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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赫伯特·马尔库塞对消费异化问题

进行了深入研究。马尔库塞将消费异化的根源归结为三个方面，即科学技术的

发展和异化、劳动异化、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为操控。马尔库塞剖析了消费异化

的表现与后果：一是虚假需要的盛行使得人被虚无化并导致大众和社会制度的

一体化；二是文化愈加商业化并变得极其媚俗；三是高生产和高消费的出现并

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四是“自由”“平等”的消费意识瓦解了无产阶级的革

命意识。马尔库塞将问题的解决寄托于具有“新感性”的主体，认为其能帮助人

们摆脱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和操作主义，能正确区分虚假需要和真实需要、媚

俗文化和高雅文化，分清社会现实中的真、善、美，正确认识社会革命与人的解

放之间的关系，能使人摆脱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控制、文化控制和技术控

制，从而获得真正解放。马尔库塞的消费异化思想不乏先验的空想主义色彩，

但它对于正在进入消费社会的我国有着重要启示：使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

丰裕与自由背后是资本对人们的规制和压抑；我们应规范技术使用，提升人们

自我认识的能力，树立科学的消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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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作为生产的一个环节，本应为满足人

的真实需要而服务，本应是一种富有人情味的

活动。然而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异化并

颠覆了其固有定位与内涵，成了人们生活的目

的、灵魂的栖居地、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投射

地。对这种消费异化的分析和研究是法兰克福

学派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诊断，赫伯

特·马尔库塞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

物，继承吸收了马克思、弗洛伊德、海德格尔与

卢卡奇的相关思想。他对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的

批判蕴含丰富，对我们认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反观我国自身的消费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

价值。

　　一、消费异化产生的原因

马尔库塞将消费异化归结为：一个独立的、

大写的自我通过“物”来彰显自身。马尔库塞

认为，消费异化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产

物，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对消费和人的

心理进行操控的必然结果。

１．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异化是消费异化产生

的现实原因

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异化是

消费异化产生的现实原因。首先，随着科学技

术在生产中的大量应用和福特主义的推广，人

们走进了大众消费时代。科学技术极大地提升

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效率，创造了丰裕的物

质财富，琳琅满目的商品由此从资产阶级和贵

族的特权领域进入到普通大众的消费视野。同

时，随着“每天工作８小时，收入５美元”的福特

主义制度的实施并推广，工人的收入有了一定

程度的提高，基本满足了他们对汽车、房屋等高

级商品的购买需求。工人基本工资的增长和标

准化的机器生产开启了大众消费的新纪元。其

次，科学技术为商品的宣传提供了平台。为了

更好地促进商品的销售，资本家对商品进行了

广泛的宣传，以提高产品的知名度；而科学技术

的高度发展又使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各种电

子产品信息的世界中。在这样的氛围里，资本

家利用各种电子显示屏幕频繁地展示商品的精

美外观和多功能用途，以诱使人们产生难以控

制的消费欲望。再次，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激

发了人们的消费欲望，而且赋予这些消费者以

信用支付、分期付款、电子支付等消费权利，甚

至在消费者囊中羞涩的时候温馨地赋予其提前

享受商品和服务的特权。最后，在发达资本主

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发生异化而成为资本主义

意识形态的操纵机制，将人们变为单向度的消

费者。“政治的意图已经渗透进处于不断进步

中的技术，技术的逻各斯被转变成依然存在的

奴役状态的逻各斯。”［１］１２７总的来说，资本主义

社会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出舒适的生活，

提高了人们对自然的征服与控制能力，促使人

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然

而，在科学技术带来高效率和舒适生活的同时，

人们的意识却遭受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控

制。在接受既定的消费服务的过程中，如交通、

新闻娱乐、旅游、衣食住行等，虚假的社会合理

性的意识形态成为人们内心的主宰。这样的一

种生活方式极易使人们形成单向度的思想和行

为模式，使人们无条件地接受并执行现实社会

的命令。在消费的过程中，人们将社会解决产

品过剩的需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死心塌地地

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忠实的消费者。

２．劳动异化是消费异化产生的根本原因

首先，随着机器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机器

日渐代替人们进行劳动，降低了工人的劳动量

和劳动强度。这就使得人们在劳动结束后，仍

剩有大量的体力和精力，这就为异化的、无限的

消费提供了体力和精力支持。其次，自动化和

半自动化的机械活动和精确化的劳动分工，虽

然降低了人们的劳动消耗，却越发将人们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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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固定的工作岗位上。劳动者由此逐渐沦为机

器的负载者，成年累月地处于一种更加疲惫的

被奴役状态。正如马尔库塞所说：“人被其劳

动工具所奴役的状态，在一种高度合理化的、效

率极高、前途远大的形式中得到继续。”［１］３８马

克思语境中的劳动异化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变

得更加严重，人们在劳动中感到压抑、苦闷和不

自由，人们在劳动结束后力图拼命逃离劳动，渴

望在消费的天堂中寻找一丝安慰、自由和幸福。

因而，劳动的异化是导致消费异化的根本原因。

对此，本·阿格尔指出，“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

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

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

象”［２］４９４。再次，生产中心的转移导致劳动异化

转化为消费异化。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是生

产活动的四个环节。在前技术时代，生产力低

下，科学技术不发达，生产领域需要依赖劳动力

来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所以存在着残酷的压

迫和剥削现象。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科

学技术的日渐发达，资本主义生产链条的中心

环节转移到了消费领域。在此情况下，资本主

义社会迫切需要发掘消费领域的潜力，以保证

资本主义生产、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

行。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对消费的干预，必然导

致消费领域的异化。

３．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为操控是消费异化产

生的直接原因

从经济方面来说，资本主义迫切需要用消

费来拉动经济发展。随着科学技术在生产领域

中的应用，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资本家不断扩

大生产规模。这就不可避免地割裂了生产与消

费之间的有机关联，导致商品销售领域产生滞

涨，甚至导致经济危机。例如，在消费力不足的

情况下，一些农业资本家不惜将大量牛奶倒入

河流，以解决商品相对过剩的问题。因此，资本

家亟需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以扩大消费量。

“把国家机器的需要强加给广大人民———处理

过剩的能力，为必定有利可图的售出商品能被

购买创造需要，为生产和推销这些商品创造工

作的热情。”［１］３２为此，资本主义社会采取了种

种措施以刺激消费。例如，资本主义国家纷纷

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并颁发福利政策，以保证人

们的基本收入，稳定人们的就业状况，为人们的

基本消费活动提供资金保障；为刺激人们不断

进行消费，利用广告等大众传播媒介宣扬消费

文化，宣扬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价值观念，极

力宣扬消费的生活方式，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

并鼓励人们快速更新各种生活用品。消费异化

因而成为资本主义多元控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希望借此使人们远离

政治，进而消除政权颠覆的可能性。资本主义

社会用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商

品、服务和娱乐，在人们进行消费的过程中又将

资产阶级的享乐思想灌输给大众。这样一来，

人们在消费的过程中将自然地产生“幸福意

识”和顺从主义心理，进而使得他们乐于维护

这种多元化消费和享受的生活方式。这样，资

产阶级便可以利用消费、娱乐、诱惑、广告而不

是暴力和强制性规范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因

此，消费及其异化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统

治的一种重要形式。

　　二、消费异化的表现及后果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消费异化有着多重表

现，它突出地表现为人的虚假需要、文化商业化

的流行、高消费与高生产等典型特征，以及消费

自由化和平等化的假象。资本主义社会利用消

费异化对人们进行多方面的控制，对人的生存

造成了种种困境。虚假需要使人们丧失了独立

思考的能力并导致人依附于社会体制；盈利的

欲望使得文化和艺术屈从于市场，失去了其应

有的崇高价值、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成了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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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麻醉剂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维护者；消费时代

的贪婪和欲望促使人们想方设法地开发自然、

征服自然，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消费异化的舒

适与平等假象使人们远离政治，顺从、接受并维

护资本主义社会。这些不仅成功瓦解了人们的

革命意识，而且使革命丧失了其阶级基础和导

火索。

１．虚假需要的盛行导致人们生存意义的虚

无，以及大众和社会制度的一体化

资本主义解决剩余产品，需要通过各种手

段将其内化于人们的思维意识中，成为人们的

消费欲望和渴求。在马尔库塞看来，资本主义

社会中人们所渴求的消费需要与人类的真实

需要相脱离，本质上是一种虚假的需要，这些

需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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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就此而言，资本主

义社会中现行的大多数需要都是虚假需要，

“诸如休息、娱乐、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

爱人之所爱与恨人之所恨，都属于虚假的需要

这一范畴之列”［１］６。这种虚假需要和消费欲

望对人的身心造成了极大束缚和禁锢：一方面

导致人的生存意义的虚无，人的主体意识丧

失；另一方面，虚假需要的内在化又成为维护

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水泥”，进一步导致大

众和社会制度的一体化，即需要的一体化和利

益的一体化。

首先，虚假需要导致人的生存意义的虚无。

消费是人们生存的一种基本活动，人们参与实

践活动的前提是生活，而生活的前提是通过消

费来解决吃、喝、住、穿等基本问题。但是在消

费异化的语境中，“大规模的操纵技术产生了

一个直接实施这种控制闲暇时间的娱乐社

会”［３］３７，消费与娱乐成为人们的主要生活方式

和人生目的，人们沉浸于消费和娱乐之中，这样

的生活方式逐渐瓦解了人们的理性、主体意识、

创造性和独立精神。人们借助于商品等一系列

的物品来认识自己和他人，物成为人和人格的

代理，人只有通过消费才能证明自己、认识自

己；人沦为商品的把玩之物，人们的生存意义消

失在无边际的消费和“开心”的娱乐之中。正

如马尔库塞所说，“人们似乎活在他们的商品

之中；他们的灵魂困在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

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之中”［１］９。

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虽离不开各种物质生活

资料，但是仅仅停留于对物质的追求并不能给

人们带来真正的快乐和幸福，相反却会使人们

陷入永恒的欲望、不满足和痛苦之中。在资本

主义消费经济、消费文化和消费意识形态的操

控下，人们的消费需求日渐无限化，消费标准日

渐奢侈化，生存方式日渐欲望化、享乐化。这就

必然阻碍社会的发展与人们自身的自我实现、

自我发展。

其次，虚假需要促使大众和社会制度一体

化。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极权

社会，统治者利用技术、消费、娱乐等各种手段

来消除社会中的异己力量，来统一社会的意识

形态。由此造成的虚假需要把社会发展的需要

内化为人们的个人需要，社会统治的虚假性因

而变为人们内心真实的意识，它成功“消除了

私人与公众之间、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的

对立”［１］６。在对虚假需要的追逐中，人们总是

为寻求幸福忙碌着，相信现实的社会就是最好

的。于是，人们的这种顺从主义心理把社会发

展的需要等同于自己的需要，把社会的利益等

同于自己的利益，这使得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

一体化、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一体化。在需要

与利益一体化的过程中，人们会自发地维护资

本主义社会中的消费生活方式，接受并维护资

本主义统治，正如马尔库塞所说，“统治者能够

投放的消费品越多，下层人民在各种官僚统治

机构下就被束缚得越紧”［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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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文化商业化导致文化的媚俗

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工业和文化商业

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表面看来，这好像是高层文

化、经典文学艺术从上层精英分子的象牙塔中

解放出来，使少数精英所享有的文化为大众所

消费。但在马尔库塞看来，文化工业化和文化

商业化的“实际情况不是高层文化向大众文化

的堕落，而是高层文化为现实所拒斥，（当代

人）背弃了高尚的高层文化所维护的期望，践

踏了高尚的高层文化所维护的真理”［１］４９。首

先，文化工业导致文化的标准化和齐一化。当

代资本主义社会像生产家具、加工食物一样按

照固定程序对文化进行加工，生产出各种标准

一致的文化产品以供人们消费。同一性的文化

熏陶导致的是同一性的人格，沉浸于文化工业

中的人们因此逐渐失去了个性。其次，盈利的

欲望主导并控制了文化的生产，文化的商品化

使文化成为赚钱的工具，导致文化失去其特有

的气质而日趋媚俗。文化在本质上是与商业秩

序根本不同的审美情趣和精神食粮，但是文化

的商品化迫使文化愈加屈从于人们的喜好，因

而丧失了其独立的、批判的个性以迎合大众和

市场，片面追求刺激和感官享受。与之相随，文

化创作者不再关心文化的审美价值，他们更多

关心的是文化的商业价值，他们不再将给人以

启发和警醒作为文化追求的目标，而是将上座

率、票房确立为目标，这就必然导致文化的模式

化和媚俗化。再次，消费异化导致文化固有的神

圣“光晕”消失。对此，马尔库塞指出，“文化中

心变成了商业中心、市政中心或政府中心的配

件”［１］５７；在商品的销售中，“发自心灵的音乐也

是推销术的音乐”［１］５０。在广告等大众传播媒介

对商品进行宣传时，总会牵强地赋予商品以文化

意蕴，从而使文化摇身一变而成了真理的化身，

它在商品宣传中诉说着唤醒欲望、促进消费的谎

言，丧失了文化的深刻性、批判性、反思性和丰富

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好像只要按动按钮就可

以享受高雅的艺术。文化由其膜拜价值转变为

展览价值或消遣价值的这个事实，导致文化作品

自身“光晕”的消失：人们往往对艺术展览、名胜

古迹等走马观花，而不去或不能细心地品位与感

悟，其品味和修养很难得到提升。

３．高生产与高消费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

失衡

资本主义社会以追逐利润为根本目标，驱

使人们动用一切手段掠夺自然，高生产与高消

费使自然成为商业化的客体从而备受污染。资

本主义社会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征服、控制、

开发自然，人对自然的掠夺最终导致生态破坏、

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失衡。资本主义社会“资源

的破坏、浪费的增长显示了它的富裕和‘高水

平的福利’”［１］７２－７３，浪费式消费因而成为发达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炫富”形式。华丽的商品

包装和用完即扔的一次性碗筷、洗漱用品、衣服

的流行在显示资本主义社会富有的同时，也浪

费了大量的资源。同时，为进一步促进消费，资

本主义社会借用异化的科学技术，利用技术缺

失的手法加速物品的“废弃”速度。大量的消

费需要和与之相适应的大规模生产，促使当代

资本主义社会大力开发自然资源，其生产活动

和消费活动造成了大量的工业垃圾和生活垃

圾，如电子产品废弃物、建筑垃圾、粉尘等。如

马克思所言，自然界不仅向人们提供生活资料，

而且它直接地也是生命活动的对象，“自然界

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而生

活”［４］５。因而，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应该

是协调统一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

然的关系却是根本对立的。人对自然的征服与

破坏最终将会导致人的生存危机。

４．消费领域的“自由”“平等”瓦解了无产

阶级的革命意识

今天，鼓励高消费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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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社会控制的一种有效方式。在消费领域

中，人们可以自由消费、自主选择，每个人都有

追求高端商品的权利和机会。然而，其所呈现

的自由、平等和民主并不是真实的，个人的自由

感觉不过是资本主义有效控制社会的证明。首

先，所谓消费自由有虚假性。资本主义社会成

功地将自己的需要改装成人们的需要和欲望，

因而，人们的自由消费和欲求其实都是在资本

主义社会的控制范围之中，人们的欲望和选择

也只是在资本主义商品—地位等各种隐蔽的目

录体系所进行的选择和定位。正如马尔库塞所

言：“这些自由是垄断价格中的自由竞争，审查

制度下的自由出版，以及商标和圈套之间的自

由选择。”［１］８其次，所谓消费平等也有虚假性。

随着消费的普及和扩大，工人可以与老板穿同

一品牌的衣服，无产阶级的儿女有机会与资产

阶级的儿女享有读同一所大学的机会……在这

样一个高消费时代，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工

作、休闲、娱乐和消费变得越发同质化。消费异

化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一体化的程度达到了前所

未有的程度和广度，有效缓和了人们之间的差

异，使不同利益群体之间质的差异转变为同一

群体内部量的不同。但这种消费“平等”现象

的背后是社会的底层群众依然生活在贫困和痛

苦之中。再次，消费自由、平等的假象导致无产

阶级革命意识的瓦解。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语

境中，无产阶级是最为先进的革命力量，他们只

有在解放全人类之后才能解放自己。可是在当

代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中，无产阶级在消费、娱

乐的世界中忙忙碌碌、如痴如醉，根本无暇甚至

不屑于顾及现实问题，更意识不到自己是革命

主体这一历史使命。在这种舒适而又安全的氛

围中，在琳琅满目的商品面前，无产阶级丧失了

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独立判断的能力。资本主义

社会的消费异化由此成功瓦解了无产阶级的革

命意识和反抗精神，以至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

级联合起来为现存社会作辩护，“在大众消费

过度发达的地区，受管理的生活就成为全体的

美好生活，为了保卫这种生活，对立面联合了

起来”［１］２１４。

　　三、走出消费异化困境的策略

马尔库塞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凭借其

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丰裕的物质财富，牢牢控制

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语言和思维意识。这不仅

导致了消费的异化，而且也导致了资本主义社

会中人的异化。要消除消费异化就需要采取

“总体革命”策略，即对资本主义现实社会实行

“大拒绝”，通过具有“新感性”的新人致力于构

建新的健康的文化、健康的人格和健康的社会。

而“新感性”的形成需要利用艺术的异质性，需

要发展新的科学技术，以重构技术、艺术与现实

之间的关联。

马尔库塞认为，社会层面的革命并不能触

及问题的根本，不能解决社会中的异化问题，更

不会实现人的真正解放。他通过融合弗洛伊德

的相关思想，认为只有通过心理层面的本能革

命实现人的爱欲解放（感性解放），才能从根本

上解决消费异化的问题。正如马尔库塞所说，

“自由社会建立的前提，就在于与世界习以为

常的经验决裂，与被肢解的感性决裂……鉴于

发达的资本主义所实施的社会控制已达到空前

的程度，即这种控制已深入到实存的本能层面

和心理层面，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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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然而，享

受着富裕滋养的人们无法与富裕社会割裂，所

以走出消费异化，需要由具有“新感性”的新人

来担负。“新感性”有别于受压抑且不自由的

“旧感性”，“新感性”让人们采用一种全新的不

同于旧的方式和视角去听、去感悟，以超越现存

社会对人的压抑、塑造和束缚，致力于形成以人

的本能解放为中心的充满生命的、和谐的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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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新关系。只有具有“新感性”的新人才能

够摆脱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和操作主义，才能

自觉地去追寻价值理性，才能形成“新感性”的

个体而不受社会的束缚、控制和压抑。具有

“新感性”的人能正确区分虚假需要和真实需

要、媚俗文化和高雅文化；能够分清社会现实中

的真、善、美与假、恶、丑；能够正确认识社会革

命与人的解放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只有具有

“新感性”的人才能使人摆脱当代资本主义社

会的消费控制、文化控制和技术控制，从而获得

真正的解放。那么，如何才能培育出具有“新

感性”的人呢？

首先，马尔库塞认为新感性的形成需要借

助于艺术和审美。在艺术中至关重要的是人本

身，事物等一切社会存在都是为人服务的。

“艺术就是反抗”［３］１３０，艺术具有异质性的基本

性质，它与现实社会相对立。“艺术作品绝不

隐瞒现实存在，艺术是揭露现实的”［５］２４５，因而，

艺术不受制于现实社会秩序且不为现实社会所

规制。马尔库塞认为，真正的艺术作为“世界

的诗文”，其“使命就是在所有主体性和客体性

的领域中，去重新解放感性、想象和理性”［５］１７５。

相较于和谐的古典艺术和高雅的资产阶级高层

文化，马尔库塞更加热衷于现代艺术，他认为现

代艺术诉诸直接的、真实的感性体验，是一种批

判的、反现实的新艺术。这是因为，现代艺术拒

绝艺术的传统形式，拒绝美化、升华资本主义现

实，能直接触动人们的心灵，摧毁人们固有的思

维和认识。这将帮助并引导人们形成独特的、

非顺从的“新感性”。此外，马尔库塞认为，“审

美道德的确要求在地球上清除由资本主义精神

造成的物质垃圾，并进而清除这个资本主义精

神本身”［５］１１０－１１１。因此，马尔库塞认为应提高

人们的审美能力，“依靠它，自由的需求和潜

能，找寻着自身的解放”［５］１１３。

其次，马尔库塞认为“新感性”的形成离不

开新技术的支持。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利用科学

技术来推行自己的极权统治，通过科学技术来

控制人们的思维、语言和行为，使人们成为单向

度的人。因此，要革除旧感性，必须恢复人的批

判向度，必须发展新技术。其一，新社会并不是

无条件地摈弃旧社会的一切，而是建立在以往

成就的基础之上，将科学技术等成就从发达资

本主义社会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为消除贫困、解

救人们而服务。他认为，与传统技术对自然进

行征服与控制不同，解放的新技术与自然解放

相一致，使人和自然免受传统科学技术的剥削。

其二，随着科学技术的解放，“技术就会成为艺

术，而艺术就会去塑造现实”［５］１０７。艺术可以通

过新技术与现实联系起来，从而实现艺术的理

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统一。其三，新技术含有

充分的人文关怀，以为了更好的生活为目的，新

技术将会克服劳动过程中的异化现象，从而可

以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消费问题，正视自己的真

实需要。

　　四、马尔库塞消费异化思想对我国

社会发展的警示意义

　　通过对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的根

源、表现、后果和出路的分析，我们对发达资本

主义社会的消费异化有了更深入、更清晰的认

识。显然，马尔库塞过于强调心理革命，具有强

烈的乌托邦色彩。他在《乌托邦的终结》中自

我评价说：我是一个绝对不可救药的感伤的浪

漫主义者。［６］同时，他过于看重外部力量对人的

影响，忽略了人的自我调节和识别能力。他的

“大拒绝”“新感性”，以及将人类解放的重任交

付于流浪汉、失业者等边缘群体的相关思想，在

某种程度上具有空想性质和主观意蕴。但是，

马尔库塞对发达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的诊断，对

我们认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反观自身的消费

状况和社会发展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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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有助于我们看清发达资本主义的极权

本质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繁荣的消费景观，

将国家发展的所谓典型范例向其他国家渗透并

推广，进而在消费时代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产

生了国际效应。凭借其消费殿堂，当代资本主

义国家成功征服、诱惑了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

中国家。在我国的年轻人中就存在着较为严重

的崇洋媚外心理。一些人对我国的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等嗤之以鼻，对发达资本主义的高工

资、高福利，以及所谓的自由、民主、平等充满向

往。近年来，我国出国留学现象、海外移民现

象、海外购物现象甚嚣尘上。对此，笔者认为，

这些心理的产生和现象的流行来源于人们对资

本主义社会的懵懂，以及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和

消费文化对他们的诱骗。透过马尔库塞对当代

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的批判，我们发现，西方资本

主义社会，其本质是一个新型的极权社会。这

种“极权主义不仅是社会的政治联合意义上的

恐怖活动，而且是借助经济手段得以自发运作

的，后者是通过既得利益者对各种需要的操纵

发生作用的”［１］４，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

就属于后者。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借助“理性的

工具主义视界展现出一个合理的极权主义社

会”［１］１２７。以富足与自由的名义对人们实施控

制，高工资和高福利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为

刺激消费以维护社会稳定的策略；消费领域映

射出的自由、民主和平等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

幻梦，只是一种假象；虚假自由的产生和满足使

人变得更加痛苦与艰辛。因此，资本主义社会

丰裕与自由背后是资本对人们的规制和压抑，

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操控。发

达资本主义社会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大众消

费、娱乐、教育和新的生活方式来宣传并渗透资

本主义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的多彩生活消灭了

人的创造性、人的法权意识和批判精神，使整个

社会成为没有反对派的单向度的极权社会。

２．有助于更好地反观我国的消费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社会

风貌焕然一新。但是我们不能被发展所取得的

成就冲昏头脑，必须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必须

看到我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马尔库塞对

发达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的批判给我们以警示。

目前在我国，带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是消

费、投资和出口。可以说，消费和出口都属于消

费带动，可见消费对我国经济发展、人们生活的

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拜金主义、享乐主

义和消费主义等价值观开始向我国渗透，严重

影响了人们的健康发展、人生意义的实现和良

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例如，在我国，奢侈品消

费、攀比消费、过度消费、超前消费等俨然成为

社会风尚，利益至上、人情冷漠等现象层出不

穷。面对这些问题，反观马尔库塞对发达资本

主义消费异化的批判，对我们有重要的现实启

示意义。

其一，规范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科学看待

科技和经济发展的目的。高生产、高消费必然

导致对生态的破坏，因此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规范

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污

染物排放。同时，我们应规范技术应用与劳动

时间之间的关系，适度限制工人的劳动时间，充

分保证人们的自由时间。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应正确看待科技和经济发展的目的，充分

认识到科技是为人而不是为物服务的，我国发

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而不是为了单纯追求ＧＤＰ的无限增长。因

此，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人为本、全面

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其二，鉴于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人已经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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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批判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成为了单向度的

人，我们应发挥教育和大众传播媒介在培养人

们的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方面的作用。

我们应改革传统的教育模式，使教育不应仅仅

局限于传授知识和技能，更应致力于引导人们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人们的审美情趣，塑造

健全的人格，提升人的自我认识能力，帮助人们

进行独立思考并做出判断，提升人们的整体素

质，构建人们的道德情怀和政治抱负，培养人们

对未来的乐观前景期望，引导人们价值理性的

形成，让人们在教育中健康成长，促进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７］此外，２１世纪是信息社会，大众传

播媒介在教育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我们

应利用大众传播媒介来宣传正面的观念和文

化，引导人们正确看待自己的真实需要，以及商

品与地位之间的关系，在全社会确立起科学的、

以人为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文化，构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消费社会”。同时，我们应加大对

大众传播媒介的审查力度，杜绝大众传播媒介

对物品进行虚假宣传和过度宣传，防范西方资

本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

义等不良思想的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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