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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人际交往异化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理论表述了他的交往
异化思想。
马克思说：“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
异化。
” 适应全球化的趋势，中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处于市场经济的不发达阶段。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是目前所有制结构的状况，经济领域内的私有成分等使得交往异
化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存在成为一个不可争论的事实，也是当今中国社会存在交往异化的深层物质根源
。
当前中国社会人际交往异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人际交往物化，趋利益化。
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原则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生存逻辑，追求个人利益成为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当前
，许多人开展人际交往，直接以对自己是否有用为目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功利。
为了钱，人变得自私自利，甚至不惜以身试法、步人歧途。
这种“人”是自身异化了的存在，人同其本质是相分裂的。
这种“人”不是按人的方式来组织世界的，他们是从个人的需要和利己主义出发进行交往，他们的交
往不是人的自觉行为，而是一种被迫行为，交往不是表现为个人目的，而是表现为个人为维持生存的
手段，这样的交往是一种异化了的交往。
在异化交往中他人和我不是作为同等主体的关系，而是一种互为手段的关系。
在异化交往中，人的愿望、活动以及同他人的关系都成了异己的力量，人在异化交往中越来越丧失自
身。
在商品社会中，货币是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联系起来的纽带，它是交往的基础和动力来源
。
由于导致了人们由对货币的依赖转变为对货币的崇拜，并进而把经济关系及其运行机制引入人的交往
世界、情感世界中来。
 第二，人际交往表面化、疏远化。
它指交往主体的交往仅停留在礼节性的应酬、虚假的客套上，是一种模式化的交往。
交往主体之间不是坦诚相见，而是戴着面具，人们用言不由衷的语言、机械的动作、规范化的微笑与
他人交往。
人们花很多时间去谈论一些无关痛痒的、非常表面的话题，害怕被别人窥探到自己的内心情感世界和
真实思想，人们戴着面具去审视、揣测交往的对象，对交往对象充满了戒备之心。
在这种状态下，人日益失却了自我与个性，日益变得不是他自己，日益感觉到苦闷、孤独、缺乏安全
感。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虽然时常处于被孤独吞噬的状态中，却“懒于交往”，情愿躲在自己狭小的碉堡
中孤立地存在着，人与人的心灵之间隔着厚厚的城墙。
人们虽然渴望交谈，渴望倾诉，渴望情感的宣泄，但又没有动力和热情去爬越那厚厚的城墙。
交往的“懒散性”带来的是人际关系的冷漠化，“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人际关系的
冷漠化在大城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人们对面相逢不相识，人声、笑声相闻，但老死不相往来；大家都充满戒备、彼此孤立地生活着，过
着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生活。
但是，人的精神是要有所寄托的，人的情感是需要寻找出口的，而网络提供了这种情感寄托的平台。
人们日益与真实的世界相疏离，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遥远。
在现实的人际交往中，人往往会自觉地遵守社会规范，让自己在交往的对象面前像个“人样”，但是
，在网络世界中，借助网络的虚拟性，真亦假来假亦真，人就可以直接地展现自我，无疑，这将会导
致交往进一步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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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系列学术丛书: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当代中国经济追赶战略》坚持以马克思
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为理论基础，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借鉴其
他社会发展理论的有益成果，着眼于如何实现我国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
和新的发展，为党和政府实践科学发展观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
力图突出三种意识，即突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代价）意识，突出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统
领课题研究的学科意识，突出在借鉴前人和他人有关成果的基础之上有所发展的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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