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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尔库塞针对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新变化、并且结合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补充了马克思

“人的解放”理论。马克思主义讲“人的解放”理论核心是消灭阶级压迫和异化劳动，而马尔库塞把解

放问题从经济层面扩展到心理和文化方面，提出“爱欲解放论”。但其理论中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问

题导致其“解放”思想难以付诸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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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new changes in modern advanced capitalist societies and integrating Freud’s psy-
choanalytic theory, Marcuse supplemented Marx’s theory of “human liberation.” The core 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human liberation” lies in the elimination of class oppression and alienated labor. 
Marcuse expanded the issue of liberation from the economic level to the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proposing the “theory of Eros liberation.” However, some insurmountable problems in 
his theory make it difficult to put his “liberation” ideas into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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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美籍德裔的杰出哲学家，马尔库塞不仅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核心成员，更是 20 世纪 60 年

代西方“新左派”运动的灵魂人物，在西方思想界占据重要地位。关于马尔库塞的理论，部分学者将其

整体视为“人学”体系，原因是在于他的理论始终围绕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而展开批判，并且他积极寻求

化解生存危机的路径，核心始终聚焦于人的现状与未来。从广义视角来看，这种解读存在一定合理性。

马尔库塞的人学思想一方面虽然是其庞大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更值得关注的是，他的人学

观点深受马克思思想的熏陶，他的人学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带来了新的补充。 

2. 理论背景：发达工业社会的异化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的异化劳动理论，将人的解放放在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

系的革命性变革上，他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个人的压迫，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却正是要求人民群众处

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1]。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提出

的“人的解放”，其意图就是指要通过消灭私有制、恢复劳动原本属性来达到人自由全面发展。 
到了 20 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很大变化。科技革命让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发展，物质财富增长速

度飞快，资本主义社会表面好像很繁荣，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看似人们过得更幸福了。

但马尔库塞敏锐地意识到这并不是真正的幸福，他在《单向度的人》里面写道：“一种舒舒服服、平平

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2]。问题就是当今的社

会，物质虽然确实是丰富了，但却没有像想的那样解决人的异化问题，反而产生新的压迫形式。发达的

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让人们能够对自然的控制更加强大，让人们能够在此基础上获得幸福的生活，但在这

样的美好生活背后隐藏的却是越来越强烈的以技术、文化为力量的社会控制，人们在这种控制下就会消

磨掉自己的反抗意识，从而主动承认当下的社会秩序，完全沦为现代社会的奴隶。所以这种异化相较于

马克思时代的异化，不仅隐蔽性更高，程度更深，而且背后的社会控制手段也更强，所以要进行深刻地

批判。人们对这种隐藏在社会背后的控制也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状态，一方面是越来越离不开这样的社会，

另一方面是在不知不觉中个人的自由时间也越来越少。 
正是由于这个现实的矛盾，马尔库塞认为应该将马克思的解放理论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结合

起来，对发达工业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为自己的理论建构了基本的逻辑

框架，弗洛伊德关于压抑性文明的思想为他提供了主要的分析框架和心理学方法，提出了“爱欲”概念。 

3. “爱欲”的理论溯源与异化 

(一) 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的理论启示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为马尔库塞的理论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这个理论可以说是马克思批判资本

主义最深刻的一个工具。他从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指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工人们自身就会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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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力量与工人相对立，“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3]，
由此他引出了“异化劳动”概念。他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这种异化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他

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里，劳动者和自己的劳动产品异化了，辛苦生产出来的东西变成了不属于自

己的东西，反过来压迫自己；劳动过程本身也被异化，劳动不再是实现自己的方式，而是变成不得不忍

受的痛苦；还有人的类本质被异化，人失去了作为类存在物应该有的自由和自觉性；最后人和人之间的

关系也异化，都是剥削和对抗。这个理论特别清楚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怎么残酷地剥夺劳动者的

主体性，深刻揭露了无产阶级为什么会被压迫的根本原因。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中，个体的“性欲”是人类一切行为和发展的动力之源，是“一切人类成就

之源泉”[4]。他把人的性欲当作是人的本质，是人的本能、是最强大的力量，是一种无意识领域的存在，

而这个无意识领域的范围极其广大。马尔库塞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里找到“性欲”这个重要概念，

并将“性欲”概念升华为“爱欲”。弗洛伊德本来将性欲归为生物本能，他的重点是在性本能方面。但

马尔库塞大胆突破，他认为爱欲概念不仅仅包含着性欲，而是生命本能的全部，涉及创造、审美和交往

等不同方面。他认为爱欲蕴含着对社会现实和压抑的反抗精神，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个人自我

完善的根本动力。 
(二) 爱欲的异化 
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性欲与文明是相对立的，人类通过压抑性欲以使得文明发展进步，这一观点在他

的《文明极其不满》中能够很大程度的体现。他对于人类文明的看法大致是一种消极、悲观的看法，认

为性欲与文明之间的对立是永远无法消失的、永远无法改变的，因为人类在“快乐原则”的统治下，所

有的本能都会朝着欲望的及时快速满足方向前进，但这种欲望的满足对文明的发展有着极大的毁灭能力。

人类为了维持住自己的种族能够延续，就只能压抑自己的本能，将“快乐原则”转化为“现实原则”，

也就是将延迟或受限地满足来取消直接或快速的满足。 
马尔库塞继承并且发扬了这一观点，但他区分了“基本压抑”与“额外压抑”。基本压抑指的就是

人类为了能够生存、繁衍而所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即对人类的本能加以限制。而额外压抑则指的是统治

者为了自身的统治能够存续下去，对其他人，尤其是底层人民所采取的一系列压迫、剥削等行为，额外

压抑只是为了维持这种压迫制度。他认为基本压抑会维持好文明本身的存续，真正带来危险的是“额外

压抑”，会产生人类的异化。 
资本主义大工业社会背景下，额外压抑带来了爱欲的异化。资本主义将“操作原则”建立起来，让

人类压抑了自己的性欲，这样就能够将自己的本能力量转化到社会生产中去，人类的本能力量就被引导

进入了工业生产框架内，在这个框架下，人类最原始的性冲动被迫在劳动中消耗殆尽。 

4. 补充路径的核心：爱欲解放论 

马尔库塞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下的异化劳动在不断的加深。他认为当时的社会情况下“劳动几乎完全

异化了”[5]。在资本主义发展出高科技体系下，技术越来越合理表面上看让生产效率提高了很多，但其

实藏着问题。劳动被拆得很碎变成无数遍重复的操作，工人就像机器流水线的零件那样，只用跟着流程

做简单的工作，不需要用太多聪明才智和创意。以前手工业时期的时候，匠人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做东

西上，从画图纸到仔细打磨，每个步骤都很用心，劳动变成爱欲得到升华的渠道，人在创作中体会到自

己重要和活着的意义。现在工厂里，工人对着没温度的机器，每天做一样无聊的动作，爱欲被牢牢困住，

没法在工作中找到释放和提升的可能，劳动的异化变得越来越严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在这

个世界上，人类生存不过是一种材料、物品和原料而已，全然没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则”[5]。 
进一步分析发现，被异化的劳动方式对工人的身心健康造成长期影响。“工作变成了一般工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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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导致了对力比多的约束：占据极大部分个体生活时间的劳动时间是痛苦的时间……”[5]工人长时间重

复的高强度劳动，身体上容易得职业相关的疾病比如肌肉损伤、腰突等。心理上，单调无聊的工作环境

会导致焦虑症抑郁症这些情绪问题，工人从工作里得不到成就感和满足感，慢慢对生活失去热情和希望。 
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下的需求是被虚假制造出来的。就像《单向度的人》开头写的“舒服、

平稳、合理、民主的不自由”那样，消费主义的大潮正在到来，成为了资本主义用来压制爱欲的帮手。

广告到处都是，通过媒体强大的传播力量，无时无刻不在给人们灌输消费观念。它们制造出很多虚假的

需求，把爱欲变成了对商品的无脑占有。人们总以为买最新手机、住大别墅就是幸福的标准配置，所以

拼命追求这些物质的东西，却不知道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爱欲正在被慢慢腐蚀。大众文化的内容全是消

费主义思想，构建了单一化的欲望模式，人们沉迷在里面，思考能力不知不觉消失了，最后变成资本主

义的提线木偶。 
那么如何消除异化呢？这就要将爱欲给解放出来，他提出了“爱欲解放论”。马尔库塞认为随着发

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发展，生产力在不断向前发展，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会随之减少，对本能的压抑也

会随之减少，为爱欲的解放提供了可能。而此时维持额外压抑的组织还会继续存在，但这时候额外压抑

的存在只是为了维持统治。因此，马尔库塞提出了文化与审美两方面的解决方法。 
马尔库塞特别重视艺术和文化的变革所带来的作用，他认为艺术能够作为在资本主义统治下主体的

一种反抗，写道：“艺术就是反抗”[5]。不仅如此，艺术还能够让人的主体性达到一种自由的状态，而

这种自由状态是通过否定非自由来维持的。“美学形式的背后乃是美感与理性的被压抑的和谐，是对统

治逻辑组织生活的持久抗议，是对操作原则的批判。”艺术与文化中蕴含着对人性和生活的理解，这样

人们就能冲破眼前的局限，重新变得对周围事物的感觉和思考。 
他还引入了“新感性”的概念，目的是为了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具理性对于人的生命体验的

压抑，其核心是在于将人类从操作原则的逻辑中解救出来，用新的方式去接触世界、认识世界、改变世

界。这是一场心理层面的革命，是一种与马克思暴力革命不同的本能与心理结构的重构，这样的革命能

够将感性中的爱欲、想象力等一一解放，以创立全新的非压抑的社会。 

5. 非压抑性社会如何可能 

(一) 非压抑性社会的可能性条件 
非压抑社会的可能性条件首先是技术方面的解放。马尔库塞认为技术其实有很大的解放可能性，能

够很大程度帮助人们从繁琐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从而能够向非压抑社会前进，所以他写道：“技术是与

对能量的压抑性利用相对立的，因为它把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必要时间降低到了最低限度，从而使人可以

用节约下来的时间发展那些不属于必然王国和必要消费的需要”[5]。他同时认为技术应该要摆脱掉资本

的控制逻辑，回到帮助人类发展这条路。如果科技不被资本家利用的话，就能有效减少人们必须工作的

时间。比如当今时代的自动化机器人和智能设备这些东西如果能够被正确地使用，就可以把人从那些繁

琐复杂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事情里解放出来，这样大家就有更多空闲时间去培养自己的爱好，同时

提高思想水平，为人们发展兴趣爱好创造好的条件。现在智能工厂的普及，本来需要很多人力劳动的生

产环节都能让机器来做，这样工人们就可以从特别累的长时间工作中解脱出来了。另外，现在远程办公

的兴起也把工作必须要在固定场所的要求打破了，大家能更灵活安排自己工作和生活。这样，省出的时

间就可以用来提升自己，能让生活更丰富，还能激发人们对于爱欲的潜能。 
(二) 局限性 
1) 经济基础的缺失。虽然马尔库塞很激动地描写了爱欲解放和文化、技术变革的蓝图，但是在关键

的经济基础部分却有问题。他没有仔细说明怎么解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技术控制的问题。在现实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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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环境里，技术研发和使用总是被资本的利益追求带着走，新技术首先用来降低成本和扩大市场，

而不是为了人类的自由解放。马尔库塞的理论太关注文化和心理的解放，反而忽略了马克思说的改变所

有制这个重点，所以爱欲的解放就像空中楼阁一样，没有真正经济基础做支持。 
2) 革命主体不明确。马尔库塞把社会变革希望放在“边缘群体”身上，比如有理想的学生、艺术家

等群体。他觉得这些群体受当下压抑的制度影响小，所以更有反抗意识和创造力，可以成为社会变革的

火苗。但这种看法其实没考虑到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工人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的直接受害者，本

来应该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他们有着很强的阶级意识和历史主动性。马尔库塞没有抓住根本，所以

他提出的实践策略缺少群众基础，最后变得空洞并且缺乏失效。 
历史上的很多次工人运动，比如 19 世纪欧洲三大工人运动，工人阶级表现出了很强的组织能力和斗

争精神，争取自己权益和推动社会变化起到关键的作用。而马尔库塞说的那些“边缘群体”，虽然有时

候能引起社会注意，但缺少持续改变社会根本结构的力量，很难去建设一个没有压迫的社会。 

6. 结论 

马尔库塞提出补充的路径，强烈冲击了马克思主义解放理论长期个人心理层面的理论缺失。他用爱

欲解放这个概念，直接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压抑人性的关键，深刻揭示技术理性、消费主义这些现代社会

问题如何吞噬人性。这种理论创新在思想史上很重要，让人们重新关注起心理的和谐状态，以及爱欲能

否自由发展。他曾说过真正的自由不是物质上富有，而是要实现“压抑的升华”。在他理论中设想的美

好社会里，物质丰富和技术进步一起实现的时候，劳动就不再是为了生存不得不参与的，而是变成爱欲

可以自由发挥的地方，此时的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互相平衡，创造出一种全新的“非压抑的文明”。在

这种文明里，个人的欲望能够自由发展，社会秩序不再需要压抑人性，而是和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结

合在一起。这个宏大的目标需要打破“操作原则”的专制统治方式，“必须消除而不是恢复被压抑者及

其生产性人格”[5]。 
当然，马尔库塞的理论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他的乌托邦想法和现实脱节的问题让很多人质疑。不过

他分析技术异化和消费主义压迫的深刻见解到现在仍然发人深省。现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里，算法藏在

幕后控制着信息流动、消费推荐甚至工作机会；个人的数据作为一种新的资源被大量开采，爱欲越来越

成为资本敛财的工具。这时候再看马尔库塞提出的解决办法，就像迷路时找到指南针，告诉我们只有释

放爱欲的力量，重新建立劳动、技术和人的本性之间的关系，才能打破“新异化”的束缚，朝着人类真

正自由的目标努力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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