。我们没有成为真正的房主，而成为按揭贷款人。我们并没能指导公司走向，而成为它的股东。我
们没有引导公众舆论的形势，却要付费给博客网站。在一个完全为公司利益设计的赛场上，我们无法
和它们竞争。    这就是企业社团主义的全貌：这个世界不仅由公司主导，里面的居民也已经将公司价
值内化成为自己的价值。就算是现在，公司力量显得日渐削弱，它们也要把我们一起拖垮；对于如何
把自己从公司衰退中拯救出来，我们实在无能为力。    我们需要明白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们是
如何为商业企划而奋斗，并依靠它生存下来。我们必须细数生活本身被企业化的来龙去脉，还要设法
对此做些什么——如果还能做什么的话。    我们总会为某件事责怪一些人，可那些社团主义的缔造者
都早已经脱离这个庞然大物——纵使过去他们总是只考虑自己眼前的直接利益。我们应该有新的目标
，力求理解我们被隔绝于真实世界以外的过程，以及我们为什么一直被排斥在外。我们衷心希望能借
此重新接上地气。就像拯救邪教受害者一样，一味责备始作俑者也无济于事，理清在建立和维护各阶
层合作的社会中我们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才更为有益。只有做到这些我们才能着手瓦解它，并代之以某
种更有生活意义的可持续社会。

Page 2



《公司化的生活》

内容概要

在所有人的生活背后，都有许多间有限公司。
企业已经让人们与生活的真实意义渐行渐远。
如何面对公司对我们生活的掌控？
在所有人的生活背后，都有许多间有限公司。真是面对全球化和自由资本主义的现实下，对人生最贴
切不过的描述。《公司化生活》回顾了500年以来的商业社会发展，几个世纪以来企业所带来的影响已
经把我们的世界转变成一个个人之间彼此较量的世界。企业已经让人们与生活的真实意义渐行渐远。
书中追溯商团主义(corporatism )自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萌芽，回看今日社会无不处于公司、集团影响
下的日常生活，思考欧洲古代各种职业行会演变至垄断及跨国集团的进程。
面对公司对我们生活的掌控，作者认为解决之道其实也很简单：既然公司、商品及广告将我们与真实
社会隔绝，那么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关心社会和身边的社群，多读社会专题的期刊，重新接触真实的人
们和物事。这样做，也许还能在全球化世代中保持头脑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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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化的生活》

作者简介

纽约大学教授，是当前研究与评论虚拟文化的重量级人物（也是争议性人物）被评论界誉为“麦克卢
汉接班人”。他同时也为《纽约时报》和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撰稿。除教学、研究、写作外，还应 
邀在世界各地演讲。已经初步六本书籍，包括《网络空间》和《媒体病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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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化的生活》

书籍目录

前  言
第一章  起源：公司生命形式
——特许经营及商业脱离
第二章  误会：地图所至即领土
——殖民主义和本土脱节
第三章  所有权社会
——房地产及家园脱节
第四章  独立包装
——公共关系和彼此疏离
第五章  你，就是你
——权力下放消费者及脱离选择
第六章  致信贷到期者
——自身利益及脱离货币
第七章  从生态到经济
——大型企业和价值剥离
第八章  无路可退
——反对力量如何让我们进一步相互隔离
第九章  此时此地
——重新关联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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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化的生活》

章节摘录

亨利王子与航海家们    直到20世纪后期，欧洲学生——特别是葡萄牙学生——接受的教育是，伟大的
亨利王子一手发明了海上航行，亲自教他的船员如何在海岸超出视线范围的时候正确导航。根据官方
对他在15世纪早期开拓功绩的记载，亨利为葡萄牙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是，他曾帮助水手们克服他们
的恐惧和迷信，使他们坚持航行至非洲海岸的博哈多尔角（Cape Bojador）以南。这为海外贸易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使葡萄牙成为最强大的殖民国家之一。亨利后来因为在萨格里什（sagres）开办了
一所航海学校而备受称赞，据称他还亲自向船长授课，自己还研究天文学和大洋洲艺术，直至去世。
数百年来，他的故事被广泛流传，经过多少世事变迁之后，终于在19世纪出现一位德国地理学家，尊
称他为“航海家亨利王子”，他的这一称谓沿用至今。    可叹的是，亨利根本不是个航海家。除了作
为例行短暂航程的乘客，他几乎很少参与海上航行。他没有创办过学校，没教过水手，更没有研究过
什么星星。那种声称亨利之前的水手都被迫巡岸航行的说法本身就很荒谬。任何年代的水手都会避免
靠近充满危险的海岸地带，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成功地在看不到陆地的情况下航行于深水区域了。 
  亨利并没有亲自扩张对非洲海岸的探索——他做的事恰好相反。因为，亨利从没做过水手，而只是
葡萄牙首批社团主义君主之一。他在1443年颁发了一份法令，并不是开放博哈多尔角以南的非洲海岸
，而是禁止水手在未经他许可的情况下越过博哈多尔角。就此，与社团主义的神话相反，亨利的法令
并没有促进远程航海；如果水手们的航程申请被批准，那么显然他们已经不只是想依靠自己的力量来
完成探险了。和文艺复兴早期的其他王国类似，正是葡萄牙王室想方设法限制正在崛起的商船阶级，
并且专注于那些有助于它垄断收益成果的交易项目。    航海家亨利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如今英雄般的首
席执行官的原型：一名因其远航历险而受到赞赏的内陆垄断者，一位以勤勉肯干著称的精明政治家，
同时也是一个因其颇具远见的善举而享有盛名的贪婪机会主义者。几乎所有作为媒体典型的现代商业
人物都进行着类似的炼金术。不过，尽管亨利和他皇家同僚可能无法因海洋航行而居功自傲，他们却
能为把探索和贸易的时代推向剥削和垄断承担责任。    某个层面上说，这些君主用简单粗暴的手段对
待新的殖民地，事实上并不能怪他们。科学进步已经催生了理性主义（或理性化的）立场，几乎涵盖
所有事情。简化论鼓励以割裂的方式看待世界，偏激地研究构成要素如何运作，多过关注它们之间可
能的互动。后来，君主制国家最终全心全意接受了因果分析逻辑和科学观察，这对遏制怪异思想和迷
信活动来说有一定作用，但同样容易被滥用成为异化外族人的工具，就像生物学家会将某些物种分类
为“低等生物”，将异域归为待征服的蛮荒之地。    王室成员疯狂热衷于绘制地图。制图在文艺复兴
时期风靡一时，一点儿不亚于如今的“地图探索”（MapQuest）和谷歌地球。几乎每艘船上都有制图
师对世界上被发现的新区域进行记录，当然也给它们标上标签，表明它们属于此次航行的“授权国”
。给某块领地绘制地图意味着对它拥有白纸黑字的控制权——不管这块土地在现实中属于谁。最后，
制图崇拜也转而向内，君主们开始尝试绘制整个欧洲地图，以此确定究竟谁拥有哪些地区。至1427年
，一位在罗马工作的丹麦制图师完成了历史上已知的第一份北欧地图。1507年，佛罗伦萨海员亚美利
哥·韦斯普奇通过多次航行完成了第一份“美洲”地图，显示出同亚洲分离的两个不同大洲。    随着
地图上描画出世界形态，以及皇家特许的对地图的利用开发，君主们至少在最后的两个阶段被排除在
他们行动的成果之外——这是由科学理性定义的冷静逻辑指导下采取的行动。这种脱节，标志着殖民
时代的到来，进而奠定了我们对待周边环境的偏见并保持至今。地区变为财产。    在欧洲本土，这种
抽象过程意味着全新的土地所有权形式，而此时封建领主制正让位于活跃的贸易活动。土地控制权在
中世纪后期的欧洲发生了转移，也就是在文艺复兴即将出现的时候，从“领地”控制到“市场”控制
，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这些？因为对于在地里干活的农民来说，这必将产生显著的区别。在封建社会，
土地很少被交易，只通过代代相传保留下来。农民基本上守在原地，而且往往对他们耕种的土地拥有
一定权利，其大小不亚于采邑或占有土地的领主。    土地市场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其真正意义是
作为资本工具在发展——给新兴的商人和银行家阶层提供的一个投资机会。通过自己的生意，商人赚
到的资金要多过再投资所需的钱，而拥有土地的君主被远远地甩在后面。贵族通过出售他们的土地，
得以参与到新兴市场；同时，商家也可以获得更多的资产，这既是种安全投资，也是提升社会地位的
机会。公共土地可能还是由领主持有，但也被开放给普通人用于放牧甚至农业生产，变得越来越“封
闭”，被围栏圈起来的土地逐渐增多。大片大片的土地不再是牧场，而被分隔成一块块承包地。    随
着房地产市场逐渐发展壮大，商家明确要求占有更多的树林、牧场和有农民劳作的荒野，土地和它所
凝聚的劳动更成为一种商品，不再只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体系。不像领主及其手下那样既拥有又依赖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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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化的生活》

作者积极利用土地所取得的劳动果实，并依赖于此，老百姓们买卖和他们相关的小片土地，一旦市场
允许，便作为契约出售用以盈利。农民在各地流动，对自己劳作的土地享有较少的直接或间接的权利
，并发现他们的劳动正成为这个商品市场的组成部分。    当然，在新大陆上的居民当时的境况更糟些
。没有被直接屠杀的土著人所得到的尊重和待遇与任何其他自然资源几乎没有两样，还被势力狂涨的
殖民帝国所奴役。在支持授权探险和殖民的商人和君主之间，当历史学家都难以判定谁更应该为殖民
主义的非人道行为负责的时候，应该是“授权”本身，以及它所要求的交涉规则，导致了殖民地与“
许可开发地”的脱节，并存在至今。    还记得，当商人阶层的财富和地位处于上升阶段的时候，贵族
们却裹足不前。这是因为商人们开展了制造业、贸易和其他扩张业务，而贵族们仅仅止步于拥有财富
。他们的资产稳定，但缺乏流动。在经济持续增长时期，原地不动即意味着落后。特许授权制为贵族
带来投资的机会，使他们的资产充满活力，而且是在一个他们有权操纵规则的游戏环境中，甚至在亨
利的案例中，可以任意编写自己的神话传奇。    新大陆的发现可能在短时间内为人们制造了边界无尽
的感觉。但在那些热切地追求财富的企业家眼里，1519年麦哲伦环绕世界的远航所证实的正好相反：
它告诉人们，这个星球上的土地量实在有限。土地只有那么多（至少理论上是这样），这使得它足够
稀缺，符合市场的规则。而这些规则，是由起草它们的公司特许经营者们来操纵。    在快速发展的全
球市场中，作为特许公司的项目及其竞争对手投资者，君主们希望从他们的殖民地中榨取尽可能多的
价值，并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还要将他们在未来几百年中对地球上尽可能多的地区的殖民行为合法化
，同时符合早期公司集团和君主的利益。    特许经营制赋予公司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力，又使君主可以
远离这种暴力所带来的实际政治后果。垄断公司在一个地区享有排他的统治权，并将不成比例的回报
返还给授权的君主。殖民者依然是他们自己国家的国民，受制于特许经营制，也同样受制于特许授权
所服务的公司。重商主义并没有给他们建立企业的机会，只是扩张了别人所拥有的垄断企业。一个市
场在出现之前早就被公司篡取。这是个封闭系统，它的创建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对殖民地的人力和资源
进行剥削。这就是事实，不因该地区是否仍把自己当作殖民地而发生改变。    P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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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化的生活》

编辑推荐

道格拉斯·洛西科夫编著的《公司化的生活：给在企业纽带另一端真实生活的人们》回顾了500年以来
的商业社会发展，几个世纪以来企业所带来的影响已经把我们的世界转变成一个个人之间彼此较量的
世界。企业已经让人们与生活的真实意义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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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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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作为备受商业社会浸泡的一代，我相信，小资、文艺本身就是被客户细分的一个后果，正如曾经
读过的某篇文章分析为何女孩衣物用品的颜色是粉色、红色等等而男生的则是蓝色等。实际上我们很
多人都已经忘记了事物或者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所接触到的都是被商业美化的被政治教化的社会，我
们是平凡的普通人，政治离我们比较远，所以，当我们选择不关心政治时，商业对我们的影响力就占
据了主要的位置。政治的教化刀刀入骨，而商业则更春风拂面，让你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而且，对
于受众，前者的利益未必属于自己，后者利益则是为了私人，更容易接受，更容易被蒙蔽。人都不愿
意从幻梦中醒来，这也许就是这本书不被人喜欢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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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公司化的生活》的笔记-独立包装

        从以前到现在，人们跟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越离越远，人们的个体性越来越强，这导致了大型团
体愈发容易控制人们。
因为，我们自己放弃了团体，选择了一个人面对企业社团。因为，我们远离了现实，选择了让企业社
团帮我们接触现实。渐渐的，我们就离不开企业社团了，渐渐的，我们只能屈服于企业社团，成为一
个个任人宰割的羔羊了。
你是一个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壤”的个体，那你自然没有反抗的能力与权力，而这正是企业社团所想
要的。

个人感悟：
这本书的思想好“阴暗”啊，有些陷入阴谋论的感觉。不过，不可不防啊，毕竟世界的真面目谁又知
道呢？或许，作者就是少数掌握真理的存在呢？

2、《公司化的生活》的笔记-第55页

        P55-60：
郊区生活神话的形成

△“家”曾经代表一个人生活的城镇、城市，而不是“那栋建筑物”⋯⋯“居者有其屋”被打造为合
乎道义的生活

△房屋——按揭——负债——顺从的中产阶级队伍

△郊区神话的源头——文艺复兴 新贵族修建乡村庄园彰显地位 乡村庄园理想——政治和社会地位

△“早在1939年，《建筑百科全书》便解释道，真正的美式住房，需要有一个修建整齐的宽敞草坪⋯
⋯院子并不是真的用来游戏或娱乐的场所，而是用来确定和周围世界的界限以及每个家庭的独立性和
隐私”

△“每个家都将成为自己的领地。自给自足以成为自力更生这在其私人住宅内生活状态的一部分，所
以几乎任何一种社会分享，包括社区财物和拼车在郊区审美体系里都变得令人厌恶。”

3、《公司化的生活》的笔记-第20页

        好可怕啊，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把“家长权力”移到了企业手中，我们在渐渐失去自由。
我们活在大企业所营造的“流行”中，将自己用生命换取的成果来追赶这些“流行”，麻木中成为一
个个螺丝钉

4、《公司化的生活》的笔记-第46页

        沃尔玛驱使本土区域演变成殖民地，抢走它们为自己创造价值的能力，使它们愈加依赖这个殖民
帝国。
国家为什么一直这么大力支持创业，即使明知创业成功率超低，会使大部分创业者生活惨淡，却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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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大力鼓励支持国人自主创业。或许，“沃尔玛”就是国家的担忧吧。

5、《公司化的生活》的笔记-第3页

        .......我们生活的世界倾向于某种模式的行为和某种选择思路，而这些都有违于我们的最后判断，同
时也有悖于我们自身的整体利益。我们没有选择相互协作以保障我们所有人的最佳前途，取而代之的
是， 我们现在只追求短期利益，全为看上去固定的资源，我们也因为相互竞争得愈加激烈。简而言之
，与其说我们以自然人的身份在行动，不如说我们正像公司一样在运作自己——当面对本地的一起抢
劫事件的时候，公园坡社区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自己的品牌。
      金融危机可能不是对我们所犯过错的惩罚，在我们无度地迷恋经济价值胜过其他任何价值之后，产
生了一些后果。我们把自己同真正重要的东西割裂开来，进而依赖某种商业体系而成长，但是这种体
系生来就不是把我们当人来服务的。一旦我们接纳了这种投机性抽象经济模式中的道德观，在面对与
其并行的实体经济的崩塌时，我们本来拥有可以发现并扭转局面的机制，也就此被抹杀了。

6、《公司化的生活》的笔记-所有权社会

        本书有些“阴谋论”的论调，认为一系列的市场现象都是企业家人为的调控的，都是为了他们的
利益而将普通居民利用种种方式“控制”在身边，让普通居民一直为他们工作再把得来的报酬用来追
求他们鼓弄出的“潮流/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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