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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論 

馬庫塞(Herbert Marcuse,1898-1979)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什麼是馬克思主

義？馬克思主義最主要的關鍵點就是人的解放(emancipation/liberation)，人的解

放要透過什麼途徑才可達到，什麼叫做人的解放？馬庫塞指出「解放本來就預設

(presupposes)了自由，唯有當個體能夠從宰制(domination)與壓抑(repression)的需

求與利益中掙脫出來並因而成為自由的個人時，我們才能夠說人的解放、社會的

解放是達成了。」1換言之，也就是人在社會生活當中所受到的壓迫，一言以蔽

之，「人的意識受制於社會的存在」，社會的結構體對我們人的意識形態的影響，

「社會的存在決定人的意識」，這是馬克思所描述的一個面向，所以他說這種情

況猶如原子彈一般，是個惡性循環，因此他必須去尋求一個什麼樣的突破點，人

才有可能得到自由。什麼叫做自由，馬庫塞所描述的是一個生產力強大的後期資

本主義社會，因此即便在物質的生產當中所產生的富裕以及因著物質生產所產生

出來的對於滿足物質需求來達到自由，然而在這當中你仍然無法獲致整個社會生

活的意義所在，因為它是一種上下的統治，例如 M 型社會，就是屬於一種宰制、

一種統治(domination)，而這一種宰制的形式深植在吾人的腦海之中，它就會形

成一種統治的形式，這個社會無法達到吾人真正的自由，因此人的思維不易轉變。 
《單向度的人》是關於先進工業社會(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的現況，因

而必定會涉及異化勞動的概念，對於馬庫塞而言，先進工業社會(後期資本主義

社會)的生產活動是異化勞動(alienated labor)，因此必須回溯馬庫色 1932 年〈歷

史唯物論的基礎〉中關於異化勞動的討論，此外，馬庫塞對於《1844 年經濟學

哲學手稿》的詮釋，而那個詮釋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念，就是存在與本質之

間的問題。至於《理性與革命》裡面最重要的概念則是否定與辯證，然而否定與

辯證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那個前提就是主客體的合一。 

馬庫塞的重要著作《單向度的人》係針對後期資本主義而發，指摘它是技術

統治與消費主義盛行下的極權體制。藉由分析、批判先進工業社會中的商品拜物

教(fetishism of commodities)、技術理性(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等重要問題，從

而探討在技術、消費主義以及商業文化籠罩下，人的新形式的「異化」生命狀態。 

《單向度的人》必須涉及的哲學概念首先就是辯證、否定，馬庫塞所指的否

定，其意涵即是否定我們現存世界的秩序，而這個否定當中包含著現存秩序的

話，所謂的現存它就有一個歷史的發展，所以在這當中有一個歷史性的問題，歷

史性的主體是什麼東西？它是社會整體而並非思維的主體，因此馬庫塞與馬克思

在此一立場上是相同的，唯物論，吾人看任何一個問題的出發點不是從抽象觀

念，而是從具體現實，而這個具體現實作為具體的東西就是吾人的社會生活，而

吾人的社會生活的最根本就是經濟，所以他講說任何的討論一定要回歸到政治經

濟學的討論，這個就是唯物論。《單向度的人》一書中所描述的消費文化與勞動

                                                 
1 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 ,Routledge& Kegan 
Paul,1986,p.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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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之所以有所關連，是因為透過勞動所產生出來的分配將會是一個怎樣的制

度。因為馬克思雖然創造性地使用了資產階級意識形態、商品拜物教等概念來對

資本主義社會進行分析，但他主要是把這一分析指向了生產領域，而並不相信消

費領域也存在著異化、異化勞動、剝削與工人階級的被壓迫。顯然地，嚴格按照

馬克思的理論，對先進工業社會進行分析已面臨極大的困難。因而進一步發展並

充實馬克思的理論，甚至擴大他所使用的一些基本概念的內涵與外延就勢在必

行。 
馬庫塞在〈工業社會中的社會變革的遏制〉(The Containment of Social Change 

in Industrial Society)一文中指出「當代社會清除矛盾是藉由封閉所有逃脫

(escape)、抗議(protest)、拒絕(refusal)與游離(dissociation)的可能，藉由吞沒或擊

敗所有有效的對抗，藉由封閉自身對抗質的社會變革(qualitative social change)，
亦即封閉就質的方面而言的人類生存的新形式(qualitatively new forms of human 
existence)的出現，以及藉由壓制社會變革的需求。此種成就是對人的總體生存

(total existence of man)的社會征服(social conquest)，包括了本能領域(instinctual 
sphere)以及無意識(unconscious)。」2這段引文可作為《單向度的人》主要論點，

換言之，在當代社會之中的各種變革的需求與可能都遭受遏制，質變(qualitative 
change)更是無從產生。 

在《愛欲與文明》、《單向度的人》等著作中，馬庫塞都是從勞動實踐或者生

產方式出發來闡述自身的哲學觀點以及對現實的不合理性進行批判。以實踐為基

礎，還要以對勞動實踐中的不合理性---異化勞動的批判作為對其他社會異化現象

批判的基礎。對異化勞動的批判是馬庫塞所有現實批判的重要內容。對馬庫塞而

言，唯有徹底消除作為整體社會異化根據的勞動異化，人類才有可能從總體上克

服社會異化，才能從壓抑人性的諸多壓迫中徹底獲致解放。 

 

                                                 
2 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 edited by Douglas Kellner, Routledge,2001,p.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