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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列斐伏尔从马克思的生活观和异化理论出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率先开启了日常生活

批判的研究领域。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是与每一个人的生存都息息相关的领域，日常活动是所

有社会活动得以发生的基础，人正是在日常生活这个层面进行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但是在现代

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已经渗透到了包括日常生活在内的所有社会生活之中，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

之间关系的异化，人的消费的异化，大众文化的异化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列斐伏尔从人本

主义的哲学立场出发，对现代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进行了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的深刻批判，这说

明人的本质及其异化问题已经成为了列斐伏尔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日常生活的异化意味着人的生

存已经面临着最严重的危机，对此只有展开全面的日常生活批判才能恢复人的革命主体性和创造

性维度，而且只有将日常生活革命置于社会变革的中心，才能实现人的彻底的解放。列斐伏尔的日

常生活批判理论虽然有其不合理之处，但是从日常生活角度出发去分析并解决社会问题，可以为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一种合理化视角。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坚持科学

技术与人文精神相结合，充分利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自由时间，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

生活，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立足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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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是与每一个人的生

活都密切相关的生存领域，是每个人为了维持

自己的生存而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从事的最基本

的生产活动。由于日常生活作为最基本的生存

领域而具有琐碎性，所以以往的传统哲学都没

有将日常生活作为一个应该值得研究的哲学范

畴去分析，针对日常生活领域被遗忘的现状，列

斐伏尔对日常生活的内涵及其在社会发展过程

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深刻阐释，推动了哲学对

日常生活领域的关注与研究。

一、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的
理论来源

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是从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出发的，他认为马克思所提出的异

化理论是进行日常生活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的生活观

首先，马克思认为生活的主体是现实的个

人，他们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构成了日

常生活的场所，而他们自身所从事的社会生产

实践活动是生活的本质所在，因为所有的社会

生活在本质上都是实践的。现实的个人“为了生

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

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P531）这些需要

是人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必须进行的基本活动，

是人类开展其他生活的前提条件。人类在满足

自身基本需求所从事的生产活动中，通过发明

和创造新的生产工具，产生出新的物质增殖需

要，即不断扩大物质生活生产的需要。物质生产

规模的扩大需要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广阔的市

场，这进一步带动了人的自身生产和社会交往

的需要，在生产实践活动中人们的需求在不断

满足的同时，还会产生新的物质需要和社会交

往需求，正是这些生活需要和社会关系构成了

人类生活的核心内容。现实的个人只有通过劳

动才能实现个人的生活，人类的本质就在于自由

自觉的劳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的劳动

带有外在的强制性，因为一旦停止劳动，人的自

身生存就会受到威胁，人的劳动已经成为了维

持自身肉体延续的动物本能。自由自觉的劳动的

丧失意味着正常的日常生活的沦丧，劳动者失

去了实现自身生命活动的对象世界。

其次，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是日常生活

异化的根源所在，正是劳动的异化导致了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之间关系的异化，进

而使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产生了异化。首先，

劳动异化使人的生活丧失了创造性。人在劳动

的过程中本应使自身的创造力得到充分自由的

发挥，但现实情况却是劳动者只能按照早已设

定好的流程生产资本家所需要的产品，人已经

失去了在劳动中早已具有的主体能动性和劳动

主导权。人创造出来的产品不再是对自身能力

的肯定，而是对自身的全面否定，因为产品生产

的越丰富，人就越是贫穷。其次，劳动异化导致

人的生活关系的异化。一是工人与资本家关系

的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生产出的产品不

归自己所有，而是归资本家所有，这就导致了工

人与资本家之间成为了一种相互对抗的关系。

二是工人与工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在资本家早

已设计好的流水线上每个工人都是作为孤立的

个体而存在，工人与工人之间的交流日益减少，

工人在劳动的过程中成为了一个没有感情的活

机器，有的只是肉体上的折磨和精神上的压抑。

生活关系的异化导致每个个人都是以一种原子

化的状态在社会中生存。

最后，马克思在明确了日常生活异化根源

所在之后，开始寻求消除异化，恢复人类正常

的日常生活状态的途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马克思描绘了共产主义社会中理想的人类生

活形态：“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

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

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

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

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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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P537）这也就是

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人的能力都可以得

到全面而充分的发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

中也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目标，即共产主义社会

就是要建立一个自由生活的共同体。要改变资

本主义社会异化的生活方式，就必须彻底分析

和批判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创造出一种新的生活

方式。在共产主义社会，随着阶级的消亡，全社

会将建立起一个自愿结合的自由人联合体。“代

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

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

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P53)在自

由人联合体中，劳动重新成为一种自由自觉的实

践活动，人重新获得了确证自身生命活动的对

象性世界。人的主体创造性可以在劳动中得到

充分自由的发挥，人在劳动中收获的是对自身

能力的肯定和身心的愉悦，这种理想的生活方

式完全抛弃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生活方式，

它所追求的是全体人类自由发展的生活方式。

（二）西方学者对生活世界的关注

西方学者对生活世界的关注是20世纪西方

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从理性的科学世界

回归生活世界最早始于胡塞尔1936年所发表的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现象学》一书，书中

认为欧洲实证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使西方哲学

忽视了对人的生活世界的关注，科学与人的生

活世界产生了分离，失去了科学本身所具有的活

力。欧洲科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机，

要想彻底摆脱这场危机，就必须重视与人密切

相关的生活世界。“最为重要的值得重视的世

界，是……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

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

界。”[3](P58)胡塞尔认为，在生活世界中的人与世

界具有统一性，而在科学世界中却忽视了人的

存在，丧失了人与世界的统一性，科学世界成为

了一个没有人参与其中的空洞的世界。科学世

界不应该将人的生活世界排除在外，哲学应当

加强对人的生活世界的关注与研究。

许茨在继承胡塞尔生活世界理论的基础

上，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日常生活世界展开了研

究。他认为日常生活世界不是单个个人的世界，

而是一个主体交互的世界，日常生活世界的重

要性在于它是每个社会个体所共同享有的世

界，是整个社会的文化根基所在。由此可知，许

茨已经把日常生活世界转变成为一个社会哲学

的概念，主体间的相互交往是作为一个经验上

给定的现实而存在的。日常生活世界作为一个

给定的经验世界，是与每个个体生存密切相关

的现实世界，每个人对日常生活的实际认识是

建立在前人的经验储备基础之上的。

布达佩斯学派的赫勒则从个体与社会的关

系角度出发来研究日常生活，她提出日常生活

就是“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

再生产要素的集合”。[4](P3)因为离开个体的再生

产，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存在。赫勒对日常生活

内涵的研究并没有止步于个体再生产这个含义

比较抽象的概念，而是对其进一步限定，她认

为，日常生活包括灵活可变的部分和基本不变

的部分，其中灵活可变的部分对人类的生活不

会产生根本上的影响，但是基本不变的部分任

一要素的缺失，人类生活都将陷入一片混乱。

赫勒的日常生活批判所要研究的就是被她称

之为“人类条件”的这一基本不变的部分，也

就是“自在的对象化”领域。需要明确的是，赫

勒认为人类条件主要包括语言、对象世界和习

惯世界三个部分，日常生活就是“一个由语言、

对象和习惯等规则规范系统所维系的、重复性

思维和重复性实践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自在对

象化的领域”。[4]（P10）

二、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的定位

（一）日常生活是所有活动产生的基础

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而

不断进行的生产活动以及人们在生产活动中所

形成的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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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日常生活成为所有活动产生的基础和场所。

在列斐伏尔看来，“日常活动从根本上是与所有

活动相关的，包含所有活动以及它们的差异和

它们的冲突；日常生活是所有活动交汇的地方，

日常活动是所有活动在那里衔接起来，日常活

动是所有活动的共同基础。”[5](P90)日常生活从

表面上看与哲学、文学、艺术等高级精神活动

并没有关联，但实际上这些活动一经产生就与

日常活动紧密联系，正是日常生活的实践活动

构成了这些高级精神活动的深层基础。离开了

日常生活这一肥沃的土壤，象征着高级精神活

动的奇花异草只会枯萎殆尽。因为正是在日常生

活中，哲学等高级精神活动所抽象出来的普遍

性概念才能和真实的内容结合起来，才能得到

具体地实现。这些普遍性的概念并没有因为和

日常生活的内容结合在一起就变得毫无意义，

相反，这些通过抽象得出的一般概念反而获得

了属于生活经验的新的意义，将概念与实践进

行了有效地融合。

如果说哲学、文学、艺术等高级精神活动

只是从理论层面论 证了日常生活是其 根本基

础，那么政治活动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就将

这种深厚基础落到了实践层面。在列斐伏尔看

来，政治活动在现代化社会中是一项十分重要

的社会活动，因为它既可以建立在已有的政权

和法律之上，又可以建立在神秘和暴力的形式

之上，还可以用知识的形式表现出来。从政治

活动的知识形式来看，“政治活动要求最细致

入微地关注日常生活。进步的或社会主义的政

治家必须了解人民的生活和需要，了解人民的眼

前利益或根本利益。”[5](P82)如果政治活动家忽

视了人民利益，那么他就失去了成为政治家的资

格。要想成为一名进步的或者社会主义的政治

家，就必须时刻关注人民的日常生活，了解人民

的根本诉求。最简单的日常生活，例如住房、公

共交通和运动场所等与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的因素，政治家必须明确它们在社会需要结构

中所占据的位置，因为这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

都可能会引起国家的变革。“政治家的才能在

于他能否分析这些因素，确定哪个因素在一个

给定的时刻是最重要的。”[5](P82)通过列斐伏尔

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日常生活中微观因素的蝴

蝶效应就可以引起一场规模浩大的政治运动，

由此可见，政治活动源于日常生活。

（二）日常生活构成了人的存在领域

日常生活是作为人的最基本生存层面而存

在的，列斐伏尔早期给日常生活所下的定义为

“通过分析把所有独特的、高级的、专门化的、

结构化的活动剔除之后的残余，就是‘剩下的

东西’。”[6](P97)日常生活作为一种残余，填充着

高级活动之间的空白，处在各种专门化活动的

边缘，与各种社会活动都密不可分。人们只有在

日常生活之中满足了自身生存需要，才能在此基

础上从事其他专门化活动。由此可知，列斐伏

尔并没有给日常生活下一个准确的定义。直到

1962年所发表的《日常生活中的神话》一文中才

给出日常生活一个简要的定义：“1）位于这个层

面与其上的诸层面（如那些国家的、技术的、高

级文化）之间隔部分；2）未被控制的现实部分

与已经被控制的现实部分的交错处；3）物体转

换为被使用的货物。”[7](P229)也就是说，日常生活

这个层面是介于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

的。日常生活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人正是在

日常生活这个层面进行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

正如恩格斯所说：“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

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

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

种的繁衍。”[8]( P13)在列斐伏尔看来，日常生活

领域就是人进行两种生产的主要场所，正因为

这一属性，日常生活具有重复性和平常性的特

点。重复性体现在人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循

环往复过程中，而平常性则体现在人们为了维

持自己的生存而进行的各种基本的社会生产活

动中。社会的存在离不开人们所进行的物质资

料生产，而人的存在也离不开人的自我再生产。

每个人无论在社会中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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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自身的再生产，日常生活都会直接体现在他

们的生产活动和生活关系之中，如劳动方式、

娱乐活动方式、消费方式、人际关系、家庭关系

等，而这些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也明确了日常生

活的范围。 

三、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异化
状态的批判

列斐伏尔从人本主义的哲学立场出发，对

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进行了文化和社会层面的

批判，人的本质及其异化问题一直是列斐伏尔

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一）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

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是人的一般生存

异化。列斐伏尔从人的主客体视角分析了人与

自然之间的关系：首先，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在

自然中是一种客体的存在。这种客体性体现在

人类不但需要从大自然中获得各种资源来维持

自身生存，而且还会受到自然界中其他生物种

类的伤害。从客体性角度来看，人在自然界中处

于一种无力反抗的状态，是被动的。其次，人充

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成为主体性的存在。人的

主体性体现在对自然界的支配上，这种支配是

人通过一系列创造性活动所取得的。人类通过

不断创造新的生产工具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了人化自然即社会的发展，形

成了各种社会制度，获得了对自然界的支配权

力。正是这种主客体关系的存在导致了人与自然

之间关系的异化，因为人与自然本来是一种相

互依赖的关系，但是人的历史发展过程却是不

断超越自然的过程。人类在征服自然界的同时，

发现自己所生产的产品已经作为一种自然界的

客体存在物支配着人类，这种异化不仅导致了

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也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对

立。在列斐伏尔看来，正是人和自然之间这种

既统一又对立的关系，导致人的自然性成为人

经常遭遇的异化，是人不得不面对的内在生存

困境。

（二）人的消费异化

消费的目的在于满足人自身需要，让人的生

活更加舒适。但是在现代社会，人的需要产生了

异化，人们对金钱的追求成为最根本的需要，许

多人将金钱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拥有金钱的

多少成为衡量一个人价值大小的标准。在需要

异化的状态下，一切东西都成为了可以交易的

物品，人们成为了满足私欲的纯粹的经济动物，

失去了人的本质。列斐伏尔认为现代资本主义

社会就是一个被消费所控制的官僚社会，社会

中所有政府机构都是在为资本家所服务，因为

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资本家

只有把自己所生产的产品卖出去，才能完成资

本的积累，从而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转。

资本家不断地制造出新的产品，除去人们日常

生活所必需的消费品外，商品生产者只能通过

广告轰炸的方式将人们本不需要的产品推销出

去，人们的消费欲望被各种新奇的广告刺激起

来，使得人们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消费已经产

生了异化。商品广告通过电视这个传播终端操

控了每个家庭的消费方式，进而改变了人们的

日常生活习惯，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领域变成了一

个被操纵的区域。“你正在被照顾、被照料、被

告知如何生活得更好，如何穿着时尚，如何装饰

你的房子，简而言之，就是如何生活，你被完全

地、彻底地安排好了。”[9](P107)资本主义打着建立

福利国家的旗号通过有组织的福利措施和消费

操纵，使个人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社会主体地

位。消费异化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

式，人们不需要通过与他人交流就可以通过电

视广告宣传的那样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这也导致了个体与社会的脱离。

（三）大众文化的异化

列斐伏尔生活在20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

他所处的时代是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科

学技术不断地被应用到社会日常生产中，尤其

是通讯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随着电视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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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技术的成熟，大众文化开始形成。

在列斐伏尔看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正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文化统治的。资产

阶级通过操控大众文化对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

整个市民社会进行价值观念的植入，消解掉了

人们在文化领域的独特创造性，使得人们对资

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产生认同，从而使自己的政

权获得合法性基础。“如果你允许来自电视、广

播、电影、报纸的众多标语充斥你的全身并且认

可决定它们含义的评论，那么你将会成为局势

的被动受害者。”[9](P25)由此可知，人们只是表面

上有选择文化产品的权利，但是实际上，所有的

文化产品都落上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烙印，

人们不管是看电视还是坐在汽车里听收音机，

都会受到已经异化的大众文化的影响。在列斐

伏尔所处的时代，人们主要是通过电视和收音

机接触大众文化，这也决定了人们只能被动地

去听，却无法主动地去表达自己的看法，久而

久之人们早已丧失了独立思考和自主判断的能

力。所以人们对大众文化的异化也从一开始的

抵抗转变成了内心的认可，人们的批判性思维

已经被日复一日的大众文化所消解。

（四）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

随着异化深入到人类生活的各 个领域之

中，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开始产生异化。主要表

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人与自身的关系，出现了

思想观念的异化。在思想观念异化的前提下，

人无法形成对自身和事物的正确认识，从而颠

倒事 物之间本身的关 系，对一些看似没有任

何价值的事物产生盲目崇拜。例如对上帝的崇

拜，对消费的崇拜等，这种思想意识本来是人

们自己形成的，现在却成为了一种异己的现实

力量转而与人自身相对抗。二是人与国家的关

系。政府本来是由人民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

的，它的职能就是为人民提供服务。但是现在

国家已经凌驾于人的权力之上，拥有了一种非

人性的权力，支配着包括人们日常生活在内的

全部社会生活，国家开始成为一种偶像接受人

们的崇拜。三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作为社会关

系的总和，必须参与社会集体活动才能体现人

自身的本质所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类

的集体活动被破坏了，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孤立

的个体，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而生存，个体与集

体之间的关系被切断了，这也意味着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产生了分裂。

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

生存困境进行 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是列斐 伏

尔批判理论的立足点，因为人正是从日常生活

这一最基本的社会生活出发，在满足日常生活

基本需要的基础上去参加政治生活和经济生

活的。日常生活的异化意味着人的生存已经面

临着最严峻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人只是挣

扎 着 勉 强维 持 着自身肉体的生存，工人的政

治革命 意 识根本无法觉醒，只能 屈服于资本

主义的统治。而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

就是要唤起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将日常生活

革命当作社会变革的首要目标，通过日常生活

的全面变革催生政治革命，从而实现社会革命

的最终胜利。

四、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当代
借鉴价值

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开创了一个

全新的研究领域，正是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

日常生活构成了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精

神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开展离不开日常生活的实

践活动。虽然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有

其不合理之处，但是从日常生活角度出发去分

析并解决社会问题，可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提供一种合理化视角。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社会主义的政治家必须要对人民的日常生

活进行最细致的观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了解

人民在实际生活中的真实需求，维护人民的根

本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为人民谋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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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我们要时刻不忘这个

初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

目标。”[10](P85)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带领全国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正是

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人民日常生活，致力于不

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的现实目标。

美好生活的需要不再仅仅只是物质和文化方面

的需求，而是已经拓展到了政治民主、社会公

平和环境宜居等多个方面。党和政府总是能够

非常敏锐地观察到日常生活中与人民群众切身

利益相关的现实问题，并将这些问题作为必须

要解决的大政方针和国家战略确定下来，这正

是对无产阶级政党的人民性和先进性的完美诠

释。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

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一定要注

重与人民根本利益相关的教育、医疗、住房、养

老、扶贫等社会问题，因为这其中的每一项问题

都有可能影响到社会稳定，所以党和政府开展

的各项工作都要以人民满不满意作为第一检验

标准。人民群众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只

有提升他们的话语权，将评判的权利交给人民

群众，才能确保社会良性平稳发展。

（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立足日常生活

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是各种社会活动和

精神活动的基础，而传统的哲学社会科学却往

往遗忘了日常生活这一基础领域，这就导致了

哲学社会科学脱离了日常生活，丧失了本该拥有

的丰富内涵。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话语体系时也应该重视日常生活的基础性作

用，立足于日常生活，不断地为话语体系注入丰

富的生活内涵。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

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

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

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

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11](P2)如果哲学社会

科学脱离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晦涩难懂

的学科体系，不仅无法指导人们正确改造世界，

也丧失了自身所具有的理论活力。没有脱离现实

世界的纯之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只有立足于

实际生活不断解决人与社会重大问题的哲学社

会科学。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善于结

合日常生活提炼易于为人民群众所理解的新概

念、新表述，让哲学社会科学成为指导广大人

民群众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科学理

论体系。同时还要紧跟时代潮流，密切关注国际

社会共同关注的理论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

决方法，指导世界人民共同建设休戚与共的人

类命运共同体，不断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

世界上的影响力。

（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就是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与人们的

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因为要想让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念深入人心，就必须深入到人民的日常生

活中去宣传和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能否构建具有强大

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

系国家长治久安。”[12] ( P14 4)这说明核心价值观

要有强大感召力，才 能维持社会平稳健 康发

展，而要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

就需要人民群众 对其核心要义有着清晰的理

解。中国共产党一直有着从人民群众中来，到

人民群众中去的光 荣传 统，让 人民在日常生

活中就可以随时感受到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和

感召作用，一直是党和政府不懈追求的目标。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

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

物的根本。”[13](P9-10)我们在宣传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过程中除了使用传统方式之外，还要

善于运用微信、微博等新型传播媒介，通过人

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述方式，让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人民群众只有看

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日常生活中的践行价

值，才会自觉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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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充分利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自由时间

列斐伏尔认为正是由于异化劳动导致劳动

者丧失了自身在工作中本应该具有的自由性，人

们渴望在闲暇时间中寻找到自由的替代物。进

行日常生活批判就是让人们清楚地看到自身的

生存困境，通过恢复批判性思维获得主观能动

性，从而改变整个社会异化现状。

马克思提出：“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

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

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

不如一头役畜。”[14](P70)人们只有占有了自由时间

才可以发展自身的爱好、兴趣和才能，才可以实

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一旦离开了自由时间这个载

体，真正的自由是无法实现的。中国共产党始终

把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最高理想目标，

通过提倡创新发展理念不断推动科学技术创

新，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

更多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我国劳动法明确

规定了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可以有效保障劳动

者的自由时间不会受到非法侵占。实行“劳动者

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

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15](P9)除此

之外，党和政府还要求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从人民的真正需要出发，

在人民群众参与度高的文化活动方式中寻找灵

感，引导人民群众思考现实，鼓励民众积极实

现自身价值。只有充分利用日常生活中的自由时

间，才能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五）坚持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相结合

列斐伏尔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现象

进行深刻分析之后，提出技术异化是现代资本

主义国家新的异化表现形式。先进的科学技术

本应是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服务的，但

现实情况却是人们的生活受到了技术的控制和

工具的奴役，人的自由个性和主动创造力日渐

消失。

只有坚持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相结合，才

能破解技术异化现象，消除技术对人们生活的

控制，让技术重新回归日常生活。科学技术本身

并没有什么社会价值，是人文精神给其赋予了

价值内涵，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人文精神的

指导。但是就目前来看，人们对科学技术的需

要正在急速增长，而人文精神却没有得到应有

的重视，科学技术和人文精神之间的关系呈现

出相互分离的态势，这样发展下去，势必会加

深技术对人类的操控。所以，科技工作者在从

事科学研发活动时，一方面要实事求是地按照

事物的本来面目去分析和揭示其本质和运行规

律，保证科学活动的严谨性和客观性。另一方

面要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将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根本目标，让技术

为人民的日常生活所服务。科学技术能够为人们

的生活带来益处才有其存在的价值，否则就只

能湮没于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我们要始

终以符合人的自由发展的价值准则审视科学技

术，坚决抵制违背人类伦理和客观规律，片面

追求经济效益和技术发展的科学实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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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Marx's view of life and alienation theory, Lefebvre pioneered the research field of daily 
life criticism in Western Marxism. Lefebvre believes that daily life is an area closely related to everyone's survival, 
and daily activities are the basis for all social activities to occur, it is based on the level of daily life that humans 
carry out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activities. However, in modern capitalist society, alienation has penetrated 
into all social life including daily life, it is mainly manifested as the alie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consumption, the alienation of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alie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society. Lefebvre started from the philosophical standpoint of humanism and 
deeply criticized the survival dilemma faced by modern people at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levels. This shows 
that human nature and its alienation have become the core issue of Lefebvre’s concern. The alienation of daily 
life means that human existence has been facing the most serious crisis, In this regard, only a comprehensive 
daily life criticism can restore human’s revolutionary subjectivity and creative dimension. Only to put daily life 
revolution at the center of social change can liberate humanity completely. Lefebvre’s critical theory of daily life 
has its irrationality. But, analyzing and solving social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ily life can provid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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