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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 「資本主義現實主
義」，是對二十世紀五六
十年代以消費為主導的資
本主義進行諷刺性的批
判。可是，昔日對資本主
義過度消費的批判，如今
已成為資本主義過度消費
或是被消費的一部分。

圖
像
與
批
判
的
異
化

︱
︱
寫
在
資
本
主
義
現
實
主
義
繪
畫
運
動
五
十
周
年

二
○
一
三
年
盛
夏
，
德
國
杜
塞
爾
多
夫
市
美
術
館
舉
辦
展
覽

﹁與
波
普
一
起
生
活
︱
︱
資
本
主

義
現
實
主
義
的
一
種
展
示
﹂
，
紀
念
資
本
主
義
現
實
主
義
繪
畫
運
動
發
端
五
十
周
年
。
資
本
主
義
現

實
主
義
這
一
概
念
今
天
很
少
被
提
及
，
但
是
其
所
承
載
的
理
念
，
依
然
具
有
現
實
意
義
。

一
九
六
三
年
，
杜
塞
爾
多
夫
藝
術
學
院
的
四
個
學
生
在
該
市
一
處
空
置
的
店
舖
舉
辦
聯
展
。
在

展
覽
海
報
中
，
他
們
對
波
普
藝
術
、
自
然
主
義
、
帝
國
主
義
的
現
實
主
義
、
新
達
達
主
義
等
概
念
提

出
質
疑
。
從
一
九
六
三
年
至
一
九
六
六
年
，
他
們
以
資
本
主
義
現
實
主
義
為
主
題
，
在
杜
塞
爾
多

夫
、
柏
林
、
烏
珀
塔
爾
、
弗
達
等
地
舉
辦
了
多
個
展
覽
。
四
人
憑
藉
一
系
列
展
覽
活
動
和
行
為
藝
術

步
入
當
代
藝
術
史
，
其
中
里
希
特
和
波
爾
克
後
來
更
成
為
國
際
知
名
的
藝
術
家
。

概
念
與
挑
釁

所
謂
資
本
主
義
現
實
主
義
，
是
對
二
十
世
紀
五
六
十
年
代
以
消
費
為
主
導
的
資
本
主
義
進
行
諷

刺
性
的
批
判
。
這
一
概
念
是
對
里
希
特
自
身
經
歷
的
一
種
引
申
。
里
希
特
一
九
三
二
年
生
於
德
累
斯

頓
，
曾
在
德
累
斯
頓
藝
術
學
院
學
習
。
當
時
東
德
的
藝
術
創
作
受
到
蘇
聯
社
會
主
義
現
實
主
義
的
影

響
。
按
照
社
會
主
義
現
實
主
義
的
創
作
理
念
，
藝
術
不
是
批
評
現
實
的
媒
介
，
而
是
弘
揚
社
會
道
德

和
政
治
理
念
的
工
具
。
一
九
六
一
年
，
里
希
特
進
入
位
於
西
德
的
杜
塞
爾
多
夫
藝
術
學
院
學
習
，
逐

步
疏
離
社
會
主
義
現
實
主
義
。
他
拒
絕
所
有
既

定
的
藝
術
風
格
，
尋
求
建
立
自
己
的
意
識
形

態
。
在
他
看
來
，
藝
術
創
作
的
目
的
不
是
為
了

宣
揚
政
治
理
念
，
而
是
作
為
社
會
批
判
的
工

具
。
里
希
特
等
人
使
用
資
本
主
義
現
實
主
義
這

一
概
念
，
並
不
是
為
了
宣
揚
資
本
主
義
，
而
是

具
有
諷
刺
和
社
會
批
評
的
意
義
。

資
本
主
義
現
實
主
義
是
對
新
資
本
主
義
精

神
的
一
種
批
判
。
馬
克
斯
．
韋
伯
時
代
的
資
本

主
義
精
神
，
強
調
勤
勞
、
節
儉
、
誠
實
與
嚴
格

的
核
算
，
追
求
以
合
乎
理
性
的
經
營
方
式
增
加

財
富
。
二
戰
以
後
的
資
本
主
義
，
轉
向
利
用
物

質
刺
激
和
集
體
消
費
來
追
求
更
多
的
資
本
積

累
，
批
量
生
產
與
集
體
消
費
的
工
具
理
性
化
是

這
一
時
期
資
本
主
義
發
展
的
主
要
特
徵
。
資
本

主
義
現
實
主
義
繪
畫
運
動
對
資
本
主
義
生
活
的

自
我
滿
足
和
生
產
過
剩
提
出
質
疑
。
富
足
的
戰

後
生
活
，
掩
蓋
了
幾
代
人
無
法
擺
脫
的
戰
爭
記

憶
。
但
是
記
憶
依
然
不
斷
湧
現
，
打
破
了
波
普

藝
術
表
面
化
的
歡
愉
。
波
爾
克
筆
下
︽
吃
香
腸

的
人
︾
，
幾
乎
被
過
度
生
產
所
窒
息
；
里
希
特

筆
下
參
加
聚
會
的
客
人
，
在
撕
裂
的
傷
痕
中
歡

笑
。
他
們
的
作
品
是
對
資
本
主
義
消
費
社
會
的

一
種
挑
釁
，
也
是
對
社
會
歷
史
的
一
種
記
錄
。

圖
像
與
真
實

與
經
濟
奇
迹
相
伴
，
戰
後
社
會
秩
序
的
重

建
，
加
劇
了
歐
陸
保
守
生
活
態
度
的
回
潮
，
二

波爾克《吃香腸的人》。（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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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世
紀
上
半
葉
的
多
種
藝
術
思
潮
，
在
戰
後
陷

入
失
憶
的
狀
態
。
資
本
主
義
現
實
主
義
的
創
作

主
題
大
都
源
於
藝
術
家
身
邊
的
日
常
生
活
：
市

民
階
層
的
傳
統
觀
念
，
以
及
經
濟
奇
迹
所
承
諾

的
美
好
生
活
。
在
當
代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
經
營

者
為
了
獲
取
最
大
的
經
濟
利
益
，
利
用
廣
告
宣

傳
，
誘
惑
大
眾
，
促
進
貪
欲
，
擴
大
消
費
。
圖

像
成
為
宣
傳
消
費
、
促
進
利
潤
生
產
的
工
具
。

資
本
主
義
現
實
主
義
繪
畫
運
動
以
報
紙
雜
誌
上

的
廣
告
作
為
創
作
對
象
，
描
繪
日
常
生
活
的
休

閒
娛
樂
。
他
們
也
創
作
肖
像
，
或
是
在
肖
像
上

作
畫
。
幾
位
藝
術
家
的
創
作
風
格
在
當
時
已
經

初
露
端
倪
：
里
希
特
的
模
糊
繪
畫
，
波
爾
克
的

網
格
繪
畫
，
呂
克
則
喜
歡
用
裝
飾
性
的
布
料
或

牆
紙
圖
案
作
畫
。

圖
像
的
模
糊
化
，
是
里
希
特
用
來
批
判
社

會
的
一
種
手
段
。
柏
拉
圖
在
洞
穴
寓
言
中
指

出
：
真
實
是
無
法
從
圖
像
中
獲
得
的
。
圖
像
無

法
傳
真
，
這
一
認
識
與
︽
聖
經
︾
中
的
某
些
觀

念
有
共
通
之
處
。
︽
舊
約
︾
反
對
偶
像
崇
拜
，

因
為
偶
像
不
等
同
於
真
實
，
甚
至
會
產
生
誤

導
，
使
人
遠
離
真
實
。
為
了
激
發
觀
眾
的
反

思
，
布
萊
希
特
在
戲
劇
中
引
入
陌
生
化
的
戲
劇

機
制
。
里
希
特
採
用
模
糊
化
的
技
法
，
使
可
見

的
成
為
不
可
見
，
留
給
觀
者
欣
賞
圖
像
的
自
由

空
間
和
反
思
的
餘
地
。
真
實
的
畫
面
，
往
往
隱

藏
着
不
真
實
的
一
面
。
模
糊
的
畫
面
所
傳
達
的

不
確
定
性
，
迫
使
觀
者
自
己
去
找
尋
事
物
真
實

的
一
面
。

批
判
與
異
化

法
國
社
會
學
家
波
坦
斯
基
和
施
雅
貝
盧
在

︽
新
資
本
主
義
精
神
︾
一
書
中
，
把
戰
後
對
資

本
主
義
的
批
判
劃
分
為
兩
類
：
社
會
批
判
和
藝

術
家
批
判
。
社
會
批
判
要
求
提
高
工
人
待
遇
，

對
工
資
和
利
潤
進
行
合
理
分
配
；
藝
術
家
批
判

以
提
高
人
的
生
活
品
質
為
重
心
，
試
圖
消
除
資

本
對
人
的
異
化
。

資
本
主
義
現
實
主
義
繪
畫
運
動
，
是
對
戰

後
資
本
主
義
消
費
社
會
的
最
早
批
判
，
甚
至
早

於
二
十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學
生
運
動
所
承
載
的
社

會
批
判
。
知
識
分
子
對
於
戰
後
資
本
主
義
的
不

滿
情
緒
，
是
一
九
六
八
年
歐
美
學
生
運
動
的
導

火
線
。
社
會
批
判
主
要
從
經
濟
矛
盾
和
政
治
問

題
入
手
；
藝
術
家
批
判
更
多
着
眼
於
文
化
層

面
，
是
一
種
非
政
治
性
的
批
判
。
資
本
主
義
現

實
主
義
的
批
判
矛
頭
指
向
美
國
的
消
費
藝
術
和

文
化
︵
波
普
藝
術
︶
，
批
判
使
德
國
藝
術
最
終

脫
離
美
國
波
普
藝
術
的
影
響
，
開
闢
了
戰
後
德

國
藝
術
的
獨
立
發
展
道
路
。

需
要
指
出
的
是
，
資
本
主
義
現
實
主
義
繪

畫
運
動
對
於
資
本
主
義
的
態
度
同
樣
是
矛
盾

的
。
四
位
青
年
藝
術
家
在
六
十
年
代
自
導
自
演

的
一
系
列
展
覽
活
動
和
行
為
藝
術
，
無
異
於
一

次
成
功
的
行
銷
：
有
意
識
的
運
用
廣
告
策
略
，

推
動
自
己
作
為
職
業
藝
術
家
的
事
業
。
在
藝
術

作
品
商
品
化
和
經
濟
美
學
化
的
大
潮
中
，
資
本

主
義
現
實
主
義
也
不
能
免
俗
。

四
位
藝
術
家
後
來
的
人
生
走
勢
極
為
不

同
。
庫
特
納
七
十
年
代
放
棄
藝
術
創
作
，
投
身

經
濟
活
動
，
曾
從
事
廣
告
設
計
；
呂
克
變
身
成

功
的
畫
廊
經
營
者
；
波
爾
克
作
為
著
名
的
網
格

藝
術
家
，
被
寫
入
藝
術
史
；
里
希
特
是
作
品
售

價
最
高
的
在
世
畫
家
。
杜
塞
爾
多
夫
回
顧
展
舉

辦
之
時
，
除
了
里
希
特
，
其
他
三
位
藝
術
家
均

已
去
世
。
里
希
特
創
作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的
作
品

︽
米
蘭
主
教
堂
廣
場
︾
，
二
○
一
三
年
五
月
以

三
千
七
百
一
十
萬
美
元
的
價
格
在
紐
約
轉
手
。

五
十
年
前
，
里
希
特
作
品
的
標
價
約
為
幾
百
至

兩
千
德
國
馬
克
，
現
在
動
輒
千
萬
美
金
。
僅
里

希
特
一
幅
作
品
的
展
出
保
險
費
用
，
就
超
出
了

杜
塞
爾
多
夫
美
術
館
的
承
受
能
力
。
為
此
，
策

展
人
不
得
不
放
棄
展
出
原
作
的
想
法
，
轉
而
採

用
同
一
尺
寸
的
攝
影
複
製
品
。
昔
日
對
資
本
主

義
過
度
消
費
的
批
判
，
如
今
已
成
為
資
本
主
義

過
度
消
費
或
是
被
消
費
的
一
部
分
。

︵
另
見
彩
頁
頁
九
三
。
作
者
是
同
濟
大
學

人
文
學
院
教
授
、
德
國
慕
尼
克
大
學
哲
學
博

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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