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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异化：人与自然关系新异化及其对策反思

———基于社会加速的分析视角

张　涛，刘　魁

摘　要：不同于将人与自然关系异化普遍定义为物理层面的生 态 危 机，认 知 异 化 是 人 与 自 然 在 认 识 论 层

面上产生的认知缺陷与距离虚化相交织的感应危机，而这种异化与现代 社 会 加 速 机 制 存 在 着 必 然 的 耦 合。换

言之，在社会加速背景下，由于持 续 加 速 的 （社 会）时 间 对 （自 然）空 间 的 不 断 挤 压 而 形 成 一 种 时 空 错 位，

人在快进的时间与社会节奏的裹挟之下逐渐扭曲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造 成 对 自 然 的 错 认。新 异 化 的 生 成 借 由

社会加速的制度结构、技术结构以及文化结构得以阐释，推进向 “后 增 长 社 会”转 型 为 新 异 化 的 解 放 寻 求 一

条可能性途径。生态共鸣是人与自然之间互相触动、吸收转化 且 不 被 控 制 的 关 系 结 构，旨 在 引 起 （人）主 体

与 （自然）世界之间彼此遥相呼应，从认识论层面为人与自然之间遗失的距离构建一条认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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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一般也称之为社会加速，在文中不同语境中用法 不 同。社 会 加 速 是 一 种 社 会 结 构 状 态。可 以 理 解 为，在 这 样 的 社 会

中存在着两种加速形式的———技术的加速 和 由 于 时 间 资 源 的 短 缺 而 导 致 的 生 活 节 奏 的 提 高——— （以 结 构 和 文 化 为 前 提）
相互连接，并且因此也存在着增长和加速。

人与自然关系异化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一个普遍且重要的问题，国内外学界大致从异化劳动、
生态哲学与生态马克思主义三个视角对其展开深入的理论剖析，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
在新的发展阶段以及社会结构转型的背景下，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内涵与外延再次衍生新意，其侧

重点不是在物理层面的生态危机，而是聚焦人与自然关系之间的距离和认知问题。卓承芳从维希留

（Ｐｕａｌ　Ｖｉｒｉｌｉｏ）的 “速度学”视角指出，随着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无时滞的光速对当代 （自然）世界

产生 “灰色污染”，这种污染蒙蔽了 （自然）世界的本质，人将面临着失去自然的危险，更为确切

地说，是一种本体论层 面 的 灰 色 生 态 危 机①。虽 然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凸 显 了 人 与 自 然 关 系 异 化 的 新 趋

向，但其主线集中在现代技术批判，而对这种异化关系的成因与对策尚未来得及做出更为全面的回

应。所以，基于此前的研究，继以新的视角对这种异化关系进行学理分析显得尤为必要。
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学术带头人哈尔特穆特·罗萨 （Ｈａｒｔｍｕｔ　Ｒｏｓａ）认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

来，全球资本主义进入晚期现代阶段，在现代性思想的影响下，社会加速②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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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萨从时间角度澄明社会加速的逻辑理路，并且这种加速导致人与世界关系的新异化，即两者变得

冷漠与疏离。同时，也以此作为研究人与自然关系新异化的契机。因此，本文试图从社会加速视角

剖析人与自然关系在认识论层面上造成的认知异化，并为异化的解放提供一种可能性的建构方案。

一、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由来与新异化的提出

异化概念是在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西方哲学里逐渐形成起来的，来源于拉丁文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意为

分裂、疏远、对立、让渡等含义。英法的启蒙思想家霍布斯、洛克、卢梭等用异化来讨论个人权利

的转让问题，直至德国古典哲学时期，黑格尔才把异化提升为一个核心的哲学概念，认为 异 化 是

“绝对精神”的外化或对象化。费尔巴哈进一步引申了异化的含义，即主体所产生的对象物、客体，
与主体相分离，成为主体的异在。之后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的四重维度阐明异化关系的结构性质，意

指主体受到外力的影响而丧失自身的本质，主体的劳动与对象脱离主体而成为独立的力量，并作为

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主体相对抗［１］［２］。在人与自然的限度内，异化是指受到某种外界因素而导致

两者之间由整体走向分裂与对抗，具体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对立、物质变换 （新陈代谢）的断裂以及

人对自然的控制等。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原因可归结为资本的雇佣劳动关系。在这

种关系中，一方面，人逐渐脱离自身作为社会关系的本质，沦为被资本逻辑所宰制的个体；另一方

面，受资本增殖欲望的驱使，人不断占有并掠夺自然，造成人与自然矛盾激化的同时，进一步导致

社会需求与自然补给之间的不可持续性危机。正如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所言：“在社会的以及由

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交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３］（Ｐ９１９）

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史看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生成，必须重新回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梳

理其思想的演进脉络。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

稿》《资本论》以及 《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基于资本批判的视角，从不同维度

阐释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当代人与自然关 系异 化 研究 奠 定 理 论基 础。首先，在 《１８４４年经

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立足哲学人类学视野，从对象性劳动中重构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
并从异化劳动的性质、结构、方式等角度展开对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研究，以异化劳动的四重表象为

逻辑起点，即 “人与劳动产品相异化；人与自己的劳动相异化；人与人相异 化；人 的 类 本 质 的 异

化”［４］（Ｐ１６１－１６３），进一步阐述了人在异化劳动的控制下丧失自身的能动性本质，将人与自然的对象性

关系异化为一种冲突与矛盾的敌对关系。其次，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批判青

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自然观以及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自然观，进而构建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自

然观。马克思认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

而发生的变更出发”［４］（Ｐ５１９）。以人对自然的劳动为界，自然被划分为天然自然与人化自然，同时也

进一步划分自然史与人类史，并强调人在历史演进中的能动性，认为 “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

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４］（Ｐ６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产生了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

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４］（Ｐ５６５）。一方面将人逐渐在劳动中分化；另一方面加快了社会

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为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掠夺奠定了现实条件，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诞生。在此

基础上，马克思撰写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经济学手稿》以及 《资本论》等

著作，立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从商品分析开始，透过劳动在资本增殖中的价值定位，创造性

地发现资本逻辑的内在机理，同时也进一步完善其生态思想。马克思通过资本逻辑透视人与自然之

间的关系，认为 “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其目的是使自然界 （不管是

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５］（Ｐ９０－９１）。也可以说，在资 本 私 有 制 生 产 关 系

中，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被物的关系所取代，自然不再是体现人本质的对象，而是人在资本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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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不断需求的物。这实际上体现了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必 然 造 成 人 （社 会）对 自 然 的 统 治 和 支

配，最终也将造成人 （社会）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最后，恩格斯在 《自然辩证法》中强调，人在劳

动实践与科学技术的中介下漠视自然的辩证法规律，进一步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对立，并从资

本批判、异化劳动批判以及 “自然—历史”三个维度揭露与批判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成因［６］。总的

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多维度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所特有的历史性质和

历史形式，从三个层面揭示其异化的根由：一是资本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二是资本权力及其统治对

人与自然的戕害；三是资本借用技术对自然界的驾驭、支配与征服［７］。
值得注意的是，从马克思异化劳动的结构来看，人与自然之间的整体性关系被割裂，自然则被

异化为资本增殖的抽象物，人也无法真正地认识自然。正如马克思所言：“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

的、被确定为与人分割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４］（Ｐ２２０）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

的认识危机，而这种危机基于社会加速的背景分析，即人与自然关系在认识论层面上的认知异化，
也是人与自然关系新异化。以此来看，马克思异化自然观与新异化之间存在着隐秘的关联，同时也

为新异化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来源。当前学术界对新异化的概念本身、生成原因，以及对策反

思等方面研究不足，因此，本文试图对以上问题做一些思考。

二、认知异化：社会加速背景下人与自然关系新异化

在当代社会，速度或者加速已然成为时下社会建构的主流趋势。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层面透视

加速的现代化意涵，还是在人对 （自然）世界的认识程度上，速度均占据一席之地。早在１９０９年，
马里内蒂 （Ｆｉｌｉｐｐｏ　Ｔｏｍｍａｓｏ　Ｍａｒｉｎｅｔｔｉ）在法国 《费加罗报》发表一篇名为 《未来主义宣言》的文

章，作为一种兼具艺术理念的宣言，其倡导了以速度呈现人类的生活体验。马里内蒂声称：“这个

世界呈现出一种别致的美，即称之为 速 度 之 美。”① 罗 萨 在 《新 异 化 的 诞 生》书 中 强 调，社 会 加 速

的三个面向构成一种加速循环，即技术加 速 促 进 社 会 变 迁 加 速，社 会 变 迁 加 速 又 促 进 生 活 节 奏 加

速，三者构成一种升级关系，“已经形成一种环环相扣、不断自我驱动的反馈系统”［８］（Ｐ３８），进而导

致社会时间与节奏的加速或速度化。但是，人在这种快速的时间与社会节奏的裹挟下逐渐疏远了与

自然之间的联系，造成对自然的遗忘，人与自然关系也衍生出新的异化危机，即认知异化。
本文认为，认知异化是人与自然在认识论层面上产生的认知缺陷与距离虚化相交织的感应 危

机，也是人与自然关系新异化。因此，在进一步阐明认知异化概念之前，必须区分认知异化与普遍

意义上的异化概念，以及罗萨的新异化概念之间的逻辑关联。首先，当前学术界对人与自然关系异

化研究聚焦于本体论层面的生态危机，其严重的后果是造成社会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正如

上文马克思生态思想史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现象。在此需强调的是，基于本体论层面的生态异化

与认识论层面的认知异化之间存在研究的差异性。其次，罗萨立足于价值论层面研究人与世界关系

新异化。从社会加速与新异化之间的逻辑关系入手，区分出人与世界关系的五重异化现象 （空间异

化、物界异化、时间异化、行动异化、自我异化）。并对新异化进行重新定义，即 “缺乏关系的关

系”，它是与共鸣相对应的负面关系， “自然就是冷漠、毫不顾及对方、静默不理会主体的世界关

系”［８］（Ｐ１７）。确切地说，这种异化关系意指人从价值论层面上丧失对世界意义的认同。以此来看，罗

萨所讨论的新异化与认知异化之间既有区别又存在一定的逻辑关联。一方面，人与世界的异化关系

包含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关系，所以，罗萨的新异化对本文研究人与自然关系新异化 （认知异化）
提供一种契机；另一方面，罗萨的新异化侧重价值论层面上的关系研究，强调人对 （自然）世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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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情感与价值认同，其异化表征是人在精神层面对 （自然）世界价值的缺失，造成人对 （自然）
世界关系的冷漠与疏离。因此，并不同于本文从认识论层面上研究人与自然认知关系的异化。

何谓认知异化？“认知”英文词为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原本作为心理学概念，是一门研究认知及行为背

后之心智处理的心理科学，旨在研究记忆、注意、感知、知识表征、推理、创造力及问题解决的运

作①。又称 “再认”，是人类认识 客 观 事 物、获 得 知 识 的 活 动［９］。随 着 认 知 概 念 与 生 态 学 相 结 合，

Ｕ．Ｎｅｉｓｓｅｒ等人将生态学方法和原理引入认知心理学，将人的认知与其所处的环境紧密地联结在一

起，进一步扩展了认知概念的边界［１０］。而异化作为一种哲学概念，意为陌生化、扭曲、对立等含

义 （参考上文对异化概念的梳理）。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认知异化意指人在持续加速的 （社会）时

间与 （自然）空间的去同步化中对自然本质认识的偏离与失感，从认识论层面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

认知缺陷与 距 离 虚 化 相 交 织 的 感 应 危 机。巴 卡 里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Ｅｌ－Ｋａｍｅｌ　Ｂａｋａｒｉ）称 之 为 “时 空 距

离”，反映了 “人与自然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并构成了人们普遍对自然环境的疏离感的基础”［１１］。
认知异化具有非物质性特征，类似于一种 “黑格尔灰色本体论意义上的生态危机，聚焦距离污

染，即速度对自然的实际大小的深度污染”［１２］。“这种由速度造成的人与自然之间认知距离的污染，
是一种非物质的状态，无法感知。”［１３］（Ｐ５７－５９）换言之，加速伴随着交通与通讯及时性而引发的时空压

缩，正在改变着自然的尺度和维度，从而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生成一种疏离感，并对人类的生存产生

整体性的损害。它造成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颠倒、地理多样性的丧失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瓦解，
这是一种较之于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异化更为严重的时空认知 异 化［１４］。并随着交往的持续性，不断

地加深这种时空距离的污染，而这种污染的后果远比现实层面的生态危机严重［１５］（Ｐ１３３）。
从速度视角认识这种异化关系的结构与机理，可以理解为加速导致人的认知方式的变革，扭曲

了人与自然最为本质的交往关系，从而在认识论层面上产生认知缺陷与距离虚化相交织的感应危

机。维希留认为，人原本生活在自身周围的现实自然界中，但随着技术加速不断提升的速度缩小了

现实的自然地理空间，人被围困于技术构建的 “速度空间”，也可称之为由电子科技压缩的一种非

物质空间。倘若如此，现实意义上的自然空间将丧失其本身的能动性质。此外，在技术的操控与社

会加速的机制中，原本可通过行动而实现对自然世界认知的个人，则在不断加速的速度当中逐渐变

得缓慢，被动地远离自然界以及失去与自然近距离接触的可能性与现实体验。维希留在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早期曾预言这种状态是 “极惯性”，或是疯狂的停滞，即人在极致的速度中陷入一种相对性静

止状态。虽然地球的动力学轮廓确实显示出物质和物理领域的运动逐渐变得迟缓和速度显著降低，
但随着技术的创新，数字连接和通过互联 网 发 送 数 据 的 数 量 与 速 度 显 著 增 加。许 多 人 都 粘 在 屏 幕

上，身体被固定并锁定在几乎不动的位置，整天看着一个小摄像机和一个小屏幕，身体几乎没有运

动的同时，他们可以通过网络与数据来实现对自然 （世界）的认识。最终，在加速空间中的人类将

逐渐迷失现实世界以及自然空间的真实感觉，犹如被囚禁在一个无生命的物理环境中，现实的自然

从人的认识中逐渐消退。技术发展导致社会加速的时间与自然物理空间之间的去同步化，人类在加

速的时间中认识技术所构造的、虚假的自然界，从而将真实自然多样性的本质视作荒漠化的假象。
进一步讲，技术加速不仅导致自然地理空间的相对性缩小，也造成人类社会变迁与生活节奏的

加速。最主要的特征是形成一种与此前不同的时间结构，导致人对时间关系的错乱，即社会时间与

生命时间之间的适应性矛盾，人们在这种新的时间节奏中体验着一种由时空压缩而引发的压迫与焦

虑。同时，时空压缩也是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生产加速逐渐克服自然空间距离的过程［１６］（Ｐ３００）。这种

时空压缩导致人类因时间的快速流动与自然地理空间的距离缩短而衍生出感官上短暂的愉悦，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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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构建一种便利的生活假象。也可以说，在通讯与运输不断加速的过程中，随着时间的节省 （相对

的加速）而自然在相对的缩小，人在这一时间与空间的相对性中感受到与自然之间距离的虚化。
加速所导致的人与自然之间距离的虚化，是认知异化的非物质表象。更为细致地说，对人与自

然之间的现实距离造成了冷漠与无意识的远离，其显著特征是人日益丧失对自然物理世界声音的接

收与回应。同时，由于加速导致的社会时间与自然空间的去同步化，人对自然的认知逐渐演变成一

种现实与心灵的距离落差。在现实中，加速导致时间的快速流动，人逐渐沉浸于虚无化的无用时间

之中，而自然在时间与空间的压缩中逐渐变得虚无化或是符号化，人无法聆听具有生命的自然的声

音。人类只有在虚拟的数据中对自然的不同节奏进行分析并提取经过转化的声音，人与自然之间才

丧失了真正的联系。也可以说，人对自然逐渐变得冷漠，“冷漠的本质，是面对事物差异时麻木不

仁，这不是说知觉麻痹了，而是对事物差异的意义与价值的感受的丧失”［１７］（Ｐ４４）。
维希留和罗萨都认为 “加速”造成了人与 （自然）世界之间的认知污染与距离虚化，这是一种

新形式的异化关系，也可以说这是一种缺陷性的关系结构。在这种关系中，人对自然多样性本质丧

失的同时，在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以及生活方式加速的现代化的压迫下，人与自然之间的认知

距离逐渐扩大，其关系逐渐变得微妙。正是因为交通工具与通讯手段的加速，人所生存的自然地理

空间不断瓦解以及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的助力下实现人的快速位移。通讯以及数字革命的兴起，将

人或自然以数据的形式进行无差别投射，人与自然的物理范畴被数字范畴所取代，两者之间真实的

距离逐渐被消解。维希留称作这种状态为 “世界的终结”，也是 “造成人类与自然之间距离污染的

根源，从而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距离与时间的异化，面临着没有未来的灰色生态危机”［１８］（Ｐ９７）。

三、制度、技术与文化的合谋：从社会加速结构透视人与自然关系新异化

罗萨认为，从社会变迁加速、技术加速与生活节奏加速三重维度来看，可以将现代社会描述为

特殊的 “加速社会”。这意味着加速不是单一可分解的关系，而是从制度上、技术上和文化上建立

的整体性联系［１９］（Ｐ１８９－１９０）。同时，维希留 则 以 “速 度”的 视 角，将 技 术 作 为 社 会 加 速 的 解 密 工 具。
换言之，制度、技术与文化组成社会加速的内在结构。然而，从社会加速的背景图绘中透视人与自

然关系新异化的生成脉络，则必须分析社会加速的制度结构、技术结构与文化结构，以及三重结构

与新异化之间的逻辑关系。首先，制度结构具有一种统合性的功能导向，形成了社会加速的动态稳

定模式，引发了由技术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节奏加速构成的加速循环，是人与自然关系新异

化的前提条件；其次，技术结构承载了社会加速的动力支撑，但技术推动社会加速的同时，也改变

了人对自然的认知方式，是人与自然关系新异化的直接因素；最后，文化结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力

量，在为社会加速注入强大动力的同时，也使人在文化的潜移默化中对自然的认知产生异化。
（一）制度结构

从社会加速视域中透视人与自然关系新异化的生成机理，首先应分析当下社会的加速逻辑。加

速与现代性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自文艺复兴后出现了有关 “现代性”的讨论，人们对现代性结

构的基本体验是世界和生活的急速变迁。正是这种对速度的追逐，逐渐形成现代性的制度与文化。如

彼得·康纳德 （Ｐｅｔｅｒ　Ｃｏｎｒａｄ）所言：“现代性完全就是时间的加速。”［１９］（Ｐ３９）戴维·哈维 （Ｄａｖｉｄ　Ｈａｒ－
ｖｅｙ）则认为，“现代文化从整体上可以理解为只是对危机重重的变化着的空间和时间体验的反应，
它是一波紧随一波的 ‘时间—空间—压缩’浪潮的结果，同时也必然是生活节奏加速以及空间在时

间的攻击下被歼灭的后果”［１９］（Ｐ５１）。
因此，当一个社会以加速作为其内在的核心机制，进而形成加速的制度结构，从某种意义上可

称之为现代社会。罗萨认为，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特点是 “按照动态稳定的模式运行，即它需要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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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经济）增长、（技术）加速和 （文化）创新来确保其结构的再生产以及维持其社会经济和制度

现状”［１７］（Ｐ２１）。从制度结构来看，其在社会加速进程中呈现出一种统合性功能。同时，在加速与新

异化之间的逻辑关系中，制度结构推动了加速的循环，也构成了人与自然关系新异化诞生的前提条

件。因为制度结构主导着整个社会加速的运行规律，人与自然是社会加速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而在加速逻辑的驱使下，人与自然之间自发的对象性关系逐渐被异化，代之以加速逻辑中介人与自

然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两者之间逐渐分离，进而造成人对自然的认知与距离层面的异化危

机。换言之，社会加速的动态稳定模式遵循资本无限增殖的价值逻辑，它消除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联

系与距离，将人囚禁于加速逻辑的旋涡，最终使人丧失对自然最为本质的距离与认知。
此外，动态稳定的制度结构映射到现实的社会生产领域，症状尤为明显，直接体现在社会生产

对自然资源需求的加速增长。与此同时，社会生产的加速与当代资本逻辑存在着天然的契合。资本

主义体制作为上层建筑，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技术加速作为直接的生产力，并与加速的经济结

构与文化结构相结合，为资本的增殖逻辑奠定了强大的动力支撑。而资本对加速的执着追求以及维

持社会动态稳定的生产关系，则进一步促进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以及生活节奏加速的循环。人

也在加速社会中逐渐变得倦怠、在加速的节奏中远离 （自然）世界，以及社会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断

裂，进一步彰显危机四伏的加速社会。这种综合性危机是加速社会内部时间与空间、生产与再生产

之间的 “去同步化”病状。所谓 “‘去同步化’是指社会领域当中不同速度模式之间的摩 擦 与 张

力”［２０］，在 “去同步化”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等领域出现了巨大的时间鸿沟。
（二）技术结构

从动态稳定的制度结构来看，资本逻辑作为一种隐性的驱动因素，而技术的资本利用则进一步

推进社会的加速进程，同时也构成人与自然关系新异化的直接成因。技术加速推动了交通、通讯以

及生产等领域的加速，人与自然关系在这种加速中逐渐变得微妙。便捷的交通缩短人在自然地理环

境中的距离，减少了人们的出行时间，通讯网络的便捷为人与人之间的即时联系构造一个完善的中

介机制，从而节约了社会时间。在这种不断增长的速度中，社会时间对自然地理空间持续压缩，人

对自然界的感知力日趋迟缓，并在速度的相对性中逐渐丧失对现实自然界的聆听与身临其境的空间

条件。也可以说，技术的加速使人快速流动在自然空间的范围，等不到人对自然界的感应而转瞬即

逝。与此同时，数字信息技术的不断完善，信息编码日益普及社会的生产生活，现实的人或者自然

界以代码的形式储存在信息空间。在技术突变的现代化社会，“人们被卷入一个双重悬置折叠的存

在处境之中”［２１］（Ｐ１７３）。一方面，人存在于现实的人类 世界，与自然共处；另一方面，人类存在于技

术所构建的 “速度层”或是虚拟的数字信息空间，它缩短了人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代之以经过技术

精密分解的信息编码作为人类在实践中获得的真实知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技术的操控下以偶

然性的方式相遇，自然的 “超现实性”与 “消失”成为技术建构的速度空间的特征。即技术改变了

人对自然认识的 真 实 面 貌，以 数 据 折 叠 的 方 式 对 现 实 自 然 进 行 编 码 并 重 新 建 构 人 对 自 然 的 认 知

方式。
维希留和罗萨认为，运输的加速将自然空间逐渐缩小，将人带向世界，而通讯的加速将自然空

间陷入停滞，数字信息革命将物质转化为数据储存，以通讯手段为中介，虚拟的空间传输使人与自

然之间的现实动态性转变为数据的动态性。人与自然之间的距离被数据距离所取代，从而构造出一

种超现实的自然，既与真实自然环境毫无关系，同时又是对真实自然的模拟，是 “凌驾于现实之上

比现实看起来更加现实的东西”［２２］，并且在这种虚拟的自然中影响着人 对 现实 自然的认识 与实践。
在技术所构造的速度空间与数据兼容的场域中将自然分解，进而模拟成一种超越现实自然物理环境

的数据信息。人在速度的空间中丧失对自然真实性的认识，从而在 “快速的静止状态中”［１９］（Ｐ１６６）人

与自然之间的距离逐渐虚化。真实自然界的退场，而自然成为一种符号，模糊了真实与虚假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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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限。人对自然的认识在速度的加持下受到污染，直接造成人与自然关系在认识论维度上的异化。
（三）文化结构

此外，人在面对无法掌控的加速动力时，加速的推动机制也会由文化应许赋予力量［８］（Ｐ３５）。现

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加速文化与资本逻辑的契合，形成以资本增殖为导向的社会意识形态理念与稳

定社会现状而促逼的竞争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社会的生产层面灌输强大的加速意识，并且对个人

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人逐渐沉浸在一切范围的竞争中，而自然则成为人争夺与利用的资源，
人逐渐在自然的商品属性上迷失对自然本身意义的认知。确实，从加速文化对社会生产与人的影响

来看，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晚期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加速的内在运行逻辑，即 “人类需要加速与生

产加速间的循环”［２３］。维持这种加速文化的惯习结构，“一是拓展满足人们欲望的资源基础；二是

对竞争失败的恐惧，即害怕因资源基础受到侵蚀而失去获得美好生活的前提条件”［２４］。动态稳定的

发展模式与加速文化之间的合谋在社会内部重构人的认知体系，使人在当代内卷的意识形态灌输与

文化熏染中成为单向度的人，逐渐丧失了与自然物理世界的认知兴趣与真实体会，异化了人自身以

及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在生产中将自然商品化以及在技术中将自然数据化，瓦解了真实自然界的

本质，将现实的自然以超现实的形式映射到人的认知范畴。在这种状态下，人与自然 （世界）建立

的关系是一种因果性或工具性的联系，而不能聆听到自然世界的真实声音，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走向冰冷、灰暗、控制、伤害的异化状态，人也无法真正地认识自然。
毋庸置疑，动态稳定的加速结构为现实的社会生产领域提供了充足的动力，但加速的生产带来

对自然资源加速的需求，也导致人 （社会）与自然之间严重的间隙与对立。这种对立是人控制自然

的内在需求。正如罗萨所说，维持社会加速内部动态稳定必须以不停歇地加速为基础。在这种动态

稳定的结构中，首先，自然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存在；其次，自然又不断被破坏，从而表现出一种通

过技术加速而导致的自然越发的不受掌控的现状［２４］。从现象学的视角理解这种异化，即掌控自然

的同时，也就失去了自然。也就是说，这种状况标志着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缺陷化，导致人与自然

关系的异化，而要化解这种异化关系，建构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共鸣关系则显得尤为重要。

四、后增长社会：社会加速的转型策略与 “生态共鸣”的前提

经以上分析可知，社会加速引发了人与自然之间认知缺陷与距离虚化相交织的新异化危机，那

么 “生态共鸣”则是异化的解决方案。倘若实现人与自然的生态共鸣，人首先应该从加速逻辑的束

缚中解放出来，并且重新回归自然，以自身最为直接的方式接触自然、认识自然。为此，罗萨提出

向 “后增长社会”转型的方案，而后增长社会与新异化之间的逻辑关联通过加速的动态稳定结构得

以透视。因为维持社会加速的动态稳定模式秉持了现代性加速的承诺，它构成了社会变迁加速、技

术加速与生活节奏加速之间的循环，人则被迫卷入加速的旋涡，在现实与精神层面上逐渐与自然拉

远了距离以及造成对自然的缺陷性认识，形成人与自然在认识论层面上的认知异化。后增长社会是

对社会加速的动态稳定结构进行修正，为 人 的 解 放，以 及 人 向 自 然 的 回 归 构 建 一 种 稳 态 的 社 会 环

境，也是人与自然产生共鸣的前提条件。
所谓后增长社会是指 “一种维持社会组织机构适应性稳定的增长机制，其增长、加速以及创新

朝着期望的方向改变现状 （例如，为了应对当前社会加速进程中出现的矛盾及危机），但这并不是

为了维持体制现状和结构上的自我复制而被迫升级”［２５］（Ｐ７２７）。“后增长社会”是相对于晚期现代 “动

态稳定”加速模式的超越，它不再迷恋单纯追求自身结构再生产而催生的增长与加速，而是将当前

社会生产、创新所推动的增长以 “适应性稳定”为基础，也是对现代性加速承诺的修正，并进一步

反思了动态稳定的加速模式对人之生存境况的损害，由此推动了促进经济加速转向促进民生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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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公正与平等。值得注意的是，“后增长社会”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

追求生产力的 “量”向追求生产力的 “质”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与我国 “高质量发展”的模式具

有异曲同工之妙。质言之，“后增长社会”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而构建稳态社会，将人从加速旋

涡中解放出来，才能生成亲近自然的意识与接触自然的时间。
“后增长社会”是对 “动态稳定”的社会加速机制所开出的 “减速”良方，其减速并不是对社

会经济发展与技术创新的停滞，而是以人类美好生活需要作为社会加速的尺度，其趋向于构建一种

稳态社会。因此，罗萨针对向 “后增长社会”范式转型提出两种改革方案。首先，以经济民主制度

取代资本增殖的剥削机制。因为受 “资本增殖逻辑”的宰制，现代经济活动依然遵守着 Ｍ—Ｃ—Ｍ′
这一升级逻辑，它以经济加速为最高准则而推动社会的三重加速结构。因此，只有将经济 “重新嵌

入”文化和政治世界，使经济从 “强制必需”的侵吞，转变成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２６］。通过对

资本侵略以及价值剥削体制的改革，以经济民主取代晚期现代社会加速的经济体制，一方面使社会

加速的规模得以放缓，从而使人在快速的社会生产节奏之中停歇。经济民主并非反对增长，而是丰

富了加速的内涵以及改变了加速的方向，不再执着追求利润的无限增长，更加侧重解决在发展中所

产生的问题。因此，“后增长社会”通过经济民主制度的改革，意图改变资本逻辑所催 生的生产、
运输以及消费领域的强制性增长模式，使人从社会生产领域的旋涡中解放出来。其次，“后增长社

会”对社会政策与福利制度进行全面的改革，引入无条件保障基本收入。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

欠缺以及人在加速过程中被失去的恐惧所笼罩，生存忧虑成为人被加速逻辑所挟持的有效手段。因

此，罗萨认为，“后增长社会”保障人的基本收入与基本时间，进而消除了人在社会加速中产生的

存在焦虑［２５］（Ｐ４３８）。基本收入具有四个特点：第一是 无 条 件 性；第 二 是 基 础 性，即 人 的 最 低 生 活 保

障；第三是个体性；第四是周期性。依据这四个特点，人获得了在社会中生存的基本保障，从而可

以选择性地避开社会加速的三重闭环结构。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使人从快速的时间与社会节奏中解

放出来，恢复人的主体性，人从而在现实中自由地接近自然、感知自然，并与之产生共鸣关系。
总体来说，“后增长社会”以经济民主与人权保障的制度改革为社会加速建构了一条转型策略，

它相对于社会加速的动态稳定结构，更加侧重解决当前社会内部矛盾以及为人构建美好生活而进行

内在结构的优化。人在社会中拥有自身生存的保障与相对自由的生命时间，从而得以避免社会加速

逻辑的宰制，为人向自然的回归以及 “生态共鸣”的生成奠定一种稳态的制度 （社会）环境。

五、生态共鸣：走出异化的一种可能性建构方案

生态共鸣作为一种关系结构，旨在从 认识论层面为人与自然之间遗失的距离构建一条认知 之

路，化解社会加速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认知缺陷以及距离虚化相交织的感应危机。那么，何以认识

生态共鸣？“共鸣”从物理学角度被释义为物体因共振而发声的现象。罗萨从社会学角度将 “共鸣”
解释为：“触—动 （ａｆ←ｆｅｃｔｉｏｎ，一些事物从外部与我们产生联系）与感—动 （ｅ→ｍｏｔｉｏｎ，我们通

过反应予以回复并与之建立关联）的双向运动。”［２４］生态共鸣则体现人与自然之间互相触动、吸收

转化且不被控制的关系模式，是主体与 （自然）世界之间彼此呼应。而 “在呼应过程当中两者始终

保持自己的声音，不被对方占据、支配”［８］（Ｐ１４）。在这种共鸣关系结构中，它是对人与自然最为本质

的声音的转译，人在这种共鸣领域中接触原初的自然，而非经过工具改造过的自然。因此，在这种

原初的自然地理空间中激活人在异化关系中被遗忘的自然意识，将人与自然之间的认知关系从技术

空间回归到真实的物理空间，建构人与自然之间最为直接的距离并与之产生交往。
同时，生态共鸣并非一种主导性的关系结构，而是在真实的、有生命的自然地理环境中认识并

与之产生回应的存在关系。共鸣并非将人作为关系的主导者或建构者，而是强调人与自然在差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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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中趋向于和解的良善动态关系，“体现出一种循序渐进、转化与适应的回应状态。可以说，共

鸣是处于协调和冲突之间的情境关系模式”［２６］。在这种关系中，人与自然处于一种直接的交往，并

在交往中实现最为真实的认知，从而化解人在异化关系中对自然的距离虚化与认知缺陷相交织的感

应危机。此外，自然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的以及有回应的实体存在，在人 与 自 然 的 关 系 限 度

内，聆听自然的声音是人认识自然并与其产生生命活动的前提。马克思认为，自然 “本身具有双重

性质：是主体的自然，也是客体的自然”［５］（Ｐ１４０）。在自然本身的存在意义上，人作为自然回应的对

象；反之，在人的生产劳动的基础上，自然又是人的对象。在这种双重的关系中，人与自然的共鸣

关系呈现其不同声音与不同方式的回应，而不是单方面发出声音又反射回来的无差异的回声。
总之，生态共鸣是一种具有差异性的关系模式，这种关系是人与自然在不同情境中做出的不受

制于对方的回应，不是对立，而是对不同声音、状态、表现的反应与吸收。进一步地讲，生态共鸣

是人与自然双向互动的关系模式，并呈现其互为主体性的特质［２５］（Ｐ７４３），而互为主体的前提是确保人

与自然两者的独立性。因为，共鸣并非一种预设的关系模式，以固定的符号结构建构人与自然之间

的关系，从而湮灭两者在认知中的差异性与能动性。相反，它是一种特殊的体验效果 （或解释者），
在主体以新的视角看待 （自然）世界的同时，并从现实的自然界与动态的环境中感应到对方不同的

声音与回应［２７］。因此，生态共鸣作为一种走出异化的可能 性建 构 方案，它强调人与自然之间以不

同形式，在不同场景下的直接交往，进而为人与自然之间遗失的距离构建一条真实的认知路径。
生态共鸣不是主体范畴的情绪状态，而是人与自然之间认知的关系结构，在这种结构中需要人

在所身处的自然环境中建立一种有意义的、动态的、变革性的融洽关系。并且，生态共鸣的四种特

质进一步突出了走出新异化的必然性、可能性与现实性。

１．触动 （刺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限度内，共鸣依赖于相对自主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

用，而不允许强加不对称结构的外部干涉。在共鸣关系中，人与自然都用自己的声音说话，并在相

异的语境中吸收以及触动［２８］。这种触动并非借由外部工具意义上的或是某 种社会需要 的影响所产

生的，而是在共鸣关系中呈现一种单纯意义上的联系与接触。从现象学的视角来看，“共鸣模式借

助一种主体与 （自然）世界之间的双向运动而远离异化状态”［１７］（Ｐ５５）。因此，生态共鸣首先是要在

人与自然之间产生物理或心理层面的触动或刺激，以至于作为主体的人可以在现存自然界中产生内

在的意识以及对外部认知的兴趣，才能使人恢复在异化关系中被遮蔽的认知与感受自然的能力。此

外，人只有在与自然的共鸣关系中产生刺激与触动，才能进入回应的状态。

２．自我效能感 （回应）。自我效能感并非在人与自然的共鸣关系中受到自然影响而产生的一种

触动或感动的情绪，而是在这种触动之后所产生的对自然 （世界）的回应。在人与世界的回应过程

中，“作为主体的人不仅可以触动世界，反之也能被这个世界所触动，即可以说，人可以通过自己

的方式去认识世界”［２５］（Ｐ２３３）。只有真实地倾听自然的声音，接触自然的物理层面，在共鸣关系中建

立两者之间的联系，这种经过人对自然声音与表现的回应，是人的自我效能感。并且，在这种接收

自然声音的影响以及反馈的自我回应过程中，自我与自然才能以一种合理的模式构建起一种关系。
即是说，回应是双方被触动之后的进一步动向， “两者的相遇同时改变 了 双方———既改变了主体，
也改变了主体所体验的世界”［２４］。

３．吸纳 （转化）。“吸纳的意思是让主体与世界在维持彼此差异性的基础上纳入关系当中。”［２９］

人与 （自然）世界关系的差异性是产生共鸣的关键因素。当人与自然之间产生共鸣，人即不再停留

于自我同一的层面，而是在共鸣关系的结构中不断地交流与转变，这种转变的过程就是对两种不同

声音的吸纳转化。因此，人唯有在现实的自然空间中保持差异性，才能被瞬息万变的自然所吸引、
刺激以及触动，使人与之产生共鸣。同时，“共鸣经验使我们发生变化，并且具有生命力的经验恰

恰在此产生”［１７］（Ｐ５８）。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命活力严格来讲是基于一个双向转变意义上的吸纳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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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鸣领域中，人不仅倾听到自然最为本质的声音以及自然自发的运动，而且将这种现实的声音与

运动转变为自身认识自然本质的轴心规律。这种规律既是人对自然世界回应的应许，也是对作为主

体的人不安分意识的限制与规约。

４．不受掌控。“不受掌控”是生态共鸣最为重要的特质，是指在共鸣关系中的情景状态呈现自

由的、不可预测的本质特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也体现不以支配对方为目的，以及不受对方支

配的关系，而非全 然 无 关 的 状 态［２９］。与 此 同 时，生 态 共 鸣 的 不 受 掌 控 还 体 现 在，一 旦 产 生 共 鸣，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会朝向某种转变，这种转变不受政治、文化以及技术等领域的干预，呈现其

一种未知的关系状态。倘若试图以主体的意识层面进行对共鸣关系的控制以及试图强制改变对象的

结构，这种不受掌控便会成为一种侵占的关系模式，不仅会抑制共鸣的可能性，还会导致人与自然

之间的斗争并中断两者之间的认知关系。进一步地讲，不受掌控的共鸣关系也是与现代性文化结构

相对立的，现代性倡导社会加速在结构上对自然世界实现可计算、可分解以及可以控制的倾向，而

共鸣则是在认识论维度上实现人与自然之间自发的触动与回应。
迄今为止，加速仍然是当代社会的主流话语与发展要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限度内，由于加速

所产生的异化具有两重维度：一是在现实层面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生活的生态危机；二是在认识论层

面上人与自然之间距离的虚化，造成人对自然的认知缺陷。相比之下，学界对第一重异化研究以及

为应对当前生态危机贡献了颇多的理 论 成 果 与 治 理 方 案，而 对 第 二 重 异 化 研 究 较 少，但 却 不 容 忽

略。因为它在关系到人认识 （自然）世界本质的同时，也在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中映射人自身的

本质，准确来说，是在自然的基础上认识人自己。此外，自然是人以及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人对

自然的认识在某种层面上也会影响当代社会的内在建构与发展趋势。鉴于人与自然关系异化在宏观

与微观层面的不同影响，生态共鸣作为一种创造性的关系模式，从关系结构、方案设计以及理论特

质为人在异化中重新认识自然的本质探索了一条可能性路径。其作为一种走出新异化的可能性建构

方案，虽然当前人们从理论层面对其合理性进行初步论证，但是在社会加速背景下如何推进生态共

鸣的实现，则值得进一步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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