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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尔库塞全面分析了科技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得出结论：科技是实现“富裕”社会的重

要力量，也是造成“病态”社会的关键因素。马尔库塞揭露科技呈现出的异化状态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

的奴役状态提供了新视角，也为我国反思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供借鉴。本文从科技异化产生的根源、

科技异化的表现以及消除科技异化的方案三个方面剖析马尔库塞的科技异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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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cus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the rol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developed industrial 
society. He concluded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an important force to realize the “rich” socie-
ty and a key factor to cause the “sick” society. Marcuse’s revelation of the alien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criticizing the slavery of capitalist society, and also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China to reflect on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paper analyzes Marcuse’s theory of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from three as-
pects: the root of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the manifestation of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and the 
solution to eliminate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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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技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科技的发展一方面可以极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另一方

面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许多不良后果。因此，科技越是向前发展，人类越是要反思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负

面影响。早在 18 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卢梭等思想家便已开始审查技术的合理性。到 20 世纪 30 年代，法

兰克福学派对技术合理性的审问和批判则更加全面而深刻，马尔库塞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1934 年，

马尔库塞开始借居于美国。身处科技蓬勃发展的美国，马尔库塞没有因科技发展带来的社会繁荣景象沾

沾自喜，而是感到惶恐和不安，他对科技的发展保持着一种警惕。基于此，马尔库塞深入分析科技在资

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作用，揭露了科技是实现社会“富裕”的重要力量，也是造成“病态”社会的

关键因素。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揭露和批判无疑是深刻而独到的，他的科技异化理论为批判资本

主义社会的奴役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在不同程度上，马尔库塞指出的科技异化现

象也出现在我国今天的社会中，由此可见，马尔库塞的科技异化理论并没有过时，能够为我国反思科技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供借鉴，对我国科技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2. 科技异化产生的根源 

“科技异化”原本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词汇，是马尔库塞通过批判继承马克思异化理论、卢卡奇物化

理论、弗洛伊德爱欲理论发展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在阐述马尔库塞科技异化理论之前，我们首先要对

“科技”与“异化”的含义进行简要概述。“科技”是科学与技术的简称，具体应该包括科学与技术两

个具有实质区别的概念。一般认为，科学是人类对自然、社会、思维积累起来的认识体系，技术则是为

了达成某个目的而协同组成的各种工具、设备、技术和工艺体系。由于科学与技术联系密切，因此我们

习惯将二者统称为科技。“异化”概念最早被启蒙学者用于分析社会生活现象时，主要是“转让”“转

化”的意思。到了黑格尔哪里，异化开始成为哲学的中心范畴。在黑格尔那里，异化是指绝对精神外化

为和自身不同的现实世界并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扬弃而回归自身的辩证运动过程。费尔巴哈将异化概念理

解为同主体相分离并反过来压制主体的存在。马克思认为异化是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产物，创造性地提

出了劳动异化理论，揭示了工人在劳动过程的异化现象。可以看出“异化”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

今学者一般认为“异化”是指：“主体活动的产物发展到某种程度，作为独立的异己的力量，反对主体、

统治主体本身的现象”。通过以上概述，我们便可以理解“科技异化”的概念，就是指人类在发展科技

的过程中，科技分裂出来了人类的对立面，并形成了异己的存在反过来约束人类、统治人类。 
马尔库塞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进行了深层次地探究，他得出科技异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

一，形式逻辑为科技异化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考察了形式逻辑的历史发

展，揭示了形式逻辑是科技合理性的思想基础。马尔库塞认为“形式逻辑根本反对辩证逻辑”( [1], p. 119)。
两者的根本对立表现在：形式逻辑表达相同的思维方式，它净化社会中一切否定性的思维，“随着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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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被消除，那种保持‘是’和‘应该’的张力并以自身的真理来颠覆既定言论领域的概念力量，很可

能从一切客观的，准确的和科学的思想中被排除掉”( [1], p. 119)。形式逻辑只关注事物的当下存在状态，

而忘却了事物的规范性本质，因而不能回答“事物的性质”是什么。马尔库塞进一步指出，近代科技就

是以形式逻辑为基础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现代科技只关心如何运用技术手段去工作，以获取最大效益，

而对技术本身的目的不去过问与反思，从而产生出被扭曲的科学 [2]。在科技被异化的状况下形成的发达

工业社会，只能是一个“病态社会”。 
其二，实证主义是科技异化的认识论根源。马尔库塞认为，实证主义的研究领域只停留在经验事实

的范围内，认为思想靠经验事实而生效，由此实证主义把各种形而上学、先验论和唯心主义当作蒙昧主

义的落后思想方式来加以反对( [1], p. 145)。由于实证主义拒斥一切不具有“实证意义”的概念，所以“实

证主义把哲学的否定维度剥离掉了，变成了肯定现实的单向度思维”( [1], p. 145)。由于实证主义从经验

事实出发考虑问题，努力把现实理解为合理的逻辑，因此思想中的否定性趋向被消除了，肯定性思维获

得了全面的胜利。所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尔库塞认为，重经验事实的实证主义恰好是为科技异化提

供有利辩护的思维工具，实证主义本身就是科技异化的认识论根源。 

3. 科技异化的表现 

纵观马尔库塞的研究历程，可以发现他对科技异化问题关注较早，到 1964 年《单向度的人》出版时，

他的科技异化理论得以成熟。在此书中，马尔库塞着力批判了发达工业社会利用科技理性剥夺人的批判

理性从而使人屈从于现存制度的现象，他指出，当前社会是一个单向度的社会，人类变成了单向度的人，

而科学技术则是造成单向度社会和单向度人的最根本的原因。由此观之，科技异化主要表现在科技对人

的奴役和压制上，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发达工业社会如何利用科技对人进行控制和统治。 
科技进步使物质生活资料极大丰富的同时，资本主义社会借用虚假消费需求使人们在经济生活领域

中被控制。物质生活资料越来越丰富，人们的消费需求也就越来越旺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大众传

播媒介“一再唤起新的需要，使人们去购买最新的商品，并使他们相信他们在实际上需要这些商品，相

信这些商品将满足他们的需要，结果是把人们完全交给了商品的拜物教” [3]。人类的需求既由科技力量

所提供，又为科技力量所操控，所以人们不再能区分什么是满足生命本能的真正的需要，在他们的物质

消费中充斥着虚假的需求，马尔库塞把这种虚假需求的满足形象地称之为“不幸中的欣快症”。由于科

技的发展，发达工业社会的生产效率得以提高，物质生活资料变得越来越丰富，人类由此过得更加舒适，

人们沉溺于商品消费之中却忘记了对自由解放的追求。这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最深的心理结构

上已经被技术现实所侵占，形成了个人同整个社会达到了直接一致化( [1], p. 10)。社会成员对现实生活越

满足，就会对社会管理越服从，因此，人们逐渐沦为工业文明的奴隶。 
在政治领域，身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逐渐被资产阶级同化，他们在安逸舒适的物质生活中

渐渐丧失自身的革命性。一方面，随着科技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逐渐机械化和标准化，许多工人

从原有的体力劳动已经转变为机器操作，机械化生产减少了工人在劳动中所耗费的体力，但并不意味着

工人受奴役的地位得到改变。当工人被整合到机械体系中成为机器的附属附属品时，这种机械化劳动只

是将精神的疲劳代替肌体的劳累，这反而是让人更疲惫的非人的奴役。另一方面，科技的发展也使工人

的消费水平逐渐提高，这使得工人的阶级意识逐渐淡化。“在当前美国，工人能同他们的老板一样到处

去度假，穿着同样漂亮的衣服，观赏着同样的电视节目，阅读同样的报纸，同样买得起玲珑的奢侈品”

( [1], p. 9)。马尔库塞指出，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资本家通过缩小他们与工人之间的消费差距，

使得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意识就变得模糊起来，工人的革命欲望被扼杀于摇篮之中。“既然

现有制度内能够丰衣足食，那么怎么还会感到有革命的必要呢？” [4]在这种意义上，工人阶级失去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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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批判维度，放弃了原有的政治立场。科技掩盖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奴役的不平等，资本主义社

会借助科技实现了对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 
在文化领域，高层文化与现实趋于一致，逐渐丧失其应有的批判维度。高层文化原本是对现实进行

批判的一种表达理想的文化，它与人们生活的现实世界保持着距离。而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科技理性

使高层文化被赋予了商品的特征，高层文化中所蕴含的超越因素逐渐丧失，文化与现实逐渐趋于一致，

并有了大众化的倾向。“发达社会面临着‘理想物质化’的可能性。高等文化变成了物质文化、商品文

化的组成部分。而艺术则在这一转变中失去了大部分真理”( [5], p. 208)。高层文化变成可以批量生产和

批量销售的大众文化，使文化丧失了其原有的批判维度，更为严重的是，文化对人的控制进一步增强了。

发达工业社会“清除双向度文化的办法，不是否定和拒斥各种‘文化价值’，而是把它们全部纳入已确

立的秩序，并大规模地复制和显示它们”( [1], p. 10)。把高层文化推向大众使文化丧失了文化应有的批判

维度，文化也就失去了否定现实的力量，受文化教化的人们自然不会再去想象与现实不同的另一种生活

方式。 

4. 消除科技异化的方案 

虽然马尔库塞竭力揭露科技成为控制人的统治力量，导致一系列不良的社会后果的发生，但他从未

完全否定科学技术，而是看到了科技发展仍拥有希望。马尔库塞认为科技发展会导致不良的社会后果，

最主要的原因是理性的工具化，即科技的“合理性”被无限制地应用于社会领域。因此，马尔库塞认为

要使科技转变为人类解放的力量，首先要摆脱技术理性。他主张通过恢复理性的批判、否定功能，发展

一种新的科学技术，从而能够走出科技异化的困境，使人类真正地走向自由和解放。 
那么，新的技术科学究竟何以产生？马尔库塞似乎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但他指出：恢复理性

的批判功能是新科学技术产生的基础和前提，而培育人的“新感性”以及艺术审美是理性的批判功能得

以复归的途径。1969 年提出的“新感性”概念，是马尔库塞对科技与艺术的关系的创新性建构。新感性

表达了与旧感性不同的价值观，“使文化具有颠覆性的色彩，并最终在本能、道德以及情感方面展现出

革命性”( [6], p. 227)。“新感性”是能与技术理性相对抗的一种人的“自主意识”，这种意识包含人类

对解放的追求，因此新感性具有颠覆现实的功能，颠覆技术统治下的压抑性的社会，进而培育全新的生

活方式，建立非压抑性的新社会，使人们摆脱单向度社会。由此可见，培育人的“新感性”是反对科技

异化的有效方式。 
对于“新感性”如何培育，马尔库塞选择的是艺术审美这条道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

所有的正常的传播工具都已经被控制，与现实统治需求相反的价值便难以再得到传播，只有“审美的向

度还依然保留着一种表达自由”。只有在真正的艺术中才能表达最符合人性本能的价值，马尔库塞认为

“审美表达了对人性的根本态度，表达了人的感性解放的要求，表达了自由的愿望，审美必然同时伴随

着改造社会的愿望”( [5], p. 268)。艺术具有否定性力量，艺术充满丰富的想象力和可能性，由此可以保

证人类对自由和解放的向往，可以与现实世界相对抗，进而帮助人们走出单向度的困境，使人类真正地

走向自由和解放。总之，科技的异化造成了人的感性的匮乏，因此必须通过艺术审美来培育人的“新感

性”。 
总而言之，改变科技异化的困境首先要创造出与现有科技本质不同的新科学技术，而通过培育人的

艺术审美，重建人的“新感性”，恢复理性的批判功能，是新科学技术产生的条件和途径。马尔库塞的

确很努力地为人们寻找摆脱科技异化的方法，但是他提供的方法似乎还未出现实质性的成效。 

5. 总结 

身处发达工业社会中的马尔库塞，没有被面前繁荣的景象所迷惑，而是看到了隐藏于歌舞升平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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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为人知的秘密——科技造成了一个富裕而病态的社会，他的科技异化理论对发达工业资本主义社会

的揭露和批判是尖锐而深刻的。马尔库塞立足于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展望人类未来可能实现的社会，

他一方面深刻地揭露了科技呈现出来异化的状态，另一方面积极筹划新科学技术的建设，即发展“可以

对理性和自由的不成熟状况提供历史的矫正”的科学技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尽管马尔库塞

的科技异化理论存在一些偏颇之处，例如他对现实社会变革的力量存有悲观情绪、对未来社会的展望和

筹划带有乌托邦色彩，但他对科技滥用造成对人奴役困境的深刻阐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中具

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我国科技现代化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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