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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韩国电视剧《鱿鱼游戏》揭露了资本主义统治下底层人民的生活处境，批判了资本主义统治制度的虚伪

性和欺骗性，从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运作的底层原则：利益至上和优胜劣汰。然而，由于缺少科学

理论的指引，该作品并未指出阶级压迫下底层人民的出路，只能沦为一场无奈的控诉。其体现了资本主

义统治下无产阶级整体意识形成所面临的困境，要想解决这一难题，改变广大劳动人民受压迫的处境，

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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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orean TV series Squid Game exposes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people at the bottom under ca-
pitalist rule, criticizes the hypocrisy and deception of the capitalist ruling system, and shows the 
bottom principles of capitalist social operation: Supremacy of interests and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guidance of scientific theory, this work does not point out the way out 
for the people at the bottom under class oppression, and can only be reduced to a helpless accusa-
tion. It embodies the dilemma faced by the formation of the overall consciousness of the proleta-
riat under the rule of capitalism.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and change the oppressed situa-
tion of the working people, the capitalist system must be fundamentally changed, and the proletariat 
must rise to the ruling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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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韩国电视剧《鱿鱼游戏》自 2021 年 9 月份上映以来引起了全网热议，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国观众的热

捧。据韩联社报道，开播以来，该剧共登顶 94 个国家的“今日收视榜”，《鱿鱼游戏》也成为 Netflix
历史上第一部占据收视率榜首的韩剧。2021 年 10 月，根据美国视频流媒体 Netflix 的内部数据，《鱿鱼

游戏》开播一个月以来已成为 Netflix 有史以来收视人数最多的电视剧，目前全球收视户数已超过 1.32
亿，该公司估计《鱿鱼游戏》将为其创造近 9 亿美元的价值[1]。这部电视剧共分九集，讲述了生活在社

会底层的穷人为了赢得 456 亿韩元的巨额奖金而参与致命游戏的故事，游戏只有一位赢家，赢的人可以

独占奖金，而输的人将会丢掉性命。 
其实《鱿鱼游戏》并非这种主题作品的开创者，在此之前类似这种生存大逃亡题材的影视作品已有

很多，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美国于 2012 年上映的《饥饿游戏》，影片改编自同名小说，目前已经推出四部，

可以说每一部都得到了观众的接受和认可。除此之外，日本《大逃杀》《要听神明的话》《赌博默示录》

等也都有着相似题材。《鱿鱼游戏》导演黄东赫在一次采访中也说到自己破产后看了很多关于生存游戏

的漫画书，正是受到这些故事的启发才决定创作这个剧本[2]。为何这种题材的影视剧层出不穷，而时至

今日又一次火爆全球，《鱿鱼游戏》现象或许能为我们反思当代资本主义带来一些启示。 

2. 资本主义统治的本质 

影视剧作为一种观念的产物，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鱿鱼游戏》表面上是一场荒诞、

不真实的游戏，但如果了解作者的创作背景便会发现，这部剧其实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缩影，而“游

戏”一词蕴含了深刻的隐喻，此剧其实是将资本主义社会统治比作一场游戏，有游戏必然有游戏规则，

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游戏规则就是其政治制度和管理体制，99%的人都是游戏的参与者，剩余的社会精英、

统治阶级便是规则的制定者。《鱿鱼游戏》的导演黄东赫在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时破产，生活也陷入困

境，甚至有一段时间带着赢很多钱的念想去赌马，剧中的人物角色名也全是他身边人的名字，他将自己

的亲人、朋友、邻居的故事都融入到了这部剧中，正是创作者的这段经历给了他灵感，在夸张的艺术表

现手法背后实则蕴含着着浓浓的现实主义色彩，正如黄东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要写的，是一则寓

言，是一个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故事”，这部剧映射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秩序的虚幻。 

2.1. 虚假的自由平等 

不可否认，资本主义社会超越了之前的社会形态，代表着人类社会演进的更高级更文明的发展阶段。

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用理性驱走了笼罩在人们头顶的阴云，让自由、民主、平等之光普照大地，挑战了封

建君主和教会的权威，促进了人的觉醒，实现了人的解放。随即《独立宣言》《人权宣言》宣告人民主

权，追求人的权利成为西方社会的共识。资本主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为他们的诉求代表了当时最广

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资产阶级的“成功学”作为新的社会共识成为了人类文明的新原则。资产阶级宣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201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马小月 
 

 

DOI: 10.12677/acpp.2022.112015 89 哲学进展 
 

告财富的大门向每一个人敞开，用勤劳的双手就可以得到想要的生活，人们长久以来压抑的欲望终于在

那一瞬间爆发，“自由”的承诺给了人们无限施展的空间，表面上看，资本主义奉行自由竞争，也就是

每个人在追求财富时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人们享有充分的自由。 
值得思考的是，这种自由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人类已经彻底摆脱了限制和束缚？无论资产阶级

对未来社会的描绘多么美好，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人们摆脱掉了旧的具体的上帝，却迎来了新的抽象的

上帝——货币。在剧中，并没有任何人胁迫穷人参与这场游戏，他们都是自愿参加，但谁又能否认这种

自愿也是出于走投无路而无可奈何的抉择？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饿死，要么用生命做赌注。

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通人的自由在于为金钱卖命或沦为社会底层，而由于底层人的数量十分庞

大，要想实现阶级的跨越要经历残酷的竞争，而大多数人只能沦为这场竞争的牺牲品。于是各种钻营活

动、投机取巧成了生活的“潜规则”，只要牵扯到利益，人与人之间就只剩下欺诈和对抗，剧中玩弹珠

的游戏是这一现象的例证，每两人自愿组成搭档，在不知道规则的情况下大家都挑选了自己的朋友或者

熟悉的人，游戏开始后他们才被告知两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能活下来，于是昔日的好友反目成仇，主角为

了活命欺骗老人，每个人都用尽一切手段去赢搭档。除了一个女生，她牺牲自己让对方活了下去，而她

之所以做出这一选择，剧里也早有铺垫，从小被抛弃、对现实世界已毫无留恋，只是因为对方选择了躲

在角落的自己成为搭档，让她第一次感到有人关心。即使只有短暂的交谈，她已十分感激，甚至愿意付

出生命。这其实是对现实最大的讽刺，反衬出现实世界的残酷无情，倘若生活中有一丝温暖，她也不会

对这个世界感到绝望。资本主义统治下，人仍摆脱不了资本隐形的束缚，这就是资产阶级口中的自由，

这种自由只会让人变得自私、贪婪、虚伪、狡诈。 
而说到平等，这部剧里，游戏规则对于每个参与者来说也是平等的，平等的抽签、平等的惩罚措施，

但他们只是在既定的游戏规则面前平等，人们参与游戏时的平等只是将他们置于遵守者的位置，而规则

如何制定与他们无关，他们面对的只是一群冷冰冰的规则执行者。游戏规则投射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便

是至高无上的法律，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原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这一原则下，无产阶级的失败、

困苦似乎只能归结于自身的愚蠢，任何挑战规则权威性的行为都应受到惩罚。而一旦成为赢家，成为规

则制定者的一员，便像是打开了心中的“潘多拉魔盒”，一直以来压抑的欲望在一瞬间爆发，享乐主义

成为人生的信仰，甚至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力开始试探法律和道德的底线，法律是为了惩罚破坏秩序的人，

而真正破坏资产阶级法律的永远是资产阶级统治者本身。 

2.2. 虚伪的国家法律 

资本主义制度最根本的特点是其虚伪性，就像用工资来掩盖劳动的双重性，掩盖对工人的剥削，国

家形式也有其虚伪性，马克思称资本主义国家为“虚幻的共同体”，并指出，“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

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

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3]。国家的本质“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

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4]，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更是直接宣称，“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

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5]。可见，资本主义国家形式只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利

益、协调不同资产阶级派别之间的矛盾，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国家”的概

念做了具体明确的阐述：“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

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

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

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

国家。”[6]其政治口号更是一套骗人的话术，正如马克思所说，“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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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

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7]资产阶级虽然极力标榜自由、平等、民主，事实是，资本主义统治者丝毫不关心被统治者的社会地位

和现实处境，不关心普通大众的人权，甚至不将人视为“人”，剧中走玻璃板游戏的场景布置成了马戏

团的样子，投资人坐在贵宾室里观看，像是观看马戏团的动物表演，而这一点更是被剧中人物直接点明，

“你们就是马戏团的马”。 
关于资本主义统治的依据——法律，马克思指出，“在私法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作为普遍意志

的结果来表达的”[8]，法律是统治阶级为维护统治秩序和阶级利益而作为普遍意志来表现的形式。恩格

斯的表述则更为直接：“法律是资产者本身的创造物，是经过他的同意并且是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利益而

颁布的。”[9]剧中玩家只是按规则参与游戏，但规则制定者是在幕后观看游戏的投资人，玩家不知道下

一个游戏的规则是什么，更没有参与规则的制定，但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遵循规则，没有人对这一残酷

的规则提出质疑，表现了被统治者无意识的顺从。这其实体现了资本主义对人的意识的统治，不仅用武

力约束每个人遵守规则，而且使规则意识嵌入人的思想，造成抽象的概念是统治世界的永恒规律的假象。

马克思曾深刻地揭露了法律的效力问题，“在这个自私自利的世界，人的最高关系也是法定的关系，是

人对法律的关系，这些法律之所以对人有效，并非因为它们是体现人本身的意志和本质的法律，而是因

为它们起统治作用，因为违反它们就会受到惩罚。”[10]法律就是无产阶级的游戏规则，资本主义国家机

器只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武器，而这一武器的持有者便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又怎么会把枪口对

准自己呢？正像恩格斯所说：“资产者无论做什么，警察对他总是客客气气，并且严格地依法办事，但

是对无产者却粗暴而又残酷，贫穷本身就已经使无产者受到犯有各种罪行的怀疑，同时也剥夺了他对付

当局专横行为的法律手段。因此，对无产者来说，法律的保护作用是不存在的，警察可以直接闯进他家

里，逮捕他，粗暴地对待他。”[11]这和如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多么相像，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我们才真正

看到资本主义所谓维护国家秩序、看似代表公平正义的国家机器的真实面目，而韩国人尽皆知的口号“有

钱无罪、无钱有罪”亦是对司法不公正现象的控诉。 

3. 资本主义统治的原则 

资产阶级将其意识形态伪装成为了维护全体人民利益的社会共识，并不断抛出美好的承诺引诱无产

阶级，而实际上无产阶级个人的辛勤奋斗只是为其创造了更多的剩余价值，扩大了资产阶级的财富积累，

而贫富分化愈来愈严重。资产阶级运用法律、道德观念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将其意志上升为国家的统一

原则，资本主义统治下的社会生活遵循以下两大原则。 

3.1. 利益至上 

资本主义文明的实质便是“理性经济人”，最终目的是获取最大的利益，纵观资本主义发家史，也

不难看出，无论是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资本垄断阶段、还是新自由主义阶段，都只是出于扩大利益的

需要创新了资本积累的形式，资本始终以利益最大化作为终极目的，而丝毫不顾对世界其他民族、对普

通民众所造成的灾难。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宣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财产是神圣的，而在此之前，

上帝是神圣的，也就是资本主义使人类社会从上帝崇拜转向货币崇拜，“金钱是这个世界的上帝”[12]。
在这部剧中，人们之所以参与游戏是受巨额奖金的诱惑，剧中经常出现这样一幕场景，一个巨大的发着

金光的储钱罐高挂在游戏参与者的头顶，里面盛满了金币，人们仰望它就像仰望一轮太阳，眼中满是向

往与渴望，这是他们唯一的目标与动力。剧中的投资人信仰金钱的力量，并通过层层诱惑使金钱至上的

观点深入人心，当金钱成了人们的信仰，“舍生取利”似乎成了普遍的正当的选择。而金钱最终给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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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了什么呢？剧中人物的结局给了我们一个意料之外的答案，数百名参与者最后只有一位赢家，每个

玩家都抱着自己是那个活到最后的幸运儿的侥幸心理，而绝大多数人都成了牺牲品。赢到最后的人他是

否真的拥有了自己想要的一切？剧中主人公在最后与儿时的好朋友进行厮杀时一度想要放弃，但最后朋

友成全了自己，但拿到巨额奖金的他并没有一丝欣喜，甚至有些虚无，他把钱放在账户里，一分也没有

花，在失去了一切之后，钱就只是一个数字，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一旦把钱当成了人生的终极目标，

也就意味着生命的荒芜，没有得到时，痛苦万分，得到后，又会陷入空虚。而资产阶级极力宣扬这一观

念，由于其垄断了大量财富，这便成了他们控制无产阶级的资本。 

3.2. 优胜劣汰 

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史是在激烈的竞争中形成的，在数百年的历史长河中许多的大国崛起又衰落，

强者战胜弱者，而终将被新的强者所战胜，如此循环往复，帝国的兴衰是任何大国都躲不掉的历史周期

律，像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一样是帝国主义不愿面对却永远摆脱不掉的梦魇。在社会历史发展的

基本矛盾中，生产力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资本主义社会有限的资源和人类无限的欲望之间的矛盾，

造成了个体之间的对立竞争关系，而资产阶级又通过法律等形式赋予其社会普遍价值的地位，在经济上

奉行自由竞争原则，表面上强调公平正义，而实际上将人与人的关系抽象为单一的利益关系。在交往中

人本身不再存在，有的只是“讨价还价”，自由竞争最终导致的是社会的贫富分化，强者在竞争中胜出

取得垄断性的优势，于是垄断资本主义出现。在国际市场中同样如此，资本主义国家打着自由竞争的旗

号打开了国际市场，而先进的机器设备、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使其在竞争中拥有绝对优势，自由竞争只是

资本主义帝国剥削其他民族的幌子。自由竞争看似给了底层人民向上流动、实现阶级跨越的可能性，而

实则既得利益者永远是竞争中的最大获益者。政治上的“多党制”是资产阶级权力竞争的产物，本质上

是为了缓和资产阶级各派之间的矛盾，完全没有考虑到国家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问题，在实际运作中，

各党派相互对立诋毁，甚至出现报复行为，国家政策“朝令夕改”，各党派用花言巧语骗取民众的信任，

而一旦掌握权力便会露出他本来的面目，背叛对他们寄予厚望的大众。资本主义帝国一直以来也在向世

界推行竞争原则，他们所到之处都充满了血腥和杀戮，他们认为必须征服当地民族才能保持自己的优势

地位，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西方列强瓜分我国体现了资本主义竞争至上的原则，而如今“中国威胁论”、

贸易战也体现了在资本主义的法则里没有共赢，只有“零和博弈”。剧中游戏的幕后操纵者观看游戏的

场景是对“丛林法则”的明示，各国投资人一副上流社会的打扮、带着各种大型食肉动物的面具登场，

居高临下地观看游戏，场景布置也具有野外丛林的特征，凸显了现实生活中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

法则。 

4. 资本主义统治下无产阶级的出路 

在这样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下，所谓的自由平等只是虚假的口号，留给无产阶级的只有束缚和压

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抽象为绝对的利益关系和竞争关系，人们努力奋斗、不择手段，只是为了拥有资

产阶级勾画的美好明天。那么，是否努力奋斗就可以实现阶级上升呢？无产阶级整体的地位的上升又何

时能够实现呢？答案显而易见。 

4.1. 虚幻的阶级流动 

在这部剧中，游戏开始的前提是底层人民对改变生存状况的渴望，只要在游戏中胜出便可获得巨额

财富，而这不仅意味着摆脱当下的经济窘境，更是赢得他人尊重、跻身上流社会的必要条件。游戏还有

一个规则，如果超过半数玩家要求停止游戏则游戏终止。在第一场游戏结束后，目睹了血腥屠杀的人们

投票选择了终止游戏，但回到现实生活后，他们的处境依然穷苦潦倒、毫无尊严，因此这群人选择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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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这场游戏，抓住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这里意在指出，比起游戏里的杀戮，残酷的现实生活更让人

无法忍受，与其没有尊严、没有意义的挣扎活着，人们宁愿用性命去做赌注。阶级流动一直是底层人民

的目标和动力，资产阶级声称只有艰苦奋斗才能实现梦想、才能过上和他们一样的幸福生活。但只要稍

加思考便会明白，资产阶级希望永远保持其特权、享受特权带给他的一切，在其制定的规则下，无产阶

级又怎么可能实现阶级的流动？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差距一直是人们热议的话题，以韩国为例，几大财

阀几乎垄断了整个国家的市场和政治权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6 年发布的《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

——亚洲的不平等分析》报告信息显示，截至 2013 年，韩国社会前 10%上流阶层收入占国民整体收入的

比重为 45%，相较 1995 年的 29%，这一数字在 18 年间猛增 16 个百分点，位居亚洲国家最高值，该报告

接着指出，韩国不仅社会贫富分化严重，而且“社会的阶层流动性较低”，中产阶层正在崩溃，但大部

分转变为了贫困层，而贫困阶层上升更加困难[13]。就像这部剧的结尾，数百人怀着这样美好的梦想参与

竞争，而最终全部失去了生命，只有唯一的幸运儿能够赢得奖金。反观所谓的赢家，他是否真正实现了

阶级的跨越？剧中已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往年游戏的赢家成了下一轮游戏秩序的维护者，甚至亲手射杀

了不愿妥协合作的弟弟，泯灭了人性和良知，完全沦为了资产阶级的傀儡，这揭示出，底层人民即使在

激烈的竞争中获胜，也无法摆脱沦为资产阶级附庸的宿命。 

4.2. 分化的阶级意识 

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意识难以形成的原因，在这部剧里可以窥见一番，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控制下和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金钱至上、竞争意识已经深入人的灵魂。就像剧中处

于社会底层的人们为了一己之利而互相残杀，在外在利益的驱使下，个体成为原子化的存在，不论是表

面上的合作还是竞争，最终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无产阶级将彼此视为自己的竞争者，而忽视了他们真

正的敌人——资产阶级。在这场竞争中，失败者将永远无法翻身，沦为社会中可有可无的人，胜出者又

会迅速被资产阶级同化，没有人思考过是什么造成了他们普遍的不幸，真正让无产阶级陷入绝境的人反

而被当成了慷慨的“救命恩人”。由此可见，无产阶级早已被资本主义的统治规则驯服，陷入无法改变

的死循环，难以形成整体的阶级意识。而这正是资产阶级所想要的，资本主义利用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

的憧憬来掩盖其受资本逻辑支配、相互对立分裂的处境，而无产阶级越是相互孤立，越有利于资本主义

统治的稳定，广大无产阶级无法联合成强大的统一体，也就无法对资产阶级统治地位造成威胁。 

5. 结语 

文学艺术作品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存在决定的，在这部剧中，

充满了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阶层分化、社会不公的控诉，这也反映了创作者本人的现实处境，导演对

社会的不公与压迫有着深刻的洞察、对社会上的弱者怀有深厚的关怀和怜悯之心，但也只能做到在文艺

作品中揭露和批判这些现象，在强大的资产阶级的统治下他看不到任何出路，找不到改变现实的方法，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导演最后并没有给受压迫的人们指出一条出路，使整部剧成为一场无奈的控诉。当然，

结尾留下的悬念给了人们一丝希望，主人公似乎是想回去复仇，让人们期待下一场游戏会出现一些变化，

可无法想象仅凭一个人的力量如何和庞大的资本团体相抗衡，更多的在贫苦中挣扎的底层人民他们的处

境又如何改变，这些都是未知。 
由此来看，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成的前景似乎不容乐观，但正如恩格斯犀利地指出：“只有他们对

统治阶级感到愤怒，他们才是人；如果他们驯顺地让人把挽轭套在脖子上，只想把挽轭下的生活弄得比

较舒适些，而不想打碎这个挽轭，那他们就真的成了牲口。”[14]这类影视剧的出现也体现了人们反抗意

识的觉醒，这或许是无产阶级群体意识出现的第一步。马克思同样认为，观念的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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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广大受压迫、受剥削的无产阶级真正联合起来，需要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政党领导。在中国，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无产阶级的地位，使无产阶级从被统治者上升为统治者，

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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