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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列斐伏尔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将研究视角从宏观转到微观，提出了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日

常生活具备总体性、二重性和无意识性，作为“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走向了一种全面的异化，包括

时空的异化、休闲的异化。日常生活的解放进路主要为节庆与“瞬间”，列式晚年提出的节奏分析，以

及具体的身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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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representative of Western Marxism, Lefebvre shifted his research perspective from the macro 
to the micro and put forward a critical theory of everyday life. Everyday life, with its totality, duality, 
and unconsciousness, as a “bureaucratic society where consumption is controlled,” is heading to-
ward a comprehensive alienation, including the alienation of space and time and the alienation of 
leisure. The emancipatory paths of everyday life are mainly festivals and “moments,” the rhyth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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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proposed by Lietzner in his later years, and specific bodily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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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后马克思时代的革命理论演进中，理论焦点往往聚焦于宏观社会结构的变革，却相对忽视了微观

层面的革命动态。直至 20 世纪初期，以胡塞尔、海德格尔及维特根斯坦等为代表的思想巨匠，引领了一

场深刻的理论转向，促使理性反思深入至生活世界的细微之处，实现了从抽象理念向具体生活实践的靠

拢。此转变标志着日常生活现象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与探究。随后，卢卡奇、

列斐伏尔、哈贝马斯、赫勒以及科西克等一众哲学家与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依托各自独特的理论视角，

不仅构建了生活世界理论的多维框架，还深入开展了针对日常生活实践的批判性审视与重构。 
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是一位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以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和空

间生产理论而闻名。他著作颇丰，主要有《日常生活批判》《马克思的社会学》《空间的生产》《都市革

命》等。其中，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著作主要有三卷，第一卷阐述其对日常生活的认识，第二卷探讨了日

常生活的社会学基础，第三卷集中关注日常生活的现代性与现代主义。 
本·海默尔视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为一种对当代世界认知与变革的深度聚焦[1]。马克·波斯特则

认为列斐伏尔通过将“日常生活”置于核心范畴，揭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未曾被充分探讨的历史张

力[2]。同时，居伊·德波从列斐伏尔的视角中捕捉到了日常生活变革的潜力，主张将日常生活视为艺术实

验和革命政治的场域，预示着一种全面性变革的来临。何谓“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指出，就是要“批

判地提出人们如何生活的问题，或他们的生活如何不好的问题，或他们如何完全没有生活的问题”[3]。 

2. 日常生活及其属性 

在《被神秘化的意识》中，列斐伏尔首次引入了“日常生活”这个概念。在《日常生活批判》的第一

卷里，他并未给出“日常生活”的严格定义，但他描述了这一概念的广泛含义。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

涵盖了人们的基本生计、居住环境、家庭关系、日常着装以及周围环境等各个方面。它由职业劳动和家

庭生活、个人生活以及休闲活动等多重元素交织而成，是一种持续进行的、日常性的社会物质生活流程。

1982 年列斐伏尔发表的一篇题为《世界》的论文专门对日常生活、日常和日常性这三个概念作了区分。

日常生活(daily life)始终存在，然而却常常被价值与神话所充斥。日常(the everyday)一词寓意着日常生活

已融入了现代性之中，它成为一种被规划的对象，并通过营销和广告的手段来强制推动。日常性

(everydayness)强调的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同质性、重复性和碎片化的部分。可见，“日常生活”

是一种可见的容易被异化的客观总体，“日常”则突出其自身的现代主义，而“日常性”主要是指生活的

单调、反复和零碎，人们的生活在渐渐失去它的本性与自主性。 

2.1. 总体性 

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中，列斐伏尔写道，异化理论和“总体人”理论仍旧是日常生活批判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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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动力量[4]。在审视资本主义发展的现状时，他主张将日常生活视为社会实践的一个独特维度，这一

维度深刻嵌入并反映着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他追随马克思的理论，将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宏大构想从

抽象概念拉回到具体现实之中，强调个体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镶嵌于一个更为宏大的社会整体之中。基

于此，他进一步断言，日常生活应当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加以理解和定义。唯有将日常生活置于

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核心地带，进行深入的批判性考察，才能洞悉社会的整体面貌。反之，若缺乏对社

会的整体性批判认知，则难以透彻领悟日常生活的真谛。他强调，正是在日常生活的连绵进程中，以及

通过其实践活动的不断累积，人的器官才逐渐实现了人化。这一变革过程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包括历

史进程、劳动实践、社会生活以及文化传统等等，它们共同塑造了人的器官与行为方式。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变革不仅局限于日常生活的具体场景之中，脱离了日常生活的沃土与推动，将失去其根基与生命力。 

2.2. 二重性 

日常生活不仅扮演着产品的角色，更承载着一种残余的、难以简化的特质，这种特质超越了任何制

度化的束缚。这一视角揭橥了日常生活所蕴含的双重性质：既是异化的现实体现，又潜藏着非异化的可

能希望。列斐伏尔提出，从某种深层意义上讲，日常生活犹如一种遗留物，是高度专业化、结构化活动

分析剥离后剩余的、看似微不足道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是所有社会活动汇聚与交融的焦点，是连

接各领域的共同基础。 
未经深入审视的日常生活，往往不自觉地沦为结构性异化的附庸；然而，一旦经过批判性反思与意

识觉醒的洗礼，日常生活便展现出对抗这种异化状态的潜力与力量。如此，日常生活成为了探索社会变

迁、追求人性解放的重要场域，其内在的二重性不仅揭示了现实的复杂面貌，也为寻求更加人性化、非

异化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可能。 

2.3. 无意识性 

个体在洞悉自身生活本质方面，往往知之甚少。日常行为中充斥着大量无意识的举动与表演，这一

现象构成了人类活动的显著特征。列斐伏尔在此领域的思考深受法国社会学家马卡尔德的启迪，后者在

《匿名的说服》一书中深刻剖析了说服机制的转变：它不再局限于直接、显性的权力运用，而是演化为

一种更为隐蔽、抽象且缺乏明确主体的纪律化过程。[5]在此意识形态替代的微妙变迁中，新形式的异化

悄然取代了旧有形态，这一过程不仅难以察觉，更在无形中抑制或压制了人们对自身异化状态的清醒认

识。因此，人们往往在不自觉中被新的异化模式所裹挟，对自身处境的真实面貌保持着一种模糊的，甚

至是盲目的状态。 
列斐伏尔深刻指出，无意识实则反映了意识对自身规律的有意忽视，进而将日常生活界定为现代性

语境下的无意识表现。具体而言，一方面，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深受意识形态的遮蔽，难以察觉自身正深

陷异化的境地，从而促使日常生活不自觉地映射出现代性的无意识特征；另一方面，工具理性的盛行及

其所引领的现代科技与政治体系，正是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普遍存在的无意识状态，进一步强化了对日常

生活的控制与异化。同时，这些体系本身也在这一无意识的日常生活土壤中不断被塑造、强化与再生产，

形成了一个互为因果的复杂循环过程。这是一个异化现象普遍而深刻的社会，以至于人们对其几乎毫无

察觉，这种无意识的特性恰恰是异化最糟糕的表现。它诱使每个社会成员在不知不觉中反对自己本身。

这种异化不仅体现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反映在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乃至资本家的生活里。 

3. 日常生活的异化：“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 

在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中，列斐伏尔强调对日常批判的重要性，若未能对日常生活进行彻底的批判，

同时缺乏对社会的全面审视与批判，且未能通过日常生活这一视角深入剖析社会，也未从社会的层面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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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审视日常生活，那么我们将无法真正认识日常生活的本质，无法洞悉社会的全貌，更无法把握社会中

日常生活的真实状况。经过对当时流行的多种概念进行深入反思与批判，列斐伏尔给出了新的定义：“消

费受控的官僚社会”(Bureaucratic Society of Controlled Consumption)。列斐伏尔强调，此定义深刻揭示了

现代社会理性结构的本质及其合理性的界限，这些内在属性尤为显著地体现在官僚体系的运作逻辑之中。

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日常生活，成为了官僚机制巩固其统治地位的关键抓手。这一过程实质上是对

日常生活进行的一种工具化与官僚化改造，体现了权力结构对个体生活领域的深度渗透与重塑。 
尽管“异化”概念常遭诟病，列斐伏尔却持独到见解，视其为人类社会进步历程中的辩证要素，指

出人类自我实现的深化与异化的加剧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面。正是在异化的过程及其对立面中，

人类构筑了自身的现实面貌，实现了自我塑造，而这一进程往往伴随着非人化的表象。列斐伏尔认为，

马克思思想精髓在于全面探讨人类行为与其成果之间的复杂关联，由是构成了一个宏大的理论议题。基

于此，他主张社会之定义源自构成其个体的集合，而“主体”则始终镶嵌于与社会整体历史脉络紧密相

连的个人之中。因此，社会整体的演进历程，本质上便是人类自我实现与自我异化交织并进的双重轨迹。

从对异化的态度来看，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就具备了乐观且革命的理论品格。 

3.1. 生活总体的异化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了劳动异化的四重规定性[6]。日常生活在韦伯口中的工

具理性的统治下走向了全面的异化。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现代技术与社会制度不断异化和侵蚀日常生

活，对其固有的生产创造力潜能视而不见，不仅忽视其价值，更将其笼罩于消费主义构建的虚幻光环之

下。尽管日常生活依旧在现代社会延存，但其本质已大为不同，丧失了原本广泛渗透于社会各层面的多

元丰富性。其非人性化的单调面貌，显示着其主体性的泯灭，转而成为社会组织结构中的被动“客体”。

换言之，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循环已深刻同化了日常生活的内在机制，实施着全面控制。日常生活领

域现已转变为由虚假欲望与象征符号体系操控的空间，这种操控无孔不入，渗透于时尚潮流、休闲娱乐、

旅游体验、广告宣传、电视荧屏及互联网信息的不断流动之中。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以消费为主导的生产模式，日常生活的整体性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异化的状态。

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日常生活深受货币力量、技术发展、媒介影响和象征符号的控制与支配。列斐伏

尔指出，要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从最不起眼的细节开始，改造生活，因为人们所置身的消费社会充

斥着异化的景观，经验到的现实已经离生活本身越来越远。列斐伏尔举过一个贴切的例子，提及威尼斯

的参观者并不专注于威尼斯本身，而是专注于威尼斯的词语，导游书中写下的词句以及演讲者说出来的

话语，扬声器和录音机中宣传出来的东西。人们已被全面和彻底地规划着，除了不得不在许多商品中加

以选择外，他们已无能为力，因为消费的行为保持着不变的结构。 

3.2. 时空的异化 

厄里说过，“二十世纪社会理论的历史也就是时间和空间观念奇怪的缺位的历史”[7]。列斐伏尔敏

锐察觉到了这一空缺，认为要应对现代社会中日常生活的异化现象，一个关键的切入点是对城市空间的

改造：“每个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都有其自身的空间”[8]。列斐伏尔强调，对空间的关注与哲学及知识

发展的逻辑相契合，并且与生活的实际逻辑相符。从哲学的视角来看，空间不仅是自然存在的属性，也

具有主观能动性。就日常生活而言，空间构成了人们生存与发展的基石，是洞悉生活深层意涵不可或缺

的背景框架，亦是指向生活本质探索的重要路径。“社会空间与自然场所的鲜明差异表现在它们并不是

简单的并置：它们更可能是互相介入、互相结合、互相叠加——有时甚至互相抵触与冲撞”[9]。在此视

角下，人类的“空间实践”已演化为围绕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的中心活动，塑造了社会互动的具体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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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文明的深层欲望与新欲望》里面的论述中，列斐伏尔深刻剖析了消费欲望的生成机制，指出其

根源在于对不满现状的弥补冲动。个体对日常生活的不满情绪愈加强烈，便愈倾向于通过构建新的欲望

体系来寻求心理补偿，这正是消费主义文化深层逻辑的生动体现。 
城市空间作为社会多元因素交织、冲突与和解的场域，堪称社会的“第二自然”。从这一维度审视，

社会空间绝非静止不变的布景，而是蕴藏着蓬勃发展与深刻变革的无限潜能。列斐伏尔深刻洞察到，空

间本质上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动态变量，既是知识探索的疆域，也是行动实践的舞台，更代表着一种新兴

的社会生产范式，在社会的持续再生产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倡导一种融合了社会、历史与空间

三维视角的综合性理解框架，用以阐释空间生产的本质，在这个视角下，空间生产是“场域、时间与精

神相互作用的过程，即韵律”，这就为他后来的节奏分析理论埋下了伏笔。 
时间与空间不仅在物理学上密不可分，在哲学上呈现相同的样态。在《空间的生产中》，列斐伏尔

这样写道，“随着现代性的来临，时间从社会空间中消失了”[10]。有学者提到，时间不再是从过去到未

来的“绵延”，也不再是胡塞尔式的“晕圈”，每一刻都是“扩张了的现在”[11]。时间像空间一样，受

各式变形的泰勒制的影响而被切割和量化，包括各种各样的支离破碎的旅游、各种各样的工作和娱乐休

闲。人们不再有做什么事情的“闲心”，去旅游要“特种兵式”，看影视剧也要二倍速度，书籍需要他人

的解说……“速度、效率为王”几乎成为所有事情的行动方针。这种时间的碎片化保留着一种冷酷的等

级制，尽管人们的日常生活不仅仅只有工作，但使工作异化的东西同样也异化了除了工作以外所有的部

分。 

3.3. 休闲的异化 

休闲，作为日常生活的一种中断和对日常性的一种反抗，并没有真正地融入实质的生活实践中。相

反，它在另一种生活领域中延续了异化现象，成为对日常生活异化状态的进一步添补和拓展。在现代社

会中，休闲活动形成高度的商业化，成为一种被操纵的行为。休闲活动的商品化标志着战后资本主义社

会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变。列斐伏尔指出，在现代性条件下，与日常生活相对的闲暇时间正

面临着物质化和商品化的威胁。在日益机械化和标准化的现代社会生产与管理中，甚至连旅行也变成了

一种受商业流程和时间表控制的活动，这使得日常生活的重复性和单调性带来的无聊感日益加剧[12]。 
列斐伏尔一以贯之地认为休闲同样具有二重性，休闲本身既是异化的产物，也是异化过程的一部分；

它既是劳动生产周期的中断，又是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得以持续的推动力。休闲既是被赋予的角色，也是

执行命令的代理；它既是生产方式系统的同化者，也是被同化的一部分。当对工人阶级的控制以带薪休

假、节日、周末等形式呈现时，休闲就被转型为一种产业，变成了资本主义胜利进军和其霸权向各个领

域扩张的新阶段[13]。在工作的异化境况已经取得普遍共识的条件下，列斐伏尔独特地关注到了日常生活

中休闲的异化，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评价构成了日常生活中的完整部分，而这种评价却恰恰是借由休闲

活动而获得的。 

4. 日常生活的解放进路 

“完整的人”是日常生活批判的价值原则和人文特征。马克思致力于深入剖析人类历史与社会变迁

的底层逻辑，进而在理论上勾勒出共产主义社会的宏伟蓝图。他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构建基

础在于“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14]。在日常生活维度，马克思深刻洞察到，个体生存及其再

生产机制构成了社会活动与关系的先决条件，他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

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同时，社会结构和

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重要的是改变世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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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世界”的论断其理论构境甚为宏伟，落实下来也需要复归人和人的生活本身。列斐伏尔作为著名的西

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秉持着人道主义的观审，认为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学说是一种人与自然

和人与社会统一的理论，指向“对人的生命的占有”，“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 
日常生活并非简单地像海德格尔所言的向非真实社会现实的回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被某些学者诟

病其革命性的削弱或虚无之后，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却折射出积极的政治潜能。在《日常生活

批判》第一卷中，他就指出：“真正的日常生活批判将把人与资产阶级的堕落之间的分离作为它的主要

目标，并且将暗示一种日常生活的复兴”。此刻“真正的现实和真正的变革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深处”。他

的日常生活理论其“目标在于使思想——人的力量，参与并意识到那个力量——介入到生活的最细微的

细节之中……目标是去改变生活，明确地去重新创造日常生活”。“研究日常就是希望去改变它要改变

日常就是将它的混乱置于光天化日之下，置于语言之中；是将其潜在的冲突加以显明，并因此去将它们

打得粉碎”。如果没有对日常生活的变革，那么革命极有可能陷入颓败。面对每个人具身实践的生活总

体，列斐伏尔提出了独特的日常生活的解放进路。 

4.1. 瞬间 

在《总和与剩余》中，列斐伏尔首次引入了“瞬间”这一核心概念，他将其界定为一系列短暂却极具

分量的情感体验——狂欢、喜悦、顺从、反感、惊异、战栗等等，这些情感在微妙间揭示了日常生活深层

隐藏的总体性潜能。这些瞬间虽然稍纵即逝，但是却蕴含了无数可能性的萌芽，其影响力往往具有决定

性，甚至是革命性。列斐伏尔将“瞬间”构想为多重断裂的交汇点，既是潜在剧变的温床，也是强烈愉悦

体验的源泉。“日常生活 = 单调性 ÷ 在场的瞬间”，这个公式说明了在总和日常生活的框架内，在场

的瞬间这种使人丰盈的情感体验越多，日常生活的单调性、重复性和乏味性就会褪去。 
在未经批判的庸常的日常生活中，节日的广泛性和普遍性使其重要意义极易被人理解。在节日的集

体氛围中，个体通过体验和感受那些独特的“瞬间”，重塑了自己的感性体系，并重新定义了感知的内

容，庸常而向来被忽略的日常生活的存在本身重新被发现。因此，节日作为介入日常生活的一种形式，

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途径，用以对抗异化的现实。 
日常生活光鲜地总体表象之下，隐匿着微量空间，它渗透于我们的视觉与听觉体验、行为举止的细

微之处、日常琐物的平凡之中，以及那些细腻、微妙和深刻的情感波动里。这种“微妙”和“深刻”，正

与“刹那即永恒”这句话的意境相同，“瞬间”意味着一种断裂与新生，蕴含着各种的可能，突破了日常

生活的重复，因此列斐伏尔认为，“瞬间是一种日常生活的拯救”。瞬间蕴藏着对自由的向往，旨在达成

某种潜在可能性的全面实现与展现。 

4.2. 节奏 

“我们的睡眠、饥渴、排泄等等的节奏越来越以社会环境和我们的工作生活为条件”[15]。列斐伏尔

在晚年深化了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提出了节奏分析理论，旨在要找到一个新颖的知识领域。列斐伏尔认

为，在时空中没有重复就没有节奏，节奏包含着重复能被定义为在重复内的运动和差异。它代表着人类

对时间流逝的一种主观感知，深刻映射出客观现象所展现的持续性、序列性及内在规律性。节奏不仅存

在于自然界中，更在社会时间的框架内得以展现。 
列斐伏尔从这种音乐性、自然性的韵律节奏中重新切入到异化理论，适宜资本的节奏是生产的节奏

和毁灭的节奏。个体的劳作被编织进技术的节奏之中，使劳动者自身仿佛成为物质世界节奏的化身。在

异化的生存状态下，日常生活的无尽循环虽蕴含着潜在的生命力和可能性，但对个体而言，却化作了西

西弗斯般的重复体验。前现代社会中，这种重复融于自然的节奏与周期之中；而步入现代社会，尽管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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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依旧，但其遵循的已不再是自然的法则，而是技术与工业生产的需求。节奏，作为日常生活的特征，

揭示了其被量化的时间框架——钟表时间所塑造的本质。时间逐渐渗透到社会实践的每一个角落，我们

无不在被规定的日常时间的节奏中找寻着自身与其能够耦合的地方。 
社会空间的构筑肇始于对自然节奏的深入探索，即探讨这些自然节奏如何在空间维度内实现凝固化，

凝固化的进程在于人类活动的参与，尤其是劳动实践，它们共同铸就了“时空节奏”这一社会实践的产

物。列斐伏尔强调，在节奏融入日常生活、仪式庆典、规章制度及自然法则的进程中，总不乏新颖且难

以预料的元素介入，为重复之中注入变数。 
在列斐伏尔的理论框架下，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被资本主义的逻辑所塑造，形成了一种节奏化的自

我规训机制。列斐伏尔认为，深入分析这一生活节奏，能够揭示其内在的本质特征，并为日常生活的批

判性理论提供更为丰富的视角。将节奏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人类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日常生活节奏

进行深入的诊断，特别是对那些在资本主义制度影响下出现的节奏失调现象，是一种寻求解决方案的尝

试。 
列斐伏尔的这一干预策略，其核心目标是重塑一种和谐均衡的生活节奏，即恢复一种“韵律匀称”

的生活状态。他主张通过这种节奏的重建，使个体能够在社会生活中获得更为健康和谐的存在方式，并

在此基础上实现对时间、空间以及身体等基本生活要素的重新掌握和自主权的恢复。列斐伏尔指出，一

个节奏分析是倾听一所房子，一条街道，一个城镇，就像一个人聆听一首交响乐或者一场歌剧，使自然

节奏把自己包裹在社会精神的节奏中。 

4.3. 身体 

马克思唯物辩证法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

在物；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身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

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6]。在《节奏分析：空间、时间和日常生活》第一章中，列斐伏尔认为，以身体为

核心的节奏是自然节奏和社会节奏或者合理性节奏的辩证统一。人类是血肉之躯，尽管逻辑化、数字化、

量化及定性化的节奏并未从根本上变更身体内在多样化的自然律动——如呼吸、心跳、饥饱感等自然节

奏，但它们却以叠加的方式融入其中。这些自然节奏作为集合，进一步融入社会与心理功能的节奏框架

之中。在节奏分析的视域下，涵盖了自然节奏与理性节奏的双重维度，二者各自发挥的作用有限，因其

乃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 
任何体验活动都是身体性行为，身体是感性活动的基础。列斐伏尔认为，节奏与生物体的生动存在

紧密相连，身体是节奏的载体和表现形式。首先，从生物学角度来看，身体由一系列的节奏构成，这些

节奏定义了身体独有的韵律。具体来说，身体的节奏包括呼吸、脉搏、睡眠与觉醒等，这些不同的生理

过程都以各自的节奏呈现。其次，身体也是各种异质性节奏的承载者和主要表现者，这些节奏从属于一

个时空整体。空间是身体性的，每个生命体在进行其他劳动之前，已然作为空间的存在，也就是说，它

既是空间中的生产者，也是该空间的创造者。空间的生产，可追溯至身体的生产。整个社会空间的存在

条件正是人类身体，任何遥远而抽象的秩序，其本源均需通过最接近我们的身体秩序来阐释。从空间化

的视角审视，身体内部感官所构建的多维层次，预示并映射出社会空间结构的多样层次及其间的复杂关

联。 
列斐伏尔申明，身体保留着某种能够表达与感知人类本真性的禀赋，即构成了反抗现代性的物化与

量化的统治力量的真正起点。“人类的身体在抵抗着压迫关系的再生产——即使不是正面的反抗，也至

少是侧面迂回的。正是身体，而不是逻各斯，也不是‘人类’，才是复归与拯救的起点”[17]。身体同列

氏对“异化”和“日常生活”的态度一样，既是异化生活的承担者，也是改造生活的主动者。在解放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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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过程中，身体需借助自然循环往复的节奏，利用生命领域生生不息的轮回节奏，以抗衡社会结构

中单一的韵律，消解机械、僵化、重复的节奏，最终实现与自然界节奏之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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