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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方工业文明的兴起使得众多资本主义国家得以迅速发展，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也逐渐浮现，

这一现象使得哲学家们开始重新思考和审视西方的消费价值观。马尔库塞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杰出代表

人物之一，在继承前人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剖析了消费异化这一现象的根源，揭示了西方发达工业社会

有意营造的错误消费观念，分析了消费异化现象对个人、文化和生态的危害，进而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

新兴控制手段开展批判。当下，研究马尔库塞的消费异化理论对于理解我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由

消费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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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se of west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has enabled many capitalist countries to develop rapidly, 
and the ensuing economic crisis and ecological crisis have gradually emerged. This phenomenon 
has led philosophers to rethink and examine the western consumption values. As one of the out-
standing representatives of Frankfurt School, Marcuse,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s of predecessors, analyzed the root of the phenomenon of consumption alienation, re-
vealed the wrong consumption concept deliberately created by western developed industrial so-
ciety, analyzed the harm of consumption alienation to individuals, culture and ecology, and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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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ized the emerging control mean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society. At present, studying 
Marcuse’s consumption alienation theory is of great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s faced by our society and solving the social problems caused by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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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二战以来，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发达工业社会阶段，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这一时期，

消费呈现出新的特点，它不再只是满足人们需求的手段，而成为一种控制人的新形式，这使得发达工业

社会演变成了一个以物质欲望为主导的消费社会。赫伯特·马尔库塞作为西方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

之一，他的消费异化理论受到了马克思、卢卡奇和弗洛伊德等人的影响。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背景下，

马尔库塞观察到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们对生活变得麻木不仁，尽管技术进步和物质丰富，但人们逐

渐失去了对生活的真实体验和情感参与，劳动不再是为了实现个体的价值，而是为了获得劳动报酬以进

行消费，这种现象被马尔库塞称为“消费异化”。在他的著作《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

社会中的消费异化现象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他认为，消费主义文化的崛起使人们陷入了物质追求的泥沼，

忽视了更深层次的需求和人类的自由发展。他呼吁人们反思消费的真正意义，并提出了克服消费异化的

途径。马尔库塞的消费异化理论激发了人们对消费社会的反思，鼓励人们重新评估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

方式。他的思考对我们重塑消费观念、追求更加有意义和自主的生活方式具有重要影响。 

2. 马尔库塞消费异化理论的内容 

2.1. 消费异化的内涵 

马尔库塞并没有对“消费异化”这一概念给出明确的定义，但他通过对消费现象的深入剖析，揭示

了其内涵和核心观点。受信息技术革命影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得到了广泛运用，生产力得

到了极大的提高，经济发展空前繁荣。由于社会财富的增加，资本主义市场上的商品种类和数量不断增

多，急需大量的购买力。因此，自上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就已经进入消费社会。 
马尔库塞指出，在消费社会中，出现了大量积压的商品。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并巩固统治地位，资本

家开始利用大众媒体的宣传功能，将自己的意志转嫁给消费者。透过各种广告宣传和促销手段的轮番“轰

炸”，人们逐渐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消费泥潭”。在这种情况下，消费不再是满足生活所需的手段，而

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产品原本是为了服务人们而生产的，然而现在人们却被产品束缚，从产品的主人

逐渐沦为产品的奴隶。这种现象即为“消费异化”。 
在消费异化中，人们渐渐失去了对自己真正需求的判断能力，受到外部宣传和社会压力的引导，盲

目追逐物质的满足。他们被灌输了一种虚假的满足感和身份认同，将幸福和满足建立在对商品的购买上。

然而，这种追求往往是短暂的，人们很快又会陷入对新产品的渴望，形成了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消费

异化剥夺了人们对真正幸福的追求，使其逐渐沦为被消费主义文化操控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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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消费异化的危害 

马尔库塞指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消费被赋予浓厚的统治意味和阶级色彩，这种消费的异化给人

与社会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它不仅剥夺了人们的真实自由，而且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顺从性的物质社

会，成为一个病态的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异化社会。 

2.2.1. 人的批判性丧失 
马尔库塞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消费异化现象的出现，人们被物质所迷惑，将物质享受视为

唯一的幸福来源，忽视了精神发展的重要性。这使得个体的意识变得依赖于外界的物质需求，丧失了独

立思考和批判的意识。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当一个社会按照它自己的组织方式，似乎越来越能满足个人

需要时，独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对权的基本的批判功能就逐渐被剥夺”([1], p. 3)。尽管人的物质

需求得到了短暂的满足，但是人的精神世界依旧十分贫乏。因此，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的物质财

富和精神财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失衡。但由于消费提供了一种短暂的物质满足，人们感受到了生活的平

静与安宁，也就忽略了隐藏在这种表面现象背后的真实因素。事实上，人们已被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

消费模式所控制和操纵，过度关注个人之间的物质竞争，追求虚荣心所带来的短暂快感。这种关注使人

们失去了思考和批判的能力，沉溺于虚假的快乐之中。 

2.2.2. 文化丧失否定性 
文化本应是起到教育和启迪作用的高雅文化，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被商业化和娱乐化的

趋势所主导，成为了消费的一部分。文化产品成为满足人们的娱乐需求、迎合人们的消费欲望的重要因

素，文化被商业化的娱乐产业所控制，逐渐削弱了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批判态度。马尔库塞认为，文化

的否定性是重要的，因为它有助于揭示社会的矛盾和不平等，并激发人们对社会变革的意识。然而，资

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成为了资产阶级用来控制人们的思想、麻痹人们的神经的工具，而消费异化又剥夺了

文化的否定性，使其变得表面化、娱乐化。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变得浅薄、空洞，失去了对社会问题的

深入思考和批判的能力。人们被消费主义文化所包围，只关注短暂的娱乐和个人满足，而不去思考和挑

战社会现实。这导致了文化的贫乏和缺乏创造性，阻碍了个体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2.2.3. 生态环境问题突显 
马尔库塞认为，消费异化不仅对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产生负面影响，还使生态环境问题突显。在资

本主义的消费模式下，人们被鼓励追求无节制的物质消费，这导致了资源的过度开采、能源的浪费以及

环境污染的加剧。“一切欢乐和幸福都源于超越自然的能力——在超越之中对自然的控制本身服从于生

存的解放与和平”([1], p. 188)。大规模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如空气和水的污染、

森林的砍伐、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等。这些环境问题不仅对生态系统造成了威胁，也对人类的健康和生存

产生了负面影响。马尔库塞指出，消费异化加剧了人们与自然界的疏离，人们过度关注物质的追求和个

人的欲望满足，忽视了与自然的联系。人们把自然界视为资源的来源和垃圾的倾倒地，忽视了自然的价

值和生态系统的平衡。 

2.3. 消费异化的形成原因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详细探讨了消费异化的形成原因，其中，虚假需求的诱导和科技的作

用是两个主要因素。 

2.3.1. 虚假需求的诱导 
虚假需求的诱导是导致消费异化的直接原因。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为了提高购买力和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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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更多利益，采用广告、媒体和其他营销手段向人们灌输虚假的需求。资本家精心包装产品，制造一种

虚幻的满足感，从而激发人们的欲望来推动消费。这种虚假需求的诱导使人们无法准确地判断自己真正

的需求，导致他们在购买决策中受到欺骗，陷入了物质追求的循环，误入消费的陷阱。可见，这种虚假

需求并非是人们的真正需求，而是资本家依靠各种手段将自己的观念强加到人身上的结果。他们通过广

告和媒体的宣传，塑造一种社会认同和身份认同的观念，使得人们相信这些需求就是自己的需求。由此

人们的需求一体化不再有阶级上的差别，工人阶级陷入一种虚假的平等之中而失去了反抗的精神。因此，

资本家通过虚假需求的诱导，将人们的消费行为引导到与他们真正的需求脱节的方向上。人们被误导相

信，只有通过购买特定产品或追求特定的生活方式，才能获得满足和幸福。这种消费异化使人们陷入了

表面上的物质追求中，忽视了内心真正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因此，马尔库塞认为虚假需求的诱

导是导致消费异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使人们远离真正的需求，沉溺于被塑造的消费观念中，人们需要

摆脱这种虚假的消费才能够认识到真正的需求。  

2.3.2. 科技是导致消费异化的根源 
马尔库塞认为，科技是导致消费异化现象的根源。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

发展，人们逐渐从贫困潦倒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但是，在科技带来便捷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

些负面影响。一方面，科技的进步使消费沦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技成为了资产阶

级传播自己消费观念的重要手段，他们依靠各种媒介大肆宣扬不合理的消费理念，创造出一系列虚假的

需求，试图操控人们的思想，迫使人们成为消费产品的奴隶。另一方面，科技的进步改变了人的主体地

位。由于技术的改进，人们的劳动方式变得更加机械化，人们在这种单调而又重复的劳动中逐渐丧失个

性，不仅没有感受到自身的解放，反而加强了内心的压抑感。因此，在这样的劳动环境下，人们极易受

到外界消费世界的吸引，并倾向于通过消费来逃避现实的压抑，消费世界也由此成为人们追求解脱的避

难所。然而，人们通过消费来实现对物质的更高层次的追求，反过来又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

即资产阶级将采取高生产和高消费的政策。可见，人们在物质享受中逐渐失去了对自由生活方式的追求，

丧失了批判和否定的能力。此外，马尔库塞还主张，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具有一种意识

形态的作用。他认为，统治阶级可以利用科学技术来消除社会中存在的阻力，并将那些具有反抗意识的

群体融入资本主义体系之中[2]。因此，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它削弱了人们的批判意识和否定意识，使人的本性无法完全释放。 

2.4. 摆脱消费异化的途径 

为了摆脱消费异化的困扰，拯救“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提出了构建“新感性”、发展“新技术”、

建立“新社会”的破解路径。 

2.4.1. 构建“新感性” 
马尔库塞认为，要摆脱消费异化并实现真正的自由，个体需要培养一种新的感性特质，即“新感性”。

这种新感性包括两个重要的特质：“感受力”和“反省能力”。“感受力”是指个体对自身及周围环境

的敏感和感知能力。“反省能力”是指个体对自身和社会现象进行深入思考和批判性分析的能力。马尔

库塞认为，通过培养这种新感性特质，个体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内心需求，摆脱对物质消费的盲目追

逐。这种感受力和反省能力能够使个体拥有更自主、更真实的方式生活，从而减少对消费的依赖和被异

化的程度。那么，如何构建“新感性”？在马尔库塞看来，艺术在构建新感性和摆脱消费异化方面具有

重要的作用。艺术具有批判性和否定性的特质，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社会的艺术文化却丧失了这些特

征。由于消费异化的作用，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失去了原有的本质，被刻上了金钱的烙印，艺术成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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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社会的因素，变得粗陋低俗[3]。因此，马尔库塞主张用现代派艺术来取代资本主义的艺术文化，进

而建立“新感性”。在马尔库塞看来，现代派艺术与传统艺术不同，它打破了传统艺术的规范和束缚，

具有较强的否定性，挑战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中的常规观念和价值体系，能够颠覆现代社会，使人们从

压抑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因此，马尔库塞主张艺术革命，建立“新感性”，从而使人们走出“消费异化”

的病态社会，获得真正的幸福。 

2.4.2. 发展“新技术” 
马尔库塞虽然批判了科学技术，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本身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的

批判主要是针对被统治阶级利用和操控的科学技术，以及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个体自由和真正

需求的忽视。马尔库塞并不主张放弃科学技术，而是提出发展一种新的科技理念和实践，即“新技术”。

这种“新技术”是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现有的科学技术而言的，它不同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

首先，马尔库塞主张对意识形态化的科学技术进行彻底抛弃，而不是在现有技术基础上发展所谓的“新

技术”。他呼吁大力发展与任何阶级利用或控制无关的科学技术，彻底摒弃过去的技术框架，开创全新

的方向。其次，马尔库塞追求劳动的合理化，即将劳动从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商品生产转变为根据个体

真正需求和自由法则的生产。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提倡发展“新技术”，即没有被意识形态束缚的科

学技术。这样的技术进步可以满足人们真正的生活需求，使劳动成为人们解放的手段，摧毁物质和精神

文明的桎梏。最后，马尔库塞认为发展“新技术”必须融合艺术。他指出，通过将艺术与科学技术相结

合，可以消除人们对于价值的鄙视，从而摆脱消费异化。艺术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解放他们的情感和欲望，

将科学技术与艺术有机地融合起来，是发展“新技术”的必要要求，也是实现个体全面解放的必由之路。 

2.4.3. 建立“新社会” 
就如何摆脱消费异化这一问题，马尔库塞提出了构建“新感性”、发展“新技术”的设想，进而他

提出了要建立一个没有压抑、人性完全自由解放的“新社会”的构想。首先，马尔库塞认为“新社会”

应该摆脱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和剥削。他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对个体的压迫和剥削，主张消除人们

被商品化、劳动分工和金钱关系所束缚的状态。他希望通过社会革命来打破这种异化的机制，为人们创

造一个更加人性化和有意义的生活。其次，马尔库塞强调个体的解放和自由。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个

体的自由受到了种种限制和束缚，无法追求自己的真实需求和个性发展。因此，他主张建立一种社会结

构，使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兴趣、激发创造力，并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此外，马尔库塞关

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盲目追逐经济增长和利润最大化，导致了对自然环境的破

坏和资源的过度消耗[4]。他主张建立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模式，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保护自然

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健康。最后，马尔库塞认为这个“新社会”的实现需要超越传统的政治和经济结构。

他提倡一种基于合作、平等和民主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取代现有的权威和集权制度，并鼓励人们积极参

与到政治决策中，实现真正的民主和自我管理。 

3. 马尔库塞消费异化理论的评析 

客观来说，马尔库塞的消费异化理论具有两重性，既具有突出的理论价值，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因此，对于马尔库塞的消费异化理论，我们应辩证地看待。 

3.1. 马尔库塞消费异化理论的积极性 

拓宽了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广度。马尔库塞的消费异化理论可以被看作是对马克思批判理论的一种拓

展和延伸，进一步深化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主要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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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关系和经济政治结构方面，强调剥削和阶级斗争的存在。而马尔库塞将注意力转向了资本主义文化

和意识形态对个体的影响。马尔库塞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商品逻辑和消费主义文化将个体束缚

在表面和虚假的生活方式中。他指出，人们的欲望和需求被引导到了通过购买商品来满足的方向，这种

消费行为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满足，使人们变得单向度和被动。因此，他的消费异化理论扩展了马克思

的批判范围，将注意力转向了文化、意识形态和个体的生活经验，使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了现代资本主

义社会对个体的控制和限制。 
体现了马克思人本主义的思想。马尔库塞的消费异化理论充分吸收了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并依

据社会现实作出了自己的解释[5]。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强调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对人类解放的

追求。马尔库塞的消费异化理论关注个体的非物质需求和精神层面的满足，批判了单一的物质主义观念

对个体的束缚。他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将人们的欲望和需求引导到通过消费来满足，使个体陷入追求物

质财富和虚假满足的循环之中。同时，马尔库塞的消费异化理论超越了经济领域的批判，将目光投向了

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商品逻辑和消费主义文化将个体束缚

在虚假的生活方式中，使人们变得单向度和被动。这一观点与马克思人本主义的核心思想相呼应，即要

摆脱经济和社会的桎梏，追求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相契合。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强调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并提

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马尔库塞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并将其融入到了消费异化理论

中。马尔库塞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商品逻辑和消费文化，将人们的需求和欲望引导到不断增长

的物质消费上，这种无节制的消费模式导致了资源的过度开采和浪费，加剧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人们

通过消费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但却忽视了对自然界的影响。马尔库塞的消费异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自然

观相契合，都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与自然的断裂。他们共同指出，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和经

济增长的逻辑，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平衡的目标相冲突，这一断裂导致了环境危机的加剧，对自然界和

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3.2. 马尔库塞消费异化理论的局限性 

未能认识到消费异化的根源。尽管马尔库塞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面目，即资

产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巩固统治地位而依靠技术手段制造虚假需求，但是在本质上，马尔库塞并没有

看到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此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作为资本家剥削

和压榨的对象，是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但马尔库塞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根源，而是简单归咎于科技的

进步。社会意识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而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并且上层建筑还要服务于经

济基础。因此，科技的进步不是导致消费异化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私有制才是其根源所在。  
片面认识了科技的作用。在马尔库塞看来，科技进步是导致人异化的根本原因，它忽视了社会文化

和经济对人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过分地夸大科技的消极因素。马尔库塞认为科技进步加剧了消费

社会的异化，会进一步剥夺个体的自由和真实性，使人们沉溺于无意义的消费和娱乐中。然而，科技本

身不是问题的根源，而是人类运用科技的方式和目的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科技本身的价值是中立的，

它的作用取决于人们如何运用它、为什么运用它以及谁在掌握和运用。 
解决方法过于理想化。在革命的主体这一问题上，马尔库塞没有看到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领导作用，

而是将希望寄托于消费社会中没有受惠的人群身上。在马尔库塞的理论框架中，如果人们能够克服消费

异化在政治领域中的作用，那么消费异化问题就有望得到解决，进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其他问题也可能

迎刃而解。马尔库塞的想法无疑具有乌托邦色彩。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爆发了一场由学生组织的“造

反运动”，这场运动以马尔库塞的理论为指导，但最终由于缺乏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以失败告终。这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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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表明，马尔库塞在消费异化问题上提出的解决方式，在思想上和实践中都不可行。 

4. 马尔库塞消费异化理论的当代启示 

马尔库塞的消费异化理论对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辩证地认识科技的作用、

让人民树立科学的消费观念、注重精神消费的重要性，这些都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需要深入思考并切实

解决的问题。  

4.1. 辩证地认识科技的作用 

马尔库塞的消费异化理论启示我们要辩证地看待科技的作用。一方面，科技在许多方面对社会和个

体产生了积极影响。它带来了便利和创新，改善了生活质量，提高了生产效率，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

进步。科技的发展也为解决许多社会问题提供了可能性，促进了医疗、通讯、交通等领域的发展，减轻

了人们的劳动负担。另一方面，科技的发展也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和挑战。科技的应用可能导致社会不

平等的加剧，产生新的社会分化。科技的过度依赖也可能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以及对自然环境的破

坏。此外，科技也被商业利益和市场驱动所影响，可能导致消费主义的加剧和消费行为的异化。因此，

我们应该审视科技的发展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关注科技的背后动机和利益驱动，以及科技的可持续性

和社会公正性。同时，我们也需要培养批判性思维，不盲目接受科技带来的消费观念和行为模式，而是

根据自身价值观和需求，理性地选择和运用科技，促进科技与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 

4.2. 树立科学的消费观念  

马尔库塞的消费异化理论有助于我们树立科学的消费观念。现代消费社会通过操纵和塑造个体的欲

望和需求，将人们的关注重点转移到物质消费上，使其成为一种被动的、非自主的行为。这种消费的异

化剥夺了人们真正的自由，使人们变得单向度，只关注物质追求，而忽视了内心的自我实现和对社会价

值的追求。通过理解消费异化理论，我们可以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消费社会背后的操控和压迫机制。

我们可以反思自己的消费行为，审视自己的需求和欲望是否被外部力量所操纵，是否符合自身真正的价

值观和利益。同时，我们也可以更有意识地选择消费，避免成为一个被消费驱使的被动者。马尔库塞的

消费异化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批判性的视角，帮助我们在现代消费社会中培养科学的消费观念，鼓励

我们思考消费背后的意义和影响，进而努力实现个体的自由和整体社会的进步。 

4.3. 注重精神消费的重要性 

马尔库塞的消费异化理论对于我们关注精神消费具有重要影响。马尔库塞主张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

进行心理本能革命，以实现个体的解放，并最终达到社会的全面解放。注重精神消费意味着我们要超越

单纯追求物质需求，关注内心的充实和个人发展的全面性，这可以通过欣赏艺术、阅读文学、参与哲学

思考等形式来实现。通过这些精神活动，我们可以培养丰富的内在世界，拓展思维的深度和广度，提升

个体的精神境界。精神消费不仅有助于个体的发展，也对社会具有积极影响。它能够激发创造力和想象

力，促进社会的文化繁荣和进步。通过注重精神消费，我们能够培养共情能力，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

和社会凝聚力。在消费活动中，我们应该引导个体健康的消费行为，限制单纯追求物质需求的畸形发展。

我们要认识到，物质消费虽然是基础，但精神消费同样重要，在物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之后，精神需求

的满足变得更为关键。因此，在马尔库塞的消费异化理论中，注重精神消费是一种重要的思想启示。通

过平衡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我们可以实现更全面、更有意义的个人发展，同时也为构建一个健康的、

人性化的社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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