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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幸福观的多维解析及当代价值

刘春兴

（内蒙古大学 哲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０１００００）

摘要：马尔库塞深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巨大弊端，对技术合理性遮蔽下的 “幸福意识”以及肯定文化进

行了无情的批判，深刻揭露了其 “虚幻性”、“迷惑性”所在。在此基础上，马尔库塞主张人之为人必须要用一

种批判的眼光看问题，走出单向度的意识，从而消除肯定性文化，创造出一种非肯定性的文化。进而，马尔库

塞简明扼要地指出，幸福就是 “爱欲”的解放，这样一种非压抑性文化观的提出建立起了本能与理性之间的有

机联系。遗憾的是，马尔库塞并没有看到人们不幸福的根源在于隐藏在工业社会技术和理性背后的资本主义制

度本身，而且他所描述的人们通往解放和最终幸福的艺术之路也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尽管如此，在这个

“工具理性”大于 “价值理性”的时代，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对幸福问题的思考以及他的批判性

意识本身仍然具有极大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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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是我们每个人毕生追求的人生目标，国

内外众多学者都对幸福及追求幸福的途径进行研

究，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其中马尔库塞

的幸福观影响力较大，思想独特，与１８世纪思想

启蒙运动以来的幸福观存在着巨大差异，是对工

业革命以来科技发展带来的社会发展的反思，也

是对现代社会过度消费现象的反思。

马尔库塞在深刻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当中

为技术合理性所遮蔽了的 “幸福意识”及肯定文

化的 “虚幻性”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提出幸福就

是 “爱欲”的解放，并且这样一种解放是通向幸

福的必由之路［１］４８。另外，在对马尔库塞幸福观进

行解析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其思想的软弱性所在，

他将人们不能实现真正幸福的原因归结为资本主

义社会下的技术合理性对于人们的控制，却并没

有看到人们不幸福的根源在于隐藏在工业社会技

术和理性背后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但这样一种

软弱性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我们亦不能因

此而抹杀其当代价值所在，马尔库塞的幸福观对

于人们摆脱物的奴役、追求精神上的满足仍然具

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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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在 《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指出：

“幸福意识，即相信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并且相信

这个制度终会不负所望的信念，反映了一种新型

的顺从主义，这种顺从主义是已转化为社会行为

的技术合理化的一个方面。它之所以是新型的顺

从主义，是因为其合理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

度。”［２］７８他认为现代社会的控制形式表现为技术

的形式，技术控制的形式看起来真正体现了对社

会集团和社会利益的合理性。所以，在这种合理

性下，一切的矛盾似乎都是不合理的，一切对抗

似乎也变得不可能了。在技术发达的社会中，人

们明显过着缺乏否定性的工作，广大的劳动工人

被纳入到受到管理的技术共同体之中，人们和技

术变得一体化起来，工人受到工具的支配和奴役

而不自知，工具不仅支配着他的身体，也支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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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大脑和灵魂。彻底地沦为机器中的一个 “零

部件”。人们已经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

本身处于一种满足的状态之中，而这种满足状态

也使他们陷入了一种流于表面的虚幻的 “幸福”

之中。

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技术成

为控制的新形式。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生

产力水平的不断向前发展。随之带来了物质产品

的极大丰富，以前贫困的工人逐渐能享受到和自

己的上司或老板同等的产品，阶级的意识逐渐变

得淡化，人们沉溺于物质产品带来的满足，而忽

略了精神上的追求。人们逐渐变得麻木，认为当

下的就是最合理的，个人是幸福的，逐渐地被技

术合理性所控制而且失去了反抗的意识。作为社

会进步的推动力量的批判精神陷入了停滞之中。

马尔库塞认为尽管当下的社会是被绝大多数人所

接受或被迫接受的，但绝不能因此便说其是完全

合理的。人们应该学会区分假意识和真意识、眼

前利益和真实利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找到追寻

个人幸福的真正道路。人们应该学会否定眼前的

肯定性的东西，学会拒绝，去遵循自己的本能，

找寻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而不是外界社会强

加给自己的需求。人只有弄清楚自己的真正需求，

才能够解放自己，走上自由之路，走向幸福之路。

马尔库塞对真实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做出了

区分。在马尔库塞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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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艰辛、侵

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是 “虚假的”

需要。满足 “虚假的”需要可能会让个人感到十

分幸福，但是这种幸福只是社会的一种病态的表

现，而这种幸福则是通过我们所熟知的广告、娱

乐和影视作品等大众传媒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来

带给我们的，我们身陷其中却依然乐此不疲地去

接受和追捧它。这种需要马尔库塞也称之为抑制

性的需要，马尔库塞认为抑制性需要的流行已经

既成事实，而且是人们在不自知的状态下接受的

事实。但是这种事实也是为了个人的幸福而必须

加以消除的事实。在马尔库塞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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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２］８而想要突

破这种抑制性的管理最重要的是人们自身对这种

奴役状态的觉悟，而最可取的目标就是用真实的

需要去代替虚假的需要，从而抛弃这种一致性的

满足，个人才能去寻求真正的幸福。

在马尔库塞看来，良心的丧失有助于产生一

种人们对社会罪行持肯定态度的幸福意识。而良

心丧失的根源则在于一个不自由的社会所赋予的

使人感到满足的特权，这个不自由的社会正是技

术合理性统治下的发达工业社会。而今幸福意识

相当脆弱，它只是蒙在恐惧、挫折和厌恶之上的

一层很薄的表皮。但是，虽然不幸意识依然存在

于社会之中，但不幸意识却并不顽强，它容易遭

到利用进而被转化为幸福意识。人们的自主性和

理解力正在不断地衰退，逐渐屈服于技术合理性

的统治之下。人们逐渐被这种流于表面的幸福意

识所遮蔽，认为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已经确立的

制度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人们失望。在幸福意识的

领域内，负疚感丧失了地位，人们的良心被所谓

的普遍必然性清除了。当整个社会处于危险中时，

除了反对这一整体或者说不保卫这一整体之外，

就不存在什么犯罪。于是，犯罪、罪过、负疚感

变成了一种私人事务。弗洛伊德曾经在个体心理

中揭示了人类的犯罪，在个体病史中揭示了社会

整体的病史。然而在当代，弗洛伊德所揭示的个

人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变化。当人们服从于

整体的利益与整体相一致的时候，虽然会犯错误，

但却是无罪的。而当他们触怒了整体的利益与整

体不再一致时，他们未必是错的，但却是有罪的。

这种与整体利益的捆绑关系，正是当代社会人们

并没有真正实现自由的最好表现。只有突破这种

“幸福意识”，不再一味地顺从，学会拒绝，走出

单向度的意识，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事物，个人

才能实现自由与幸福。

现代工业社会的不自由还体现在话语领域的

封闭。社会宣传机构创建了一套单向度的专为表

达自身思想的交流领域，这一领域不同于以往的

双向度的、有来有往的辩证交流，而是专注于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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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和鼓动一致性的、肯定性的思考和行动模式。

拒绝进一步的思考和联想，在这一领域内批判自

然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马尔库塞认为：“在这种

封闭的话语领域内，名词以一种专横的、极权主

义的方式统治着句子，句子则变成为一个有待接

受的陈述———它拒绝对其被编纂和断言的意义进

行证明、限制和否定。”［２］８１可见语言被全面地限制

了。人们的大脑被各种大众媒体以狂轰乱炸的形

式嵌入了各种自明的分析性命题，各种术语性的

命令引导着人们去选择和接受，人们丧失了自由

选择的权利。官方术语还巧妙地运用了缩略语的

形式，表达了想要表达的东西，忽略了不想被人

们看到的部分。这种缩略语丧失了一切认知价值，

变为了对一种不可置疑的事实的认可。人们看似

生活在一个充满自由的社会之中，周围被诸多的

幸福包围着，可以尽情地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事

情，其实人们被这种虚假的幸福意识遮蔽了，我

们所接受的话语和所表达的思想其实是在一个封

闭的话语环境内被设定的、不容篡改的。在他看

来，只有像马克思那样的具有批判性和认知性的

语言，才能冲破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催眠

式的语言封锁，还给话语以新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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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在 《审美之维》一书中说到：“所谓

肯定的文化，是指资产阶级时代按其本身的历程

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文化。在这个阶段，把

作为独立价值王国的心理和精神世界这个优于文

明的东西，与文明分隔开来。这种文化的根本特

性就是认可普遍性的义务，认可必须无条件肯定

的永恒美好和更有价值的世界：这个世界在根本

上不同于日常为生存而斗争的实然世界，然而又

可以在不改变任何实际情形的条件下，由每个个

体的 “内心”着手而得以实现。只有在这种文化

中，文化的活动和对象才获得那种使它们超越出

日常范围的价值。接受它们，便会带来欢快和幸

福的行动。”［３］７肯定文化所建立的这种幸福其实是

一种虚假的幸福，这种幸福完全是建立在对现有

秩序的服从之上的。满足于肯定文化下的虚假幸

福其实是对身心的一种伤害。

马尔库塞认为，人一旦目标和幸福都倾注到

生活必需的物质产品之中，必定会让自己成为人

和物的奴隶，出卖自己的自由。物质财富和幸福

的关联并不由人本身来决定，很大程度上要受到

外在于他的环境所支配，一旦人将自己的幸福交

由外部环境支配，人就很可能面临被奴役的后果。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假如人

们以物质产品的满足为幸福的目标时，便落入了

资本家的剥削和奴役之中，那么他便是不自由的，

而这种由物质产品的满足带来的幸福便是受压迫

和奴役的幸福，因此便不是真正的幸福。在马尔

库塞眼中，资产阶级社会使个体得到了解放，但

是却把人留在枷锁之中。自由的先决条件是对快

乐的限制，穷苦的人不得不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出

卖自己，还要把这种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行为看作

是一种纯洁的东西保存起来。在他看来即使在这

样恶劣的条件下，当肉体完全成为一个美的东西

时，它就有可能预示着一种新的幸福。

这种新的幸福便蕴藏在艺术之中。马尔库塞

认识到：“在社会生活的整体化中，只有在艺术

中，即在理想美的住所里，幸福才有可能作为一

种文化被再生产。哲学与宗教，这两个在其他方

面与艺术一样表现着理想真理的文化领域，都不

能再生产作为一种文化的幸福。哲学，在其观念

论的趋向中，愈发产生出对幸福的不信任感；而

宗教，只在来世才给幸福安置了一个位置。理想

美是一种渴望在其中表达、幸福在其中满足的形

式。因此，艺术便成为可能真理的预示。就社会

允许的真理性的范围，和可达到的幸福形式的广

度看，艺术是在肯定文化中最高级、最有代表性

的领域。”［３］２７艺术美是可以和现实状况和平共处

的，即使现实社会的情况十分恶劣，人们受到奴

役和剥削。但是艺术美依然可以向人们提供幸福。

在肯定文化之中，理想和现实社会是矛盾的，幸

福的享受只允许出现在精神理想化的形式中。而

要解决这种矛盾，只能通过幻想的满足来实现，

而哲学和宗教并不能让这种幻想得以实现，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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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借助美的帮助才可以实现。只有借助于美，

幻想才有可能创造出现实的显现。而美则表现在

艺术形式、艺术作品中，在艺术中，人们能感受

出幸福的东西，而这种艺术一旦变为艺术作品，

那么人们便能在艺术作品中永恒地欣赏这种美，

自然在欣赏过程中幸福也能被创造出来。

在肯定文化之中，生存的幸福只有在幻想之

中才成为可能，虽然这种幸福的意义是被改变了

的。肯定文化的奇迹是，一方面人们普遍堕落，

为了生活必需品去奔波，受到资本的奴役，在现

实生活中极其辛苦和不幸福。另一方面人们在这

种不幸福之中又注入了文化的幸福进而让感性精

神化，使在生活中的痛苦缓解为一种继续工作的

动力。人们在根本没有幸福的时候却偏偏能感受

到幸福。马尔库塞又进一步谈到了人格概念从旧

时代向新时代的转变。他认为人格作为文化理想

的承担者，就其内在性，是个体唯一有保障的财

富，是他绝对不会失去的东西。人格首先突出表

现在给定条件下 （无论他们是多么贫困）放弃或

增加满足的人，这个人在既存体制中追求幸福。

即使在穷困潦倒中，人格对个体的关注也是压倒

一切的。然而一旦肯定观念和以人格观念为核心

的社会进步发生冲突，他们开始变得格格不入，

肯定文化便开始消亡了。

马尔库塞引用尼采在谈及所有美妙和艺术时

所说的话：“当美不再表现为现实的幻象而是作为

现实本身和现实的快慰而出现时，它将会开掘出

一种崭新的内蕴。”而要想美作为现实本身来出

现，势必要取消肯定文化。取消肯定文化，创造

一种非肯定性的文化，人们才得以自由。文化才

得以真正的复活，作为幸福的承载者的美才能真

正的赢得关注。而社会也将重新焕发活力，个性

也势必得到张扬，人们才能追寻真正的幸福。

?" -.@A ,BC1 +DE

马尔库塞在 《爱欲与文明》一书中通过对弗

洛伊德的爱欲概念的解析，阐述了自己的爱欲观

念。在弗洛伊德看来爱欲和文明是相冲突的，文

明是建立在压抑爱欲的基础之上的，非压抑性的

文明的建立是不可能的。马尔库塞认为，爱欲是

性欲本身的意义的扩大，是性欲的量的扩张和质

的提高。与文明相对立的是狭隘的性欲，而作为

其升华概念的爱欲是不与文明相冲突的。马尔库

塞还提出在现代发达工业社会物质产品极大丰富，

文明便没有抑制人的本能的必要。相反，爱欲的

解放反而促进新的文明的产生，从而消除快乐原

则和现实原则的冲突，最终达到个人的幸福。

在现代工业社会，人们受到除了文明的基本

压抑之外的额外压抑，被操作原则所控制。对于

工人来说，人们的工作并非为满足其自身而进行，

是为某种设施而劳动，而且无法控制这种设施。

工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屈服于这种力量。这就使得

工人的劳动异化了，他们只是在履行某种已经事

先确立好的功能，并没有自主权利。工人们并不

能发挥自己的想法和作用，工人是在异化中工作。

导致个人的劳动变为了痛苦，异化劳动是对快乐

原则的否定，也是对个人幸福的否定。因此在他

看来，爱欲的解放最基本的就是作为爱欲基本活

动的劳动的解放。劳动的解放使得人类从异化劳

动的痛苦之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取个人的真正的

幸福。劳动的解放意味着人们重新回到了快乐原

则支配下进行劳动，这样才能实现人的真正的自

由，人将作为真正的个体而存在，他们可以按照

自己想要的方式来塑造自己的生活。不同于压抑

文明下的社会的是，在爱欲得到解放的社会，每

个人可以拥有取舍的自由，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

真正需要的东西。这才是个人的真正的幸福。

马尔库塞提出非压抑性的文化观，目的是要

建立本能与理性的新联系。而要想建立这种联系，

性本能必须借助其自身的原动力，在变化了的生

存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在成熟个体之间形成持久

的爱欲联系。这种从性欲向爱欲的转变是达到人

的解放、走向真正幸福的道路。他认为爱欲的实

现是从个人肉体的爱到他人肉体的爱，再到对美

的作品和消遣的爱，最终到对美的知识的爱，这

是一个完整的上升的路线。爱欲的工作不但不会

阻碍性欲的发展，而且还会发展其他的目标，以

追求个体的更大的满足。马尔库塞还分析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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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消遣的不同，他认为消遣的基本特征是，它是

自在地起满足作用的，除了本能的满足之外，没

有其他任何目的。工作则是为自身以外的目的、

即自我保存的目的服务的。现代工业社会人们所

从事的绝大部分劳动都是在为自身以外的目的服

务，却基本不考虑自己本能的满足。爱欲解放的

重要条件就是由工作向消遣的转变，即人们更多

地来关心自己内心的诉求，来满足自己本能的要

求，更多地来实现个体自身的幸福。

F" GHIJ-.K+LM

马尔库塞把人们之所以不能实现真正幸福的

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技术合理性对于人

们的控制，却并没有看到人们不幸福的根源在于

隐藏在工业社会技术和理性背后的资本主义制度

本身。马克思认为：“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

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

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

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

产的一切。”［４］２６２在他看来：“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

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４］２８６因此，只

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私有制，人们才能实

现解放，从而实现真正的幸福。

马尔库塞认为人们要想获得真正的解放、收

获幸福，必须要通过艺术的解放来实现。然而马

尔库塞所描述的人们通往解放和最终幸福的艺术

之路却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艺术固然可

以陶冶人的精神，但是要想实现人的解放必须着

眼于革命和实践活动。马克思曾经说过：“迄今为

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

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

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

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阶

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因为完成这个革命

的是这样一个阶级，它在社会上己经不算是一个

阶级，它已经不被承认是一个阶级，它已经成为

现今社会一切阶级、民族等的解体的表现。”［４］９０也

就是说，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才能实现真

正的全人类的解放。

N" GHIJ-.K+OPQR

幸福问题之所以被许多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

所重视，是因为它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５］１２９。马

尔库塞对于幸福观的阐释虽然具有浓厚的乌托邦

情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对于幸福的追求对于

当代有许多价值。

在马尔库塞看来，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之中，

人们被工具理性所支配，根本不清楚自己想要的

究竟是什么，当然也就无从谈到追求真正的幸福。

在当今社会，有许多人只知道追求物质利益，金

钱至上、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渐起；人们往往忽

视了对于精神需求的满足，认为只要有了富足的

物质生活就是幸福。人们要想真正地实现自己的

价值，必须要做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协调发

展。在拥有富足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只有不断地

去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人才能够称之为完整的

幸福的个体［６］８５。只有由这样的个体组成的社会，

才是和谐稳定的集体。

马尔库塞认为生活在肯定文化统治下的人们

虽然感觉自己是十分幸福的，实则他们的一生都

在为追求生活必需品而奋斗，从而受到物的奴役，

其实这样的生活是非常不幸和痛苦的［７］。在现实

生活中的我们往往也被肯定文化所包围着，在学

习中认为书中所写皆是真理，一味地去接受，不

懂得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使得我们思维的创造

能力十分缺乏。在工作中对于工作任务总是机械

地去完成，从来不去思索为何这样做。因此，我

们应该学会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事物，只有这样

才能发现问题，不断创新。只有具备了批判精神

和创新思维，个人和社会才能不断地进步和发展。

马尔库塞把劳动的解放看作爱欲解放的关键，

认为人们被异化劳动所支配，只有摆脱异化劳动，

才能获得快乐，实现真正的幸福。现代社会经济

高速发展，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人们为了生存整

日奔波劳碌，根本来不及停下来审视自己内心的

诉求。而想要实现个人的全面解放，作为个人生

存和发展手段的劳动的解放是十分必要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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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不断地审视自己，了解自己的真正需求和能

力，才能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从而实现劳

动和个人的解放［８］。

参　考　文　献

［１］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Ｍ］黄勇，薛民，译上海：上

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Ｍ］刘继，译上海：上海文

艺出版社，２００６

［３］马尔库塞审美之维［Ｍ］李小兵，译南宁：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４］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５］冯俊科西方幸福论———从梭伦到费尔巴哈［Ｍ］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

［６］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Ｍ］北京：商务印书

馆，２００９

［７］刘兴云，石小娇马尔库塞幸福观的三个维度［Ｊ］西

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７）：６３－６６

［８］史修永现代性困境与人的幸福———弗洛伊德与马尔

库塞幸福观比较研究［Ｊ］重庆社会科学，２００６（３）：

６０－６３

Ａ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Ｖａｌｕｅｏｆ
Ｍａｒｃｕｓｅ’ｓＶｉｅｗｏｎ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ＬＩＵＣｈｕｎＸ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ｏｈｈｏｔ０１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ｅｉｎｇｄｅｅｐｌｙａｗａｒｅｏｆ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ｓｏｃｉｅｔｙ，Ｍａｒｃｕｓｅｒｅｌｅｎｔｌｅｓｓｌｙｃｒｉｔ
ｉｃｉｚｅｓｔｈｅ“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ｄｉｓｇｕｉｓｅｄ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ｏｖｅｒｏｆ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ａｌｓｏｔｈｅ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ｃｕｌ
ｔｕｒｅｂｙｅｘｐｏｓｉｎｇｉｔｓｉｌｌｕｓｏｒ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ｃｏｎｆｕ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ｌ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Ｍａｒｃｕｓｅ，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ｑｕａｈｕｍａｎｂｅ
ｉｎｇｓｓｈｏｕｌｄｇｅｔ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ｏｎ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ｌｏｏｋａｔ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ｎ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ｅｙｅｓｏａｓｔｏ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ｔｈｅ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ｒｅａｔｅａｎｏｎ－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ｏｎ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ｈｅｐｏｉｎｔｓｏｕ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ｃｏｍ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ｒｏｓ，ｗｈｉｃｈｓｅｔｓｕｐａ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ｕｍａｎｉｎｓｔｉｎｃｔｓａｎｄ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ｗｉｔｈａｖｉｅｗｏｆ
ｎｏｎ－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ｎ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Ｍａｒｃｕｓｅｄｉｄｎ’ｔｓｅｅｍ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ａ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ｕｎ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ｓｔｅｍ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ｈｉｓ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ｅｓ
ｔｈｅｔｉｃ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ｆｏｒｐｅｏｐｌｅｔｏｇｏｔｏ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ｉｎａｌ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ｉｓｎｏｔｈｉｎｇｂｕｔａｕｔｏｐｉａｎｆａｎｔａｓｙＩｎｔｈｅｔｉｍｅｗｈｅｎ
ｔｈｅ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ｉｓ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ｔｏ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Ｍａｒｃｕｓｅ’ｓ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ｈｉｓ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ｆ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ａｎｄｈｉ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ａｒｅｏｆｇｒｅａｔ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ｖａｌｕ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ｒｏｓ；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ｖａｌｕｅ

【编辑　吴晓利】

８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