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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异化理论，是以人道主义为倾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状况，

对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的存续与改造。其中，“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以马尔库塞和弗洛姆为首，

通过分析异化主体的心理机制，形成了消费异化理论；“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以萨特和列斐伏尔为代

表，关注劳动主体的现实状况，构建了全面异化理论。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当代资本主义变革和新自

由主义的兴起，以时间异化为核心的现代性社会批判理论兴起。大卫·哈维、哈特穆特·罗萨和乔纳森·克

拉里立足于时间结构的畸变，对当代社会异化的根源和异化的新形态进行了探索，为认识当代资本主义

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走向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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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alienation theory of late capitalist society is a continu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of labor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by Western 
Marxism with a humanist tendency. Among them, “Freudian Marxism”, led by Marcuse and Fromm, 
formed the theory of consumption alienation by analyzing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the 
alienated subject. Existentialist Marxism, represented by Sartre and Lefebvre, pays attention to 
the reality of the subject of labor and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theory of alienation.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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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s, along with the change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the rise of neoliberalism, the modern 
social critical theory with time alienation as its core emerged. Based on the distortion of time struc-
ture, David Harvey, Hartmut Rosa and Jonathan Clary explore the roots and new forms of alienation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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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异化一词最早来源于拉丁文，英语表示为 alienation，有疏离、转让、让渡之意，最早霍布斯和卢梭

将此概念用于法学和政治学中，形容权利的让渡。黑格尔将异化引入形而上学，将其等同为自我意识的

外化，费尔巴哈则进一步将其引入宗教学领域，将神的本质定义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到了马克思这里，

异化被赋予经济学范畴，是指人的主体活动及其产物作为异己的力量反过来奴役主体的关系状态。马克

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活动和类本质相异化，最终必然导致

人与人相异化即人与人对立。20 世纪 20 年代，卢卡奇根据马克思的手稿推导出与异化理论极为接近的

物化理论，并创造性地从技术理性视域出发，对当代社会丧失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劳动者的悲惨现状进行

了揭示，批判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以物的关系掩盖人的关系即将人数字化、机械化的种种物化现象和物

化意识。卢卡奇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结合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对当代异化的根源、表现、危害

甚至消除异化的途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索，形成了多样化的异化理论，本文意在对此进行探析。 

2. “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 

二战后，资本主义进入继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后的新阶段，曼德尔将其定义为晚期资本主义。

在这一时期，第三次技术革命的爆发带来了劳动力的解放和资本积累的加速，资本主义社会由生产型社

会转向消费型社会，但同时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也越发突出，具体表现为层出不穷且丰富多彩

的消费品和人民有限消费能力的冲突。为了消化资本主义不断创造的消费需求，人民被迫成为消费控制

和奴役的对象，弗洛伊德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消费异化”。 

2.1. 马尔库塞的异化理论 

马尔库塞将消费异化定义为在消费社会即当前科技飞速发展的社会，人作为消费主体却被消费所支

配，成为资本主义的附庸，丧失自主性与能动性，无法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现象。在当代社会，科

技革命带来了更高的生产水平和飞速增长的物质财富，堆积如山的各类消费品完全能满足人们各式各样

的消费需求，但先进的生产机器却并没有使人从繁杂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反而成为资产阶级剥削劳动者

的新型手段，科学技术异化为“新型社会控制形式”与人相对立[1]，并成为新的统治手段。 
马尔库塞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思想结合，认为消费异化的本质是现代文明压抑人的本能创造出的

虚假需要。在他看来，人的本能就是追求爱欲，但在现代文明社会，这种本性受到压抑，“人的本能需

要的自由满足与文明社会是相抵触的，因为进步的先决条件是克制和延迟这种满足”[2]。在资本主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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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资本主义为了销售商品，会采用电视、广告等手段宣传消费，诱导人民陷入消费陷阱，从而以虚假

的盲目消费代替自己的真正需要。这种虚假的需求使人将对外在物欲的追求视为生活的全部，从而沦为

商品的奴隶，将对商品的追求视为自己的灵魂，丧失了主体性，成为拜物教的一员。大众传媒的灌输下，

消费者产生的需要实质是社会利益的需要。在马尔库塞这里，人不仅被物化，更进一步沦为物的奴隶，

被物所支配。在消费主义的洗脑下，人们还沉浸一种“消费公平”的幻觉中，员工与雇主穿着同样的球

鞋，出入相同的消费场所，好似在消费层面实现了“阶级平等”，消除了等级差别。这种美好的幻觉使

人们自愿服从社会的支配，并不断扩大购物欲望，在消费品带来的“虚假幸福”环绕中无法自拔，在资

本主义营造的生活和消费氛围中痛苦而又幸福地生活着，成为认同并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缺乏独立思考

和批判意识的“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指出，“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受到抬举的奴隶，但他们毕竟

还是奴隶。因为是否是奴隶‘既不是由服从，也不是由工作难度，而是由人作为一种单纯的工具，人沦

为物的状况’来决定的。作为一种工具，一种物而存在，是奴役状态的纯粹形式。”[1] 
消费异化的后果是文明的危机。马尔库塞认为消费时代对人的本能的抑制导致了社会的反常发展，

从而形成了一种病态的文明。因此，要消灭这种异化，就必须推进新技术，构建新感性，建立一个将科

技与人文相结合的新社会主义社会。 

2.2. 弗洛姆的异化理论 

弗洛姆对异化的解释则更偏向心理学。他从人的自我感觉和主观体验出发，将异化解释为人作为主

体被动体验世界和自身的心理体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使个体拥有更多的自由，

经济上的富足使人可以选择想要的生活方式。但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却无法匹配自由的过度增长，这就

导致了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即沉湎于物质文明创造的消费需求并被其支配，人与真正的自我愈发疏离，

人性发生了异化。面对这种异化现象，弗洛姆强调，必须发展人的自我与个性，以爱与理性确立积极自

由的生存状态。人必须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确立健全的人格，才能在飞速发展的社会找回主动权。 
弗洛姆站在人道主义立场，明确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异化的三个特征。一是货币的异化。货币

本身作为交换商品的中介而产生，到如今却反过来支配人们，成为人追捧的对象。二是消费物品的异化。

人民购买商品最初是为了使用，现在却用来彰显自身的财富与地位。资本主义将消费与身份挂钩，刺激

消费者通过占有商品获得物质上的满足，使得人与真正的自我相异化，消费越多，精神便越空虚，越空

虚便越想通过消费满足需要，人在一次次的消费中陷入恶性循环，逐渐被商品操控。三是消费本身的异

化。消费从人们达成目的的方式异化为目的自身。弗洛姆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将人变成纯粹的逐利工具，

人不仅沉迷于商品的获得和使用，更在一次次的消费中寻求心理慰藉，人的闲暇时间也被消费掌控。要

想改变人的沉沦与异化，资本主义生活机制必须进行调整，否则，这种“精神分裂般的自我异化”[3]必
将愈演愈烈，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 

马尔库塞和弗洛姆以消费异化为批判导向，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融于马克思主义，从不同角

度揭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压迫与奴役，树立了一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念。这种做法

高扬了人的主体地位与价值的同时，也唤醒了人们对精神自由和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存在主义马克思主

义异化理论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3.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 

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对异化现象和异化主体心理机制的分析提高了人的主体地位，在他们之后，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如何满足人的精神需要？人应拥有怎样的精神世界？幸福到底是什么？怎样能使人

获得幸福？”等人的存在问题进行了反思，形成了以萨特和列斐伏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异

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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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萨特的异化理论 

萨特的异化理论分为两个阶段，在早期，他对异化的理解是从存在主义视角出发，将个人与社会割

裂开来，从个人的生存方式入手，认为人的存在不仅需要满足物质需求，还有对精神、自由等非物质层

面的追求，具有明显的抽象化特征。他认为，人要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就必须认清人的主体地位，

以自身为尺度，而不是作为物化的象征物而存在。在萨特看来，异化存在于各个领域，是人否定自身所

“是”的一种掩耳盗铃式的“自我欺骗”。人为了逃避责任，试图隐藏自身以之存在的主体性，使自身

异化成为被决定和掌控的物。在自我欺骗中，人通过不断地心理暗示，将自己异化为客体，从而丧失了

主动选择的自由，这样自由就发生了异化。同样，他人对“我”的注视也是一种异化，在他人的视阈下，

“我”成为了一个客体。人生活的社会注定了我们会被他人注视，甚至还有自己对自己的注视，在这种

情况下，异化已经变得无法克服和不可避免。 
在后期，萨特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并从社会历史出发，关注群体的现实生活，形成了

成熟的异化理论。萨特指出，异化的根源是匮乏。对于匮乏，他这样解释：“在一定社会范围内，居民

或集团数量一定的情况下，某种具体的自然物(或产品)的数量上的不足。”[4]物质生产生活资料的匮乏

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也是人与人关系异化的根源，这是有限物质资料与人的无限欲望的对立所决定的。

由于匮乏，注定有人的需求无法满足，人在欲望的控制下陷入互相否定和争抢的泥潭，这时人对人的否

定就转为了物对人的否定，结果必然导致人与人的关系异化。萨特认为，要消除这种异化就要消除匮乏，

但人类社会物质资料的匮乏是普遍且永恒的，因此作为其结果的异化也无法消除，总会有新的异化不断

产生，人类也会不断产生新的需求，异化也将随之存在。 
萨特的异化理论立足于社会实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所构建的实质上是一种超历史、超阶级

的“匮乏本体论”，这种“匮乏–异化–克服异化–再异化”的循环理论具有浓烈的悲观主义色彩，这

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未来的构想是背道而驰的，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3.2. 列斐伏尔的异化理论 

列斐伏尔创造性地将唯物辩证法引入异化理论，并将异化的领域扩展到政治、经济等之外的日常生

活领域。这种日常生活是存在主义视域下的社会实践总体中的一个层面，是各种社会关系与活动产生的

基础，并且处于自然节奏和社会节奏的周期循环中。他认为，在当代社会，资本主义通过电视等媒介将

对劳动者的掌控扩展到了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休闲、娱乐、交往、消费处处都充斥着异化现象，异化具

有全面性、碎片性和内在性。 
在经济领域，拜金主义的盛行和虚假需求的创造带来了消费异化；在政治领域，人让渡的权力反过

来成为统治人的利器，形成了政治异化；在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借助各种媒介宣扬其意识形态，抹

杀工人的自我意识，并通过创造种种诱惑使人们丧失斗志，最终成为其意识形态的拥护者；最后，在日

常生活领域，出现了人的全面异化，一方面，人丧失了自主意识，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甚至是生活

节奏都被资产阶级操控，金钱成为人的唯一追求，从而忽视了自己的真实需求，另一方面，则是人的本

质被符号化了，人的本质本应存在于社会关系中，但在现代，人作为孤立的个体存在，社会关系名存实

亡，人的经济价值被反复提及，人已经成为了可被量化的财富。 
在列斐伏尔眼中，工业文明的发展加剧了人的主体性的迷失，人的物质生活、精神世界、身体健康

都被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掌控。要改变这种生存境遇，就要进行文化、生活、身体革命，塑造自由且个性

的“总体的人”，通过对日常生活的重新建构实现人的解放和社会解放的统一。 
相较于马尔库塞和弗洛姆对人的心灵的关注，萨特和列斐伏尔的异化理论更集中于人的生存境遇，

这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有关。从马尔库塞到列斐伏尔，技术手段不断更新，资本主义对人的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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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和掌控不断加剧，人的自由空间不断被压缩，异化领域从局部扩展到全方面。到后来，随着新的科学

技术带来的时空转变和生产变革，时间异化理论的诞生就成为必然。 

4. 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时间异化理论 

20 世纪 70 年代，为应对金融危机，现代资本主义在生产方式上进行变革，以创造需求的方式进行

“灵活积累”，同时更加紧密结合科学技术，通过各类手段侵占人们的闲暇时间，延长工作时间，使得

个体在资本的裹挟下，被迫失去了对闲暇时间和工作时间的支配权。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将这种异化状

态定义为时间异化，并作出了不同的解读。 

4.1. 大卫·哈维的异化理论 

时间异化根源于资本逻辑。大卫·哈维认为，正是资本逻辑对盈利和扩张的“贪欲”，造成了资本

对于人的掌控的需求不断加深，从而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问题。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一方面劳

动异化不断加剧，另一方面劳动者的闲暇时间也被侵占，呈现出非正常状态。哈维指出，资本主义社会

的发展是不断加速的时空压缩过程，资本通过积累将全世界都拉入了自己的罗网，随着资本的扩散时间

发生加速，空间的距离也被缩短，“最终将所有人和所有东西都卷进了资本的流通过程”[5]。 
在哈维看来，资本主义通过文化塑造掩盖了资本主义对人民身体和心灵的压迫。资本主义以时空修

复的手段建设地理发展不平衡的地区，使这些地区为其分担风险与矛盾，同时以国家教育传输理念，营

造出一个虚假的“拜物世界”，试图以此掩盖对人们身体和心灵的剥削。就劳动来说，看似劳动时间缩

短，闲暇时间增多，但实质上工人被分成了不同等级，形成了一个不平衡的层级结构，只有少数人从工

作中解放出来，全世界的劳动者的平均工作时间仍处于一种被剥削的状态。另外，资产阶级通过设计复

杂且使用寿命短的产品占用人们的闲暇时间，人们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用于维护产品和消费，从而产

生无限多的浪费，并形成固定的消费阶层。最后，资本主义不断推动奇观生产和消费，借用网络平台，

构建虚拟世界，通过实时性的文化产品诸如影视、音乐、比赛等新奇事物吸引人的注意力，使人既成为

生产者也成为消费者，从而侵占人的生命，以虚构的文化符号代替人的本质，人的精神、情感和身体健

康都被控制，成为消费品。哈维的异化理论有助于我们认清资本逻辑的运行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

意识形态的本质。 

4.2. 哈特穆特·罗萨的异化理论 

罗萨将社会加速逻辑作为时间异化的根源，认为正是因为科技发展、社会变迁模式和人类生活节奏

的加速，才导致了社会生活空间、物界、行动、时间和自我五重维度的新异化。而这种社会加速，是社

会竞争、文化观念和加速循环互相推动产生的。罗萨指出，现代加速社会中存在一种病态的分裂：社会

不断加速带来的压迫感与自身有限步调的分离。社会不断更新换代要求人们加快自身步调，但人们越快，

能掌握的却越少，最后只能盲目陷入社会的洪流中，与社会越来越疏离，异化就成为必然。 
时间异化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人与空间的异化，即现代迁居生活割裂了人与空间

的互动，对空间的认同感消失，空间异化为表示方位的符号；第二，物界异化，即由人统治物异化为物

统治人，人只有不断追随新物才能适应社会的变迁；第三，人的行动异化，即美好愿望与实际行动的分

离，人的行动是因为必须要做，而不是因为喜欢做，人丧失了身体的支配权；第四，时间异化，即电子

产品带来的视觉、听觉的种种短暂体验无法长时间留在记忆中，我们将时间花费在体验上，却并没有将

之转化为内在的“经验”保存下来；第五，人的自我异化，即人与空间、物界、行动的分离，使人丧失

了主体性，人无法通过与外界的联系完善自我，只能不断消耗自身，在对自我的否定中离幸福越来越远。

要扬弃时间异化，罗萨认为必须建立主体与世界的关系，构成人与世界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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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乔纳森·克拉里的异化理论 

乔纳森·克拉里的时间异化理论重点在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时间结构的异化。克拉里认为，在 21 世

纪资本主义体系下，伴随着时间的抽象化与碎片化，人类进入了一种持续无歇状态的无节奏的 24/7 体制，

即“24 小时、一周 7 天无间断提供服务”的社会时间模式，这种模式涵盖了我们日常生活诸领域[6]。在

这种模式下，时间陷入了一种“静态冗余”，虽然时间依然在流逝，但却失去了效力，人的自然节奏被

打破，似乎成了永动机，没有间歇，不停运行，生理机能也被迫改造适应这种模式。资本逻辑运行下，

人的欲望、情感都被操控，但睡眠似乎成了唯一的例外。在克拉里看来，“睡眠的存在，意味着有的人

类需求和间隔时间是不能被殖民的，也不能被那个巨大的利润引擎所吸纳”[7]。睡眠作为人生存的刚需，

是人暂时脱离现实压迫、获得短暂自由的“安全屋”，人只有在睡眠与醒来的交替循环中休养生息才能

保持生命的活力。但如今，睡眠也开始遭到侵蚀，失眠问题越发普遍。此外，电子产品的出现，看似使

人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事实上却吸纳了白天和黑夜的所有空闲时间，人也在使用数码产品的过程中成为

算法体系掌控的对象，对电子产品的沉迷使个体之间愈发疏离。同时，短周期的文化产品像走马灯一样

填补了人的视野，在信息茧房的包裹下人思考的时间被不断压缩，在追逐娱乐的背景下陷入恐惧落伍和

遭受挫折的焦虑，最终丧失了对社会的关注和感知，成为技术产品的“提线木偶”。对此，克拉里注意

到这种异化的本质是数字时代资本主义对用户信息的现实需求，而要应对这种“数字剥削”，就必须通

过等待构建共同体，以共享时间的方式增加人与人的合作与依赖，从而打破疏离，使孤立的个体逐渐联

系起来，回归现实生活。 
大卫·哈维、哈特穆特·罗萨和乔纳森·克拉里的时间异化理论虽立足点不同，但都是对集权主义

盛行的晚期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在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的掌控不仅体现在全方位的社会生活，更

隐秘体现在我们不自觉遵从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制定的时间规范。我们看似生活在自由平等的时代，可

以自主选择生活，但技术理性的掌控下生产效率的提高带来了对劳动者更高的要求，只有更快更强才能

在相同时间完成比以往多了数倍的事务。这种看似自由选择的背后是资本主义为增加剩余价值以社会力

量对个体行动的推动，在这种压迫下，劳动者只有不断提升自己，不断“内卷”保证自己的竞争力，才

能勉力跟上现代化的脚步，不被社会淘汰。个人的加速是整个社会加速的缩影，可悲的是，“极度自由”

的假象遮蔽了人们的双眼，使人们丧失了对周围环境的感知与反思，只能在资本主义的洪流中不断沉浮。

时间上，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的界限不断模糊，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上办公成为

可能，劳动者被迫随时应对工作，闲暇时间被不断压缩，甚至这仅有的“自由”时间也被各种碎片化的

短视频娱乐所占据；同时，生产领域和生活(消费)领域难以区分，人们既是生产者更是消费者；空间上，

人们的现实生活空间日益缩小，社交成为了不必要的“累赘”，人们宁愿在虚拟空间中追寻精神自由，

将大量的生命耗费于此。 

5. 结语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晚期资本主义异化现状的分析，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更以人道

主义的视角揭示了西方资本逻辑压迫下的人的现实处境和深刻危机，对我国正确认识现实社会的异化状

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特别是现代学者对信息社会和数字时代的批判，警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同时也要提供更多的人文关怀。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些异化理论的历史局限性。西方

马克思主义者虽然猛烈批判了工业社会的种种异化现象，但他们却无法真正深入异化根源的本质，即资

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他们将异化的原因归结于科学技术，却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避而不谈。这种停

留在意识层面的思辨归根结底是抽象的、哲学的、形而上学的，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只能“认识世界”、

“解释世界”，却无法“改造世界”，消除异化。总而言之，今天的我们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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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理论与实际结合，以人为尺度而非以物为中心，高扬人的主体性和自主性，为实

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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