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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在发展了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灾难，进而造成了人的生存危机。

马尔库塞目睹这一情况，提出了“自然解放论”“技术批判理论”等观点。不仅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

态问题的关键症结所在，同时也阐述了他生态学的生态价值观。马尔库塞其追求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的价值观，对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与其后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借鉴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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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le Wester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ies have developed enormous productive forces, they 
have also caused huge ecological disasters, thereby triggering a crisis in human existence. Witness-
ing this situation, Marcuse put forward ideas such as the “Theory of Natural Liberation” and the 
“Technological Critique Theory,” which not only elaborate on the key crux of ecological issues in 
capitalist societies but also expound his ecological values in ecology. Marcuse’s values of pursu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hold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eco-
logical Marxist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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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时代我国对生态文明建设愈发重视。而马尔库塞的科技异化、消费异化、“自然解放论”等理论

对生态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其倡导人类社会构建建立与自然新的生产、消费、生活方式。研究马尔

库塞的生态学思想有利于我们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发展脉络。马尔库塞的生态学思想在实践

层面为当代社会解决生态问题也提供了重要启示。 

2. 马尔库塞生态学思想的历史语境 

如果要学习某一理论，必须了解其理论产生的文化、社会等多重背景。溯本正源才能把握这一理论

的精髓，否则就只能停于表面，流于形式，囿于空谈。马尔库塞生态思想的形成也是基于西方社会变迁

的社会土壤，因而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和实践轨迹。不仅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

考，同时也对其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深远。 

2.1. 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和弗洛伊德的技术分析学说 

马尔库塞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基础之上。他是以马克思的《手稿》为基础，其理论思想

有其理论源泉。马尔库塞生态思想以马克思恩格斯在自然观上的详细论述为基础，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

的自然观。马克思认为自然环境是先于人的客观存在，同时人具有主观能动性，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和

社会存在物。人是自然的产物，自然环境作为人类提高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人需要按照自己的主观

意识改造和利用自然。但人对自然的改造不是主观任意的，需要在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下进行，否则将

会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割裂，从而人与自然相对立，最终伤及人类自身。马尔库塞认为现代工业社会的技

术进步并没有带来真正的自由，反而导致了对自然的掠夺和对人类自身的异化。 
马尔库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技术对自然环境进行控

制，并指出这种控制加剧了生态危机，影响了人类的生存条件。其在《单向度的人》中提到，技术不仅是

工具，更是一种意识形态，促使人们接受现有的社会秩序，而忽视了对自然和自身的真正需求。这种技

术的单向度发展使得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变得日益疏远。 
人类解放是必要的。马尔库塞认为，要实现自然的解放，就要实现人的解放，两者是一体。只有当

人类摆脱技术理性的控制，人们才能获得对以自由和解放为主要内容爱欲的追求，从资本主义社会总体

控制解放出来，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变革压抑的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实现人类全面的解放与

自然的和谐发展。 
马尔库塞也吸收了弗洛伊德的基本理论观点，马尔库塞继承了弗洛伊德关于文明与压抑的观点，弗

洛伊德认为文明的延续需要对人类的本能进行一定程度的压抑，马尔库塞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压抑的理论。

马尔库塞认为技术虽然提高了物质生活水平，但也加强了对人的心理行为的控制。这种控制成为维护统

治的重要手段——通过使人丧失批判能力。在生态维度上让人难以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批判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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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立足于西方工业生态危机的历史背景 

20 世纪中叶，现代的工业文明伴随着资本的急剧扩张和财富的迅速膨胀，资本主义发展下的无产阶

级不仅伴随着物质上的匮乏和精神上的摧残，无产阶级所赖以生存的环境也遭受巨大污染。资本主义的

本性推动着资本家不断进行资本积累和资本扩张，漠视无产阶级的生命财产安全，更无视资本主义工业

化给环境带来的巨大伤害。在目睹到现代工业所大量排放的废弃物给人类带来的伤害与社会对生态问题

的关注与批判与日俱增。马尔库塞开始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生态问题相结合，提出深刻的生态批判理论。

马尔库塞生态思想便是在这样的社会时代背景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3. 马尔库塞生态思想的基本内容 

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是不能可持续发展的。由于资本主义的固有缺陷，生态问题是不能够在资

本主义条件下解决，他认为想要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变革压抑的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他的生态思想的基本内容如下。 

3.1. 生态危机与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对立到共生的哲学重构 

马尔库塞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其将自然当作征服对象，这种由工具理性主导的关系致使

生态危机出现，他说明自然与人的统一性呈现在物质与精神两个维度，在物质维度方面，自然是人类生

存的物质根基，人类改造自然要遵循客观规律，不然就会切断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于精神维度而言，

人类要摒弃“统治自然”的旧观念，借助审美体验和感性经验重新建立对自然的敬畏。马尔库塞指出：

“审美方面及其相应的快乐不只是心灵的一个第三方面和第三机能，而且是它的核心，是使自由影响自

然、自律影响必然的中介。”[1]艺术和审美可唤醒人对自然的情感联系，这种联系是打破工具理性束缚

的关键所在。工具理性把一切事物都简化成可计算、可利用的“工具”，使得人类在追求经济利益时忽

略自然的内在价值。 
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揭示：“人民在他们的商品中识别自身。他们在他们的汽车、高保真

音箱设备、错层式房屋、厨房设备中找到自己的灵魂。”[2]资本主义通过技术将“工具理性”渗透到社

会各领域，使人类丧失对生态危机的批判性认知——人们仅将环境污染视为技术问题，而非制度性矛盾

的产物。 
自然与人并非单纯的对立或者分离状态，而是呈现出相互依存、彼此联系的态势。马尔库塞强调人

与自然的统一性，说明两者有沟通的根源与目的。这种统一不仅表现在物质方面有所体现，在精神方面

同样有所体现。其中物质关系体现在，自然给人类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在此过程中，人类要尊重自然，

依照自然规律行事。而精神关系体现在，人类要摒弃对自然征服与统治的旧理念，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他看重人类的感性经验以及审美体验在人与自然关系里的意义，他认为这些审美体验和感性经验可

让人理解自然，培养对自然的敬畏之情。最后，他也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自然的掠夺是致使生态危

机和生存危机的根源。他在他的著作中指出资本主义借助工具理性来强化对自然的征服，产生出虚假需

求，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他批判了工具理性的泛滥，指出这种理性使人类在追逐经济利益时忽

视了自然的主体性和内在价值。 

3.2. 自然的解放与人类的解放：双重解放的辩证统一 

在马尔库塞看来，自然的解放与人类的解放是不可分割的。其理论根基在于对“新感性”与“压抑

理论”的创新阐释：“新感性”是摆脱资本主义总体控制后形成的批判性意识，融合了马克思的“感性活

动”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它打破技术理性对人的感官压制，使人重新以“审美自由”的视角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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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自然。拥有“新感性”的人拒绝将自然作为剥削对象，意识到自然与人之间的平等，不再将焦点关注

于自然的使用价值，注意力更多转向美学等价值。马尔库塞也继承了弗洛伊德“文明即压抑”的观点，

但区分了两种压抑：必要的压抑：因物质匮乏对人的本能进行的合理限制；额外的压抑：资本主义制度

为维护统治施加的多余控制。在生态领域，“额外压抑”表现为：资本通过广告、消费文化诱导人追求超

出真实需求的物质享受，迫使自然成为无限索取的对象，最终加剧生态危机。 
自然的解放本质是将自然从“资本的工具”中解放出来，而人类的解放则需通过“新感性”打破技

术理性的心理控制。这里存在着两层含义：首先是解放属人的自然，即人的理性与经验基础上的冲动感

觉；其次是解放自然，即环境；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技术理性将自然变为追逐利润的工具，自然界逐渐变

成商业化的一环，在此情况之下，人也失去了独立的意识。“对人的统治是通过对自然界的统治实现的。

要了解解放人和解放自然界之间的具体联系，在今天，只要看一下生态上的冲击在激进运动中所起的作

用，就一清二楚了。空气和水的污染、噪声、工商业对空旷自然空间的侵占，具有奴役和压迫的物质力

量。反对这些奴役与压迫的斗争，是一种政治斗争。对自然界的损害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达

到了多大程度也是显而易见的。”[3]因此，马尔库塞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奴役首先是从对自然

的奴役开始的，在这种条件下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必然是一体的。他认为需要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关系而不是人征服自然的关系。马尔库塞进一步认为人与自然应该是主体对主体的平等关系，而

非主体对客体的统治关系。 

3.3. 技术批判理论 

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对技术异化的批判直指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核心机制：“单向度的

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因技术理性的统治，失去了“否定与批判”的能力，成为仅认同现存秩序的 
“单向度存在”。其主张，科学技术虽然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的统治力，但是这种技术效率在资本主义社

会往往会被盲目崇拜，自然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任意索取的对象，科学技术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随之发

生改变，科学技术在盲目崇拜下又进一步成为掩盖制度缺陷的工具。自然生态系统的崩溃是这种情况的

必然结果。现代社会下他认为科学技术发生了异化，科学技术的单向度性、工具性、功利性以及对现实

的肯定性，不仅使他成为人类的工具，而是成为一种统治力量。马尔库塞认为社会控制形式依赖于技术

理性，技术的效率往往会对个人的自由与本能造成压抑。换言之，从生态角度来看，技术的效率会使得

人们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本能追求变成一种奢望。马尔库塞并不否认技术对人类和自然的积极意义，但是

他呼吁人们重新审视技术在人类社会所担任的角色，要使技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生态文明发展的可

持续性。 

3.4. 马尔库塞异化理论：生态维度的三重异化形态 

马尔库塞的异化理论不拘泥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框架，在生态维度呈现出三种形态：一为消费异化，

资本主义通过过度营销制造“奢侈性消费”等虚假需求，让人将占有商品等同于拥有幸福，这种脱离实

际需求的虚假需求，从而导致高消费、高生产，这将远远超出自然的承受能力。人们对自然的认知也被

商品拜物教所扭曲，失去对生态危机的敏感性。二为技术异化，技术本应服务于人的自由发展，但在资

本主义下异化为统治自然的力量。工业技术的大规模掠夺性开发远远超出自然的承受能力。三为心理异

化，资本主义通过消费主义等形式使人不再质疑征服自然行为的合理性，甚至将生态保护视为“反发展”。

对技术的过度迷信使人相信生态危机的恶劣后果均可通过技术解决，进一步忽视了对制度的改革需要。

三重形态的异化理论揭示克服生态危机需同时进行社会制度变革与人的意识觉醒。以“新感性”重构人

与自然的关系，以技术的生态化转向替代资本主导的技术逻辑，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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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马尔库塞生态思想的价值意蕴 

4.1. 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 

马尔库塞的“自然的解放”、技术批判理论、消费批判理论、异化理论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 

4.1.1. “新感性”概念的影响 
马尔库塞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感性活动是按照人的本质和美的规律改造自然，从而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的论述，对“自然的解放”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他在《爱欲与文明》《自然与革命》中提出“新

感性”的概念，“新感性”是一种摆脱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统治和压抑后具有的批判性自主意识，他既反

对资本主义社会支配人的生产方式与制度，同时反对社会对人压抑的生活方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深受

了马尔库塞此观点的影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始终强调要厘清商品、消费与幸福之间的联系，要将人从

虚假的异化消费中解放出来，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更多可能。同时马尔库塞的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价

值取向影响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提出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并非回到工业文明以

前的状态，而是反对高消费、高生产、高度集中的生产方式。这些理论构想无疑是对马尔库塞“自然的

解放”思想的进一步升华。 

4.1.2. 技术批判理论的影响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对马尔库塞技术批判理论进行了借鉴与发展，马尔库塞认为在资本主义条

件下，科学技术已经异化为资本的统治工具。在马尔库塞那里，他主要是从政治角度进行理性批判的。

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强调技术理性不仅是一种统治工具，更是资本奴役自然、获取利润的工具，

它在资本追逐利润的天性下，最终会引向生态灾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借用马尔库赛的技术批判理论，

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目的具有非正义性，生产只能从追逐利润的动机驱使，而不能从生态原则出发。

科学技术的发展只能加快对自然掠夺与破坏，从而导致生态危机。同时资本的价值观也会对技术的使用

产生影响，在资本逐利的价值观影响下，自然变成了工具，技术变成了满足欲望的中介，则自然的破坏

也变成了必然的结果。 

4.1.3. 消费批判理论的影响 
马尔库塞的消费批判理论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借用马尔库塞将人的需求

分为“真实的需求”和“虚假的需求”的理论展开进一步的讨论，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价

值观引导人民进行不是基于自身需求的消费，而是一种炫耀与奢侈的消费。在这种异化的消费下，人对

商品有着永无止境的追求，高生产高消费的社会模式必然会给生态带来巨大灾难。如何摆脱这种消费主

义价值观的影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提出了要厘清需要、商品、幸福之间的联系，要让人在创造

性的自主劳动中收获幸福，而不是在异化的消费中感受幸福。其次要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制度，

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最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提出生态社会主义应追求生产正义性、变革高消费

高生产的社会模式、反对把消费作为满足人的唯一形式。总而言之，马尔库塞的消费理论为生态学马克

思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使其更加关注于消费领域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 

4.2. 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4.2.1. 始终坚持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相结合 
马尔库塞于其著作里最先系统性地提出了生态意识这一概念，着重突出了人与自然之间所存在的内

在联系，他觉得，生态意识不单单是对环境问题的留意，是对现代社会整个结构的思考，他倡导一种全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7348


张铭轩 
 

 

DOI: 10.12677/acpp.2025.147348 130 哲学进展 
 

新的生活方式，激励人们再度审视消费主义以及物质主义，宣扬一种以生态平衡作为核心的生活观念。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同样需要从多个层面多个方面着手，方可推动低碳发展顺利达成。首先，要不断推

动社会舆论引导全民绿色活动的开展，普及生态理念的同时推动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促进绿色理念在社

区举办的多形式多层次活动之间交流传播，为社区、家庭提供更多的生态知识信息，夯实生态文明理念

的社会基础，形成有利于绿色生活方式的社会条件。持续引导社会舆论促进全民绿色活动的开展，在普

及生态理念同时推动生活方式产生变化。其次，政府要在推动绿色生活方式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为人

们的绿色生活方式提供更多的外部便利条件，例如，要加强对绿色产业扶持、提供便利的公共设施、使

用多种媒体加大对绿色生活理念的宣传、举办多层次的绿色单位评选活动。让绿色生活方式不知不觉成

为人们的自觉行动。第三，推动产业升级，提供更多绿色产品，从源头出发以达到形成绿色生活方式的

目的。从个人、企业、政府三方面协同发力，从方方面面打破绿色发展瓶颈，扫清绿色发展障碍，将绿色

发展方式与绿色生活方式相结合，用生态原则指导生产，并不以单一的追逐利润原则实施经济发展，确

保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成效。 

4.2.2. 正确认识科学技术 
马尔库塞对于科技与自然进行了一次深入思考，在他的理论体系里，技术并非贬义性的，而是他所

指出技术的非正义性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他认为科学技术应该为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服务，而不能

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统治服务，技术不能成为资本统治意识形态的工具。对于我国发展生产力和对待

科学技术方面的价值观也有重要意义。在我国绿色发展过程中，绝不能将自然简单看成一种可以任意索

取的对象，也不能将技术看成对自然索取的工具，而是要将科学技术更好与生态保护融为一体，在对待

自然的过程中，不能仅仅着眼于自然有用性，而更应该着眼于长远，将科学技术的发展应与自然的保护

相结合，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科技发展与使用并非建立在生

态环境破坏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而生态环境也不是牺牲科技的发展才能维护。而是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

保护之中求发展，实现两者目标的共同实现。要转变发展思路、克服落后思想、积极探索实践。真正使

绿水青山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以实现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4.2.3. 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马尔库塞深刻批判了消费主义对人的影响，提倡一种简单朴实的生活方式，认为人在炫耀性和奢侈

性消费的支配和驱使下的消费，是一种“异化消费”。马尔库塞希望建立一种建立在人的真实需求基础

上的消费观。他认为消费主义的盛行必然会超出自然的极限，他希望摆脱消费主义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

避免人陷入无必要的消费，忽视了人最基本的精神需求和情感需求的满足。马尔库塞对于消费主义的批

判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在我国生态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消费主义往往强调过度

占有与消费，这就会导致资源的大量浪费。同时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的传统文化传承。在中国传统

文化的语境里，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美德，消费主义往往会对传统文化产生冲击。为了消除消

费主义的消极影响，首先，我们应该加强生态环保宣传，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和绿色发展理念，厘清自

己的实际需求，区分是“想要”还是“真要”。其次，鼓励人们购买低碳、节能的产品与服务，更加重视

产品的长期价值。同时，政府也要加强对绿色环保产业的发展，加强对企业监管与舆论环境的监督，不

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实现社会、环境和个人三方面的发展。 
马尔库塞身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其为批判非理性消费给出了独特视角，他还着重指出需关

注精神生活的意义，在物欲泛滥的社会环境里，人大多时候会忽略内心需求以及精神层面的追求，人应

当使自身内心世界得到契合，便能在内心世界充盈，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将难以让我们在精神与物质间

失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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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马尔库塞的生态思想以传统马克思主义为根基，实现了深度创新，囊括“自然的解放”、科技与自

然的和谐以及反对消费主义文化等关键要点，这些理念丰富并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社会发挥了关

键作用，为可持续发展理论贡献了理论支撑，随着全球生态危机不断加剧，马尔库塞的思想仍具重大现

实意义，始终在我们追求经济发展之际，为保护环境敲响警钟。深入研究马尔库塞的生态思想，能帮助

我们理解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探寻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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