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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尔库塞站在发达工业社会的背景之下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批判，其中在消费领域，他提出了

“消费异化”理论。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揭示了消费异化产生的根源、实质、助力和不可逆

性，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各个领域的异化，资本家利用“虚假需要”控制了人的思想和行为，人

的自由、批判性和否定性正在消失，成为“单向度的人”。本文欲从《单向度的人》文本出发，对马尔

库塞消费异化思想进行探究，再看“消费异化”的内涵，从消费异化入手进一步认识其所带来的危害，

探析消费异化的解决路径，通过上述探究，力图梳理好、辨识明白马尔库塞消费异化思想的形成过程、

理性逻辑、内涵本质及借鉴意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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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cuse launched a comprehensive critique of capitalist societ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ad-
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in which he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consumer alienation” in th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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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nsumption. In One-Direction Man, Marcuse reveals the root, essence, help and irreversibility of 
consumer alien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caused alienation in all fields 
of society, and the capitalists use the “false needs” to control people’s thoughts and behaviors, so 
that people’s freedom, criticism and negativity are disappearing and they become “one-dimensional 
people”. The free, critical and negative nature of man is disappearing, and he is becoming a “one-
way man”. From the text of “One-Direction Man”, this article wants to explore Marcuse’s idea of con-
sumer alienation, to look at the connotation of “consumer alienation”,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harm 
brought by consumer alienation, and to analyze the solution path of consumer alienation. Through 
the above exploration, we try to sort out and identify the formation process, rational logic, and con-
notative essence of Marcuse’s idea of consumer alienation. Through the above inquiry, we try to sort 
out and identify the formation process, rational logic, connot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Marcuse’s idea 
of consumer alie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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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蒸汽革命和电气革命带来了新的技术发展，通过对落后地区的侵略和掠夺，得到

了许多廉价的工业材料和大量免费的劳动力，凭借本身所具有的物质资源和大量财富，资本主义国家迅

速地发展。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如果继续向工人阶级实行专政或奴役，必然会导致资产阶级和无产

阶级的矛盾愈发尖锐，鉴于巴黎公社运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资产阶级选择继续扩大自己的政治影

响力。 
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的世界，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把对自然的探索、发展和组织仅当作是统

治的材料。资本家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力，从各个方面来麻痹工人，让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处于

中间地带，以保证资产阶级绝对的统治。他们努力提高工人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配备健全完备的医

疗服务体系，随着福利国家的不断发展，工人也可以享受到更多、更好的社会保障，在这样“美好”的环

境下消费异化正逐渐地展开。 

2. 《单向度的人》中的“消费异化” 

我们很难在马尔库塞的相关著作中找到关于“消费异化”的明确定义，但是通过对其著作的阅读，

可以进行基本的总结和概括。首先，要确定消费的定义，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将消费理解成一种生活

方式或生活手段，通过消费，人们可以处理日常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如住房问题、饮食健康、穿衣打扮、

娱乐消遣等等，认为消费行为是一种自我满足的经济行为。但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为

了赚取更多的剩余价值，通过新型的技术，对产品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以达到宣传消费、刺激消费和

扩大消费的目的，已经失去否定和批判的人在眼花缭乱的广告中认为自己需要消费，越来越多的人掉入

资本家的“虚假需要”圈套，人们在消费时不再思考是否自己真正需要它。 
“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1]，这样的消费并没有切实地提高生活质量，反而让人们觉得更加空

虚。马尔库塞在《论快乐主义》中对快乐主义的思想进行了这样的概括，快乐不是物质上的快乐，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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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中的个人获得了自由而且实现自我。无节制地消费表明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自己真实的需求，

更重要的是我们丧失了真实的自我。作为有行为能力和大脑支配的高级动物，人们不应该总是将自己束

缚在物质上，不应该成为物质的奴隶，我们应该追求更为高尚的东西，得到更加充实的满足。 

2.1. 消费异化产生的根源——科学技术 

归根到底是什么促成了“虚假需求”的产生，又是什么让消费一步步地走向了异化，马尔库塞在《单

向度的人》中给出了答案。西方资本主义迅速的发展，生产力水平大大提升，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条件，

物质需求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人们在看似舒服、平稳、民主的生活中被禁锢，如同“温水煮青蛙”一般逐

渐丧失了跳脱“温水”的冲动和欲望。 
生产力进步依靠的是更为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逐渐成为了经济的第一生产力，它决定了社会

中的方方面面。生产关系从人与人的关系转换到人与物的关系，生产方式从人力资源占主导地位转换到

大机器提高生产效率，上层建筑领域也深受其影响。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深深影响着社会生活，在社会中处处存在着

异化。“机械化不断地降低着在劳动中所耗费的体力的数量和强度”[1]，作为创造剩余劳动价值的人，

在生产过程中不再占有绝对地位。现在的人是工具和机器的负载者，在自动化和半自动化逐渐发展的工

业社会中，人不再处于主导地位，他现在只是工具的奴隶，被工人制造出来的工具成为支配人的工具，

身体、大脑甚至灵魂都被支配着，劳动发生异化，伴随着社会分工的加强，人的行为能力和思维方式趋

向单一化。劳动异化的出现，伴随着产品的异化，进而导致了消费的异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多种多样的商品和更多的选择性，消费主体不用再忌惮产品的单一性，他

们只需要想一件事，那就是要买什么？看似以自身需要进行的消费，实则是缺少理性的大肆挥霍。本来

昂贵的产品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大大降低了出售价格，可以被越来越多大众所接受，消费异化越来越

严重。 

2.2. 消费异化的实质——虚假需要 

我们不难发现是什么在控制着人们的行为——资本家。这些资本家为了赚取更多的利益，模糊了“真

实需要”和“虚假需要”的界限，通过“虚假需要”的制造来扩大消费的力度和范围。需要与消费是存在

着绑定关系的，所以这一需要的产生势必会影响到人们的消费行为，马尔库塞借这一概念(虚假需要)来展

开对“消费异化”的叙述。 
真实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到底是什么，必须且一定由一切个人的自己来回答。个人的需要总是只有

自己知道，当饥饿时我需要面包而不是牛奶，别人都说牛奶也可以饱腹，我选择了牛奶，这并非我的真

实需要。商品的生产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人的消费也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消费行为可以简单地分成

两类，主动消费和被动消费，人自身的缺乏是进行主动消费的最主要原因，例如冬天到了，天气逐渐变

冷，我没有可以御寒的衣物，我需要购买一件羽绒服。被动消费往往是伴随着刺激产生的，尤其是受商

品广告宣传的影响，例如双十一购物节到了，一家卖夏装的商店大打折扣，有满 300 减 100 活动，人们

往往会进去看一看，在付钱的时候大概率会想明年夏天可以穿，但是到明年谁还记得在去年冬天买过的

夏装呢？人们在消费之后并没有得到满足感，只是存在着“捡了便宜”的侥幸心理，真正消费之后才发

现，或许这并不是我所需要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事不足为奇，资本主义的发展同生产、消费紧密联系，资本家负责生产，同

时制造需要来刺激消费，人们成为“虚假需要”圈套中的一环，在潜移默化的社会影响下开始进行虚假

消费，这样消费的目的就彻底违背了初衷，消费的功能便发生了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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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体的人逐渐忽略自身的需要，在社会支配下总是进行虚假消费来满足“虚假需求”。在当下

社会消费不存在阶级限制，“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1]，并不表

明阶级的消失，但是却足以让人们丧失独立思想的能力和批判性精神。通过无节制无约束的消费，似乎

真的拥有了自由和平等，似乎真的找到了幸福。 
毋庸置疑，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中的“虚假需要”是当下社会消费异化的实质，人们的某些消费

并非主动的、真实的，这一消费没有满足人自身内在需求，马尔库塞将其原因归结于“虚假需要”的制

造，这种虚假在带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默默地钝化人们的思维，人们在虚假中逐渐丧失了

辨别真假是非的能力，最后成为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拥有新的技术、新的管理和新的环境等等，

人不可避免地深受它们的影响，作为主观能动性的个体，人自身不再是控制自己的主体，取而代之的是

外界对自己的引导和指挥，其中消费和宣传广告就是这一变化的重要现象。只有真正的揭示虚假的需要，

才能让人们回归自我真实的诉求和需要，当然只有真正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们才能够去实现自我价值。 

2.3. 消费异化的助燃剂——广告营销和理性工具 

大众传媒作为新时代的产物，在科学技术的助力下成为营销、宣传的主要手段，它如同汽油一般，

为市场消费加大了火力。广告已然成为当今社会共享信息、宣传特色产品的重要手段，它具有多种多样

的形式，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环境和价值符号，它深深地影响着大众的选择和消费。 
我们对广告进行简单的分类，一类是公益性广告，这类广告大多由国家发起，为了向人们宣传一些

价值观念、历史文化等等，另一类广告是商业广告，这类广告应该是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它们以促进

销售为主，主要为了赚取更多的利益，广告总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想要看到的东西，有没有夸大事实都是

不得而知的，所以这类广告的真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广告一开始就是有目的展开的，它揣摩受众群体

的心理，这一行为已经让广告发生了异化，广告的作用不再是宣传和介绍产品这么简单，它带有“迎合”

性质，它们越是“迎合”消费者的内心就越能销售成功。现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到处有广告，在公交车

座上有男科广告；在自行车篮里有驾校广告；微信朋友圈已然成为广告圈，形形色色的广告充斥在日常

生活中，人们像是被监视的“囚犯”，广告总是能够捕捉到人的各种欲求。每当进行网购时，一眼望去竟

全是自己想要的东西，似乎找到了“知己”一般，在这种环境下异化被不断地加重。越来越多的“标新立

异”成为消费的主要原因，消费不再是为了得到使用价值这么简单，“我是我的证明”总是能在产品那

里找到答案，广告就如同催化剂一般加速了这整个社会的消费异化。 
除了广告的煽风点火，消费异化的加深也离不开理性工具的发展，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技术性失业

速率加快，越来越多的廉价劳动力被机器所取代，制造工具的人完全处于被动状态。随着工具理性的发

展，大众逐渐丧失了最为基本的行动力，“术业有专攻”更加凸显，简单的家庭电路只能找到专业的维

修人员才能修理，消费和购买变得肆无忌惮，因为没有什么是钱解决不了的。更有一种情况是作为劳动

主体的人受到机器的压迫和支配，“人被其劳动工具所奴役的状态，在一种高度合理化、效率极高、前

途远大的形式中得到继续”[1]。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人成为一种单纯的工具，人沦为物，劳动的异化日

益加深。人们在自我劳动中找不到满足感，这样的劳动让人们感到窒息，他们只想逃离这样的工作环境，

去消费中寻找自己的快乐和幸福，进而成为消费异化的一大助力。 

2.4. 消费异化不可避免——从劳动异化到消费异化 

消费异化是劳动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所衍生出的新的表现，异化尚未停止。消费异化只是一种异化

形态，异化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回到黑格尔，异化就是客观化的过程。事物在发展过程中

受到自然界外物的影响，逐渐偏离了自身的本质，即绝对精神客观化为自然界的过程，就是异化。卢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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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继续发展异化思想，他认为凡事被物化的事物可以无限制地被商品化，被物质化。他深刻揭露在经济

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异化现象，充分地将人与人之间的物化关系展现出来。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异化的本

质，以往异化理论总是停留在异化现象上，只有他看到了根源。人区别于动物，或人的本质性活动在于

劳动，劳动本应是人自由自主的活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在私有制的深刻影响下，劳动发生了异化：

工人和劳动生产活动的异化；工人和其他劳动者之间关系的异化；工人和作为人的本质的异化。马克思

深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实质，在《手稿》中初次提到社会生产的过程，他将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看作

是一个“圆环”[2]。生产是第一的环节，产品并非凭空产生的。生产需要有基础的物质条件、劳动生产

者、劳动工具等等。分配作为第二个环节，主要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进行分配。交换指的则是人们互

相交换劳动和劳动产品的过程。消费主要解决的就是在交换过程中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通过一般等价

物去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产品。这四个环节是动态过程，不能将其孤立起来看待，只能用联系和发展的眼

光来理解，人类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重要参与者，在每一个环节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且发挥着不同的功

能。马克思在分析当时社会时发现，资本家为了赚取更多的利益，剥削更多的剩余劳动价值，总是将作

为劳动主体的人作为自己关注的对象，从劳动者到劳动产生的产品，到劳动者与劳动者的关系。很明显，

这与马尔库塞所处的时代是不尽相同的，马克思致力于揭示在劳动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而马

尔库塞将着重点放在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迎来了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大

量信息的涌入和经济爆发式的激增，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新的异化形式，即消费异化，理解为物对人的操

纵和控制。 

3. 消费异化的现实危害 

3.1. 人的基本批判功能被剥夺 

思想、言论和信仰的自由已经过时，自由社会已经不能用这些传统的模式来表述，只能通过对现行

方式的否定才能找到真正的自由。但是否定和批判却陷入了“大流”之中，人们生活在资本主义营造的

高度发展的科技时代，越来越深的消费异化将人们的精神麻痹，虚假的满足占据了人们生活的全部，拥

有自己独立人格和批判性思维的人，在物欲纵横的时代中迷失自我。 
随着发达工业社会的继续发展，人的批判能力日渐衰退，人的自由只是不自由的自由，精神的愉悦

被物质的满足所取代，人们处在完全被动的状态，生活在压抑性统治之下。压抑性的社会管理只会愈来

愈合理、愈来愈有效、愈来愈全面，只有这样个人才能完全沉浸在其中且无法自拔，整个资本主义社会

的物质财富远远大于了精神财富，人们更在乎欲望的满足，而不注重品行的培养，看似繁荣的精神财富

只是物质财富营造的假象。 
在抑制性社会的总体控制下，自由成为了强有力的工具，人的自由限定在选择的范围之间，但决定

自由程度的因素却是个人能够选择的是什么和实际选择的是什么，自由已经被资本家所控制，普通大众

逐渐沦为资本家的“提线木偶”。马尔库塞指出，消费异化对人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作为消费主体的

人成为被动的主体，看似自由的背后是资本家的控制，真正的幸福被夸张的物质满足和虚假的精神追求

霸占，人失去了个体批判性观念，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想要的人。 

3.2. 无产阶级被迷了心智——革命意识丧失  

在工业文明的发达地区，劳动阶级正经历着决定性的转变，作为同资产阶级相对抗的一方，无产阶

级逐渐丧失了革命的斗志。如马克思所言“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

边”[3]。机械化不断地降低着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体力消耗和人员数量，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越来越多的机器取代了人的工作，看似减轻了工人的劳动负担，但实际上却加深了对工人的剥削，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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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身体转移到了大脑，简单的工作可以由机器展开，那么工人便成为了操作机器的主力，他们需要学习

更多的技能以提高生产效率，他们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进行生产以达到预期目标，复杂的程序和技术

让人的精神和神经高度集中，肌肉的疲劳被“升华”成了精神的痛苦，工人成为了机器的奴隶。 
当资本家对无产阶级进行无情压迫时，处于贫困和饥饿中的无产者用身体的劳动来获取基本的物质

生活资料，这是他从资本主义社会获得的否定，但是这种否定却越来越弱。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经济快速

发展，物质财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大大的改善，他们过着明显缺乏批判性

的生活，资本家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让工人在看似满足、平等和自由的环境中逐渐迷失了自我，无产

阶级对自我的身份有了认识的偏差，他们认为自己和资本家的地位是平等的、与资本家享受的服务是相

同的，他们开始逐渐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似乎不再与已确立的社会相矛盾，资产阶级的统治地

位有所转变，统治被披上了管理的外衣，进一步弱化了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被装

在了“套子”里，他们在安逸的舒适圈中找到了“幸福”，批判性和革命性被幸福的浪潮冲刷得越来越

淡，最后消失。 

3.3. 消费异化影响的转向——文化领域的新形式 

资本主义社会对人和自然的控制也进一步加深，发达工业的社会政治逐渐呈一体化趋势的同时，精

神文化层面也发生了新的改变。人们原本拥有的自主性人格、人道主义以及带有悲剧色彩和浪漫色彩的

爱情已经失去了理性地位，它们被看作是落后阶段才具有的理想，这些文化被现实所排斥，人们不像先

前那样谦卑，现在的他们足够自信，当代人认为自己比旧文化中英雄和半神还有能耐。马尔库塞认为这

些高层文化在过去总是与现实社会现实相矛盾的，例如只有神才拥有智慧，人充其量只是拥有智慧的摹

本。高层文化代表着少数具有特权的人，只有这些人才有权利、时间来享受文化带来的乐趣，高层文化

具有对社会的批判性功能，它是人们心中最原始的憧憬，但是在发达工业社会资本家试图消除高层文化

中对立的、异己的和超越性的因素，高层文化正在被纳入到已经确立的新的秩序之中为资本家所用。 
发达工业社会面临各种理想物质化的可能，大众传媒将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谐地、天

衣无缝地混合在一起，从那时开始文化领域便有了新的特征，即商品形式。文化同大众传媒的结合，让

其失去了真理性和批判性，自由、完善等伟大的字眼只有在宣讲、商业、训练中才能获得意义。理性不

再纯粹，它被无情地践踏着，只能在操作性术语和问题上下工夫。文化同商业真正地结合起来成为了文

化商品，成为了供人们消遣和娱乐的工具，成为了同政治、经济一样的压抑性工具。文化的商业化就是

文化的世俗化，文化失去了对人的启迪性作用，成为了人们消费的工具，它成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

物。这一文化对人们进行着不动声色的意识控制，资本主义社会正利用其来控制人们的思想意识，人的

单向度越来越明显。 

3.4. 消费的连锁反应——生产力度的加大——对自然的剥削加大 

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利益是追求利润、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以扩大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但

是马尔库塞却认为消费的异化不单单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对人的影响和控制，即虚假需

要让消费者陷入病态消费之中。 
发达工业社会通过刺激让人们产生了一种错误的消费需要，让大家误认为消费所得的东西正是自己

所需要的。逐渐膨胀的欲望让这样的消费一发不可收拾，资本家当然不愿意放弃任何赚钱的机会，消费

需求的加大定会影响商品的生产，生产的扩大意味着向自然的索取增大，自然资源逐渐匮乏。另一方面，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机器设备投入日常生活之中，如汽车、工业收割机等等，自然环

境的污染也逐渐加大。在发达工业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自然的状况总是成反比的，快速发展的经济以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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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自然为代价，这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取的。归其原因，正是人的畸形消费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人们

在商品中丧失了自我，人和商品的关系颠倒了，商品的功能不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产生了，它现在

的功能只是为了销售而存在。资本主义利用消费的控制，达到了对人的控制，甚至是对社会、国家的控

制，自然在整个过程中不再是它本身了，它成为了人的自然，被商业化了的自然。 

4. 消费异化的破解之道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永不停息的，怎样才能够将人们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怎样才能让人们更多

地关注精神的需要和向往，摆脱“单向度”。马尔库塞提出了“新感性”，这是一个科学的幻想，他欲将

人们拉回本我，更多地关注自己的现实需要。新感性是什么，即处于和谐状态的理性和感性。新感性的

提出是有针对性的，主要是想要摆脱理性的控制。旧感性总是处于被动、打压的状态，旧感性受到理性

的抑制，抹灭了人对自由的期待和向往，新感性强调对理性的抵制和超越，是对原始本能的满足。 
新感性不可能孕育于经济、政治的革命中，只有彻底的革命才能成为新感性的发祥地，马尔库塞自

此便转向了心理学研究，想从人的内心来解放人自身。新感性意图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这一社会可以让

自然、人文、艺术、审美、历史和现实成为一个整体，而人们只需要按照“新感性”来生活即可。新感性

究竟何以建立？马尔库塞认为只有艺术和审美可以让人们重新回到感性世界，找到本我。因为美的东西，

它先是感性的东西，其次才是美的东西。美的东西可以带给人们以快感，让人们得到欲望的满足，同时

美的东西也是幸福感的源泉，因为美是快感和本质的统一。“新感性”的提出是站在马克思和弗洛伊德

肩膀之上的，新感性就是爱欲和天性的解放，“把弗洛伊德的爱欲本质论与马克思的人类解放论相结合，

提出了一种爱欲解放论”[4]。只有将深入本能和心理的控制打碎，人才能回归自我，所以激进的、非顺

从的感受性是十分有必要的。  
马尔库塞之所以这么强调向本性的回归，是因为在他看来自由社会的建立就是要摆脱现在无形的束

缚，和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经验分道扬镳。发达工业社会对人的控制形式已然更新，我们在“虚

假幸福”中受到牵制，所以要发展“新感性”，“发展激进的、非顺从的感受性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

义”[5]。 

5. 结语 

马尔库塞以《单向度的人》一书作为自己思想的“聚集地”，他用“单向度”的视角对消费异化思想

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很大程度上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对消费问题的研究方向。从《单向度的人》副标题中，

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研究的落脚点就是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为了赚取

更多的利益，有目的地制造了“虚假需要”，人们在这一需要的刺激下，大肆地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在

这一满足下，人们渐渐地失去了自己的批判性思维和否定性意识，成为了资本家手中“无形”的挣钱工

具。原本受到压迫的无产阶级也被迷惑了，他们在自认为的平等和幸福中失去了革命性和斗争性。因此，

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成为了“单向度”的，社会也成为了“单向度的社会”。 
马尔库塞的消费异化思想借助单向度的理论，完成了对社会的新的探索。他结合自身所处的时代背

景和亲身经历，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消费异化现象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找到了消费异化产生

的根源和实质，看到了人们不幸福的原因，虽然没有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分析消费异化所产生的

根源，但是他指出了摆脱困境的办法，建立“新感性”，这种构建和谐消费的方法，却对人类的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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