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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罗萨在其新著《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中，简明扼要地阐述了新异化产生的原因、表

现形式及其解决新异化的设想。本论文采取文本分析法，以罗萨的《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

大纲》为文本依据，试图分析社会加速的三个原因即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及生活步调的加速，并基

于分析新异化的几种不同形式，即空间异化、物界异化、行动异化、时间异化、自我异化与社会异化，

等等。基于此，我们可以分析其新异化理论所蕴含的治疗性意图及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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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his new book The Birth of New Alienation: Outline of Social Accelerated Critical Theory, Rosa 
briefly elaborated the causes and forms of new alienation and its idea to solve the new alienation. 
This paper employs text analysis, taking Rosa’s The Birth of New Alienation: Outline of Social Acce-
lerated Critical Theory as the textual basis, trying to analyze the three reasons of social accelera-
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change and the pace of life, an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new 
alienation of several different forms, namely spatial alienation, alienation of the object world, 
alienation of activity, time alienation, self-alienation and social alienation and so on. Based o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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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can analyze the therapeutic intention and efficacy contained in its new alien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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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二十一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在各个领域突飞猛进，社会加速的进程完全颠覆了人类的时空体制，据

统计“与现代化之前的时代相比，人类的移动速度提升了 100 倍，信息交流的速度提升了 1000 万倍，数

据传输的速度更是蹿升了 100 亿倍。”[1]同时我们不难发现越是在生活节奏快的一二线城市，人们的幸

福指数越低。社会的全面加速不断挤压人们的生活时间，加剧了人们生理心理双重困境，人们发现社会

的变迁之快，信息转瞬即变，使得人们对生活和世界愈发无法掌控，反而被各种技术革新、信息变化与

文化变迁裹挟着被动前进，失去了主动权，成为被掌控的一方。对于如何拥有美好生活的巨大困惑与无

力感笼罩在整个社会之上，无论是个体还是整个社会对于现代社会的人类生活亟需一份“诊断书”和一

份“指导书”。 
新时代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相较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两百多年的工业革命进程，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短短几十年就实现了

西方国家百年实现的发展，发展背后所支撑的疯狂的社会加速是更加严重的，我们的技术与人才革新迭

代速度远超过人们能够适应的极限，尤其是青年一代，不仅面临生存困境：人才市场饱和、就业困难、

学历贬值、雇佣方市场环境；同时遭受着心灵困境的折磨：社会浮躁，人心迷惘，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

遭受着巨大的冲击，新旧观念剧烈碰撞，互联网上充斥着大量极端消极观点，但却没有真正的智慧哲学

站出来引领青年一代寻找如何真正过好生活。在过去几十年的疯狂加速中，人人被社会历史的巨大车轮

一刻不停地卷着前进，我们缺乏沉淀的人文土壤去孵化出真正贴近现代人们生活的、智慧的文化作品与

哲学引领成果。我们顶尖的作家笔下的内容依旧停留在改革开放及更早的年代，而没有触及千禧年后的

迷惘人心。同时，我们的哲学也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与理论空想性，缺乏真正引领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的可实现的哲学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

员并参加联组会时时就发出建议：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

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尤其是当前人工智能的迅

猛发展，已有成熟并全面应用于日常生活的趋势下，人对人的本质与价值的认同感将再受重创，如果没

有能够真正重塑人的信念价值、抚慰人心灵、引领人民寻找美好生活出路的实践性哲学，现代社会秩序

与稳定岌岌可危。这种对于“美好生活”的追寻与罗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探究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

全人类共同面对的现代社会发展路途上的困境。 

2. 社会加速逻辑下的新异化 

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中，罗萨将其早年关于社会加速的社会批判理论作了

进一步的思考，从哲学层面上将社会加速现象归结为所谓的新异化理论。这种深层推进，直接地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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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罗萨对其社会批判理论作哲学层面的深化和奠基，间接地说，则是罗萨将研究的重点集中于哲学层面。

表面看，罗萨将社会加速这一客观现象看作是产生新异化的现实原因，但实际上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由来

已久的异化弊病导致了社会加速现象，并继而由社会加速这一新现象导致了异化以新的形式出现。这里

形成了一条简明逻辑线索：异化——社会加速——新异化。显然，马克思早年揭示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

异化理论，同样也是理解社会加速以及新异化的一把钥匙。基于这种理论逻辑，说明社会加速何以导致

所谓的新异化，这是一个首先要解释的问题。 

2.1. 社会加速——新异化的诞生 

近代工业社会产生以来，人类的历史进程便开启了倍速模式。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描述十九世纪

资本主义社会因技术革命产生的社会加速现象及相应的社会效应：“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

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

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

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

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2]而随之出现的加速主义思潮，萌发于 20 世纪初的未来主义运

动，更进一步从理论层面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社会加速问题进行剖析批判。包括同时期及后来

的一些古典社会学家都感受到了社会时间结构的显著改变，并激发了他们对现代性的思考，但后来的发

展却将现代社会转向了一种恒定的、不会变化的、非时间性的概念，将前现代与现代割裂，并未从流动

的时间的历史的维度去理解这一概念且建立起一个严谨的社会加速理论和系统的理论。罗萨正是进行了

这一工作。 
罗萨定义加速为：“经验与期待的可信赖度的衰退速率不断增加，同时被界定为‘当下’的时间区

间不断在萎缩。”([3], p. 18)包含着社会时间的加速与时空的压缩两方面的内容，是一种在有些维度减速、

有些维度加速，但总体呈现一种不断加速的动态加速模型。据他所述不能用一种加速范畴涵盖所有复杂

多变的情况，他抽象出了三种基本的加速范畴，分别为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及生活步调的加速。 
作为最显著且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加速形态，第一个科技加速，指的是“目标明确的、技术的，特别

是工艺的(也就是说机械的)加速过程”[4]，在由科技变革所推动的运输、通讯和生产加速领域表现最甚，

这对于社会的影响是直接而巨大的，甚至在信息数字全球化的今天导致了时空的压缩及对时空观念的颠

覆。第二个是社会变迁加速，罗萨援引赫尔曼·吕柏“当下的萎缩”这个概念，如上文所述，将社会加

速定义为能够描述过去的经验，依据此指导行为并做出对未来的期待的这段经验范围与期待范围的重叠

的时间区间愈发萎缩，这种经验时效性的萎缩使得人们感受到生活与世界的不受掌控感。罗萨以高离婚

率与高再婚率为证据，提出家庭结构的变迁所需的时间从“数个时代”到“每个时代”再到“时代之内”，

愈发短的变迁时间，愈发快的变迁速度，经验性地证实了这种当下的萎缩。第三个生活步调的加速是个

体体会到与科技加速似乎相矛盾的时间匮乏不够用的直观加速形式，即单位时间内事件量增多引起人们

对时间匮乏的感受。科技加速应在逻辑上带来的时间的宽裕被同时增长的事务总量抵消了，甚至事务量

增长率超过了科技加速率，所以我们的生活步调还是呈现加速的状态。三种维度的社会加速均受到外力

推动，同时环环相扣形成社会加速内在动力循环。 
社会加速改变的是人与世界的具体关系，即主体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挖掘与对实现自我的探寻，是

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转向，这在现代社会是必然的、不可避免且不可缺少的，在资本主义早期，加速形

成的强大的功能满足对主体性的实现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进一步膨胀发展，过度加速已经适得其

反：“人们已经体验到加速的力量不再是一种解放的力量，而是成为一种奴役人们的压力。”([3], p. 110)
新形式的异化在不断地社会加速中诞生了。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7228


唐子涵 

 

 

DOI: 10.12677/acpp.2024.137228 1540 哲学进展 
 

2.2. 异化的不同表现形式 

罗萨将异化定义为一种“不得不”的状态，我们既自愿，但又违反真正的意志地在行动，长此以往

以致主体忘记真正的目标和意图是什么，似乎没有实体的外在的压迫者在管制，但我们仍感受到被控制。

这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加速逻辑下资本对人新的奴役支配方式，形成一种对主体意志与行为施压的无处

不在、无法挣脱、无力反抗的“集权主义”。在潜移默化之中，人们只要想要停下来休憩一下，就会立

刻被不断加速的社会无情地抛弃，失去高速竞争环境中的优势，迫于无奈，人们只能像希腊神话中的西

西弗斯一样，被迫无休无止地保持前进的脚步，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常说的“内卷”。 
“异化”这一概念源来已久，在马克思异化概念基础上，罗萨吸收了法拉克福学派第四代其他核心

人物如拉赫尔·耶吉的观点，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异化已经超越了人的行动、行动时所使用

的物、自然、社会及其自身的异化，人与他们的时间和空间也已产生了异化现象，所以加入了超越经济

资本主义维度的时间的视角去分析异化，进而提出了加速时代中的五种社会异化现象，依次是空间异化、

物界异化、行动异化、时间异化以及自我与社会异化。 
罗萨的新异化概念保留了马克思异化概念的核心内涵，即描述主客体疏远冷漠、静默没有回应的关

系，但在客观现实的加速时代背景下，时间结构发生显著改变，罗萨加入了超越资本主义经济的流动的

时间的历史的视角去看异化概念，拓展出了人与时间、空间的异化关系，在现实批判的基础上进行了理

论创新。 

3. 新异化的特点及其治疗性取向 

新异化的直接原因及其几种不同形式，这构成罗萨新异化理论的基础内容。在此基础上，如果再深

入分析，那么不仅可以明确新异化的内在特点，而且还可以看到罗萨新异化理论其实也蕴含着深刻治疗

性的现实价值取向。 

3.1. 新异化的特点 

五种异化的不同表现形式本质上是主体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维度的展现，这些关系是病态的，是不存

在共鸣的无关系的关系。这五种不同表现形式的异化可以进一步概括三个更为深层次的方面，即主体–

客体异化、主体–世界异化和主体–自身异化。这三个方面构成了新异化的基本特点。 
主体–客体异化是指人与外物的关系被异化。社会加速背景下产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商品成

为大于主体主观消费意志的独立实体的存在，它们的价值更多的是由市场决定，而不是由生产者和消费

者的需要和欲望来决定，资本成为撬动一切的支点。这导致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快速变化。

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出现和更新换代，在带来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例如过度消

费主义、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等等。同时市场竞争的疯狂加剧，使得人们的行为过度地为了自我利益而

展开，导致了道德规范的瓦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冷漠和缺乏信任感，也就让主体–客体的

异化问题愈发突出。 
主体–世界异化则是指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被异化。社会加速尤其是科技加速使得人们的时空观发

生巨变，空间与时间在人们生活中所呈现的形式与重要性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人经常感到自

己被社会剥离出来，在存在的时空中人们找寻不到熟悉感、归属感与认同感，他们失去了对自然世界和

社会世界的联系，同时不断加剧的信息泛滥和信息超载的问题，引发了现代人对于自然与社会真实性、

可信度的怀疑，增加了主体–世界异化的风险。罗萨认为，这种异化会导致人们对身份认同的困惑和负

面情绪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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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主体–自身异化则是指人们与自己的关系被异化。罗萨的新异化理论区别于前人的“新”之处就

在于他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加入了主体体验的时间视角。在资本主义加速社会逻辑下，闲暇时间的享受

需要积累一定的生存资本，而积累相对充足的生存资本支持体验闲暇时间则必须投入更多时间进行劳动

创造，结果就是人们越是追求加速争抢生活的时间，越是无法获得时间去生活而不是生存，越卷越累，

越卷越穷，越卷越不幸。同时快速社会下单位时间内同步进行多任务多进程活动愈演愈烈，人体验增多，

体验感却不断减弱，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主体性逐渐被消磨，失去判断与决断能力，不自觉地陷入且主

动维系这一状态。人们逐渐模糊了真正的自我，与世界陌生的同时也找寻不到自我，不知道我是怎样的

我、真正想要成为怎样的我，忙碌活动过后难以收获满足感与成就感，取而代之则是深深的迷茫与失落，

心理问题不断滋生积累。这五种三类异化在逻辑上有先后，在时间上是同步的，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促成，

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五种异化表现形式在新的时间视域之下，联系现实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经验成果，综合地分析批判

了资本主义后现代加速社会在客观物质世界发展、主观精神建设以及作为主体的人类自身体验方面存在

的问题弊病，辐射到科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社会心理学以及个体精神健康等

多维领域，罗萨以缜密的逻辑与详实生动的现实例证建构了拥有流动时间视角的社会批判理论体系。结

合上文的分析中不难发现，罗萨提出的新异化不仅具有时间视域下分析异化问题的显著创新特点，更具

备根植于现代社会现存问题的现实性特点与深刻剖析社会病症的批判性特点。 

3.2. 新异化理论的治疗性取向 

罗萨提出社会加速导致异化的加剧，这种异化导致了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他分析各种异化形态和

造成原因，旨在引起我们对这些问题的重视，探索处理异化问题的可能途径，并呼吁重新反思现代文明

的发展方向。其异化理论的历史性、现实性与批判性的特点体现了罗萨新异化理论旨在剖析批判资本主

义后现代社会弊病，寻找人类美好生活光明出路的治疗性取向。 
实际上，哲学本身就承担着人类启蒙重任的诉求，它的根本职能便是解答人的心灵困惑。个体与社

会所呈现出来的心理精神疾病，归根结底是人类的普遍心灵困惑的表现，这应当成为哲学所要面对并解

答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通过心灵的充分对话使得在心灵深处的问题得到解决，那么表现出来的心理

疾病就无法得到有效根治……深刻意义上心理治疗就是哲学治疗，其实质是哲学践行或哲学教育。”[5]
可以说，治疗性正是哲学的根本性质之一，一部两千多年的哲学史，在实质上也可以看作是以哲学独特

的方式揭示、探讨、并解决人类普遍性心灵困惑的发展史。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罗萨的新异化理论并不

是问题的终点或理论的归宿，其归宿应在于如何面对并解决社会的新异化问题或所谓的“内卷化”问题，

从而为人们回归正常美好生活提供有效的哲学方法。 
从根本上来说，罗萨整个社会加速批判理论都是建立在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的根本目的之上的，对

于后现代社会主体来说的美好生活早已不仅仅局限于物质生活富足，更重要的是心灵世界的宁静平和与

满足。工业革命后社会现代化进程给社会主体的精神心灵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人们的迷茫焦虑与社

会的病态疲态逐渐显现，个体精神与心理疾病越发普遍，人们无法找寻到所谓美好生活。罗萨的新异化

理论就是以治疗个体与社会的心理创伤与疾病，引导人们追寻美好生活为根本目的而对晚期资本主义现

代社会进行批判式“诊断”，将现代社会的病症概括总结为新异化现象，即晚期现代人与世界之间长期

无法产生共鸣的病态关系，并指出过度的社会加速是造成新异化病症的病因所在。要治病首先要发现病

症并找出病因，所以罗萨理论体系的第一个主轴“社会加速批判”就是他治疗社会的第一步；下一步就

需要给出治疗方案，对症下药，罗萨给出的可能治疗方案，就是去追求充满共鸣的社会关系。由此，罗

萨开启了他对于现代社会“美好生活”的探究形成的理论体系的另一主轴——共鸣理论。需要强调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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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萨的新异化理论体系作为哲学治疗对于人心灵的抚慰引领作用是极具价值的，为追寻美好生活提供有

益的观念与途径，但其真正治疗功效的发挥是离不开实践的，将理论转化为实践，将观念内化于生活，

立足于实践性的新异化理论才能真正发挥出其对个体心灵与社会心理的治疗性功效。 

4. 小结 

罗萨将内嵌于社会运行结构中的加速逻辑看作是阻碍我们实现美好生活的根源，由此在理论上对所

谓的加速现象进行了系统分析，并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所谓的社会加速逻辑系统。罗萨的新异化理论不仅

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具有实践指向的问题。一方面，罗萨的新异化思想是马克思异化理论的

一种当代阐释，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性，也力图解释当今时代出现的新异化现象；另一方面，罗萨希望

借助这一理论解决新异化现象，特别是那种表现为“内卷化”的生活扭曲现象，从而实现人们对于美好

生活的内在追求。不过在根本上，罗萨的新异化理论研究仍未超脱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范畴，其实践解

决方案的抽象性也无法真正有效指导解决当前的内卷化现象。理解罗萨的新异化理论，有助于我们更好

地分析当今社会存在的异化现象，从理论上领会异化存在的普遍性和时代的必然性，从而为解决异化现

象提供有益的途径。同时，我们力图将其实践性指向定位于一种治疗性功效，目的在于表明两点：其一，

哲学的治疗性是一个纠正心理观念或精神状态的问题，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地位(比如是一种前提性问

题，或至少有中介的意义)；其二，哲学的治疗不能替代实践性，转变观念必须进一步作用于改变感性现

实世界才能真正体现哲学的实践功效，也只有从生产劳动的现实实践效果上，才能检验哲学治疗的功效

性或真理性，否则哲学治疗就会陷入无效的、空想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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