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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与千寻》折射的雇佣劳动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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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9年6月21日宫崎骏导演的动漫《千与千寻》以电影的形式在中国各大影院上映。这是时隔18年的对

《千与千寻》迷的一个回赠。动漫《千与千寻》是现实世界与灵异世界的二重奏，以其生动而严密的故事情节铺叙多

种人物、多个情景，意蕴深厚，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目前学界对此多为文学艺术意象叙述、伦理人性批判、比较文

学研究等方面解读，而较少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深层次探讨。因而，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的雇佣劳

动理论视角来尝试解读影片中的个别片段隐含的深层次意蕴，具有非凡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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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ning of Wage Labor Reflected in Spirited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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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June 21, 2019, Hayao Miyazaki's anime Spirited Away was released in major cinemas in China. This is a rebate to

the fans of Spirited Away in 18 years. The anime "Spirited Away" is a duo of the real world and the spiritual world. With its vivid and

rigorous storyline, it has a variety of characters and scenes. It has profound meaning and great academic value. At present, the academ-

ic circles mostly interpret literary and artistic image narratives, ethical humanity criticism,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 etc.. However,

it is rare to use Marxist theory to conduct in-depth discussions. Therefore, it is of extraordinary significance to try to interpret the hid-

den meanings of individual fragments in the fil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wage labor in the principl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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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制作并上映的日本动漫《千与千寻》，

讲述了千寻由于搬家迷路而误入灵异世界，最终在

自己的努力下回到现实世界的故事。这部动漫上映

以来，不仅获得了日本国内观众的青睐，也得到了

国际观众的好评。时至今日它仍然以居高不下的票

房位于日本冠军宝座，于 2015 年英国 BBC 评选的

“21世纪百大佳片”中获得第4名的成绩。

荣耀的背后实质上是对现实的影射。影片中无

论是围绕主人公千寻铺陈的一系列故事情节，还是

侧面烘托的与故事情节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形形色色

的剧中人物的生存状态、言行举止等，都描绘出一

种现实危机感。而这种危机感实际上就是对日本现

实社会主体丧失的深度刻画，也是对在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下人的主体意识异化的呈现。这恰恰与雇佣

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状况下的生存面貌具有相似

性，因而围绕影片中的个别片段分析，尤其是从钱

婆婆和汤婆婆的生活状态、油屋经营的劳动过程和

劳动契约签订等三个方面着手对《千与千寻》以

“雇佣劳动”视角加以解读，既让《千与千寻》理

论化，又让雇佣劳动理论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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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种生存生态——钱婆婆和汤婆婆

钱婆婆和汤婆婆的人物形象在动漫中十分鲜

明，她们是双胞胎姐妹，也是这个灵异世界的统治

者，但是两人生活的场景却十分迥异。电影中的这

种设定就明晰地给我们呈现了钱婆婆和汤婆婆本身

代表着两种生存生态，即钱婆婆是前现代资本家的

生存方式，汤婆婆则是一种以从事服务业为主要经

营方式的现代资本家。两者的生态存在具有相当大

的差异，由此也构成两种资本形式获得利润的方式

存在差别。

首先，我们来看钱婆婆。影片最后，千寻为了

拯救白龙来到钱婆婆这里。钱婆婆居住的环境令人

印象深刻，其居所整个处在沼泽湖畔，周围空旷，

没有像城镇一样的遍布的生产场所。另外钱婆婆邀

请千寻等人来到家里后，家里的布局都是手工业生

产时期的生产工具，其中一个重要细节就是钱婆婆

在运用手工裁缝的方式在缝补送给千寻的绳子。所

有这些情景的设定可以看出钱婆婆代表了现实世界

中的现代资本主义之前的经济社会形态，是一种前

现代资本家的生存方式，基本上通过“生息资本或

高利贷资本” [1]来获取经济利益。所谓“生息资

本”就是一种以利润让渡方式来获取相对利润的资

本，这种方式主要表现在前现代的商人身上，他们

把自己的商品以高于价值的价格出卖来获得相对利

润，这和后来马克思认为的产业资本家把商品以低

于商品价值的价格转让给商业资本家来让渡剩余价

值不同。而“高利贷资本”就是前现代的资本家通

过自己的原始积累积累起一些资金，然后把它以

“高利息”的方式贷出去，最后回收本金和利息的

一种资本。对于这种前现代资本家的生存方式可能

人们习惯了现代资本家的方式，而不能很好的理

解，那么我们就用莎士比亚文学作品《威尼斯商

人》中的资本家夏洛克来说明。如果把夏洛克这样

的商人看作是前资本家的生产方式，也就是一种前

现代高利贷式的资本家，产业革命之后的资本家当

作现代资本家，这样就明白了。因此，钱婆作为一

个前现代资本家，依据她居住的环境来看，很有可

能她以前就是一个商人，通过“让渡利润”，最后

退隐隐居起来了；或者说她本身就是一个从事高利

贷的人，如同夏洛克一样，通过放贷来获取利益。

当然，这也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影视中呈现给观众的

钱婆和汤婆不合的缘由了。

再来看汤婆婆。相比于钱婆婆，她是一个十足

的现代资本家。无脸男在“油屋”消费，汤婆婆千

叮咛万嘱咐千寻：“好好捧着他，叫他把钱拿出

来”，这无疑是资本家贪婪逐利本性充分地展露，

为了获得利益可以丧失人应有的尊严。另外“油

屋”是整个影片物的主线，它是一个温泉旅馆，迎

接来自各方面的旅客。这是服务产业的典型代表，

超级具有现代性和时髦性。这种现代服务产业必然

是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充

分地分析了整个资本家阶级是以何种方式来分割、

剥夺剩余价值的，也就是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在整

个资本家世界进行让渡和分配。在现代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下，只有产业资本才能发生价值增殖，因而

作为服务行业的“油屋”并不生产剩余价值，只有

生产部门才能做到这样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服务

行业依然可以获取剩余价值，这除了生产部门让渡

剩余价值之外，还在于服务行业自身雇佣的工人来

实现剩余价值的获取。产业资本家把自己对雇佣工

人剥削来的剩余价值，用转让商品销售的形式把剩

余价值过渡给非产业资本家手中。尽管商品在非产

业资本家手中，但是想要剩余价值的真正实现，还

在于把已有商品销售出去，这时雇佣工人起到了决

定性的作用。于是非产业资本家到劳动市场上去购

买自身所需的劳动力，获得对劳动者的定时支配

权，通过雇佣工人的劳动过程来帮助自己实现剩余

价值的获得。在这个过程中，雇佣工人在必要劳动

时间内实现的剩余价值就是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

资，而在剩余劳动时间内实现的剩余价值就是资本

家除去补偿工资及其他杂碎费用外，获得的让渡利

润。因此，在服务行业也存在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

的情况。“油屋”作为典型的现代资本主义下的非

产业资本的表现形式，其中的劳动者无疑在现实中

都是现代资本家剥削的雇佣工人群体。

可知，汤婆婆和钱婆婆代表着的两种不同生态

生存状况的资本家生产方式，获得利润方式是不尽

相同的。钱婆婆作为一种前现代资本家的生存方式，

主要利润来源是通过“让渡利润”和高利息放贷，

而汤婆婆则是一种以经营服务业的运行方式的现代

资本家，通过榨取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来获得利润。

二、油屋经营的劳动过程——锅炉爷爷
到小玲

第二幕登场的便是参与“油屋”运营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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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油屋”是一个从事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一个

民营企业，是产业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阶段。因

此，我们从劳动过程和经营组织两个方面来考察

“油屋”运营的劳动者们。

从影视中我们可以观察出这些劳动者和经营者

们在“油屋”从事着各自不同的工作，但是他们由

此构成了一个等级严密的生产组织形式。这正是资

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呈现的一种运营组织状

态。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到，“正如军队

需要军官和军士一样，在同一资本指挥下共同工作

的大量工人也需要工业上的军官（经理）和军士（监

工），在劳动过程中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 [2]385。

“油屋”作为一个多层的塔楼式建筑和经济单位，

它的每一层布局和人员设定都充分展示了这一阶梯

式组织形式。毋庸置疑锅炉爷爷作为最底层的劳动

者，居住在“油屋”最简陋和最肮脏的锅炉房，每

天负责指挥煤炭搬运工并为客人们烧泡温泉的热

水；小玲是帮助千寻到汤婆婆办公室并在日常生活

中照顾千寻的人，主要就是给锅炉爷爷送饭、打扫

卫生以及经常被安排做最肮脏的清洗工作，也是基

层工作者之一，他们在这种产业中必定是以出卖自

身劳动力的雇佣工人，始终处于一种资本剥削和控

制下的雇佣命格。而在锅炉房上面干净整洁的楼层

是进行各种工作的劳动者，像监督工“番台蛙”、

中层管理者“父役”、“兄役”等这些监督工人劳作

的管理者，他们尽管相比于锅炉爷爷、小玲等基层

员工有着较高的地位，但是依然摆脱不了他们雇佣

奴隶的身份。这就引起我们的疑惑了，为什么会出

现这样的结果？这是因为大规模协作的发展使得资

本主义管理形式发展出了自身特有的形式，就是把

监督和管理单个工人和工人小组的职能交给特种的

雇佣工人。[2]385

而这种资本主义管理形式的转变离不开劳动过

程不断规模化的作用。正是雇佣工人在同一劳动过

程中有计划的协助，不断形成规模效应，最终使得

资本的指挥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结果。 [2]374-384而劳

动过程实质上展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是资本主义

生产力发挥到一定程度的反映。马克思说：“人数

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

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

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

的起点”[2]374。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无产阶级自由

得一无所有而只能把自身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

本家，资本家为了谋取剩余价值又必须购买劳动力

这种特殊商品与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进行

生产。因而在生产过程中人格化的资本家为了不浪

费自身占有的生产资料及获取剩余价值而对工人进

行监督，始终保持对工人一种强制关系。 [2]359随着

劳动过程发展需要空间的联系即协作，使得资本主

义生产力得到扩大，在这种协作方式下“资本的指

挥发展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

为实际的生产条件”[2]384。于是资本家摆脱了体力劳

动（自己监督），就把直接和经常监督单个工人和

工人小组的职能交给了特种的雇佣工人。从历史的

角度来看，工场手工业时代到大工业机器时代形成

了一种高度阶级化，尽管不同时期处于底层的雇佣

工人的劳作方式有所改变，但是其雇佣奴隶的命运

从未改变。因此尽管“油屋”中的监督工“番台

蛙”、中层管理者“父役”、“兄役”等具有相对较

高的地位，但是实质上不过是一种“特种的雇佣工

人而已”，无法改变自身固有的雇佣奴隶命运。

三、签订雇佣劳动契约——千寻的灵异
世界生存之道

千寻与汤婆婆签订劳动契约可谓是艰难重重，

令人印象深刻。但是，这个过程实际上折射出工人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的社会下，由于必须出

卖自身劳动力以维持生存而逐渐沦为雇佣奴隶的意

蕴。同时，在签订完劳动契约后，受雇方会重新以

玄幻世界的新身份生活，而真名将被雇主剥夺，这

就影射出一种无产阶级意识的丧失。这种逐渐沦为

雇佣奴隶到无产阶级意识的丧失反映的是一个由浅

入深的雇佣命运意蕴。

在灵异世界无非有两种命运，一种是像千寻父

母那样没有劳动就想要获得生存资料而被变成任人

宰割的牲畜，一种是和汤婆婆签订劳动契约在“油

屋”工作生存下去。为了救助自己的父母以及寻机

回到原有世界，千寻必须要能够在这个灵异世界里

生存下去，于是在众人的帮助下千寻和汤婆婆签订

了劳动契约。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

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有充足的劳动力，为了能够获

取剩余价值，这种劳动力还不能是一般性质的，必

须是以商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可以买卖的资本，随

着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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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在这种雇佣制度下的劳动力商品具有两个特

点：一是自由的，也就是摆脱前资本主义的人身依

附关系；二是自由得一无所有，也就是工人除了自

身劳动力可以出卖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生活资料可

以维持自身生存的情形[2]197。千寻作为人类女孩误入

灵异世界，自然不同于现实世界，在这里本身便是

一无所有的。灵异世界的规矩在千寻进入之时，她

的救助者白龙已经很明晰地告知了她，即要想在这

个世界生存下去就要到汤婆婆那里找份工作。随之

在多人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下，千寻和汤婆婆达成

了劳动契约。另外，去找汤婆婆签约之前，白龙也

是着重叮嘱千寻，无论汤婆婆说什么都要说给自己

一份工作，不要说想要回家，否则就真的永远回去

不了。这两个情景描画从实际上说，充分体现了雇

佣劳动的两个特征——自由和一无所有。从劳动力

转化为商品的角度而言，这个片段十分清晰地透视

了千寻的雇佣劳动地位，也是对资本主义雇佣制度

一个很好的现代性刻画。

另外，这个片段意蕴不仅仅只体现了签订一纸

契约而沦为雇佣奴隶的表象，还在于真名的失去使

这种雇佣奴隶命运的强化。我们发现在千寻和汤婆

婆契约签订好了后，有一个重要的细节表现就是汤

婆婆把千寻的真名抹去，给她取了一个新名，即

“小千”。按照动漫故事内容设定，真名的失去意味

着签约劳动者忘记原有和过往，现实的表现就是雇

佣工人阶级意识丧失和价值丧失，这是一个典型的

雇佣奴隶命运强化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

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即

“庞大的商品堆积”[2]47为出发点，深刻剖析了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揭示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

是一种“物化”表象掩盖下的以人与人之间的对立

为本质的社会形态，其中雇佣工人就是整个资本家

社会残酷剥削的对象，由此得出改变这种悲惨命

运，就在于要有革命的意识，进行一场无产阶级革

命，从而推翻资本主义。因此，无产阶级意识对工

人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具有“实践的本质”[3]的作

用。剧中正是由于白龙失去了自己的名字而成为汤

婆婆的附庸；千寻真名虚假化为“小千”使主人公

忘记“初心”，后来在白龙的提醒下才拾得自己要救

父母、返归人类世界的信念，紧接着下一个镜头千

寻就去猪圈看自己的父母，这就论证了这种说法的

合理性。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强调以雇佣

工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要有革命意识，要有解放意

识这些价值诉求，这是复归主体生命力的必要条件。

四、结语

以雇佣劳动理论视角来尝试解读 《千与千

寻》，无疑具有非凡意义。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

到，三个片段场景折射出来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下的雇佣工人的悲惨命运，形式上似乎是从资本家

如何获取剩余价值，“油屋”的劳动过程和经营组

织，工人签订“卖身”契约等多视角各自独立论

证，实则三者是彼此衔接、相互联系，以一种整体

结构性视域阐释了雇佣劳动的意蕴。钱婆婆和汤婆

婆作为两种不同生态存在方式的资本家阶级，尤其

是汤婆婆作为现代资本家的化身，必然拥有自己私

有财产（“油屋”），掌握社会的一定生产资料和

劳动工具。在资本家追逐利润的本性下，为了能够

将自身掌握的生产资料发挥功效，避免成为一堆

“废物”，资本家会想方设法到劳动市场寻找可以和

自己的生产资料结合的劳动者。一旦找到，就牢牢

的把劳动者掌控（签订契约）在自己的监管之下，

由看不见的资本主义细线系在所有者手里。随着产

业革命的发生，传统的工场手工业转变成机器大工

业生产，工厂组织形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

体系化、等级化（劳动过程、经营组织），而工人

的命运不仅未能改善，反而更加恶劣。由此可以看

出，整部动漫都充分弥漫着雇佣制度下的劳动气

息。这种劳动形成了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来源，

构成了劳动过程和经营组织的实质，揭示了工人的

命运，将三者有机衔接，深化了《千与千寻》对雇

佣劳动意蕴的折射，从而实现了《千与千寻》理论

化和雇佣劳动理论现代化的双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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