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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技术异化及其社会机制
——兼评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异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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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工具理性与资本主义合谋造成了技术对人的异化；技术是资本主义

利用工具理性控制社会的手段，使社会陷入全面异化；要超越和克服技术异化，需要建立一个理想

的社会，实现人本质的全面复归。但该学派未意识到技术异化源于人类的局限性，他们只是选择性

地观察和批判西方发达社会的技术异化，无法将异化研究上升到人类文明的高度。鉴此，研究应从

文明的高度论述术异化及其社会机制，不可对技术持因噎废食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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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汽车制造厂内一名员工被机器人杀死，该

新闻不久前在网络上掀起了广泛的讨论。人类文明

是否真的到了机器主宰人类的时代?科学技术促进

了生产力的发展，技术已然成了人类生存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但是技术的发明和使用，使人类遭受到技

术的“规训”，丧失个体的自主性，成为依附于机器的

“单面人”。这些现象也是法兰克福学派集中批判的

对象，他们将矛头直接指向技术，强调技术造成了人

类价值的失落；但该学派的异化思想继承了马克思

私有财产制度下的劳动异化，忽视了对技术异化深

层根源的探讨。鉴此，本文结合对法兰克福学派技

术思想的评价，在异化一文明框架下剖析技术异化

的本质和社会机制。这一研究不仅有利于技术异化

内涵的深化，也使人类摒弃对包括技术在内的文明

成果所持有的因噎废食的态度，为人类文明带来新

的启示。

(一)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异化

技术理性批判的兴起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息

息相关。法兰克福学派中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

借用韦伯的理性中介和工具理性等概念，结合马克

思的劳动异化，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理性

批判。霍克海默认为启蒙是为世界祛魅，用知识取

代幻想，通过启用理性将人从自然中剥离出来去主

宰理性，以实现社会和文明的进步，但本来以解放人

为目的的理性工具却成了奴役、压迫和统治人的工

具理性。理性的工具化使得人们只注重效率、功用、

计算，放弃了对自身价值和意义的追求，导致人类思

维方式片面化乃至生存方式工具化。基于此，马尔

库塞深入到社会生活各领域，较为全面地揭示了技

术异化的内在机制——资本主义。他把人和社会的

异化归咎于技术，认为“机械化和标准化的技术过

程，本应该是将人的能量从必然性中释放出来走向

一个未知的自由王国”[1]，可因为技术理性和价值理

性的断裂造成了人的单向化，技术与理性相结合开

始对社会各个领域进行控制。在政治领域，“连续不

停的技术进步充满了政治的内容，技术的逻各斯已

经成为继续奴役的逻各斯，技术的解放力——物的

工具化——成为自由的枷锁：人的工具化”[2]。在思

想意识领域，人们满足于技术所制造的产品的虚假

需求，失去了批判性思考，形成一种肯定性的实证经

验思维方式，这种单向的思维方式是“被技术社会那

压倒一切的、不知名的力量和效率所强制”L2j。而经

济领域的单向化表现在过度的生产和消费成为压倒

一切的需要，人们依附于机器和商品，却成为工具的

*收稿日期：2015一11—1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社会技术容量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10YJA840036)

作者简介：万种昊(1990一)，男，湖南长沙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生，主要从事发展社会学研究；

司汉武(1963一)，男，甘肃静宁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制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

市场社会学研究。

万方数据



62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4卷

附庸。

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劳动者的作

用时，提出了著名的异化劳动的概念，认为资本主义

也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异化，意味着整个人

存在的异化。劳动不再属于人的本质，他对自身的

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者的关系来体现，由此表现为

人同劳动产品、自己的类本质相分离。因此，人只有

在对最自己全部本质的占有之后，才能成为真正自

由的人，要实现对异化的超越和扬弃，必须由无产阶

级带领全体劳动者实现财产公有制并走向共产主义

社会，才能真正消灭劳动异化。基于此，法兰克福学

派强烈批判晚期资本主义，试图寻找克服技术异化

的途径，促进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霍克海默认为

资产阶级利用技术手段控制物质生产、消费、文化娱

乐和人际关系等各方面，全方位操纵了人的思想方

式，形成一种新的统治形式。由此，只有消除技术背

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克服技术异化，实现人

的本质的全面复归。马尔库塞认为使理性去除工具

化，将价值重新整合到技术之中，技术就不会奴役压

制人类，而是带领人类走向自由和全面解放。弗洛

姆认为，健全的社会，人性将会剔除贪婪等本性，人

们不再盲目追求财富，每个人都关心社会事务，“允

许并鼓励社会成员彼此相亲相爱，它可以推进每个

人在其工作中的创造性，刺激理性的发展，使人能够

在共同的艺术和仪式中表达自己的内心需要”[3]。

因此，马克思所推崇的理想社会同样是法兰克福学

派的目标。

法兰克福学派从理性的角度强调了技术对人的

异化，其思想具有足够的批判性。他们选择性地观

察西方发达国家，而罔顾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生存状

态，也罔顾技术对社会进步的积极价值，明显带有选

择性批判的价值乌托邦倾向。其一，他们打着马克

思主义的旗帜，试图在批判异化的过程中寻找一个

新的突破口，借此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理想社会。

他们简单地认为，消灭了私有制便会在很大程度上

消灭异化。但如果没有弄清楚异化的人性和社会本

质，仍然在资本主义一技术一异化的逻辑中打转，异

化的扬弃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不可触知的目标。其

二，法兰克福学派企图否定工具和技术，回归人的价

值和情感诉求，却没有查明价值和情感的相对性。

他们简单将异化归咎于技术，而忽视了技术对人类

发展的重大作用。其三，工具理性日益膨胀的背后

是人类El益增长的欲求和人类本身的局限性，这才

是问题的根本，而法兰克福学派一味拓展技术异化

的外延，批判技术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领域对

人和社会的异化。

(二)根源：人类局限性

原始的蒙昧时期，人类生活在部落群体中，即使

演化到现在，在知识与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基于

生物学结构(biological constitution)的人类本能仍

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说本能构成了其他动物的

主要能力，那么对人类来说，与其他动物相统一的自

然本能也构成人类个体和群体能力，也就是社会性

能力的基础。而本能也是人类局限性的根源，它先

于文化和道德存在，也先于理性的存在，“正如本能

比习俗与传统更古老一样，习俗与传统也比理性更

为古老”[4]。文明的诞生和发展在于它使人类走出

狭隘的部落和小群体，长期经验的积累及这些经验

在人际间的扩散和传播，逐渐演化出如今被我们称

为文明的各种东西。但是“事情的结果总是与预期

有点不一样。我们几乎从未造成我们原先所希望的

结果，我们还经常得到并不想得到的东西。这些不

希望的结果还无法消除”[5]。这些不希望得到的结

果，也包括法兰克福学派所抨击的技术的异化效应，

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人类文明正是通过不断试错和积

累逐步演化出来的，文明是人类生活经验的凝结，这

些经验既有代代相传的知识技能，又有隐藏在工具

背后的潜在风险。之所以有这些不希望得到的结

果，正是由于人类的局限性，即自私、无知、迷信和盲

从，通过集体意识，使这些存在于个体身上的弱点经

由群体而不断放大。

自利或自私是人类基本生存的主要特征，正是

自利或自私的特征造就了人类的理性。人类行为动

机都来自于利己之心，人类不断改善生产工具，从刀

耕火种进化到拖拉机等现代机械，增加粮食生产，满

足自己对食物的需求；控制或监控技术实现了人们

安全的保障；信息技术的发明有利于信息的自由、快

速传播等。从利己主义的角度来看，人们看重和崇

拜任何单一的工具，其根据也在于人们意识到该事

物的有用性，从而对其产生依赖，“没有利己主义，就

没有依赖感”[6]。人类日渐离不开技术和工具的发

明和利用，人类文明发展和进步的历史，实质上就是

技术和工具不断进步的历史，人们坚信技术可以打

造一个理想的世界，如同宗教信众对于天国理想的

信赖一样。

无限的自利之心推动人类不断发挥自身的能动

性和创造性，探索现实环境，发展出包括科学知识和

技术理性在内的理性能力。正如哈耶克所说，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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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先天拥有，而是人类后天逐渐习得的一种有限

的能力，由此也就决定了它不能也不可能解决所有

问题。人认识能力的先天不足，以及知识的缺乏也

是技术异化的根源。人类社会的知识分散在各个不

同的个体之中，任何单个的人都只可以掌握有限领

域的有限知识。人类已有的知识虽表面上强大，但

面对无限的世界，这些知识难免显得捉襟见肘。对

于任何个体而言，他有许多其他个体所不具备的独

特知识，每个领域内都有相应的专家。人类文明的

进步正是依赖着这种“分散、片面、不完全”知识的运

用才得以维持，如果个人的知识是完备的，便会导致

人类理性的狂妄自负，试图一劳永逸地超越和克服

异化，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目的。技术越发展，文

明程度越高，个人越是无知。承认无知才会使得个

人拥有更多的知识，才会使人类从自己未拥有的知

识中获得进步的源泉并且超越无知，逐渐形成理性

的成果，防止理性的滥用，“对无知的承认，对无知的

应付，才是文明的基石”[7]。但其代价之一则是人不

可避免地单向发展，这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命运。

人的演化是一个逐渐摆脱自然世界束缚、不断

获得独立性的社会化过程。在前现代社会，人受到

自然的束缚，“自由”却无知，但是原始社会和自然给

了人类一种基于无知和神秘的依赖和崇拜。现代社

会，人们脱离原始束缚成为自由的个体，但却日益感

到人在社会世界中的渺小、孤独和无力。技术使人

类从自然世界的压迫中获得了解放，却又陷于社会

世界的羁绊中。异化与其说是来自自然的，毋宁说

更多来自社会，也就是人的社会生活。但无论如何

人类不可能没有依托于各种需要的价值感，人的这

种生活方式在现实社会中，像寄居蟹一样，要寻求一

个寄居的世界以使自己的心灵有所皈依而不至放浪

形骸。这也是人类对于追求的价值的根源，如荣格

所说“就像人的身体需要盐一样，人类的心灵从记忆

难及的洪荒年代起就感觉到了信仰的需要”E83。但

是人类在行动中的欲求和价值在不断发生变化，个

体无法追求一个确定的最终目标和理想世界，只可

以追求和迷信帮助他们实现最终目标的工具和手

段，如技术、道德、宗教、制度。人类的活动既是个体

的，也是集体的，在追求这些目标和手段的过程中，

集体无意识在群体中不自觉地发挥了凝聚和召唤的

作用，形成某个时期为群体所共享却又难以为个人

所发现的心理。个人在群体中为了获取安全感，自

觉与集体保持一致，而整个集体又对完美世界盲目

崇拜。所以人们对工具的过分轻信和崇拜，实则是

对“原始纽带”的一种依赖，想从权威获得庇佑，以达

到完满的文明世界。隐藏在人们心底深处的集体无

意识和集体崇拜心理，促使人类对技术的不断发明

和利用，并且认为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现实世

界越残酷，妄想完美世界的欲望愈强烈，而技术的目

的性、间接性和实践性恰好契合人类集体追求文明

逃避现实的心理。如此一来，人们对工具的依赖只

会越来越深，异化则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

(三)技术异化的本质

以上讨论归结为，异化源于人类欲求的无限性

和对某种单一出路的过分迷信和依赖。人类具有难

以克服的局限性，却因无限的需求，试图去构建一个

完美的理想世界来安身立命；人类试图在相对中追

求绝对，在有限中追求无限，故不自觉地被异化。换

言之，异化集中表现为人们由于无知、有限甚至惰

性，追求某种貌似最有利的东西，却意外收获了各种

有害却又无可克服的东西。也正是如此，人类借助

各种有形无形的工具以满足无限的欲望，不得不放

弃全面发展而成为单向度的存在，不断打造出一个

又一个的高级文明。这意味着异化是人类文明的另

一面，或者说文明本身就是异化。人类要彻底摒弃

异化，也就意味着放弃文明，回归野蛮和原始状态。

然而，诚如未来学家托夫勒所指出的，“只有浪漫主

义的蠢人，才会喃喃自语要回到自然状态，而自然状

态则是婴儿因缺乏基本的医疗护理而萎缩、死去，营

养不良甚至使脑子失灵，，[引。

研究技术异化，就要从人性的角度理解人的技

术异化存在方式，人和社会有追求技术进步的需要，

结果造成了人对技术的依赖。技术通过效率和分工

改善了人的生存状态，却造成了大量失业及人的个

性和人格的单向化，对社会来说则造成了环境污染

和人在社会生活中对技术的依赖。技术的规模化使

用造成了社区的城市化和社会结构的有机化，但使

人失去了在机械社会中强烈的集体意识和社会归属

感。法兰克福学派错误地将矛盾指向技术，认为是

技术的这些特性导致了人的异化，甚至得出“技术进

步一社会财富的增长=扩大的奴役”[10I。技术的产

生和发明不涉及人的价值，它不可能解决人的归属

和精神问题，更无所谓对人类的善与恶。技术的本

质是人造物，人为了自己的需要创造技术，以实现自

身的利益，其造成的负面效应仍应归咎于技术的使

用者——人类本身，而非简单地去谴责技术。技术

的不断发明且大规模运用，达到了扩大再生产的目

的，却无意中对自然环境造成了影响；人为了提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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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有效利用率，不断建造高楼大厦，却无意中形成

了人与人之间的区隔。这些负面现象表面上是因技

术的目的性、间接性和实践性所引起，但实则应追究

技术背后的使用者——人，技术只是充当了人类破

坏环境、大量失业、人格失落等负面现象的替罪羔

羊，但法兰克福学派却无法看清技术异化的人性和

社会本质。分析技术异化仍然要从人的自利心人

手，人类通过技术手段不断满足自身需求来适应复

杂的社会环境，可是因为人类自身的局限，在利用技

术的过程中，“无法预见一个技术行为的全部后果，

每一项技术的运用，从一开始就呈现出某种不可预

见的效应”[11|，从而迷信技术工具是打造理想世界

的有效手段，轻信工具的经济和社会职能，追求技术

的发明和应用，最终造成人对技术的依赖和技术对

人的异化，这也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宿命。

(四)分工和交换：技术异化的社会机制

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换是技术异化的主要外在机

制，两者从社会方面作用于技术与人的关系。如果

缺乏外在社会机制，技术就无法实现社会化，从而无

法成为社会的技术，对人的异化也就难以加深。正

是因为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市场化进程的加深，人越

来越脱离自然环境，异化程度也越来越深，这成为人

类不可避免的生存状态。

社会分工提高了劳动的生产力，增加了社会财

富，也使社会结构Et益完善。同时社会分工的出现

也打破了人类原本的全面发展状态，使人的活动不

再呈现为一种类的活动，而是一种个体的活动，人开

始变得专门化和职业化，且不得不变成“单向度的

人”。伴随着机械社会向有机社会转型，个体之间的

差异日益增大，社会成员之间的依赖性也Et益增强，

整个社会也由于分工开始多样化。“分工一经出现，

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技术，

确切地说是社会强加于他的：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

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

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1胡社会生活的

固定模式限制了人的日常生活，他们只能部分展现

自己的本质，这是文明进步的成果。马克思明确指

出了异化的最终根源就是被迫的社会分工所带来的

固定化。“分工只要是自然形成的，这种力量会压迫

人，而不是人奴役这种力量。”[121而分工的固定化，

却成为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和社会机制，加剧人的

异化、孤独和疏离。“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

活动产生了一股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力。

这些共同的力量是某种异己的外在力量，它使得人

们El益依赖这种分工的力量。”[12]

社会分工是技术进步的集中体现，“哪里有较高

的技术进步，哪里就有深刻的社会分工，哪里有明显

而深刻的社会分工，哪里就有人与人之间更深的相

互依赖蚍13]。但是，“社会的流动性，传统社会尤其

是亲情团体的瓦解，家庭的分崩离析，持续不断的都

市化以及乡村亲密感的消失，都加剧了人们对接触、

亲密、归属感等无法满足的渴望，以及对战胜目前广

为蔓延的异化感、孤独感、疏离感的需要,,C143。社会

分工，特别是一些专门的社会职业的出现，都会严重

加剧这种异化、孤独和疏离感。不同职业、不同年龄

的人群之间缺乏彼此间认同和沟通，在日益复杂的

现代社会，缺乏归属感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的通病，但

这是文明社会所无法避免的。因个人能力不足，他

们为了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不得不选择某种单一

的职业并使技能相互衔接以形成整个社会的协调与

配合。可见，人类要形成全面而且整体的能力是要

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个人必须让渡自己的部

分自由和机会来换取整个社会的进步，每个人不得

不有所特化和社会化，也就是片面化和单向化。因

此，人类必将日益依赖技术，依赖技术手段加工成的

产品和社会设施，社会各部门间相互依赖联系更加

紧密，但这也使人的异化程度加深，只有这样，才能

将社会各领域通过技术整合成一个有机整体。这种

整合能力的提高、依赖程度的增加以及异化程度的

加深，正是社会走向文明和现代化的显著标志。

社会分工的出现和不断加深加速了社会的市场

化进程，使得社会逐渐告别自然状态，进入对人工技

术和工具日益依赖的现代社会形态。市场交换是一

个行之有效的经济运行机制，也是促进职业、人口、

社区等一系列社会结构调整的社会机制，它在社会

转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

市场机制源于人人自利的倾向，是个人主义的经济

和制度成果，但这种成果，不仅是一种经济和制度的

异化，甚至也是包括技术异化在内的其他社会异化

的基础。在由货币为中介的市场交换中，任何人利

益的实现都需要以满足其他人利益为前提，或者他

人利益的实现是自己利益获取的手段。在经济方

面，市场机制是整个经济运行的有效工具和手段，基

于工具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社会财富不断累积和城

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也把整个社会卷入了一个世界统

一的大市场，加速了传统社会的解体和现代社会的

来临。在社会系统方面，这种以互利关系为纽带充

当合理工具的市场机制不断发挥整合作用，使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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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结构日趋完善、社会领域日益丰富及社会生活日

益多样化。由于大机器工业技术文明的出现，传统

农耕社会中的血缘联系和自然状态被打破，取而代

之的是现代社会的市场交换，衍生出了许多满足人

类需求的功能性的社会需要领域，如教育、餐饮、居

住、公共卫生、娱乐等。市场机制不断整合人类需

求，使与之配套的社会功能也Et趋完善，逐渐呈现出

一个分工精细、专门化程度高、功能齐全的现代城市

社区形态，即文明社会。

在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及市场机制的社会整合能

力提高的同时，人的工具化程度也日益加深，整个社

会的价值和意义日益走向衰微和混乱，结果人越来

越远离作为自然人的本性，穷奢极欲和灵魂空虚正

是现代社会的两大特征[15|。打造文明社会的同时，

人类也在通过技术手段实现自我的异化，即工具化

或技术化，这正是法兰克福学派所抨击的人的单面

化。他们没有对单向度的人与有机社会形态下的人

的状态作比较，仍在幻想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片面

以为单向度的人失去了价值，丧失了反思和批判能

力，并造成了精神失落。但正是这样单个的工具人

在市场和分工机制下通过自身利益与他者进行紧密

的互动，整个社会才可以相互依赖，形成一个效率高

且结构合理的文明社会，或是异化的社会。因此，工

具人或单向度的人是技术异化的必然形态，与分工

和市场机制紧密相关，而与实体的技术无关。

(五)小结

如同异化是人类文明的伴生成果一样，技术异

化是人类不可避免的状态，源于人类本身的局限性

或人性的弱点。按照哈耶克的说法，人们偶然获得

的许多成就，是人类行动非设计的结果，而不是一种

演进理性的产物。法兰克福学派的贡献在于，借由

工具理性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的压抑，试图建立一个

健全的社会消除异化，使人的自由全面实现。法兰

克福学派意识到了技术理性对人的异化，却没有看

到理性本身是属人的东西，也没有看到异化的必然

性存在于人的局限性和由人结成的社会的局限性，

也就是异化存在于人类文明的结构中，他们自然也

就找不到一条克服技术异化的可行之路。这也是法

兰克福学派及其所依托的法兰克福研究所在20世

纪60年代后逐渐衰落甚至解体的深层原因。

价值和工具的矛盾是人类文化或文明的永恒主

题。无论在任何意识形态和体制框架内，异化永远

是不可规避的人类状态，因为人的局限性，而且这些

局限不可能最终完全被克服。法兰克福学派仅仅关

注西方文明工具理性的异化，而未察觉在东方文明

中价值理性对人异化的严重性。因此，异化是人类

选择的结果，而且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异化也就是文

明本身，技术异化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形式。从更

为抽象的哲学和形而上学角度看，人类异化根源于

价值和工具之间可能甚或必然存在的龃龉，为了价

值忽视工具，为了工具迷失价值，都是人类的异化状

态。“⋯⋯人不可能离开工具，只能使工具具有更多

的实效性、便捷性和简易型，这就是工具理性，并使

之永远为合理的价值即价值理性服务，尽管工具同

样有它不可克服的异化效应。”[163面对异化的不可

规避性，人类可以做的是，承认自己的无知和局限，

并防止由克服这种局限性的努力所造成的各种文明

形式成为一种绝对的存在，最大限度地防范和克服

包括技术异化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异化，但又不能因

噎废食地简单抛弃任何文明成果。人类乃至人类社

会可以通过重构社会理性、强化社会监控、恢复人的

中心地位、健全社会协调机制将技术对人的异化程

度减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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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echnical Alienation and Its Social Mechanism

——Comment on the Technical Alienation Thought of Frankfurt School

WAN Chong-hao，SI Han-wu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Northwest A&F

University，Yangling Shaanxi 712100，China)

Abstract：Frankfurt school thinks that it is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capitalism that results in techno—

logical alienation，that technology is a means for capitalism to control the society by virtue of instrumen—

tal rationality，which makes the society fall into full alienation and that it is neeessarv to build an ideal

society and achieve a comprehensive return of human nature SO as to transcend and overcome technologi—

cal alienation，but Frankfurt school fails to realize that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deftves from the limitation

of human beings．They only selectively observe and criticize technical alienation in western developed SO-

cieties，which prevents alienation research from rising up to the height of human civilization．Therefore，

technical alienation and its social mechanism should be elabor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attitude of“giving up eating for fear of choking”should not be taken towards technology．

Key words：instrumental rationality；alienation；social mechanism；Frankfurt school (编辑：张文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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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ing at the Housing Security of Bottom Group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and Social Integration

HUANG Jian—hong

(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Research，Party School of the Guangdong

Committee of C．P．C，Guangzhou Guangdong 510053，China)

Abstract：The market that is notable for its efficiency is doomed to be unable to meet the basic

housing needs of bottom groups and a feasible path is that the government provides affordable

housing．The construction of affordable housing in China has experienced the two stages of“gov—

ernment’S absence”from 1980 to 2010 and“bottom groups’absence”since 2010．From the angle

of national and social integration，housing security of bottom groups must adhere to“govern—

ment’S presence”，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examine them from the standpoint of bottom

groups and respect their special operation logic．The actual needs of bottom groups i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ffordable housing．

Key words：housing bottom groups；government’S presence；bottom groups’presence

(编辑：李红)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