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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暋随着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公开面世,许多学者结合当代社会的实际情

况,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进行了解读,从中引申出很多自己的独特的异化理论。当代的异化理论和马克思的异

化理论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从绝对贫困下的异化理论与相对贫困下的异化理论、

当代异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异化理论在当代的发展3个方面对当代的异化理论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之间的区

别进行了详细地论述。当代异化理论和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联系表现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对当代异化理论有启

发、两个时代的异化理论对异化劳动有着共同的批判、两个时代的异化理论对商品拜物教有着共同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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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深入研究当代异化理论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区

别与联系,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异化理

论在当代的发展。这对于我们在经济建设中以人为

本、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有着积极的借鉴

意义。

暋暋一、当代异化理论与马克思异化理
论的区别

暋暋1.当代异化理论产生的背景与环境发生了变化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马克思时代的社

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

建筑的矛盾不再是社会发展的2对基本矛盾,而是

变成了整体的社会与普遍的人性之间的矛盾。
在马克思时代,存在着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

这种绝对贫困意味着痛苦,意味着没有满足生活需

要,为了生存,工人们必须同资本家做斗争。马克思

认为如果人同自己的产品、他自己的劳动活动是异

己对立物,这些产品和活动不再属于他自己,也不属

于自然界和上帝,那就一定是属于一个在工人之外

的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也就是资本家。因为在生

产过程中,人不仅生产出和自己对立的产品,还生产

了独立于生产之外的人对劳动者的支配,这就是劳

动者和雇主即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关系,是剥削和

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这就是说异化劳动必

然造成私有财产和阶级的对立,工人受到的强制主

要是肉体的强制。异化现实的存在同时就暗含着反

抗和否定的因素,处于异化中的工人并没有认同异

化现实本身,这就让我们理解了阶级关系和私有财

产的本质。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暠理论,深刻揭示

了私有财产和雇佣劳动给无产者带来的严重剥削和

压迫,揭露了人受到属于人、源自人的异己力量的支

配、奴役和控制的异化情况。对这种异化,工人有着

深切的感受,有着强烈的否定和反抗意识。
在今天的西方社会里,由于科技的高速发展所带

来的物质财富的丰富,马克思为社会主义建设所描述

的生产力水平在技术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早已达

到了。消费品的充盈也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摆脱了贫

穷的漩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关系正在日渐

缓和。因为社会物质财富极其丰富,不但资本家过着

吃不尽的生活,就是工人阶级,一般的衣、住、吃都能

得到保证,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情况不再存在。工

人失了业,通过社会救济,还能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
从某种意义上说,工人过着同资本家一样的生活。也

就是说,现在不是资本家在榨取由工人创造的剩余价

值,而是资本家和工人一起享受由科学技术所创造的

剩余价值,绝对贫困已基本消除了。
赫伯特·马尔库塞认为,在当今的西方社会里,

取代绝对贫困的是相对贫困,也就是相对于现有的

社会财富而言的文明的贫困。当代西方社会的人们

在舒舒服服的物质享受中,彻底失去了反抗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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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判的意识,从而使异化进入了另一层面即本

能、心理层面上的异化[1]9。统治阶级利用越来越先

进的技术手段对人们的心理控制已经到了相当深的

程度,使人们感受不到异化之苦,对异化的现实采取

顺从的态度和肯定的态度。他们不仅把异化看作是

一种自然的、自发的现象,而且把它看作是一种社会

的、人为的现象了。因此,在当代西方社会,异化现

象之所以扩大、深化,与统治阶级的肆意利用、推波

助澜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而在Lefebvre的异化理论中,首先,把日常生

活当做异化批判理论的中心,而不再把马克思的关

于“异化劳动暠的4个方面放在首位,取而代之的是

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异化现象[2]78;其次,日常生活中

的各种异化现象大部分是由消费造成的,而不再是

由资本家和工人的对立所造成的[2]56。Lefebvre认

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丰裕的物质生活在腐蚀、瓦解传

统工人阶级的同时,又产生了一些新的匮乏形式,从
而产生了一些带有新的异化形式的社会集团,如白

领工人、妇女、青年人。因此,Lefebvre主张通过日

常生活批判的道路实现社会变革[2]183。

2.当代异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扩大了

在当代社会,依赖着所谓的科技进步,异化现象

更为严重了,甚至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突出。异

化不仅仅限于在经济领域中存在,而是逐步扩到了

社会、文化、心理等各个领域,逐步从工人扩展到了

社会各阶层的人员,更加凸现了人类所面临的困境,
人们生活在一个普遍异化的环境中。

弗洛姆认为,马克思虽然在100多年前就揭示

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问题,但是马克思当时没

有预见到在今天大多数人都难以逃脱被各种异化所

控制的命运。“异化暠在马克思的语境中是一个社会

经济概念,马克思当时的理论主要是针对生产领域,
关注生产过程中的工人,更多是讲劳动异化。而当

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异化不仅表现在生产领域,而
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社会上的各个

阶层,异化几乎已经成了所有人的命运,蔓延到了社

会中的各个阶层、各个领域。不仅手工劳动者没有

摆脱异化的命运,而且连那些“不是与机器打交道、
而是与符号和人打交道暠的也深深地被异化的怪圈

所包围[3]4灢85。
徐崇温认为:“(弗洛姆)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心

理学化。从自我异化中抽掉了异化劳动对工人在肉

体上的折磨和精神上的摧残这个物质前提,使自我

异化变成一件抽象的人的自我感觉和主观体验的事

情。暠[4]162灢166

因此,在分析当代西方社会各阶层的问题上,异
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被弗洛姆扩大了,他把异化

当做当代西方社会大多数人的共同命运。“然而,现
代人却感到惊恐不安,而且这种不安与日俱增。他

虽然努力工作,奋力上进,但对自己活动的徒劳无功

却茫然不知。虽然他的处事能力增强了,但对社会、
对个人却感到无能为力。尽管在征服自然中新的发

明创造层出不穷,但是他自己反而被错综复杂的方

式方法所迷惑,不能觉察到这些发明创造只有用于

人的自我完善这一目的时才有意义。人虽已成为大

自然的主人,但却沦为他自己亲手创造出来的机器

的奴隶。人对一切事物具有丰富的知识,但却忽视

了人类存在最主要、最基本的一些问题……暠[3]4

赫伯特·马尔库塞也强调指出,在现今的世界

上,异化已经变成了一种“十分客观的暠现象。他深

刻批判了现代文明社会人的全面异化的现实。在他

看来,异化的主体,成了他的异化的实在的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则是异化的社会,
而存在于这个社会中的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

化等也都成为把人的主体性化为无形的异化力

量[1]31灢32。因此,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异化所达到的

程度,是日趋严重和普遍的,是马克思当年尚无法预

见到的。
在《西方学者论丛》中,徐崇温分析道:“马尔库

塞认为,‘异化劳动的可能性在人的本质中有根子暞,
因为‘在关于人的本质的定义中,对象化总是带来一

种物化的趋向,劳动总是带来一种异化的趋向暞,‘人
的表现首先趋向于异化,他的对象化趋向于物化,他
只有通过否定之否定,即通过对他的异化的废除和

从他的外化的返回,才能达到一个普遍的和自由的

实在。暞而且这种物化决不限于工人(虽然它以一种

独特的方式影响它);它也影响非工人———资本家。
对于资本家来说,死物对人的统治,在私有制状态和

他持有和占有它的方式中表现出来,它在实际上是

一种被占有、被持有的状态、为财产服务的奴役制,
他占有他的财产不是作为一个自由的自我实现和活

动的领域,而纯粹是作为资本。马尔库塞在这里描

绘的是一种超越阶级界限的异化现象,忽略了异化

对于不同阶级来说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事情,因而他

们对于异化也就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暠[4]162灢166

在当代世界中,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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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一个交换价值超越、脱离使用价值的社会,一
个为生产而生产而不是为日常生活而生产的社会,
这就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意义的消失、现实

参考系统消失的异化现象。在马克思时代中所常出

现的人们对异化劳动、对资本家的剥削的直接恐惧

不见了,但人们今天则生活在一个处处充满着异化

的时代,这导致人们虽然不再有具体的恐惧却又时

时被恐惧所包围。
信息化时代,劳动就业的巨大压力也是马克思

当年所难以想象到的,科技迅速发展为消除劳动异

化创造了条件:即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劳动性质的

改变,从有利的方面来说,让社会为个人实现自由而

全面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为个人能力的挖掘提供了

机遇、劳动者可以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发挥自己的

聪明才智。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科技异化使得人

成了机器的奴隶,让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个

个的符号,这让人们对自身的认知失去了方向,导致

了内心的焦虑与生活的紊乱,劳动者处于按部就班、
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的枯燥之中,从而面临

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3.当代异化理论的形式更加多样化

(1)科技异化理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针对

当代工业社会中由科技进步带来的物质生活的丰富

和精神生活的痛苦之间的矛盾,把批判的重点放在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所造成的异化的现实上。他们

认为,由科技进步所带来的表面繁华的背后,是对人

的本能的压抑和人类自身的毁灭。
在赫伯特·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中,对科

技异化的批判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对科技异化的批

判的基础是他对人的理解、他的服务于人的解放目

的。在他看来,科技进步的要义在于使人类的生存

环境得到极大的改善,使整个社会结构日趋合理,
使人们能获得更多的自由,从而淋漓尽致地挥洒人

的本性。但是,事实却正好相反。日益高速发展的

科学技术加强了对人性的束缚、压抑和控制,社会用

科技统一协调了人们的生产、消费,对人实行了全面

的控制和管理,使人变成了多余的、可有可无的存在

物[1]142灢149。
(2)消费异化理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

在当代社会的唯利是图的经济体制下,人们把自身

的所有价值都用经济指标来衡量,把拥有尽可能多

的金钱作为自己唯一的人生目标,把追求物质享受

当做首要需求,以能随意挥霍钱财作为幸福的标准,

只有极限消费才能让他们感到快乐。因此,当代社

会的主要特征也从工业时代的劳动异化转变到了后

工业时代的消费异化。
弗洛姆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已经从

手段变成了目的,人们追逐着消费,却忘记了需要,
人们进一步地异化为商品的奴隶[5]97。

在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中,他还突出了对

消费异化的批判。赫伯特·马尔库塞认为,当代发

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日趋严重和普遍,并且

已渗透到人的消费过程中,造成了消费异化。这样

的消费已经和人的需要失去了联系、使人丧失了自

己的精神生活,而变成了统治阶级控制人的一种手

段,在表现形态上,消费异化和劳动异化表达的都是

自由的丧失这一基本状况。并且,消费异化已经成

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症结所在[1]142灢149。

暋暋二、当代的异化理论与马克思异化
理论的联系

暋暋1.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对当代异化理论的启发

纵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卢卡奇、
弗洛姆、马尔库塞、列斐伏尔的异化理论就会发现,
他们的异化理论或多或少都受到了马克思异化理论

的启发。
乔治·卢卡奇在对异化概念的表述上与马克思

虽然有所差别,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使用最多的

是“物化暠而不是异化,但在使用上又和马克思的异

化概念相一致。他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还没有公开发行时,就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
中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商品拜物教暠的
批判分析,敏锐地洞察到了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中

所蕴涵的异化思想。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公开发表后,卢卡奇欣喜若狂,他在认

真研读了《手稿》之后,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

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现象

的本质,进而分析物化对人的影响[6]98灢104。
弗洛姆的社会批判理论是建立在弗洛伊德和马

克思的理论基础上的。他的代表作之一《在幻想锁

链的彼岸》的副标题就是: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和弗洛

伊德。弗洛姆通过研究《手稿》,对马克思的异化理

论非常赞赏,在当代西方社会,他不仅传播马克思的

异化理论,还在自己的著述中多次引用马克思的异

化理论中的观点来展开自己的阐述,并在内容上进

行补充,扩大了其内涵和外延[7]61灢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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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手稿》面世后,引起了赫伯特·马尔库

塞的高度重视和极度的兴奋。他在《手稿》发表的当

年就撰写文章来对《手稿》进行细致入微的诠释。从

对《手稿》的研究中,他发现,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理

论使他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的问

题,找到了他以前苦苦寻觅而未果的具体的人的存

在,也就是自然的人。马克思在《手稿》中强调全面肯

定人的价值,主张人性彻底解放、人性全面复归的思

想,使赫伯特·马尔库塞找到了自己理论的依据和出

发点,他也把人的本质的实现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核

心。《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的丧失和被否定造成异

化劳动的理论为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异化理论的发

展奠定了基调,他的科技异化理论和消费异化理论中

的人本主义思想就是借鉴了马克思的关于劳动异化

的论述而逐步形成的。《手稿》中最后提出的要扬弃

异化从而达到人的本质的全面复归也正是赫伯特·
马尔库塞所认同和追求的目标。此外,赫伯特·马尔

库塞还在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基础上重新研究人的异

化问题并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关于人的异化理论。
《手稿》公开面世之前,Lefebvre就读到这部著

作,这部著作对他思想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6年,Lefebvre出版了其代表作 《日常生活批

判》,这本书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的阐述。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就是他通过对马

克思的异化理论独特的诠释、运用和重新解读之后,
沿着马克思开辟的异化理论之路,再从一个总揽的

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实进行深层次的

挖掘而创造性地提出来的针对消费社会的日常生活

进行批判的理论。《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也是

Lefebvre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出发,批判现代消费

社会的一本力作。

2.两个时代的异化理论对异化劳动有着共同的

批判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劳动,他在考察异化时

紧紧扣住异化劳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包含

着人自身灵与肉分裂,以及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

间相分裂的思想。异化劳动是一种外在的、偶然需

要的劳动,也就是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成了一种与

人的本质相异化的劳动,马克思用它来概括私有制

条件下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及劳动本身的关系。
“工人日益完全依赖于劳动,依赖于一定的、极其片

面的、机器般的劳动。随着工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

被贬为机器,随着人变成抽象的活动和胃。暠[8]52马

克思认为异化劳动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异

化,是一种颠倒了的人的本质力量,是人与自然界相

互作用这一人类史的本质矛盾的一个现象范畴。
“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

把人类的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暠[9]91

在赫伯特·马尔库塞看来,在当代西方社会,马
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并没有消失,“创造和扩大文明

的物质基础的劳动主要是一种异化劳动,它仍然是

痛苦的。这种劳动不能满足人的需要和爱好,它是

由严酷的必然性和严酷的力量强加于人的。暠[9]85人

们在工作中同样不能实现自己的才能和满足自己的

需要。这种异化劳动是单调的、无聊的、翻来覆去

的、多余的、无意义的、不必要的。这样的劳动,使工

人成了劳动工具,成了机器的一部分,因此,也不是

出于工人的自愿,故而必然是破坏了工人的需要和

才能的自由发展,摧残了工人的肉体和精神。
在赫伯特·马尔库塞眼里,当代社会飞速发展

的科学技术加剧了异化劳动,人彻底成为了劳动工

具,成了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当代发达工业社

会中,由于生产电气化、机械化、自动化的普及,更加

明细了分工,这就硬性化地要求人们按照技术系统

所规定好的时间、程序和方式去发挥作用。当代社

会生产者的劳动活动蜕变成受外力控制的、失去了

自主性的被迫的活动,因为处于自动化、机械化体系

中的劳动生产已经成为反对劳动者自身、不依赖于

劳动者的独立能量[9]28灢29。
马克思认为:“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

是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因为根据这个前提,
很明显,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

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
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

越少。暠[8]52

在论述当代西方社会里的关于消费异化的问题

时,赫伯特·马尔库塞认为这种由于让人们实行“强
迫性消费暠所带来的人与物之间关系的颠倒,实际上

就是马克思在《手稿》中所描述的异化劳动的4个方

面的第一个方面,即劳动产品的异化。他认为,在马

克思时期,劳动产品的异化只要表现为劳动者创造

了劳动产品,却被非劳动者占有,从而自己不能享受

自己的劳动产品。在当代社会,劳动产品的异化则

表现为非劳动者利用劳动者所创造的劳动产品,让
劳动者成为自己产品的奴隶。2个阶段在表现形式

上虽然有所差别,但其实质是一样的,都是劳动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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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劳动产品的关系就像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

一样。都意味着劳动者灌注到对象中去的生命作为

敌对的和异己的力量同他对抗[9]74。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

里,工人们被资本家的利润导向驱赶着,不知疲倦地

生产着一些产品,但是这些产品,不管是工人生活所

必需的消费品还是工人进行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

料,统统都不属于他们自己,而是属于资本家的、被
资本家无偿地拿走了。这也是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

论在当代的表现。
马克思异化劳动的第二层含义,即工人与其劳

动的异化是这样论述的:“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

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

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

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福,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

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

残。暠[8]92

而在当代西方的垄断大生产之下,因为工人在

生产中所依赖的生产资料并不属于他们,工人生产

出来的产品也不属于他们,所以,工人的生产活动已

经脱离了他们自身、脱离了劳动的本来含义,并不是

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变成了满足资本家追逐利润

的需要、是资本家生产利润的链条中的一个零件。
厄尔纳斯特·曼德尔说过“劳动社会化由于资本而

具有的这种对抗性质,包含在下面这种事实内:现在

工人们既面对他们的生产,也面对着他们的劳动手

段,这些以资本所固有的一种神秘方式,就像某种异

化的、敌对的东西从他们的身上分离出去了。暠[10]290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和马克思主义

异化理论的最终落脚点都是希望人类社会实现无异

化的幸福状态。

3.两个时代的异化理论对商品拜物教有着共同

的批判

关于商品拜物教,马克思认为:“商品形式的奥

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

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物的性质,反映成

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

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

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为商品,成
为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

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

物的虚幻形式。暠[8]88灢89

在乔治·卢卡奇看来,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分

析表明,在一个交换价值起主导作用的社会中,人的

一切活动都脱离了主体而独立存在,成了不受自己

控制的异己力量,它直接把人变成社会经济过程的

一个商品[6]166。
乔治·卢卡奇从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分析

中,引出了自己的物化概念,用以剖析当代西方社会

的物化现象。他认为,在当代西方社会,由于人们对

商品的过分崇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具有了物的

特征,变成了脱离人的控制的某种东西。不仅如此,
在当代社会,人的所有意识也被打上了商品的烙印,
人的意识连同人的智力和才能以及人本身都成了可

以随时在市场上抛售的商品。

Lefebvre认为,在当代西方社会,处于现代性的

想象与创造力支配下的人们的活动,变成了一种例

行公事与商品化形式,而物的交换价值战胜其有用

性,即其使用价值,这就导致了马克思所说的拜物

教[2]59灢60。据此商品与劳动异化的经典理论模式,

Lefebvre演绎出日常生活中的几种基本的异化或神

秘化的形式:被神秘化的私人意识,经济异化,心理

与道德的异化,工人与人的异化,人与自然关系及人

的本质的异化[2]59灢60。

暋暋三、结暋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再结合经济伦理的原则,可以

为促进我国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一些构思与

设想,包括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走可持续发展之

路;注重社会公平的实现,突出人与社会的和谐;注
重人精神世界的健康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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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暋WiththepublicationofMarx's“EconomicandPhilosophicalManuscriptsof1844暠in1932,

manyscholars,accordingtotheactualconditionsofcontemporarysociety,interpretsMarxisttheoryof
alienationandderivesmanyoftheirownuniquetheoryfromit.Thecontemporaryalienationtheoryand
Marx暞stheoryofalienationisnotonlyinextricablylinked,butalsohasaverycleardistinction.From
theperspectivesofalienationtheoryunderabsolutepovertyandrelativepovertycircumstances,theex灢
pansionoftheconnotationandextensionoftheconceptofalienation,anddevelopmentofcomtemporary
alienationtheory,thispaperdiscussesthedifferencesbetweencontemporaryalienationtheoryandMarx
'stheoryofalienationindetails.Meanwhile,thispaperalsodiscussestheconnectionbetweentheabove
twotheoriesfromthefollowingthreeaspects:impactofMarx'stheoryoncontemporaryalienationtheo灢
ry,thecommoncriticismonalienatedlaborfromalienationtheoryintwoperiodsoftime,andthecom灢
moncriticismoncommodityfetis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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