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卷化”作为一个具有跨学科影响力的学术概

念，经过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文

化哲学等多学科领域学者的运用， 已成为一种很重

要的理论范式、分析视角与分析工具，被国外学者们

用于“非进化”的各种城市乡村社会研究。

就中国来说，自从黄宗智、杜赞奇用“内卷化”来

解释中国历史的经济与政治现象后， 该概念也成为

一个对中国社会文化极具解释力的概念。通过对“中

国知网”的期刊论文检索，可以看到用“内卷化”来分

析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研究近年来明显上升①。排除

一些其他因素的可能影响②，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

视为一种信号：改革开放 30 年后，中国社会又开始

出现内卷化的态势。 如果是，那么，拉扯制约而让我

们这棵文化巨树枝干缠绕“内卷”的因素何在？ 约瑟

夫·熊彼特曾指出，能支配社会历史长期面貌的，“关

系到一些更加深刻的力量”[1]（P33），那么，这些更加

深刻本质的力量是什么？ 在社会呼吁创新发展的今

天，对“内卷化”的生成因素进行深入剖析显得尤为

迫切。

本文试图在整理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呈现并剖

析“内卷化”从宏观到微观的脉络纹理与特点，进而

审视我国市场化发展中的内卷化问题及其深层的文

化心理机制。

一、内卷化概念与理论

内 卷 化（involution，也 译 为“过 密 化”），本 义 为

“缠绕、内旋”。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首先使用 in-
volutionstheorie 这一概念③，邓晓芒译为“退行论”④。

康德将存在物的衍生方式分为两种： 一种是离析出

来的，一种是产生出来的；前者叫做“个体的预成学

说”，后者也可以称之为“种类的预成学说”，因其形

式被潜在预先形成，亦可叫“套入理论”或“原形先蕴

说”[2]（P277-278）。 在康德这里，“退行”是与“进化”相

对的一种事物演进方式。

颇为有趣的是， 现代英语中表达事物运动状态

的有一组以“-volution”为后缀的单词 [3]（P287），其中

主要的 4 个被学者用来表示人类社会（文化）变迁的

4 种模式：revolution（革命），evolution（演进、进化），

devolution（衰退），involution（内卷）[4]。 其中，革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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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突然间断的变化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 进化是

一种连续增进的过程；衰退是一种堕落恶化；内卷则

是事物内部一种细致、固守、停滞的变化过程[5]（P242）。

将“内卷化”这一概念纳入学术术语的是美国人

类 学 家 戈 登 威 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他 用 该

概念来指社会或文化形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

确定的形式后，难以突破或转化，只有通过使内部更

加的复杂化而继续下去[6]（P99-104）。

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从

戈登威泽那里借来该词并用“经济/农业内卷化”（A-
gricultural Involution）来概括印度尼西亚爪哇社会的

水稻生产。 他观察到爪哇农民在人口压力下不断增

加水稻种植过程中的劳动投入， 但劳动的超密集投

入并未带来产出的成比例增长， 而是出现了单位劳

动边际报酬的递减。 爪哇农业几百年停滞不前[7]。 格

尔茨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起了持续 30 余年

的多个国家学者的学术争论 [8]。 他使“内卷化”成为

“社会科学教材中的一个标准概念”， 被广泛地应用

于不同的“非进化的”（non-evolutionary）或“非革命

的”（non-revolutionary）的城市与乡村社会研究。 在

这 些 研 究 中，与“内 卷”如 影 随 形 的 是“共 同 贫 困”

（shared poverty）一词[9]。

将“内卷化”这一概念工具用于中国社会的分析

始于黄宗智（Philip Huang）。 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

社会变迁》[10]与《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11]两本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的书中，他指出，过去的几

个世纪中国农村存在着农业内卷化 （即劳动密集化

带来的单个劳动日报酬递减与没有发展的增长），近

世以来还存在着“过密型商品化”。 在为中外纺织厂

生产棉花和蚕茧的家庭副业中， 大批被排斥于劳动

市场之外的劳动力，只要净收入大于零，他们可以远

低于市场报酬的劳动力承受高度的劳动密集化。 这

正是自明代中期以来农民小生产不仅没有向大生产

转化， 相反原有的大生产却被农民小生产取代的原

因。 伴随着国际资本主义而来的商品化与市场经济

不仅没有削弱小农的家庭生产，而是加强了它，使小

农经济进一步过密化， 农村经济仍然沿循着家庭化

和过密化生产的道路， 并成为抵制现代工业的小手

工业生产的基础。因此，中国的传统农业经济缺乏由

自身的变化而形成一种在本质上变化的能力。

黄宗智的观点对 “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没有走

向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解释。其著作在汉学家及华

人学者中旋即掀起了一场学术争鸣。 论争双方的分

歧之处既有不同的史实， 也有对同一历史现象的不

同理解，最终也没有形成共识[11]。 黄近年的文章进一

步指出，经过了近 30 年的工业发展及大规模的农村

劳动力转移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业过密的现

实，大量劳动力转移之后，农业仍然过密，并且连带

产生了更广泛的三农危机[12]。

将内卷化的研究推进到社会结构层面的是印度

裔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 他用“国家政权

的内卷化”这一概念来说明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国家

政权的扩张及其对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

他指出， 中国国家权力的现代化扩张有其自身的特

点， 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与地方上无政府状态同时

发生，政权的正式机构与非正式机构同步增长。国家

财政每增加一分，都伴随着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加，

而国家对这些机构缺乏控制力， 内卷化的国家政权

无能力建立有效的官僚机构从而取缔非正式机构的

贪污中饱。 其原因在于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机构的

效益， 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

扩大其行政职能。 正规化和合理化的机构与内卷力

量长期处在冲突之中， 功能障碍与内卷化过程同时

出现。政权内卷化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国家捐税的增

加造成赢利型经纪的增生， 而赢利型经济的增生则

反过来要求更多的捐税。 经纪层的社会利益使之成

为体制改革的障碍。 所以，在内卷化的政权之中，经

纪体制不是趋于灭亡，而是倾向于自我膨胀，具有极

大的腐蚀和使政权非法化的反作用。 杜赞奇认为这

是中国爆发革命的原因[13]。

黄宗智和杜赞奇的研究之后， 国内大量学者从

“内卷化”的研究视角与分析路径来透视改革开放后

中国社会的诸多方面。大体看来，学者们的研究较多

地集中在 3 个方面：（1）乡村社会。 内卷化中国研究

的传统是关于乡村社会的， 涉及乡村治理、 农业经

济、劳动力转移、乡村教育、乡村文化与社会关系等

方面的“内卷化”分析。 其中乡村治理方面的研究是

重点。 贺雪峰的研究表明，取消农业税后，乡村出现

了多元行动主体，一方面，国家投入乡村的大量资

源被吞噬，一个越来越肥厚的地方政府与地方势力

结盟的集团开始长成； 另一方面， 大量的存量资源

被结盟的地方分利集团不理性地变成流量资源，农

村社会未来的发展可能性因此被破坏掉。 农民落单

成为一盘散沙，农民缺少了力量感，丧失了正义感和

是非观， 国家失去了可以从农民那里获得支持的力

量[14]。 张小军以阳村为个案从“农业内卷化”“国家内

卷化”“文化内卷化” 等角度来思考改革开放后乡村

社会的内卷化作用机制[15]。 （2）农民工，尤其是新生

第 5 期 王 琛：“内卷化”及其文化心理机制分析 ·183·



代农民工发展困境与身份认同的内卷化分析。 借用

这一概念， 学者们指出农民工在城乡之间的游离状

态下，无法真正适应和融入城市，因而出现分农民工

在社会体制、阶层流动[16]、社会行为[17]、身份认同[18]等

方面内卷化的特点。（3）政治、组织、制度的内卷化分

析。 王绍光认为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国家政治内

卷化状况也呈现出一系列悖论的状况，类似于 1949
年以前[19]。 Dittmer 等指出，改革开放后，在更为理性

的、非个人的形式，如组织的流线型、能人的招募等，

被强制实施并进行了几轮行政改革的时候， 组织内

部发达的个人关系网也同时壮大。 组织内卷化的坚

韧可以用一句流行语来表达：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其行为特征表现在：对于既得利益的苦心经营，占支

配地位的非正式关系（如党派主义、关系 Guanxi），
以及潜规则的增殖。 潜规则从没有成为正式法典但

在日常生活中被实践[20]。国内学者也讨论我国制度创

新的内卷化问题[21]，行政体制内卷化倾向表现[22]。

其他研究相对零散，涉及国有企业、社会管理、

法制建设、学术研究、高等教育、新失业群体、家庭两

性乃至街角青年等等，不再赘述。“内卷化”作为一种

分析工具和理论模式，被广泛地用于宏观、中观、微

观乃至更为具体的各种存在的描述与分析。

二、“内卷化”的形成机制及特点

从学者们的使用来看，“内卷化”一词的“意指”

可以归纳为： 社会文化的停滞状态， 经济效益的递

减，（农业）产业转型发展的困境，制度与体制的逐步

失效与失控，以及潜规则的盛行等。 “内卷化”是与

“进化”（evolution）相比照而言的。 “进化”的演变过

程是一个事物能够线性地发展到下一个发展阶段，

并完成样态上的变化。就西方社会的发展实际来看，

Dittmer 指出，“进化” 模式是符合现代化的范式，它

有助于理性化、个体化、商业化[23]。 而“内卷”模式则

是一个事物原有特征的延续与扩散，愈趋复杂，愈难

以超越自身。

（一）“内卷”是一个社会系统的自我复制

社会体系或制度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自我维

系和自我复制， 进而在内部形成一个密集坚实的社

会文化“内核”，在外部则形成一个难以突破的刚性

“外壳”。

这种跨时空的维护往往在专制权威统治的社会

中才得以实现。在权力操控下，自我复制成为一种机

制，进而在社会不同层面、各个方面都显示出一系列

相关特征和表现。 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国同构”就是

一种结构的复制。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分

析“后喻文化”（Postfigurative）时曾分析过这种复制

机制，由于崇尚权威，缺乏想象，一个事物会在其它

所有事物的方式上被引为成例，从而得到“加强、回

忆和反射”，“任何一部分文化行为经过分析后，都能

找到同样的潜在模式”或“变体模式”[21]（P22）。这就是

自我复制的作用方式。

从时间过程来看， 这种社会变化迟缓、 陈陈相

因，是一种“未来重复过去”的文化。生活与生命在代

际之间复制， 成年人的过去就是每一个新生一代的

未来，孩子是长者身体和精神的后代[21]（P22-23）⑤。 吴

予敏曾指出，中国传统的传承结构是一种“偏心圆”

结构， 即被作为传统经典在时间维度的发展中始终

是一个内“核”，新的经验和观念几乎是在全盘继承

了旧的文化以后衍生（而不是分化）出来的。 整个历

史性的传播活动，犹如在按照滚雪球的方式进行，虽

然渐行渐远，但却宿命性地不能彻底离开“核心”，层

层叠加，于是内部也变得日趋复杂，沉重不堪 [24]。 因

此，从个体层面上看，内卷化是生命的代际复制。 从

社会层面上看，内卷化是历史的不断重演。

“内卷化”在时间和空间的双维度型构方式，造

就的是一个保持着整体性与复制性的系统。所以，尽

管中国历史悠久，也非常重史，但从这个意义上，黑

格尔所说的“中国没有历史”是不错的，它实际上是

说 “中国社会的制序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在

同一个层面上自我复制即内卷”[25]（P77）。梁漱溟也说

过：“百年前的中国社会， 如一般所公认的是沿着秦

汉以来，两千年未曾大变过。我常说它是入于盘旋不

进状态，已不可能有本质上之变，因此论‘百年以前’

差不多就等于论 ‘两千年以来’”[26]（P11）———这是对

中国社会内卷化发展状况的准确表述。 当一个民族

将自己的目标定位为过去的权威时，“过去” 就整合

和同化了未来。

（二）“内卷化”的社会充满悖论

悖论是内卷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 黄宗智近年

来不断地用新的“悖论现象”来解读当代中国的经济

与政治现象，如“没有发展的增长”，“没有公民权利

发展的公众领域扩张”，“没有自由主义的规范主义

法制”，“没有民主发展的市场化”和“没有民主政治

发展的市民团体的兴起， 表达性实践与客观性实

践”；此外还有学者概括出“无公平的效率”，“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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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善”，“无和谐的进步”以及“无强盛的繁荣”等，

可以说，这些只是悖论现象，从本质上说，内卷化的

社会必然充斥着悖论。

悖论的产生盖源于文化本身的有限性与时空

（现实）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 文化在时间上延续并

在空间上延伸， 但文化在时间上延续时会遇到不适

应，在空间延伸时也会变得不适合。 伊尼斯指出，文

化在时间上的局限， 盖源于它不能调动一个民族的

思想资源， 盖源于它不能把思想资源用来避免停滞

不前和厌烦情绪[27]。 对内卷的文化来说，它本无意调

动民族的思想资源，更无意于避免停滞，维护专制权

威才是目的。然而，这种自我维系会遭遇具体时空的

挑战，并产生诸多悖论现象。

费老对中国社会“名与实”的分析可以用来很好

地说明悖论的产生。中国社会自从定于一尊之后，社

会也就在“注释”的方式中谋求与现实变化适应。“注

释”是维持长老权力的形式而注入变动的内容。权威

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 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其

形式，实际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对于不能反

对的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 只留一

个面子，而所谓的“面子”，就是表面的无违。 在表面

的无违下，事实上已被歪曲。虚伪在这种情境中不但

是无可避免而且是必需的。于是，名与实、位与权、言

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全趋向于分离了[28]。 名与

实的分离可谓我们民族文化中最大的劣根性之一：

挂羊头卖狗肉、阳奉阴违、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潜规

则盛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说一套做一套，事情越

是禁止， 它就越难禁止……凭借威权或惯性进行的

自我维系与推行会遭遇实际问题， 但权威及其体制

又是不可反抗的，这是悖论产生的根源。

这种悖论同样会按照自我复制的逻辑进行扩

散。王毅曾指出，以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阐释

多局限于诗书礼乐经典等正统形态， 传统文化体系

中“流氓性”受到崇拜与神话却多被人忽略不知。 在

详实的文献基础上，他的《中国皇权制度研究》有力

地说明，16 世纪国家权力的流氓化直接导致了国民

伦理的流氓化。 在专制威权和流氓文化的合力塑造

下， 为了在严酷社会的缝隙中生存攫利而不顾任何

道义和不择任何手段的国民心理及伦理向着 “反文

化”的方向蜕变[29]。

它甚至塑造出一种“悖论”型人格，孟德斯鸠曾

说，“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 但他们却是地

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 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

的时候……贸易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30]（P316）。德

国哲学家舍勒认为：“就整个人类而言， 将 ‘狡诈’、

‘机智’、‘工于心计’的生活方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

总是那些内心最为恐惧、 最为压抑的人种和民族”。

这样两种表面上参商相悖的品质却结合为一种根深

蒂固的“国民性格”。其原因就在于，在不存在争取权

利的制度条件下，人们就只能越来越从“反文化”的

路径中获得代偿性的满足[31]（P609）。当不合理的制度

设置剥夺了国民本应享有的公正权利， 那么结果就

必然是受到不公正制度伤害的人们 “用可以利用的

一切方法弄虚作假”。

（三）内卷是一种熵增过程

熵（Entropy），是不能再被转化做功的能量的总

和的测定单位。 熵定律即热力学第二定律被爱因斯

坦赞誉为所有科学定律的第一定律。 该定律告诉我

们， 孤立系统中一切实际过程是向着熵增加的方向

进行，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在整个宇宙中，一种

物质转化成另外一种物质之后， 不仅不可逆转物质

形态，而且会有越来越多的能量变得不可利用。熵的

增加就意味着有效能量的减少，能量退化，无序度的

增加。熵定律经过美国后现代作家托马斯·品钦的小

说《熵》，以及美国社会学家里夫金、霍华德《熵：一种

新的世界观》等作品而被赋予社会学意义。

内卷化的社会无疑是一个熵增的社会。 一个封

闭的、奉行专制权威的社会系统，充满了过时的体制

与观念，充斥着各种悖论逻辑，传统文化与体制的能

量不断退化，变得不再适用甚至无效，无序与内耗使

一个社会的运行成本大大增加。 当一位记者询问缘

某局何未按国务院规定放假时， 其工作人员竟称：

“国务院？ 好遥远啊！ ”⑥如果说“鞭长莫及”现象在交

通通讯不发达的古代社会还有其现实基础、 因而可

以理解的话， 那么在 21 世纪现代化全球化的今天，

政令难以通达则不得不反思我们社会的深层问题。

悖论现象，就是一种社会之“熵”，无序、耗散、低

效或无效。当今我们社会和生活中遍布着五花八门、

形形色色的欺诈和暴力，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

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相当普遍，“整个社会的

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30]（P34）。 这种 “社会溃败”

———社会机体细胞的坏死、 机能失效成为我们社会

最大的威胁。

三、过密型市场：山寨机中的小农经济

改革开放打破了中国传统封闭的状态， 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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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走出“内卷化”的怪圈打开了一条正确之途。 市

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开放型的经济体系， 不同于保

守的小农经济。 然而通过对各行业市场的考察可以

发现，不仅小农经济可能存在于农业内卷化和“过密

型”商品化（黄宗智语），城市化工业化的市场发展中

也会存在内卷化（过密化）问题。这也是一种悖论。山

寨现象在中国的流行就是市场内卷化的表现。

山寨机在中国曾风光一时， 它是山寨风现象的

主角，其兴起和没落的历程可谓是“市场内卷化”的

一个典型注脚。山寨手机的兴起始于 2006 年台湾联

发科的芯片商开发出的一个被称为“交钥匙方案”的

廉价的 MTK 手机芯片，这种“一站式解决方案”让手

机生产没有了核心技术， 只需要购买一些简单零部

件就可以出品手机。 山寨机市场具有以下“内卷化”

的特征：

1.复制与仿冒。 山寨，是指导致某种产品此前垄

断局面的关键壁垒被打破，出现了对该产品大规模、

低成本的复制和模仿[32]。 复制是山寨的灵魂，也是内

卷的核心品质。 山寨机主要抄袭国际知名品牌的产

品设计，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iphone 等 畅 销 品

牌， 都能找到对应的山寨产品。 高仿机， 所谓的 A
货，不仅外观极其相似，功能也接近。

2.价格低廉、质量低劣。 由于低成本，依靠的是

廉价资源、廉价环境、尤其是充分而廉价的外来劳动

力，山寨机价格极有竞争力。 深圳的电子市场，山寨

机“几乎就像萝卜、白菜一样地卖”。

3.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 山寨机的生产，基本

上是规模大小不一的“小作坊”式的组装厂。一间房，

请几个或者十几个工人，每天能组装上千部手机。曾

经有这样的说法：“应用联发科方案的手机生产商只

需要 3 个人———一人接洽联发科，一人找代工工厂，

一人负责销售和收款”[33]，这种小作坊性质的生产方

式，与现代企业的运作和发展大相径庭。它们多逃避

政府管理，不缴纳增值税、销售税，不会作开创性投

资，更不会作研发，不会花钱研发产品，更不需要广

告、促销等费用。

4.非正规经济。 由于具有偷税漏税、避开政府管

理的行为特点，也涉及知识产权的敏感问题，山寨机

市场从业者常常与管理机构打游击、躲猫猫。一听到

“工商来了”的喊声，整个数码商城就会“慌成一团，

售货员手忙脚乱地掩藏和转移山寨机”，甚至出现了

“天上掉手机”的怪事⑦。

5.过密化投入与边际效益暴跌。 山寨的“复制”

是双重的，一是指对名牌的模仿，一是指对模仿本身

的复制。零门槛使大量资金涌入到了手机生产行列，

短短的一两年时间，数量喷涌到数以千家，市场空间

趋于过密化，竞争极为惨烈，利润不断下降，“大宗批

发，利润 10 元一部也卖”，边际效益随着投入的时间

和劳动的增加而减少，甚至难以为继。

6.市场的癌化（“热寂”）。 山寨是一种简单而疯

狂的复制， 它不是为了占领市场———这需要质量和

牌子，而是争着抢先把市场利润“吃一遍”，因而是一

种自杀式的进攻模式。

在分析商品内卷化时，黄宗智曾指出，由于拥有

低过市场标准的农村廉价劳动力，家庭经营式农业

成为抵制现代工业的小手工业生产的基础。 商人用

包买制，付出生存需要以下的工资，而与现代棉纺

工业相抗衡。 在此过程中，原来可能转化为产业资

本的剩余，停滞在商业资本周转的阶段。而原来可能

成为新式织布工厂的市场， 则被廉价手工织布所控

制。”[34]（P309）山寨机对于产业发展的危害类此。这些

手机小作坊以其低成本、 低价格严重地打击了民族

手机品牌， 国内品牌手机大企业 2007 年全部亏损，

其中“波导”公司亏损 5 亿多元，“夏新”公司更是亏

损 6 亿多元。民族手机产业全面沦陷，一个个企业悲

惨退出了市场， 国内主要手机市场几乎成为国外手

机品牌的一统天下。

山寨机虽然“成功”地挤垮了国内的一些品牌手

机大企业，但它在城市的命运更短，在过密化的市场

中，每个月都有大量山寨机厂从深圳消失。 2011 年

以后，山寨市场急剧萎缩，风光不再，在耗尽可怜的

有限资源后，市场也随之覆灭。随着国外品牌的侵入

以及带来的市场品味提升，山寨机全线撤退，转移到

西部三线四线市场。

市场的本性是开放与开拓， 商品经济一直以来

都在不断地促进人类社会的劳动分工， 进而形成更

多的利润增长点。 单调复制与大量投入是农业经济

的增长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 山寨机是当代版的

“经济内卷化”，或者说是市场版的“农业内卷化”。

不仅手机行业， 国内许多行业产业都存在这种

过密化的局面。 其经济增长方式不是通过改进生产

技术，或变革劳动组织形式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是

简单而大量的、复制性密集投入。笔者曾访谈过深圳

的 一 些 中 小 企 业 家 ， 他 们 慨 叹 在 中 国 生 意 太 难

做———“一个行业如果挣钱，不出几个月，市场上很

快涌现千军万马”的同类行业。空间内相同劳动的超

密度投入，最终带来的是市场空间过密性拥挤，经济

效益微薄且边际效益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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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廉价资源、 廉价环境、

廉价劳力，资源密集兼劳动密集，这使得当代中国经

济难以有效增长，亦难以积累起发展所需的技术与

人才，产业的转型升级更遭遇瓶颈。 复制式的中国

制造就像在跑步机上跑步，永远不可能跑到未来的

新大陆。

此外，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半边缘地位，世界

垂直化产业分工中的低端位置，以及长期代加工和

山寨经济形成的依附性发展，这些更进一步形成中

国产业发展难以向外突破的刚性边界，从而陷入经

济学家所谓的“锁入效应”（Lock-in Effect）。 江涌指

出，“附庸化”与“内卷化”道路，这是一种对外高度依

赖国际分工与国际资本，对内高度依赖廉价资源、廉

价环境、廉价劳力甚至“廉价”主权的畸形道路。 其

结果就是，虽有“量的增长”但遭遇“质的停滞”[35]。 这

是当今经济发展内卷化的内外两股夹击力量。

四、内卷化人格与文化心理

山寨现象引起的争论至今仍未消退，山寨心理

更是普遍。 “过密化”（“山寨模式”是过密化的现代

翻版与典型表现）的产生固然有制度、内外环境等的

原因，但毋庸置疑也与我们已有的文化心理关系很

大。 文化与人格水乳交融，荣格曾说，一切的文化都

沉淀为人格，一个民族的文化，最后就成为这个民族

的集体人格。 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也指出，“文化是

人格在典章上的放大”[36]（P48）。 我用 “内卷人格/心
理”（psychological Involution） 一词来指我们文化中

的、与“过密型”市场紧密相关的一系列文化心理与

人格特征。

（一）缺乏原创和创业品质，喜欢模仿强者和跟

风市场

韦伯曾经详细地描述过中国人的性格，他认为

中国人的品质不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但却有助

于他们十分能干地模仿和复制资本主义的做法。 他

这样写道：“十有八九，中国人将会能干地———很可

能比日本人更能干地———将现代文化地区已在技术

上和经济上充分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加以同化。 ”[37]

（P283-300）但韦伯没有想到的是，中国人的这种模仿

复制能力同时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巨大阻碍。 曾经

有这么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

一个犹太人在某地开了一个餐馆，生意很

好， 然后第二犹太人来了开了一个加油站，第

三个犹太人就开了一个超市，这片很快就繁华

了； 而一个中国人也在某地开了一个餐馆，生

意也特别好，然后第二个中国人也在那里开了

第二个餐馆，第三个、第四个中国人同样也开

了餐馆，结果恶性竞争，大家都歇菜了。

这并不是一个笑话。 100 多年前，洋务运动的主

要领导者之一、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起者薛福成就

慨叹“中国商务不能振兴”的原因中最突出的是这样

两条：“一则抢揽生意。 华人创一业，稍沾微利，则必

有人学步后尘，甚至贬价争售，互相诋毁，以致两败

……一在搀杂诈伪……于丝中掺麻， 或新丝中搀旧

丝，或细丝中搀粗丝。 茶则搀以柳叶，或杂以泡过茶

叶，其颜色则多用装点。 西人不过受欺一次，后不再

来， 即真货亦致滞销， 皆弄巧成拙阶之厉也。 ” [38]

（P583-584）

市场经济需要差异化地开发出市场和劳动分

工，而中国人却缺乏这种思维和意识。一位靠三来一

补起家、 已经具有自主的国际品牌和外销市场的企

业家面对着“倒逼”的转型压力，最担心的居然是同

行超强的复制能力， 他说：“我们的一些动漫玩具出

街不到一个礼拜就开始被人模仿， 而且价格要便宜

很多。 我们内外销的产品材料一样，工序一样，还有

专利。 但与他们相比，即便压缩管理成本，我们也没

有价格优势。”⑧西方 700 多年前但丁就喊出了“走自

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人文主义口号，可即使今

天，我们很多企业却还在打着“走别人的路，让别人

无路可走”的算盘，薛福成在 100 多年前所引以为憾

的民族性，至今仍然是妨碍商务振兴的原因。

（二）缺乏创造、徒以模仿为能实是缺乏主体性

和主体意识的表现

这与千年来的专制社会及对个性的压抑有关。

个人的社会安全感、 尊严和独立精神受到沉重打击

而压抑，中华民族的人格和文化精神开始“内卷化”

了[39]。 伴随文化心理的“内卷化”是中国经济创造精

神消退。

没有主体性的人当然缺乏工作和创造的热情。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 19 世纪 70 年代在中国生活传教

20 余年，最后于 1894 年出版了《中国人的素质》（又

译作《支那人气质》）。这是一本鲁迅先生很认真看重

的、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先河的书，在 100 多年后

的今天读来仍让人警醒，值得我们“自省、分析，明白

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作功夫”（鲁迅语）。 对

于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明恩溥的体会是深入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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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们来说，他们（指中国人）当然是缺乏热情，而

我们却十分看重热情……（我们）知道用心工作的

重要性”[40]（P26）， “在中国，机器带动齿轮，而不是齿

轮带动机器”（P103）。 国人普遍缺乏一种主体性、内

源性的创造激情。

（三）零和思维

零和思维是一种狭隘的思维方式和认知观念，

认为 “非赢即输”、“一方得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吃

亏”，于是“抢着分蛋糕而非做大蛋糕”，这会导致一

种伤害别人利益的非合作心理。

具有零和思维的人会把关注放在别人身上，而

不是关注自身；因而会试图打压别人，而不是努力

提高自己；看重“超过别人”甚于事物的自身价值，

在意排名甚于业绩，在乎别人的看法甚于自己的真

正实力。 从根本上说仍然是缺乏主体性的人格。

具有零和思维的人也同时缺乏外向型的思维，

眼光只是在圈子内部打转转。 而外向的思维则会发

展出双赢、多赢的合作性关系和心理。 大前研一曾

警告日本公司不要内部疯狂竞争，其结果是使大家

蓄势待发以杀价求售，最终，低成本游戏做不出高

价位产品，如果想走出自己的路，就应远离自家人

争斗的圈子[41]（P52-53）。内部争斗的思维根源是内卷

文化中零和思维，眼界和思路都被限定在封闭有限

的内部圈子，在全球化时代，其文化会愈加萎缩贫

瘠，缺乏创造力和辐射力。

（四）悖论的心态和人格

前文对此已有论述。 这也是一种异化：经劳动

的双手产生出来的制造物，不再是人的智慧、人格

的外化和力量的体现，不再是自我的象征，而是通

过仿制他人来削弱他人并牟利的工具，因而产品粗

制滥造和质量低下。 进而在一种既不尊重他人（及

其劳动）、亦无法自尊（即自卑）的心理下，无法进行

自我认知和自我认同，无法形成发展出成熟的理性

和受人尊重的完整人格。 所以，明恩溥一针见血地

指出：中国所需甚少。 只需人格和良心。 甚至可以

说，这两者实际是一样东西，因为人格就是良心。 有

一位著名的钢琴制造家，他的人格被人称赞为“像

他做的乐器一样———方正、正直而高贵”。 谁又曾在

中国碰到这样的人呢？ [40]（P283）

（五）缺乏对他人的信任感，社会信任度较低

缺乏信任是内卷化社会的一个痼疾。 韦伯和明

恩溥都在他们的书中分析过中国人“对别人普遍不

信任”及其原因，但发展演变成为信任危机却是在

改革开放 30 年后的今天： 过密化心理导致粗制滥

造、假冒伪劣的大量产生，每个行业“内幕”“黑幕”

重重———以至于无论什么行业什么事情，一定有一

个“内幕”在，不再相信表面被呈现出的现象。 根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心态蓝皮书

《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 2012-2013》 指出，“目前，

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 已经跌破 60 分

的信任底线。 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

半的调查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两到三

成信任陌生人。 ”⑨对于群体来说，信任缺乏将会是

一个很难走出的真正困境。 社会信任是一个社会的

“社会资本”。 社会信任度高的国家，社会运行的成

本就低。 反之亦然。 社会信任度低同时也意味着社

会认同出现问题。 社会诚信的缺失还会毁掉世界对

我们民族的信任和尊重。

五、结论及讨论

在一个社会文化系统中， 技术的变迁速率较

快，制度其次，文化心理更次之。 改革开放即将走过

35 个年头， 可今天我们的身上仍然盘旋着百年前、

甚至几百年前小农经济时代的文化心理与思维方

式，这是最为深刻而内化的“内卷”。

英格尔斯曾指出：一个国家或企业即使有先进

的制度和技术，但若缺乏能赋予这些制度和技术以

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

用这些现代制度和技术的人还未从心理、思想和态

度、行为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那么会导致

制度和技术的畸形发展甚至失败[42]。 今天的中国社

会问题丛生，研其原因，不可忽视这些文化心理积

淀的负面作用。 百年前鲁迅们所呼吁的改造国民

性，至今仍然任重道远。

文化以人格作为自己的结果，也以人格作为自

己的起点。 中国要真正进入现代化强国必须致力于

发展国民的现代性人格。 人格的内卷源自体制的压

抑，梁启超曾总结的国民生存定律：“吾民族数千年

生息于专制空气之下，苟欲进取，必以诈伪；苟欲自

全，必以卑屈。 ”而一个民族的自信与创造性都来自

理性而有自我效能感的国民：“从长期来说，一个国

家的价值就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个人的价值；一个国

家如果为了要使它的人民成为它手中更加驯服的

工具，哪怕是为了有益的目的，而……使人民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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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发现靠渺小的人民是不能完成伟大的事业的；

它为了要达到机器的完善而牺牲了一切， 到头来一

无所获，因为它缺乏活力，那是它为机器可以更加顺

利地工作而加以扼杀的。 ”[45]（P163）

马尔库塞批判发达工业社会成功地压制了人们

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这个社

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 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

度的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 不再想像或追求

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的人[44]。 而我们的社

会和文化一直都缺乏那种超越的向度。

超越性需要真正尊重人的教育。 教育的真谛在

于自我探索、 自我发现、 并形成自我意识与自我认

同。但一直到现在，我们教育的“灌输”色彩都还没有

多大改观。标准教材、标准试题、标准答案，将学生的

思维和心智禁锢限制， 他们大多不知道自己真正的

兴趣， 也无法追随自己的发展想法， 这是一种没有

“确立自我”、不发展个体“主体性”的教育，只能产生

缺乏创造力、具有零和思维的内卷人格。

注：
① 以“内卷化”为检索词，根据中国知网的年度分组统计，从

2000 年以后的文章数量依次为：28 （2000 年）、54（2001）、

72（2002）、105（2003）、164（2004）、241（2005）、265（2006）、

316 （2007）、428 （2008）、167 （2009）、235 （2010）、619

（2011）、607（2012），增势显著。

② 可能存在的影响因素，如 E.罗杰斯所说的创新扩散，某一

新事物的采纳人数逼近临界数量后，扩散过程就此起飞激

增；或者因职称和课题等需要而催生论文等。

③ 韦森指出，康德首先使用“involutionstheorie”这一概念，比

后来的人类学家格尔茨、经济学家诺斯早两百年提出了人

类社会变迁中的“演化” （evolution） 、“内卷” （involution）

和“锁入效应” （encapsulation， lock-in effect）等问题。见韦

森《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研究西方世界近代兴起和

晚清帝国相对停滞之历史原因的一个可能的新视角》，《社

会科学战线》 2006 年 01 期。

④ 邓在译注中指出，该词有复归和衰退两义，见 278 页注 2。

⑤ 多年前，中央电视台某位记者在陕北采访时与一个放羊娃

有过这样的一段对话 ： “为什么要放羊？ ” “为了卖钱。

” “有了钱做什么？ ” “娶媳妇。 ” “娶媳妇做什么？ ” “生

娃。 ” “生娃干什么？ ” “放羊。 ”———非常形象地说明了

一种内卷化的生活方式的代际复制。

⑥ 2013 年 2 月 18 日《法制日报》。

⑦ 媒体报道视频：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6x3uU-

Ld8Nw/。

⑧ 《东 莞 三 来 一 补 企 业 转 型 倒 计 时》《赢 周 刊 》2011-6-16，

http://news.hexun.com/2011-06-16/130589887.html。

⑨ 《中国青年报》2013 年 2 月 17 日。

参考文献：
[1] 熊 彼 特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主 义 与 民 主 [M]．北 京：商 务 印 书

馆，1999.

[2] 康德．邓晓芒译．判断力批判[M]．人民出版社，2002.

[3] Chris Aldrich．The Aldrich Dictionary of Phobias & Other

Word Families[M]．Trafford Publishing．2002.

[4] Elman R. Service．Cultural Evolutionism [M]．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1971；Martina Urban．Theodicy of Culture and

the Jewish Ethos [M]. Walter de Gruyter GmbH & Co. KG,

Berlin/Boston．2012.

[5] Geir Lundestad，Odd Arne Westad．Beyond the Cold War:

New Dimens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1993.

[6] Goldenweiser，A．Loose Ends of a Theory on the Individual

Pattern and Involution in Primitive Society [A].in RH Lowie

(ed.), Essays in Anthropology Presented to A.L. Kroeber [C]．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36.

[7] Clifford Geertz．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 Ecologi-

cal Change in Indonesia[M]. 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

ifornia Press．1963.

[8] This Week’s Citation Classic．Chang Withouf Pvogress ina

wet Rice Culture[J].CURRENT CONTENTS．1991，(12).

[9] Benjamin White．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and its Critics:

Twenty Years after Clifford Geertz[J]．Working Papers Series．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The Hague. 1983，（6）.

[10]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

1986.

[11]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M]．北京：中

华书局，1992.

[12] 张家炎．如何理解 18 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

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 [J]．中国 经 济 史 研

究，2003，（2）.

[13] 黄 宗 智 ．制 度 化 了 的 “半 工 半 耕 ”过 密 型 农 业 [J]．读 书 ，

2006，（2、3）.

[14] 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 1942 年的华北农村[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

[15] 贺雪峰．论乡村治理内卷化[J]．开放时代，2011，（2）.

[16] 张小军. 理解中国乡村内卷化的机制 [J]. 二十一世纪，

1998，（2）.

[17] 甘满堂 ．社会学的 “内卷化” 理论与城 市 农 民 工 问 题 [J]．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18] 计亚萍等．农民工“内卷化” 行为倾向研究[J]．长白学刊，

2010，（6）.

[19] 戴欢欢．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困境:基于内卷化机

理的阐释[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20] Shaoguang Wang．From Revolution to Involution：State Ca-

第 5 期 王 琛：“内卷化”及其文化心理机制分析 ·189·



pacity，Local Power，and [Un]governability in China[J].un-

published manuscript, yale university, 1991.

[21] Lowell Dittmer and Lu xiaobo．Involution and Reform in

China[A].in Lowell Dittmer(.ed) Informal Politics in East A-

sia[C]．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22] 范 志 海 ．论 中 国 制 度 创 新 中 的 “内 卷 化 ” 问 题 [J]．社 会 ，

2004，（4）.

[23] 郭卫民，刘为民．我国行政体制内卷化倾向浅析[J]．国家行

政学院学报，2011，（6）.

[24] 玛格丽特米德 ．代沟[M]．曾胡译 ．北京：光 明 日 报 出 版 社，

1998.

[25] 吴予敏．无形的网络[M]．台北：台湾云龙出版社，1991.

[26] 韦森．文化与制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7]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8] 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03.

[29]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0] 王毅．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上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7.

[31]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1978.

[32] 熊培云．重新发现社会[M]．新星出版社，2010.

[33] 汤 铎 铎 ．山 寨 文 化 现 象 的 经 济 学 思 考 [J].社 会 科 学 论 坛，

2009，（2）.

[34] 中 央 电 视 台〈中 国 财 经 报 道〉栏 目 组 编 ．山 寨 来 了 [M]．北

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35] 江涌．内卷化增长的困境[J]．世界知识，2011，（16）.

[36] 露丝·本尼迪克特 ．文化模式[M]．王炜等 译 ．北 京：三 联 书

店．1998.

[37] 马克斯·韦伯 ．儒教与道教[M]．王荣芬译 ．北 京：商 务 印 书

馆，1995.

[38] 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

1985.

[39] 何平．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与欧洲的比较研究[J]．史学理论

研究，2006，（4）.

[40] 明 恩 溥 ．中 国 人 的 素 质 [M]．秦 悦 译 ．北 京 ：学 林 出 版 社 ，

2001.

[41] 大 前 研 一 ．无 国 界 的 世 界 [M]．黄 柏 棋 译 ．北 京 ：中 信 出 版

社，2007.

[42] 英格尔斯． 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

人变化[M]．顾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43] 穆勒．论自由[A]．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G].董乐山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7.

[44]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

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陈红】

Involution and its Cultural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WANG Chen

(Shenzhen University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s, Shenzhen, Guangdong 518060)

Abstract: Involution, as a special form of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has its own appropriate
mechanisms leading to its emergence. It is the result of a closed, totalitarian society’s continuous self-replication.
Conservative agricultural economies are not alone in being susceptible to the problem of involution. Even initially
open market economies might suffer involution, leading to lower marginal returns. Today’s China is showing all
sorts of signs of involution, which requires some reflection on its deeper cause, which might be explained by our
social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Involuted personalities manifest themselves in the lack of originality and passion,
in the proclivity for imitation and herd mentality, in the lack of a sense of the sovereign individual, in an easy
embrace of zero -sum thinking, and in the resulted collapse of social trust within the group. To overcome a
tendency toward an “involuted personality” requires respect of one’s individuality and a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that centers on the individual.

Key words: involution； involuted market； cultural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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