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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向度的人》看马尔库塞的思想及其启示

张斯琦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00

摘要：《单向度的人》是马尔库塞在资本主义大发展大

繁荣时代，对这个社会的描述与反思。这一时期工业

文明高速发展，在政治上、文化上与思想上，阶级的

矛盾与对立正在缓慢地消磨，于是统治与管理成为全

面的，导致人们失去了批判意识和否定性意识，而成

为“单向度的人”，也就是只有肯定性意识的人。相较

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当今的工业发展更加发达与繁

荣，因而马尔库塞的这种思想也会在当今世界给人极大

的启示与思考。文章对《单向度的人》产生的时代背景

和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理论”进行分析，探讨了《单向

度的人》在当代社会的表现，以期引起广大读者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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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向度的人》产生的时代背景

《单向度的人》的出版正值资本主义大发展大繁

荣时代，当时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资

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促进了西方国

家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此时西方国家进入了国家垄断

资本主义时期，经济快速增长，并且建立了福利国家，

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的矛盾。资本家在社会生产力

的高度发展中逐渐意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于是采

取了一些缓和劳资关系的激励制度，如职工也可以拥

有股份等。此外，第三次科技革命爆发，科学技术开

始迅猛地发展。同时，第三产业也发展起来，扩大了

经济领域，增加了就业，拓展了市场，进一步推动了

经济的快速发展。二战之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在提

高生产力的同时改善着人们的生活，西方逐步进入了

“消费社会”，阶级不同但能享受着同样美好的生活，

阶级矛盾似乎开始消解。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尔库塞

写作了《单向度的人》，对当时的社会现状进行描述与

思考，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2  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理论”

马尔库塞所提出的“单向度的人”也是一种人的

异化。而“异化”一词首先是马克思提出的，在马克

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过分工的逐渐细化，

一部分从事物质劳动的生产者却不能对自己的产品进

行占有，也就是说工人所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

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这也表明了劳动所生

产的对象也就是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

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人本身的

劳动对于人这个个体来说就是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

量，而同时人是被这种力量所压迫的，他在整个劳动

过程中创造的越多，他同时创造出的异己的、对立的

力量就越大，归他本身的东西就越少。这种异己的、

对立的力量压迫着劳动者自身，让他难以实现自己自

由而全面的发展，导致“异化”的逐步加深。马克思

所提出的“异化”主要是关于劳动与生产领域人的“异

化”，而马尔库塞则是发展了这种“异化”的思想，提

出了“人的全面异化”，其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艺

术上以及思想上都有体现。

（1）在政治经济上，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高度繁

荣，工人阶级过上了越来越好的生活。“如果工人和他

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

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

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

报纸，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

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

度的需要和满足。”在这里马尔库塞描述工人阶级在这

种高度发展的工业社会中的生活，表明了当工人阶级

和资本家几乎都能过上同样的生活时，工人阶级自身

会觉得自己和资本家没什么区别，从而产生阶级矛盾

和对立的消解，他们不会意识到这种对立消失的虚假

性，反而会因为自己可以过上和资本家同样的生活而

更加努力工作，而失去被剥削被压迫应该具备的反抗

精神。于是，马尔库塞做出了真实的需要和虚假的需

要的区别：“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

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

化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只有那些无条件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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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的需要，才是生命攸关的需要—即在可达到的

物质水平上的衣、食、住。”这种根本的需要才是真实

的需要，是人不受控就应当满足的需要，而“现行的

大多数需要，诸如休息、娱乐、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

消费、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所恨，都属于虚假的需要

这一范畴之列”。也就是说，看似在资本主义大发展的

时代，人们更加自由，其实这些需要只不过是统治阶

级控制下强加给人们的需要，在这种需要的控制下，

人们逐渐不清楚自己的“真实的需要”，反而去追求那

些虚假的需要，于是丧失了批判和否定的能力。而马

尔库塞提出必须用真实的需要去代替虚假的需要，抛

弃抑制性的满足。

（2）经济决定政治，政治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会受

到经济发展的影响。马尔库塞说：“在政治领域内，这

种趋势通过对立派别明显一致或趋同而清楚地显现出

来。”政党之间的冲突逐渐地缓解和解决。同时，劳动

阶级是正在经历着一个决定性的转变的。

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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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导致了被剥削者的地位逐步

地改变，技术的发达也在逐步改变着被剥削者的态度，

机械的力量逐步代替了劳动者的劳动价值，劳动者成

为机器的奴隶。

第二，蓝领逐渐白领化，非生产性的工人数量逐

步增加，机器的高度发达也在降低着劳动者的“职业

自主权”。

第三，劳工阶级的态度和意识逐步转变，劳动者

与资本家的关系逐步密切。“需要、愿望、生活标准、

线下闲暇活动及政见的同化，导源于在工厂自身中，

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一体化。”工人阶级的生活以及需

要的满足有赖于工厂的整个的大发展，因而工人与工

厂的关系逐步地密切起来，工厂与工人的利益逐步一

致。所有的这些劳动阶级的变化，都表明新的技术的

工作世界强行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否定地位，也就是说，

在机器的高度发展中，不同阶层的不断同化以及在消

费领域的平均化，都使工人阶级逐步丧失了反抗的能

力，人们对整个社会的不满在逐渐减少，但现实却是

这种机器的高度发展，更加剧了工人的不自由。因此，

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受到抬举的奴

隶，但他们毕竟还是奴隶”，也就是说，工人阶级本质

上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却虚假地认为自己获

得了更高的地位，于是丧失了自身的革命性，逐渐被

资本主义社会同化了，构成了“单向度的政治”。

（3）当“单向度”反映到文化领域，马尔库塞提

出在高度工业文明社会，“高层文化”中的对立性因素

和超越性因素正在逐步被清除，而具有了屈从于流行

在当代工业社会发达地区的俗化趋势。高层文化过去

是与现实相矛盾的，高于现实而批判现实的文化，是

一种“双向度的文化”，而发达工业社会通过借助高层

文化而消除文化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对立，“消除双向度

文化的办法，不是否定和拒斥各种‘文化价值’，而是

把他们全部纳入已确立的秩序，并大规模地复制和显

示它们”，文化开始具有商品的形式和价值。而艺术本

来应当是对现存事物的抗议，但如今艺术中的“其他

向度”却被占优势的事态所同化，其中的否定性因素

已经屈从于技术的合理性进程，艺术逐渐倾向于“单

向度”，同时人的思想也逐渐变得麻木。

（4）“单向度”不仅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它还体现在思想上。“直到发达工业文明的成就导致单

向度现实取得对各种矛盾的胜利为止，稳定的趋势同

理性的破坏性要素、肯定性思维的力量同否定性思维

力量都是相冲突的。”而在马尔库塞看来两种力量之间

的冲突是可以溯源到哲学思想自身的起源的，于是他

提出了柏拉图的辩证逻辑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的

对比，而“这种矛盾的、双向度的思想模式，不仅是

辩证逻辑的内在形势，也是全部逐渐把握实在的哲学

的内在形式”。在柏拉图的辩证逻辑中，辩证思维与现

实之间是矛盾的，因而辩证的逻辑是一种现实的、否

定的、具有矛盾的双向度；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

思想对它的对象漠不关心，由于他是利用谓词判断来

揭示真理与谬误，从本体论的立场出发，建立起一切

可能真实或虚假的论断的“纯形式”来表示判断形势，

而这种“纯形式”会掩盖命题的否定性，因而，形式

逻辑就是“单向度思想”产生的条件。紧接着，马尔

库塞批判了扭曲的哲学—实证主义，它主张容忍一

切价值，对所有的既定事实不加限制地接受，于是便

导致“单向度的思维”，人逐渐丧失独立思考与判断的

能力，从本质上看，即成为“单向度的人”。

事实上，马克思以及马尔库塞都是从现行资本主

义制度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出发，提出了自己

的“异化”思想。相比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马

尔库塞所提出的“单向度”的理论是对其的继承与发展，

从“劳动”的异化发展到“人的全面异化”，马尔库塞

认为人的异化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已经扩大到

人的生活的各个领域。总而言之，随着技术的高度发展，

生产力的提高，生产效率的提升，在资本主义大发展

大繁荣时期逐渐形成了“单向度的社会”以及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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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向度的人”和其具有的“单向度的思想”，在与

社会制度逐步同化的过程中，人们正在逐渐丧失批判

性能力与否定性能力，矛盾不再是矛盾，而逐渐趋于

稳定，马尔库塞认为这是“异化”的新表现。马尔库

塞提出：“在最发达阶段，统治的作用即管理，在大众

消费过度发达的地区，被管理的生活就成为全体人的

好生活。为了保卫这种生活，对立面联合了起来。”而

当工人阶级被同化之后，马尔库塞认为那些生活在底

层的流浪汉和局外人，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被剥削

者和被迫害者，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他们的反对才

是革命性的。

3  《单向度的人》在当代社会的表现

在时代背景下，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处于二战后

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人变成了“单向

度的人”，相较而言，现当代工业社会的技术更加发达，

“单向度”的问题也仍然存在。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

特朗普的支持者其实大部分都是美国的中下阶级的人

士，而不是什么达官显贵等高层人士。这些人可能并

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只能靠打零工出

卖体力赚钱，是在社会地位以及经济实力上与资本家

有着巨大的差异的。但是他们内心却认为自己和大资

本家特朗普是站在共同的利益的一方的，并且在各种

场合去声援特朗普，这正是因为他们把自己作为被剥

削者工人的利益和特朗普作为剥削者大资本家的利益

联系在一起了。因为只有资本家赚到钱他们才有收益，

只有工厂开工他们才有工作，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

但是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自己与资本家之间的差别。一

旦特朗普的“复工令”实行，工厂开工，人员开始聚集，

更有了疫情传播的风险，而资本家是不用参与聚集性

工厂工作的，并且他们拥有足够的财富来抵御可能的

风险，但工人们作为被剥削者，一旦出现风险，他们

本身是承担不了的。因此，工人和资本家在面临选择时，

其实是不平等的。工人阶级其实只是资本家手中收敛

财富的工具。就像康德所说的，真正的道德是人性应

该被当成目的而不是手段。但显然，工人阶级只是被

资本家作为手段去实现他们本身的目的，而资本家并

没有把工人阶级自身的人性当作目的，因而这其实是

不道德的，但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中，工人阶级显

然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

在当今社会中，剥削与被剥削仍然是存在的，统

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仍然是对立的，而工人阶级却失

去了否定性和批判性，反而逐渐与资产阶级站在同一

战线，这也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人的异化逐渐加深的

表现。而在当今社会中，随着机器的更进一步发展，

人似乎也变得更加机器化，每天重复同样的工作，人

们都想过上同一种生活。人们本身是根本不需要去追

求过度的消费，这些需要是虚假的需要。而人们看似

获得的自由也是虚假的自由，工人阶级根本上是无法

享受和资本家一样的生活的。例如，工人不能累了就

休息，但资本家可以随时给自己放假，比工人多很多

自由选择的空间。工人阶级本质上还是被支配与控制

的，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剥削也仍然是不

正义的。

4  结束语

马尔库塞所提出的“单向度的人”，即人的异化加

深的事实，不仅存在于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存

在于现在的社会中。

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每一个人都要有自

己的批判能力和否定能力，不要随波逐流，也不要过

度追求物质利益至上，更不能抑制主观能动性，成为

物质的奴隶，而要有作为人的主体性的意识。也就是说，

既要有能够体验现实社会的美好生活的能力，也要对

现行制度的不合理之处具有批判的能力，不能一味地

屈从于现实，而要有改变现实的精神，从而切实地实

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实现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解放，

不让自己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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