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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单向度的人”及其现实启示
孙　娟

（吉利学院　四川　成都　641423）

【摘　要】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沿袭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

社会进行了全方位、多领域的分析和披露，这种分析和披露主要体现在他的经典之作《单向度的人》一书中。 他认为，发

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人性在这样的社会中被压抑了，这种极权主义造成了人的单向度即人成为了不具

有反思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单向度的人。为此，他立足于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上，开始反思人性的时代意义，寻求救赎之

路以实现人的解放，恢复人的本性，形成了单向度理论。虽然他的理论最终都陷入了乌托邦，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

分析是值得肯定的，在理论创建过程中的反思及批判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其理论中体现的对人的真正需求以及人的价

值的深切关怀至今对我们仍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马尔库塞；单向度；启示

马尔库塞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既看到了科技进步带给人

们丰富的物质生活以及前所主有的“幸福”感，同时又看到

了它给人们带来的极度的空虚和消沉。本文将从 “单向度

的人”的理论内涵、“单向度的人”思想的合理性及局限性、 

“单向度的人”对人的发展问题的启示三个方面来梳理和阐

释马尔库塞单向度的社会批判理论，希望为我们带来一些启

发并提供借鉴意义。

1“单向度的人”的理论内涵

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这本著作中，向度是作为一

种价值取向和评判标准而出现的。“单向度”的对立面就是

“双向度”，它是马尔库塞提出来的一种专业术语，主要在

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变化进行描述

时使用。马尔库塞认为，在过去的社会中，人们对个人的需

求可以建立在对自己的实际情况合理的考虑基础之上，但当

科技的进步带给人们丰富的物质生活以及前所未有的“幸福

感”的同时，又让人变的极度的空虚和消沉，尤其是工业社

会。最终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失去了“第二向度”所需要

的否定性和批判性，变为了单向度。

“单向度的人”是伴随着工业化和科技的发展而产生的。

“单向度的人”，即没有了否定和批判能力的人。马尔库塞

认为，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只是追求物质上的享受

而忽视了精神上的发展，他们满足于科学技术带来的丰盛成

果，一味认同和妥协于现有的社会秩序。总之，受其支配并

逐渐丧失了自己的个性和主动性的人们，也开始丧失了对现

存社会的反抗能力和批判精神，看不到社会内在的不合理性

和自身本质上的不自由，不会再去反对它或反思它。这样的

人安然自得的活在一种虚假的幸福之中而不自知，他们失去

了追求更高品质生活的动力，甚至没有了去想象更好生活的能

力。也就是说，他们逐渐的成了工业革命的牺牲品，即“单向

度的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里，单向度已经渗透到

社会的各个角落，主要表现为技术进步，人遭异化。工具理性

不断膨胀，并且越来越成为控制人们思想的意识形态。文化作

为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的工具，发挥其对社会现实进行反思和

超越的功能丧失，人的思想随之出现单一化和同质化。

2“单向度的人”思想的合理性及局限性

不得不承认，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对现代工业社会出现

的新趋势和新特点做出了深刻反映，他要求恢复人的理性批

判和自主反思精神，对我们仍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但其将

工业社会出现的病态仅仅归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显然是不妥

的。由于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只是集中在对文化的批判而不

是对文化背后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批判，使他的理论最终

都流于空思。因此可以说，其单向度思想具有合理性但也存

在局限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科技的双面性

马尔库塞目睹了科技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诸多变

化。科技的发展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使社会物质更加充裕，

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

会，科技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同

时认为，社会之所以成了没有反对派的单向度的社会，人成

了单向度的人，罪魁祸首的是科技的发展。正是由于科技的

发展使生活在这种社会中的人丧失了原本意义上的自由和创

造力，在现实生活之外，他们不再具有去想象或追求过另种

意义上的生活的能力。人要恢复自由，过自由自主的生活，

这在技术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与此同时，面对物质资料的极

大充裕，人们沉浸在虚假的需求中不能自拔，对物质生活的

极大迷恋使人们在精神上变得越来越空虚。由此他认为，正

是由于科技的快速发展才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态发展，

他坚决否定科技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和价值，认为对于科学技

术，我们应该持彻底的否定和批判的态度。用科技带来的负

面效应来彻底否认科技对社会带来的巨大作用，这无疑是错

误的。因为在社会发展中，科技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本身

应该是中性的，它究竞会给人们带来灾难还是福祉，完全取

决于人们自己对它的应用。

2.2 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继承和偏离

马克思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

判。他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生产给人们带来了丰富的物

质生活，在促进社会繁荣发展的同时，也使人遭到了“异化”。

工人在资本主义丑恶的生产方式下逐渐被物化，并服从于他

们自己所生产的产品的统治，成为了劳动的工具，自然的奴

隶。因此无论工人的状况如何，这种制度在本质上都是非正

义的。但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也看到了科

技在推动和促进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马尔库塞

也看到了这种现象背后的本质，他认为资本主义并没有真正

的解放生产力，而是对生产者进一步的控制和操纵，这种控

制和操控与以前大不相同，它不再是用社会物质财富对人进

行直接控制，而是从物质吸引进而达到经济、政治、思想等

各领域的控制。他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对资本主

义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但这种揭露和批判仅仅局限于社会对

人的精神的压抑，只是从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去批判资本主义

而忽视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阶级矛盾的揭露和剖析，这就

导致了其最终陷入悲观主义。

2.3 “乌托邦”的救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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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认为，面对病态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很有必

要建立一个“人的本能欲望、精神自主力、创造力能得到完

全解放的‘好社会’”。这样的社会中，没有资产阶级和无

产阶级的对立，也没有劳动的分工和工人的贫困。这样的社

会中，人们对道德和美的追求成为了基本的需要。为了达到

这样的社会状态，他要求从人的心理本能出发，达到爱欲的

解放，最终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凸显了浓厚的人文关怀。但

这种救赎之路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首先，他误读了马克思

饥民暴动论的革命根源，忽视了隐藏在资本主义社会背后的

真正矛盾，未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界定。

他认为，社会革命的真正目的在于实现人的解放而不是为了

改变个人阶级的贫困状态，这种革命理论显然是对马克思无

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否定，它抹煞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阶

级状况的基本分析。他试图通过爱欲的解放来实现政治解放

和个人自由的想法，只能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幻想。但即使这

样，马尔库塞对人类社会发展目标的追求，以及对逃离工业

社会所做出的理论探索仍然是值得肯定的。 

3“单向度的人”对人的发展问题的启示

马尔库塞的关注点和落脚点都是人的发展，整个思想体

现了深厚的人道主义，他在揭露发达工业社会下人的悲惨命

运的基础上，表达了对人的深切关怀。其思想虽然具有很多

的局限性，但仍然不能忽视其深刻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尤其是对如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警示意义。

3.1 理性对待科技，克服对科技的盲目崇拜

科技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和历史前进的动力，它不仅改

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

方式。现代人已经深刻体会到“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

变世界”的力量，甚至“无科技，不生活”成为一部分人的

生活理念。但当越来越多的人对科技顶礼膜拜的同时，我们

也应对科技做“保持距离”式的反思。从某种程度上来看，

科技的发展使人类不断的获得了征服自然的新的力量和财富

的同时，也使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着科技带来的严

重挑战。科技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由于人们过于看中和

夸大科技的作用，从而造成对科技的过分依赖。在日常生活

中，我们显而易见的看到电视、电脑、手机、网络等现代技

术的发明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便捷、快乐。然而随着时间

的推移，我们也发现我们已经渐渐离不开这些物品了。“低

头党”、“微博控”、“微信控”这些网络新词的出现就反

映了人们对手机的依赖程度。当人们坐着面对面聊天的机会

越来越少，对着手机指点的时间越来越长；当人们在虚拟与

现实世界的两端无法取得平衡时，或许每个人都应该反思，

这样的生活方式正确吗 ? 现代生活离不开高科技，我们所能

做的就是热爱并尊重科技，学会科学合理的利用科技，克服

对高科技产品的依赖性，使之真正造福人类。

3.2 加强人文修养，树立主流文化的主体地位

与主流文化相比，流行文化是社会上大多数成员参与的

一种社会文化，它以物质或非物质的形态表现出这个时代人

们的心理状况与价值取向。它通常以商品经济为基础，以大

众传媒为载体，以娱乐为目的，以流行趣味为引导。流行文

化追求时尚，通过传媒的感官刺激加强传播，引导人们回避

逻辑推理与深度反思，号召人们及时行乐，具有深入人心的

感染力和亲民效应。流行文化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

们的社会压力，是人的一种自我精神需求。但是某些流行文

化也在混淆着大众的视听，其所倡导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

界观慢慢的侵蚀和消解着人们几千年来形成的道德和伦理共

识。一些流行文化对人的需求的歪曲理解，对物质利益的一

味追求，往往会使人和社会陷入单向度的境地，不可能实现

真正的发展。而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拥有一个在人们心中达

到基本共识的，有大众话语权的主流文化，从而形成自己独

特的人文精神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民族只有拥有自己的文化

精神，掌握文化密码才能防止“文化沙漠”现象的出现，才

有利于社会规范和社会道德的形成，才有利于社会凝聚力和

向心力的提升。只有当人民大众变成有道德、有理想的人，

并在精神上有所依托时，社会主义的各种建设才能得到更好

更快的发展。

3.3 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价值和尊严

以人为本，就是要维护人的尊严，尊重和保障人权。只

有人的各项权利得到切实保障时，人的尊严才能得到真正的

维护和体现。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

体地位。人是推进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力量源泉，作为个人若

能够平等、公正、有尊严地参与社会实践，并具有支配自己

劳动成果的权利，生产力才能得到不断的解放和发展，最终

消灭剥削，消除再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只有在

经济、政治、文化体制不断建立健全的过程中，人们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得到满足中，人们为社会做贡献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才能被充分调动起来，才能保障每个人的合法

权益，才能更好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坚持以人为本，

重注人的价值和尊严，充分尊重人的主体地位，才能最大限

度地发挥每个人的创造力和活力。我国保障人民依法享有广

泛的权利和自由，坚持把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

主有机结合起来的所有实践，从制度安排上就体现了以人为

本的基本要求。总之，社会要努力为每个人潜能和才干的发

挥提供和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氛围，满足人的需要和利益、

体现人的价值和尊严、实现人的自由和发展，最终才能走向

文明之路。

4 结束语

《单向度的人》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产生了

巨大的社会影响。一方面，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

对当代资本主义做出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加深了我们对资

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另一方面，他也存在着西方马克思主义

的共同缺陷，就是以“社会批判”代替社会革命，从而抛弃

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但不可否认，他对科技作用的分析

对我们有一定警示作用。就我国目前的发展而言，科技是强

国之路，我们必须依靠科技实现社会的发展，但我们也必须

看到科技对经济产生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存在某种风险。对此，

如何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陷入科技理性的怪圈中不能

自拔；如何恢复人的理性批判精神以及自主反思能力；如何

关注人自身的发展做到“以人为本”，这对于我们具有重大

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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