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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总体异化理论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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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异化思想与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在二者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全新的

异化观——总体异化。总体异化表现为政治的异化、文化的异化、消费的异化、心理的异化，人彻底成为商品拜物教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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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异化

思想与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在二者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全

新的异化观，并以此为核心，对造成人类当代生存困境的各

个方面进行了细致、深刻的分析与批判。这种以异化为核心

的批判，不仅体现了其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自由与解

放的关注，而且也使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之后就销声匿

迹的“异化”概念在哲学上得以重放异彩。

一、理论背景

异化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的整体状态。

在这种状态中人与人之的关系以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表现出

来，通过人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创造出来的产品、社会关系、

制度和意识形态，作为异己的、统治人的力量同人相对立。

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中，异化的内涵主要指“分离、疏

远”，其外延主要在经济领域。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中确立了异化的四种类型：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

的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劳

动产品的异化，也就是说，工人的劳动产品与工人是相异

的，虽然产品是工人创造的，但不被工人占有；创造的产品

越多，工人就越贫穷。劳动的异化，即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

变成了人维持其生存的手段。自由自觉的劳动被规定为是

人的类本质或类生活。劳动应该是对人的肯定，但现实的劳

动却严重折磨着人，人的类本质与人分离了。人与人之间关

系的异化，就是社会分裂成两个相互对立的部分，即产品所

有者对产品生产者的剥削。这四种类型的异化都含有“分

离、疏远”的意思。

今天的异化问题不再只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被自己的劳

动产品所压迫和统治的传统异化劳动，这种异化的实质是

人与自然、需求与供给之间矛盾的反映，也不单是某些被统

治阶级的命运，而是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和绝大多数

人的命运，这种异化的实质是人与自己的创造物——^化
自然的矛盾。这种客体异化主要表现为工具理性对人们无

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统治。

笔者认为，异化首先是谁被异化，异化有它的载体，那

么这个载体就是社会中的人，那么，在社会活动中的人，他

们首先是被物化，人本身被物化之后，然后再进入社会中，

成为一种物化的社会关系。

二、总体异化观的内涵和表现

法兰克福学派在用异化理论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时，

总体上已经从经济领域进行到社会领域，其批判逻辑出现

了重大转向，即从经济逻辑批判转向社会逻辑批判。资本主

义现实的不合理性，不仅在于其造成了生产领域的异化，更

重要的在于其导致了社会的不正常，政治的异化、文化的异

化、心理的异化、消费的异化，即社会的全面异化。因为当前

的社会文化造成了社会领域的全面异化，

(一)消费的异化

首先，消费成为目的而不是手段。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

会中，技术进步和消费控制相互促进。在经济繁荣和高消费

下，人们分享着消费社会的舒适，但只是简单的以物质欲望

的满足为生活内容。

其次，消费并未满足真实需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

人们的消费胃口变得越来越大，而且其趣味也日趋标准统

一，因而也就容易对人们的消费施加影响和进行预测。“消

费品的整个现实主要是广告竞赛制造出来的虚构之物。”使

现实生活中的大多数消费变成了一种虚假消费。

最后，消费使消费者成为单面的人。马尔库塞说：“在一

个看起来能够通过其组织方式不断地满足个人需要的社会

里，独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上的对立正在失去其基本的

批判功能。”通过高消费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使人们渐渐

失去否定性、批判性的思维，人异化成了单而的人。更为有

害的是，维持较高的物质消费标准，必然会加剧人与自然的

紧张关系，造成自然的异化。事实上，异化消费不只是资本

主义制度的产物，也会降生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天天地扩张。

消费异化的实质是对物质消费的盲目崇拜。它必然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精神利益，从道德上讲是一种“恶”。消

费个体只有在一定范围内对物质利益进行正当追求，按消费

本身的目标进行消费，才是道德上的“善”。对消费异化行为

及其所造成的后果可以而且应该从道德上进行善恶分析。这

样的评价一旦为社会主体所接受，就能在一定程度一h制约消

费的异化。通过道德评估提高人们识别善恶、美丑的能力，增

强改恶从善的自觉性，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善。扬弃消费

异化的途径有多种，加强道德制约应为不可或缺的一种。

(二)大众文化的异化

首先，大众文化本身异化。文化艺术活动本属于精神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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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范畴，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技术制度中，大众文化已

经成为商品。它的生产与其他物质商晶一样，必须要遵循市

场经济规律，必须要通过竞争、宣传，展示自己的魅力，大众

的认可度或者它的流行程度决定它的市场交换价值j从而

它的使用价值退居其次了。大众文化的商晶化也就意味着

异化了。

其次，大众文化的功能异化。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

文化作为一种“肯定文化”，通过压抑大众的“否定性思维”

来为现存秩序服务，大众文化发挥了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

因为大众媒介无孔不入的宣传和广泛复制，以简约化和重

感性为特点的大众文化占据了人们的“自由”闲暇时间，满

足了人们感性的浅层次的精神需求，同时也使大众渐渐丧

失了思辨性和反叛性。大众文化本该具有的功能已经发生

异化了，成了奴役人精神和思想的：亡具。

现在，大众文化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它不仅

深入中国大众的日常生活，而且成为亿万人形成自己道德

和伦理观念的主要资源，阐释着现代生存模式的新观念和

新生活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新的交流方式。但是，它同时也

消解着大众对精神信仰的追求，只追求现世生活的享乐和

感性的满足，使时代缺乏高屋建瓴的人文精神导向。中国大

众文化的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不很成熟，需要不断

地推进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丰富中国的大众文化产品，满

足大众的文化消费需要，使中国由一个大众文化产品的输

入国向输出国目标努力。在积极发展中国大众文化的同时，

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大众文化是商业文化，消蚀了人的

个性，使商品的利益代替一切，成为大众文化的绝对标准。

法兰克福学派最有价值的是其批判精神，它提出和发展的

“文化产业”概念和文化批判理论，对于我们反省大众文化

的种种负面现象，具有可贵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三)心理的异化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资本主义文化给人的心理造成了

病态特征，主要表现为“孤独”、“恐惧”和“倦怠”，这些症状

是20世纪西方社会的“通病”。弗洛姆通过对病人心理的分

析，认为最正常的人成了病得最厉害的人，病得最厉害的人

反倒是最健康的人。异化的人处在异化的现实之中，病态的

人处在病态的社会里，却不知异化之苦和病痛之痛。人们一

味地追求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无视人的存在价值。

人的物欲、贪婪导致的结果是“现代人异化于自己、异化于

同类、异化于自然。”

(四)政治的异化

当政治权力作为谋取集体的整体利益和价值的手段的

时候，它就能沿着既定的方向运行。然而在国家权力的所有

者(人民)与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政府)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

的分离，在这种分离状态下，政治权力常常不按照其所有者

的整体意志，而是凭着权力行使者的意志和情绪运行，其行

使往往受到掌权者个人利益的影响，甚至出现掌权者利用

公共政治权力来为个人谋私利的现象，以致出现政治异化，

即政治权力在运行中发生异变，权力的行使不利于权力的

所有者或偏袒部分所有者。权力异化是权力腐败的根源，权

力腐败是权力异化的极端表现形式。权力异化是腐败的根

源，要铲除腐败，就必须从克服权力异化着手。

三、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的现实意义

首先，法兰克福学派的异化理论描述了垄断资本主义

条件下，作为个体的人丧失了任何的整体感，仅以自身为目

的。法兰克福学派对异化的探讨不再是什么原来应为劳动

者占有的产品被剥夺，原来应具有的劳动创造本性丧失的

问题，而是更多地转向了个体人的心理意识的变异与分裂。

弗洛姆就曾强调：“异化是～种体验方式，在这种体验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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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感到自己是陌生人。或者说，个人在这种体验中变得使自

己疏远起来。他感觉不到自己的行动及其结果成了他的主

人，他只能服从甚至崇拜它们。异化的个人与自身相脱离，

就像他与其他人相脱离一样。”

其次，法兰克福学派更强调文化层面的异化。这是因

为，现代人遭遇到普遍的文化困境，社会张力和冲突的焦点

从单纯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扩大到人的生存意义、价值

和根据所代表的文化层面。文化的统治所形成的物化和异

化的生存样态，在某些方面不同于马克思所描述的被自己

的劳动产品所奴役的劳动异化；文化的统治所形成的异化，

不仅是某些被统治阶级的命运，而且是现代人的普遍境遇。

法兰克福学派以其敏锐而深刻的方式切入了20世纪人类

生存矛盾的核心——普遍的文化焦虑与文化危机问题。

最后，法兰克福学派更侧重于消费领域的异化研究。法

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认为，消费异化是当代社会中最为

严重的异化现象，也是马克思时代所不可能想象得到的新

情况。在弗洛姆看来：“本来，消费水平的提高是为了使人过

上幸福和满足的生活。消费只是达到目的，即达到幸福的手

段。但现在消费变成了目的本身。”人的虚假需求代替了真

实需求并在人的生活中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正是在这种

情况下，人成为“一个被动的异化的消费者。法兰克福学派

的社会批判理论虽然体现出某种技术的文化悲观主义倾

向，但作为对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在新的时代状况下的一

种积极探索与发展，同马克思时代的政治、经济批判不同，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主要是根据变化了的时代特

征，强凋～种历史、文化的批判。从本质E讲，他们的批判理

论是以异化理论为依据和核心的文化批判理论，这种批判

理论的主题直接涉及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的深层问题，更

具深度和彻底性，这也使法兰克福学派的异化理论呈现出

一种区别于传统异化理论的全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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