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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除导言外包括“单向度社会”、“单向度的思想”
和“进行替代性选择的机会”三部分。
作者通过对政治、生活、思想、文化、语言等领域的分析、批判，指出发达工业社会是如何成功地压
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这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
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像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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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 译者：刘继译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898—1979）美籍德裔哲学家
，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出生于柏林一个资产阶级犹太人家庭。
1917年—1919年间曾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后完全退出政治活动。
192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进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
1940年加入美国籍，起先服务于美国战略情报处，后到哥伦比亚、哈佛、加利福尼亚等大学任教。
马尔库塞的哲学思想深受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弗洛依德的影响，同时也受马克思早期著作的
很大影响。
早年试图对马克思主义作一种黑格尔主义的解释，并以此猛烈抨击实证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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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控制的新形式：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
，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
说实在的，下述情况是再合理不过的了：个性在社会必需的但却令人厌烦的机械化劳动过程中受到压
制；个体企业集中为更有效、生产效率更高的大公司；对设备不平衡的经济单位间的自由竞争加以调
节；削减对组织国际资源起阻碍作用的各种特权和国家主权。
这种技术秩序还包含着政治上和知识上的协调，这是一种可悲而又有前途的发展。
权利和自由在工业社会的形成时期和早期阶段曾是十分关键的因素，但现在它们却正在丧失其传统的
理论基础和内容而服从于这个社会的更高阶段。
思想、言论和信仰的自由，正如它们曾经促进和保护的自由企业一样，本质上是一些批判性的观念，
是更有生产效率和更合理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用以取代已过时的文化的观念。
这些权利和自由一经制度化，便成了这个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与这个社会共命运。
成就取消了前提。
免于匮乏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具体实质。
随着这种自由逐渐增大其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属于较低生产率阶段的各种自由相应地失去其先前的内
容。
当一个社会按照它自己的组织方式，似乎越来越能满足个人的、需要时，独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
反对权的基本的批判功能就逐渐被剥夺。
这样一个社会可以正当地要求接受它的原则和制度，并把政治上的反对降低为在维持现状的范围内商
讨和促进替代性政策的选择。
在这方面，由某种极权主义制度还是由某种非极权主义制度来满足需要，似乎是无关紧要的。
在生活水准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对制度本身采取不顺从态度，看来对社会是毫无助益的；当它给社会
带来明显的经济和政治的不利并威胁到整个社会的顺利运转时，就更是如此。
的确，至少就生活必需品而言，我们似乎没有理由一定要通过个人自由的竞争性协作来生产和分配商
品和服务设施。
企业活动的自由一开始就不完全是一件幸事。
不是工作酌自由就是挨饿的自由，它给绝大多数人带来了艰辛、不安和焦虑。
假如个人不再作为一个自由的经济主体被迫在市场上出售他自身，那么，这种自由的消失将是文明的
最大成就之一。
机械化和标准化的工艺程序可能使个人的精力释放到一个未知的、超越需要的自由领域。
人类生存的结构本身就会改变；个人将从劳动世界强加给他的那些异己的需要和异己的可能性中解放
出来。
这时，个人将会自由地支配他自己的生活。
如果生产机构能够组织起来，并致力于满足生命攸关的需要，那么，它的控制还是充分地集中起来为
好；这种控制并不妨碍个人的意志自由，反而会使它成为可能。
这是发达工业文明有可能达到的目标，也是技术合理化的“目的”。
但实际上在发生作用的却是相反的趋势：国家机器把其防务和扩张的经济、政治需要强加在劳动时间
和自由时间上，强加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
当代工业社会，由于其组织技术基础的方式，势必成为极权主义。
因为， “极权主义”不仅是社会的一种恐怖的政治协作，而且也是一种非恐怖的经济技术协作，后者
是通过既得利益者对各种需要的操纵发生作用的。
当代工业社会由此而阻止了有效地反对社会整体的局面出现。
不仅某种形式的政府或党派统治会造成极权主义，就是某些特定的生产与分配制度也会造成极权主义
，尽管后者很可能与党派、报纸的“多元论”以及“对等权力牵制”等等相一致。
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生产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
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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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
这种生产率动员起整个社会，超越和凌驾于任何特定的个人和集团利益之上。
机器在物质上的（仅仅是物质上的？
）威力超过个人的以及任何特定群体的体力这一无情的事实，使得机器成为任何以机器生产程序为基
本结构的社会的最有效的政治工具。
但是，政治趋势是可以逆转的；机器的能力实质上是人的能力的积累和表现。
工作世界在什么程度上被理解为一架机器并依此而被加以机械化，它就在什么程度上成为人的新的自
由的潜在基础。
当代工业文明表明，它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自由社会”已经不再能够用经济自由、政治自由
和思想自由这样一些传统概念来说明。
这不是因为这些自由已微不足道，而是因为它们过分重要以致超越了传统模式。
因此，需要有符合新的社会能力的新的表述方式。
这些新的方式只能用否定的字眼来加以表达，因为它们实际上是对现行方式的否定。
经济自由因而意味着摆脱经济的自由——摆脱经济力量和经济关系的控制；意味着免于日常的生存斗
争、免于谋生的自由。
政治自由意味着个人从他们无法有效控制的政治中解放出来。
同样，思想自由意味着恢复被宣传工具和思想灌输所同化了的个人思想，意味着把“社会舆论”连同
其制造者一起取消。
这些主张之所以听起来不现实，并不表示它们具有乌托邦的性质，而是说明阻碍它们实现的力量相当
强大。
反对解放的最有效、最持久的斗争形式，是灌输那些使生存斗争的过时形式永恒化的物质需要和精神
需要。
人类的需求，除生物性的需求外，其强度、满足程度乃至特征，总是受先决条件制约的。
对某种事情是做还是不做，是赞赏还是破坏，是拥有还是拒斥，其可能性是否会成为一种需要，都取
决于这样做对现行的社会制度和利益是否可取和必要。
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需要是历史性的需要。
社会要求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作抑制性的发展，个人的需要本身及满足这种需要的权利就在多大程度上
服从于凌驾其上的批判标准。
我们可以把真实的需要与虚假的需要加以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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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虚假的”需要。
满足这种需要或许会使个人感到十分高兴，但如果这样的幸福会妨碍（他自己和旁人）认识整个社会
的病态并把握医治弊病的时机这一才能的发展的话，它就不是必须维护和保障的。
因而结果是不幸之中的欣慰。
现行的大多数需要，诸如休息、娱乐、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所恨，都属于
虚假的需要这一范畴之列。
这样的需要具有社会的内容和功能，它们取决于个人所无法控制的外力；这些需要的发展和满足是受
外界支配的。
无论这些需要有多少可能变成个人自己的需要，并由他的生存条件所重复和增强；无论个人怎样与这
些需要相一致并感觉到自己从中得到满足，这些需要始终还是它们从一开始就是的那样——要求压制
的势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产物。
 抑制性需要的流行是一个既成的事实，是人们在无知和失望中所接受的事实，同时也是为了个人幸福
、为了所有以痛苦为其满足代价的人的利益而必须加以消除的事实。
只有那些无条件地要求满足的需要，才是生命攸关的需要——即在可达到的物质水平上的衣、食、住
。
对这些需要的满足，是实现包括粗俗需要和高尚需要在内的一切需要的先决条件。
对于任何意识和良心，对于任何不把流行的社会利益作为思想和行为的最高准则的经验，已确立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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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需要和满足都应以它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这一尺度来加以检验。
这些尺度完全是历史性的，它们的客观性也是历史性的。
在一定条件下，对各种需要及其满足的评价涉及一些具有优先地位的标准，这些标准指的是最充分地
利用人类现有的物质资源和智力资源，使个人和所有个人得到最充分的发展。
这些资源是可以计算的。
需要的“真实”与“虚假”在下述意义上指明各种客观条件：根本需要的普遍满足和辛劳、贫困的逐
渐减轻成为普遍有效的标准。
但是，作为历史的标准，它们不仅因地区和发展阶段而异，并且只能在同现行标准（或多或少）相矛
盾的意义上来加以说明。
那么，什么样的法庭可以自称拥有决定性的权威呢？
归根到底，什么是真实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这一问题必须由一切个人自己来回答，但只是归根到底才
是这样；也就是说，如果并当他们确能给自己提供答案的话。
只要他们仍处于不能自治的状态，只要他们接受灌输和操纵（直到成为他们的本能），他们对这一问
题的回答就不能认为是他们自己的。
同样，没有任何法庭能正当地自认有权来决定哪些需要应该发展和满足。
任何这样的法庭都是应该受到指责的，尽管我们强烈地坚持这一看法并不排除下述问题：人们自己既
然已经是颇有成效的统治的对象，又怎能创造自由的条件呢？
抑制性的社会管理愈是合理、愈是有效、愈是技术性强、愈是全面，受管理的个人用以打破奴隶状态
并获得自由的手段与方法就愈是不可想像。
的确，把理性强加于整个社会是一种荒谬而又有害的观念，但嘲笑这种观念的社会却把它自己的成员
变成全面管理的对象，这样做的正当性是大可怀疑的。
一切解放都有赖于对奴役状态的觉悟，而这种觉悟的出现却往往被占主导地位的需要和满足所阻碍，
这些需要和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个人自己的需要和满足。
发展的过程往往是用另一种制度取代预定的制度；而最可取的目标则是用真实的需要代替虚假的需要
，抛弃抑制性的满足。
发达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是它有效地窒息那些要求自由的需要，即要求从尚可忍受的、有好处的和舒
适的情况中摆脱出来的需要，同时它容忍和宽恕富裕社会的破坏力量和抑制功能。
在这里，社会控制所强求的正是对于过度的生产和消费的压倒一切的需要；对于实际上已不再必要的
使人麻木的工作的需要；对于抚慰和延长这一麻木不仁状态的缓和方式的需要；对于维持欺骗性自由
的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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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抑制性总体的统治之下，自由可以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统治工具。
决定人类自由程度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可供个人选择的范围，而是个人能够选择的是什么和实际选择
的是什么。
自由选择的准绳绝不可能是绝对的，但也不完全是相对的。
自由选择主人并没有使主人和奴隶归于消失。
如果商品和服务设施维护对艰辛和恐惧的生活所进行的社会控制的话，就是说，如果它们维护异化的
话，那么，在大量的商品和服务设施中所进行的自由选择就并不意味着自由。
何况个人自发地重复所强加的需要并不说明他的意志自由，而只能证明控制的有效性。
我们对控制的深度和有效性的看法会招致这样一种异议，即认为我们过高地估计了“新闻媒介”的灌
输力量，认为人们自己会发现和满足如今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需要。
这种异议忽略了问题的要害所在。
我们的前提并不是从收音机和电视机的大量生产出发的，也不是从集中对它们加以控制出发的。
人们早就已经适应于这种控制的接收器。
决定性的差别在于把已有的和可能的、已满足和未满足的需要之间的对立（或冲突）消去。
在这里，所谓阶级差别的平等化显示出它的意识形态功能。
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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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
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
诚然，在当代社会最高度发达的地区，把社会需要移植成个人的需要是如此地有效，以致它们之间的
差别似乎纯粹是理论上的事情。
人们当真能对作为新闻与娱乐的工具和作为灌输与操纵力量的大众传播媒介作出区分吗？
当真能对制造公害的汽车和提供方便的汽车作出区分吗？
当真能对实用建筑的恐怖与舒适作出区分吗？
当真能对为保卫国防和为公司营利的手段作出区分吗？
当真能对提高生育率方面私人的乐趣和商业上、政治上的功用作出区分吗？
我们又一次面对发达工业文明的一个最令人烦恼的方面，即它的不合理中的合理性。
它的生产率和效能，它的增长和扩大舒适生活品的潜力，它的把浪费变为需要、把破坏变为建设的能
力，这都表明现代文明使客观世界转变为人的精神和肉体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异化概念本身因而成了问题。
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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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人们生活的灵魂。
把个人束缚于社会的机制已经改变，而社会控制就是在它所产生的新的需要中得以稳定的。
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
不错，在整个近代，具有生产性和破坏性的国家机器的技术结构及效率，一直是使人们服从已确立的
社会分工的主要手段。
而且，这种结合往往伴随着更为明显的强制形式：生计的丧失，法庭、警察、武装力量的管辖。
情况现在依然如此。
但是在当代，技术的控制看来真正体现了有益于整个社会集团和社会利益的理性，以致一切矛盾似乎
都是不合理的，一切对抗似乎都是不可能的。
毫不奇怪，在工业文明的最发达地区，社会控制已被潜化到这样的地步，甚至连个人的抗议在根本上
也受到影响。
拒绝“随大流”的思想情绪显得是神经过敏和软弱无力的。
这就是下述政治事件在社会心理上的反映：在工业社会前一阶段似乎代表新的生存方式之可能性的那
些历史力量正在消失。
但“潜化”一词或许不再说明个人是以什么方式自动重复社会所施加的外部控制并使之永恒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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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了较为深刻的揭露和探索，但暴
露出其社会批判理论的乌托邦性质。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对研究兰克福学派和马尔库塞理论的发展，有重要的理
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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