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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追求“速度”已經逐步成為現代社會的普遍趨

勢。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和探究速度問題，

使社會速度研究成為社會學新的研究熱潮。在諸多社會

速度研究中，知名社會學家哈特穆特·羅薩構建了更為

全面的速度理論體系。羅薩以時間為研究視角，聚焦于

現代社會的時間模式，將現代社會的時間結構上的加速

作為研究範式，指出現代社會就是一個“加速”的社

會，探討了社會加速的概念、表現形式，社會加速的原

因、後果，創建了系統的社會加速理論。

關鍵詞 時間、社會加速、加速機制

哈爾特穆特·羅薩(Hartmut Rosa)是德國耶拿大學社會學教

授、埃爾福特大學韋伯高等文化社會研究院院長，當代知名社會

家，以“社會加速批判理論”和“共鳴理論”享譽國際，被譽為

德國繼提出風險社會的貝克(Ulrich Beck)之後，當今最具原創性、

最重要的社會理論家之一。羅薩在國際社會理論界的地位，堪與

1980年代的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與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相媲美。羅薩師從法蘭克福學派第三代領導者霍耐特，屬於霍耐

特旗下批判理論新一代團隊的核心角色之一，在政治哲學、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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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社會學理論方面都有極大的學術造詣。本文基於羅薩對現

代社會不斷“加速”進行完整理論分析的著作——《加速：現代

社會中時間結構的改變》一書，在簡要闡述其社會加速基本理論

的基礎上，進行扼要評論，以期能夠展現出羅薩社會加速理論巨

大的學術價值和實踐意義。

一 作為加速理論基礎的時間概念

當我們試圖去瞭解當代社會時，會發現這是一個秩序井然、

紀律嚴明，具有嚴格體制機制運行的社會。人們的工作、學習、

出行及休閒活動都是預先確定的，按照一定的集體性規劃執行，

因而具有一定的秩序性和紀律性。那麼，這種紀律性是如何形成

的？“現代性的‘紀律社會’將它的懲戒性力量和支配力量非常

強有力地作用於時間結構的形成和內化。”
1
	即通過時間展現社會

紀律化過程的情境，如學校、醫院、工廠、軍隊和監獄等地方都

體現了嚴格的時間規制。現實確實如此，無論是學校、醫院、還

是工廠等都有統一的時間紀律，何時上學、放假，何時上班、下

班，工作時間多久，休閒活動在什麼階段等都有事先安排好的時

間規制，軍隊更以嚴明的紀律性而聞名，監獄甚至通過剝奪時間

來達到懲罰的目的。生活中小到交通時刻表、市場、旅遊景點等

開放時間、機構的程式、合同的簽訂等等都是按照時間來進行；

大到個人的人生規劃，國家的未來發展、社會的進化過程都以特

定的時間為標準。即“時間”逐漸成為促使個人與社會統一起來

的“看不見的手”，“時間”具有的穩定性、有序性、紀律性、

控制性特徵構成了當代社會系統中一切事物正常、高效運轉的基

礎。哈特穆特·羅薩在對現代西方社會進行審視時，就是把時間

作為研究視角來對社會現象進行描述。他認為，“社會的微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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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與宏觀面向乃是通過各種時間結構而聯結起來的”。
2
	羅薩研究

的焦點是現代社會的時間結構上的加速，論證時間結構上的社會

加速的現象、起因及結果。羅薩把對當下加速社會的診斷稱之為

社會加速批判理論，加速批判理論的提出在社會學關於速度理論

的研究中成為不可忽視的理論成果，成為社會批判理論的最新研

究進展，並且對於當代社會的判斷、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

學術意義。

什麼是時間？一談到時間，正如古代西方基督教神學家、哲

學家奥古斯丁所說：“那麼時間究竟是什麼？沒有人問我，我倒

清楚，有人問我，我想說明，便茫然不解了。”
3
	時間一直以來

都是哲學的一大難題，古希臘哲學家對時間做出過很多不同的解

釋，自早期從物體運動的角度解釋到從人的主體的角度探析，即

從時間的存在方式來看分為客觀性和主觀性，客觀性體現為時間

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發生改變，古希臘先哲柏拉圖認為時間自始就

與運動相關，時間就是天體的運動；亞里斯多德主張時間存在，

認為時間的實體是現在，指出理解時間概念的關鍵問題在於追問

現在，反對柏拉圖所稱的時間即天體的運動、時間即運動或變化

的觀點。時間的主觀性體現為時間本身並不是獨立有形的客觀實

體，而是人類意識的產物，是思想活動的投射。古代西方基督教

神學家、哲學家奥古斯丁認為時間是心靈的伸展和知覺持續的狀

態，我們體驗到的某一心理狀態的持續過程就是我們所能知道的

時間的量度；康德繼承了奥古斯丁的時間是人的主觀心理體驗的

時間觀，認為時間是先驗的，使之成為人的內在感性形式。以此

來看，時間似乎是主觀化的客觀存在，因為沒有主觀感知時間便

不存在，而沒有客觀的感知对象時間同樣不存在，時間既體現了

客觀秩序，又反映了主觀認知，是一種主客觀交互的產物。

從時間的特性來看，時間具有單向性——明確單一指向、不

可逆的序列——和循环性——我們所說的年復一年、日復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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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歲迭更。當前，在社會研究中把時間問題作為研究視角，並不

是純粹的探討時間的本質，而是探究一種關係，即在社會中時間

意識與社會結構、社會行動之間的複雜聯繫。時間意識是在特定

的社會環境中社會成員對時間的感知，且是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

逐步形成和發展的。時間的循环特性更多體現在傳統社會中形成

的循环式時間意識，時間被體驗為一直循環往復的過程和狀態，

區分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後，認為過去和未來在結構上是相同的，

傳統社會生產力水準低下導致的社會發展緩慢與此有很大關係。

在現代高度分化的社會裡，隨近代基督教發展形成了一條從過

去、經由現在抵達未來的不可逆的線條的出現，時間循环被線性

的時間意識逐漸代替，這種時間體驗是以區分過去、現在和未來

為導向的，並且未來被設定為歷史的終極的地方，造成時間意識

發生變化的正是現代社會工業革命促使生產力極大進步導致社會

結構發生了改變。

在《加速：現代社會中時間結構的改變》中，羅薩分析和整

理了以往有關時間研究的成果，將有關時間主題的社會研究成果

分為三類，一類是數量驚人、概覽式的研究，指出這類研究成果

僅僅是證明時間結構的重要性和其迫切程度；一類是以單一學科

或分支學科為基礎在較低層次上、採用毫無規則的方法對研究現

象進行觀測得出的研究，“時間”被當做變數來對待；第三類研

究在囊括理論導向的時間分析的同時，致力於系統解釋社會科學

或社會哲學的時間概念，雖然達到了理論固有的較高的抽象度，

但他認為沒有總體性的概覽，而且也走向不切實際性。三類研究

都僅僅局限於一家之言，未能創建一個統一的社會科學的時間概

念，即關於時間的社會理論沒有共識。在他看來，這些研究成果

沒有探究時間是什麼，時間不是什麼，時間以什麼樣的方式參與

並作用於社會實踐和社會結構，而在現代化進程的背景下，當前

的社會發展和社會問題是什麼樣的現代性社會理論，應當做這樣

的考慮：“現代化進程表現為時間結構和時間維度本身最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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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結構上和文化上的變革，能夠表示其改變的方向的最恰當的概

念應該是社會性的加速。”
4 
此外，羅薩指出時間社會學和人種社

會學的研究得出的兩點重要的一致性的認識：對時間的測量，包

括對時間感知或時間意識都在最大程度上依賴于文化，並且隨著

一定的社會結構的變化而變化；“在一個社會中存在的時間結構

同時也是與認知和規範有關的特性，並且能夠深深地將社會的習

性根植於個體的人格結構中。出於社會結構的需要和個體的支配

要求而出現的系統的時間理解和模式，與個體的時間理解和模式

之間的相互適應及調和的過程，不僅局限於特殊的機構化的環境

中，而且也在所有的生活和社會領域不斷出現”。
5
	在我看來，這

兩個方面也構成了他對時間規範的基本看法，這種時間觀念與馬

克思的時間觀有相似之處，都不是從本體論視閾中考察、界定時

間，而是從歷史視閾中探討時間的現實意義。

馬克思的時間觀既不同於從“實證主義”視角出發的舊唯

物主義哲學，也不同於以“形而上學”方式出發的唯心主義哲

學，馬克思認為對時間的考察必須從現實的人、從社會物質實踐

活動出發，指出時間是一種社會時間，是人類歷史中的時間。馬

克思把對時間的研究與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結合起來，指明在資

本主義生產方式雇傭勞動下的社會時間理論，對時間的討論也只

佔據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一個方面。雖然馬克思與羅

薩都是從現實中人的生存境況出發，對所處時代的社會進行深入

分析，但是關注的核心問題卻不同，馬克思以生產方式變革為核

心，時間理論是其整體批判理論的一個分支，而羅薩則是以時間

結構和時間維度的變革為核心進行批判。大致來說，造成這種差

異的社會原因有：一方面是因為所處的時代發生了變化，馬克思

所處時代是自由資本主義社會，處於工廠手工業向機器大工業過

渡的時代，雖然機器生產已經顯示出越來越廣闊的前景，但手工

勞動以及傳統的一些職業分工，並沒有完全消失，階級分化日益

明顯、階級鬥爭日趨激烈、壓迫剝削日漸殘酷。而當代社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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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高度發達，技術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勞動者的生存境

況。羅薩通過對當下社會現實的判斷，“（1）認為只有把時間維

度放在明確且中心的位置，才可以從社會理論的角度理解西方社

會中在社會實踐、機構以及個體的自身關係當中所發生的變化；

（2）用時間分析的切入方式提出社會理論的問題有決定性的優

勢	——	時間結構和時間維度是行為者的角度和系統的角度的連

接點。”
6
	另一方面，這與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傳統有關，

羅薩一開始就把其時間上的加速理論作為霍耐特承認理論和哈貝

馬斯交往溝通理論的承接和擴展，他認為民主的協商和審議離不

開時間，承認雖不需要時間，但為獲得承認的鬥爭需要時間，以

時間為角度的批判與承認理論批判彼相互補充。

無疑，在現代社會發揮著獨特作用的特定時間是時鐘時間，

時鐘時間不僅是隨著時鐘的出現而產生，事實上幾千年來一直都

存在某種時鐘，時鐘時間可以說是現代時間的一種恰當隱喻。它

的出現與近現代科學世界觀的建立與鞏固有關，現代文明秩序使

我們能夠衡量和組織時間，這是人類歷史上未有過的。現代社會

中出現了大量鐘錶、時間表、日曆、計時設備等各種測量和指示

時間流逝的儀器，人們按照統一的、明確的時間進行生產生活，

時間成為一種獨立的資源，與社會空間脫節，可以被節省、消耗

和部署。與時鐘時間相關的一個研究——時間旅行，目前是一個

普遍流行的技術用語，指一種身體上的時間旅行，而不是心裡意

義上的時間旅行。1976年，普林斯頓大學形而上學學者大衛·路

易斯對時間旅行做了技術定義：處於時間旅行中的人旅行花費的

時間與未參與時間旅行的人記錄的旅行花費的時間存在差異。要

注意的是，時間旅行並不是暫態轉移，它本身也是需要時間的。

時間旅行主要分為前向和後向時間旅行兩種形態，前向指進入未

來，後向指回到過去。鑒於後向理論存在過多爭議，因而主要談

一談前向時間旅行。相對論認為未來時間旅行有兩種，其中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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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兩個時鐘由於相對運動而不同步，當一個人到未來的某個

點上進行時間旅行時，時間旅行者自身花費的旅行時鐘時間要少

於沒有參與時間旅行的人的時鐘時間，對時間旅行來說，未參與

者時間旅行的人行動遲緩，時間走得很快，對未參與時間旅行的

人說，時間旅行者的旅行時間流動的很慢，旅行速度很快，即時

間旅行者的時脈速率與未參與者的時脈速率不同。但當兩個時鐘

重新匯合後，它們又以相同的速率前進，並且事實上，對時間旅

行者自己而言，旅行者在穿梭中的時鐘時間與地球上時鐘時間走

得一樣快，因此這肯定不是時鐘本身的技術故障造成的，問題應

是出現在時間本身，時間的速率發生了變化。時間流逝是客觀

的，但又是相對的，時間旅行使物體從一個時間點到另一個時

間點所花的時間比平常時間更長或更短，與物體的靜止力量、運

動速度以及所受到的引力的變化有關。同樣人的時間觀念也受到

生物進化和文化的影響，有生物學、心理學、文化學等維度，隨

著通訊和媒體技術的快速發展，促使時間在晚期現代表現出加速

性和暫態性的特徵，生產中的周轉時間不斷縮短，變化的步伐和

時尚的日新月異，豐富多元的文化在客觀上對時間進行擠壓和碾

碎；電話、傳真機使人類的回應時間從數月，數周，數天減少到

數秒，電腦更以納秒為單位運行，極大地超出了人類的經驗和自

然的節奏，這種時間上的加速也許不會失去現在的一切，但卻使

生活從未開始過。

二 社會加速及其機制和後果

經過診斷當代社會，羅薩判斷出同時存在兩種不同的看上去

相互矛盾的時間症狀：即社會加速的和社會停滯的時間症狀。在

當代社會中既“可以發現不斷出現的各種各樣的抱怨：生活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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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匆忙，生活的節奏提高了；也存在對現代社會生活沒有大

事件發生的無聊的抱怨”
7
。然而，羅薩在研究中假設“現代化的

經歷就是加速的經歷”，把加速作為研究現代社會的核心症候。

他指出首先需要回答社會加速意味著什麼和在現代化過程中究竟

什麼在加速這兩個問題，但這兩個問題存在一個極大的爭議和困

惑：如何才能就社會加速這個事實達成一致，遺憾的是，直至今

天社會科學方面仍沒有定義清晰的加速概念。

既然現代社會既有加速現象也有減速現象，那為何要以“社

會加速”為核心，羅薩詳細說明了社會中全面、具體的加速現象

和減速現象。社會加速方面分為技術加速、社會變化的加速、生

活節奏的加速三個維度。社會減速或停滯方面：有自然的減速極

限、減速島、作為功能失調的伴隨之物的放緩、有目的的減速的

兩種形式——意識形態和減速作為加快速度的策略、結構上和文

化上的停滯五種類型。羅薩經過分析認為“五種停滯類型都沒有

體現出一種結構和/或文化上的反趨勢，可以與現代性的加速發展

相媲美。”
8
	也就是說社會減速的五種類型沒有一個能夠與社會加

速在結構上和文化上勢均力敵。

現代社會到底什麼在加速？羅薩詳細的論述了社會加速的

三個維度，集中分析這些加速的表現形式和作用機制。技術加

速維度即目標明確的、技術的加速過程，從運輸到通訊領域、

甚至是生產領域都發生了巨大的加速，並指出運輸加速改變了

我們與空間的關係，通訊的加速改變了我們與人的關係，生產

的加速改變了我們與物品的關係。技術維度的加速明顯改變了

我們的空間意識和時間意識，使時間從空間中解放出來，空間優

先向時間優先轉變，推動了主體與時間的關係本身發生的變化，

影響了主體的自我關係和社會關係。社會變化的加速即指導行為

的經驗和期待的失效的速度的提高，及在功能、價值和行為領域

將某個特定的時間段確定為現在的縮短，如現代社會中的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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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等產生從代際速度到幾乎代內速度的改變，同時偶然性意識

逐步在增強。無論是職業還是家庭都變得不再穩定，他把這種變

化稱之為“滑溜溜的斜坡”現象。生活節奏的加速即每個時間單

位的行為時間和體驗事件的增加，包含總體的行為速度的加快，

也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時間體驗的改變，可以分為客觀和主觀的組

成部分。客觀上，行動速度的提高，如行為本身加速、休息和閒

置時間縮短、多工執行；主觀上，時間壓力和時間疾馳而去的體

驗，如時間貧乏與緊張的主觀感覺。主觀時間體驗還表現羅薩提

出“電視佯謬”的模式，看電視或打遊戲時的短暫—短暫模式，

這種短暫—短暫模式的社會是一個瓦爾特·本雅明所說的體驗豐

富但經驗喪失的社會。體驗與經驗不同，體驗是個體日常生活中

的經歷事件，而經驗則是對經歷事件的吸收、融化進而嵌入主體

的身份、生命當中的過程。體驗只有在與主體或集體的過去、未

來產生重大聯繫時，才會變成經驗。在本雅明看來，是由於主體

沒有能力將大量生活中的體驗轉化為個人的經驗。現代社會結構

在不斷加速，經驗領域和當下情境可以重合的時間段越來越短，

但單位時間內體驗事件的數量卻在增加；並且我們是通過媒體技

術間接體驗世界，這些媒體傳遞給我們的體驗是非文本化和非實

體化的，因此很難形成深刻的印記，使得我們與自己的經歷隔離

開來，我們就像生活在一個無意識的當下，體驗無法轉換為與主

體有深刻聯繫的經驗，因而體驗豐富但經驗貧乏。

既然現代社會處於不斷加速之中，必然會引發思考，究竟什

麼在推動社會加速？羅薩從內部原因、外部原因、國家和軍隊的

影響三方面做了闡明。首先，社會加速在現代變成了一個自我推

動的過程，三個加速領域以循环的形式形成了相互提升的關係。

他指出，時間資源短缺和由此而來的生活節奏的提高致使技術加

速，技術加速的直接後果是造成社會變化的加速，社會變化的加

快又會造成由於時間的短缺而導致的生活節奏的加快，因此“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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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加速在現代社會是一個自我推動的過程”
9
。然而，在這裡有一

個明顯的悖論，相比之前社會，當代社會的技術發展更加迅速，

運輸、傳播、生產得越來越快，理應為人們節省更多的時間資

源，使人們從時間中解放出來，享受更多的休閒時光，但現實卻

是人們的時間資源更加貧乏和短缺。 羅薩對此的解釋是，增長的

速率超過了加速的速率是造成技術的加速和生活節奏的加速同時

出現的原因，也就是說在單位時間裡我們所需要的產品數量超過

了由技術帶來的單位時間內生產的產品數量，結果導致時間更加

貧乏和短缺。其次，社會加速的外部推動力從加速的三個維度來

考察，技術加速的外在引擎是經濟引擎：時間就是金錢，與資本

主義經濟系統密切相關，資本主義經濟從三個方面展開對時間優

勢的獲得和利用最終促使技術上的加速循环：一、“在最終分析

中，所有形式的經濟學都可以歸結為時間經濟學”
10
，或如本傑

明·佛蘭克林所說“時間就是金錢”，價值是時間通過勞動轉化

來的，單位時間內生產更多的產品，便會獲得更多價值，因此資

本家增加勞動強度等方式提高生產率實現生產的加速，獲得競爭

優勢以賺取更多的利潤，這種使單位時間生產出來的產品數量的

增加，也是“加速”；二、引入新的生產技術或者創造出新的成

果，創造的產品以高價格出售或以低成本生產出來；三、機器和

設備的利息原則，機器運轉時間更長、更快使勞動的強度增大，

勞動強度增大長期來看仍需要縮短勞動時間，因此又會促使更先

進的機器以更快的速度出現，從而形成技術上的加速循环，生產

的加速也不可避免會導致流通、銷售領域的加速。生活節奏的外

在引擎是文化引擎：加速的預言，如在經濟基礎上對安全感的要

求與通過加速完全享受世界中的所有選擇，通過更快的生活使得

存在於世界時間和生命時間之間的鴻溝變小的觀念。社會變化加

速的引擎是社會結構引擎：複雜性的時間化。社會中的功能分化

是生產過程的速度提高機制，能夠促使社會加速前進，區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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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個體在不同的功能領域承擔的不同功能	——	是對加速作用

和時間緊張的反映的一種分化形式。區分原理通過按序進行的時

間計畫決定了每個人在不同的領域扮演的不同角色的時間，但又

會帶來時間上的緊張，使社會複雜程度提高。羅薩指出盧曼的觀

點“不同可能性的倍增、在其中選擇的需要以及同步的要求迫使

複雜性的時間化”
11
，複雜性的時間化就是將決定按順序排列，

把沒有實現的可能性推遲到將來，存放之後要做的決定，但是

未來將會因為推遲的選擇的決定和過量承受更多的負擔。故隨功

能分化帶來的複雜性的增加和複雜性的時間的後果，會使社會系

統處於加速壓力之下。關於制度方面，羅薩認為國家和軍隊從加

速力轉變為減速力。在早期和經典現代，國家和軍隊發揮重要的

加速作用，國家和軍隊通過集權化、標準化和行為移動的同步、

社會發展和交換過程的規制化作為機制的核心加速器出現，推動

社會加速發展。但在晚期現代，加速作用更多以個人化實現，民

族國家和軍隊的統治權受到限制和削弱，逐漸成為減速的核心機

制，變成了加速的障礙。

社會的加速發展最終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關於加速導致

的後果，羅薩主要從個人和政治兩個方面來探究。就個體而言，

社會加速使個人的身份確定從穩固的身份到情景化的身份轉變，

在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個體的自我關係與社會的空間—時間—制

度的變化有很大關係。在全球化的今天，空間上不斷“萎縮”，

空間優先性被時間優先性取代，時間上朝著“永恆的”即時方向

發展。在傳統社會中，個體的身份是預先給定的，出身決定了個

體在世界結構和社會中的位置，主體擁有的似乎是先驗的實質身

份；在早期和經典現代社會，個體的行為和人生從約束性的傳統

和習俗中抽離出來，個體按照生命的時間規劃自身，自由選擇自

己的角色和塑造自己的人生，並且是一個一次性的過程，這樣的

身份是一種後驗的穩定的身份。而在晚期現代，個體在塑造自身

2020 V23N2 Book.indb   335 10/23/2020   2:26:39 PM



336 曾譽銘、關韶華

的人生過程中的選擇的可能性和偶然性在增加，並且主體可以隨

意修正和更改，這裡的可修正指的是個人身份的時間化，即識別

某人無法再從傳統社會確定的規範和文化中確定，也無法保證從

他的生命歷程不再改變，身份只是暫時的。這樣的社會中，對時

間的理解成為了時間的時間化，“即在時間本身內，他們不再遵

循預先確定的時間表”。
12
	主體在生活中做任何事情不再預先確

定時間，在時間中由自己的個性化靈活決定，因而個人身份成為

情景化身份。就政治來說，羅薩認為社會加速致使政治成為情景

化中的政治。對於政治的思考，羅薩支持烏韋·西蒙克的觀點，

政治必須放在現代性的理解中加以思考，在經典現代，按照時間

方向標，分為進步的和保守的兩大政治陣營，並且政治方面的決

議包含著時間結構，與社會發展的過程同步，政治系統有足夠的

時間組織民主協商的決議程式做出決定，新時代的民主政治模式

還可以對不同領域的需求做出迅速靈活的應對，促使社會平穩發

展。羅薩指出，“現代性的偉大政治陣營是沿著進步和保守這兩

個術語所劃定的分界線的定向時間指數排列的”，
13
	但保守政治

和進步政治不是方向上的不同，而是體現為不同的速度，保守

政治追求歷史發展的減速，進步的政治期待歷史發展的加速。羅

薩特別表明，無論在什麼情況下，在經典現代中政治都是走在前

列，並且由公民掌握。但在晚期現代中，政治與經濟和技術、社

會文化的發展處於不同步中。社會系統中的其他領域的發展速度

和變化速度使政治上的控制決策、管理的時間不斷減少，主要是

由於“現在的萎縮”不斷提高了革新速度，增加了政治領域中需

要規範的數量和範圍，並且快速的變化，使得政治規劃的理性校

驗的時間範圍縮短，政治如果仍要控制技術的發展，要麼適應加

快的速度，要麼發展自治的方式來決策。因此政治中的時間陷入

外在加速壓力和內在運行方式緩慢的壓力的困境。政治決策作用

的時間範圍擴大，政治後果延伸到未來；合理的政治決策要花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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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時間；決策和審議的過程變得更加困難等外在加速壓力，

甚至導致政治發揮減速器的作用。因此政治轉變為情景化政治，

情景化的政治也與情景化的身份有著某種不可分割的聯繫。

三 回應﹕對羅薩加速理論的初步簡要評論

總體來說，關於哈特穆特·羅薩提出的社會加速批判理論

的研究國內學術界相關研究並不多，相比之下，國外研究較為豐

富。國內學者的研究不是在“同情”基礎上的研究，而是首先對

社會加速理論有一種偏見，有點獨斷的傾向，如學者孫亮在其文

章《資本邏輯視域中的“速度”概念》中指出“羅薩在分析中雖

然徵引了馬克思的文本，觸及了資本與加速之間的關聯，但實質

上，他顯然偏離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方法。”“在羅薩的分析

中，資本邏輯的主導機制被否定了，更多地引向了文化動力，結

果使得以社會加速為核心的晚期現代性社會與資本主義之間是割

裂的、‘非連續性’的”。
14
	學者藍江在文章《可能超越社會加速

嗎？——	讀哈特穆特·羅薩的〈新異化的誕生〉》中談到“《加

速》一書仍然是一本佶屈聱牙的學院派著作，無法在那些老生常

談的經院哲學式術語中將羅薩充滿活力的社會加速批判理論的日

常生活的特徵表達出來，更無法讓這種新的批判理論被世界的普

羅大眾所接觸。”
15
	暫時先撇去羅薩對社會加速問題提出的解決

方案“共鳴”不談，我們不能否認他的社會加速批判理論本身具

有的理論價值和學術意義。相比國外方面的研究的視角與範圍更

為廣闊。

就羅薩的社會加速批判理論本身而言，首先社會加速涵蓋了

三個領域的加速，全面而充分，三個面向大致覆蓋了現代社會所

有的加速現象，並且辯證地談到了社會加速的對立面社會停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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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減速，清晰地闡明了為什麼加速是基本趨勢而不是減速；其

次，羅薩在指明社會加速的驅動力時，確定了三種關鍵的外部推

動力，可以説明設定加速過程的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現代

性的主導文化理想（“文化運動”），以及功能分化過程（“結構運

動”）。然而，根據這個模型，加速度由一系列更廣泛的制度機

制啟動，但隨後由其自身的自治邏輯驅動。在外部推動力上，很

明顯可以看到，羅薩認為文化觀念是造成社會加速的一個主要推

動力，文化驅動力因素與經濟驅動力因素具有同樣的地位，而在

馬克思體系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文化僅僅是經濟的反映或

體現，那麼這裡文化動力是否是一種推力還是僅僅只是一種加速

的體現，在我看來具有爭議。羅薩在討論國家軍隊或現代民主制

度的作用時，認為民族國家或現代民主制度已經由現代的加速器

變成晚期現代的制動器，成為加速的阻礙因素，但學者威廉·布

倫曼不贊同羅薩的這一判斷，他恰恰認為，現代國家競爭顯然仍

是社會加速的相對長期來源，關於這一爭議仍需進一步探討。羅

薩在對社會加速帶來的結果進行分析時，認為加速過程產生了相

互矛盾的政治要求，這些要求使不同步永久化，對民主政體尤其

成問題，學者萊恩安東·尼維艾拉認為，“儘管羅薩的分析是全

面而高度抽象的，但舒爾曼對此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16
	舒爾 

曼認為“羅薩忽略了現代國家間政治固有的加速馬達，導致了一

種概念上的不平衡，在這種不平衡中，政治被視為被動的：受到

但不影響現代時間性加速的影響。”
17
	儘管他的去同步化論點似

乎適用於一些國家，但他的假設——即不同步化會引發情境政治

仍受到嚴重質疑，換句話說，政治並不一定在加速和不同步的社

會中變得反動，而是可以轉向時間性來實現目的。

關於批判理論的規範基礎問題一直以來佔據法蘭克福學派

批判理論的中心位置，這個問題也是哈貝馬斯堅持探討的難題，

哈貝馬斯通過對實證主義及其科學觀的研究，指出實證主義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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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反思能力的否定，通過闡述了主體興趣與知識的關係，批判了

唯科學主義和經驗事實客觀性的觀點，奠定了批判理論的認識論

基礎。在羅薩看來，傳統批判理論一直蘊含著規範性內涵，用以

評判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的規範性不能脫離社會歷史事實，應當

奠定在社會行動者的實際經驗之上，但主體遭受痛苦的感覺不等

於有意識的反抗，所以社會行動者很有可能在遭遇痛苦時並不自

知，因此，判斷當下人們是否承受痛苦不僅僅依靠人的本質，必

須根據社會行動者自身的感覺、行動。因此，整體上看羅薩的社

會加速理論的研究綱領為堅持規範性基礎和實證經驗性研究兩方

面，是基於事實性基礎的規範性論述。現代社會中的個體在道

德、倫理方面感到很大的自由狀態，但個體同時又被不斷增加

的社會要求支配和控制，這種壓倒性的力量羅薩指出就是時間

規範，時間規範是一種無可辯駁的自然事實，潛藏在社會體制

背後，造就了一種毫不引人注意的意識形態，這種潛藏的時間

規範破壞了現代社會的反思性和自主性承諾。其次，羅薩分析的

社會加速現象自文藝復興之後就有很大的討論，如關於“現代”

的追溯，無論是支持者還是蔑視者都一致贊同生活和世界的巨大

加速構成了人們結構性的基本體驗。社會加速的趨勢在19世紀就

出現了，蒸汽機車和蒸汽船的使用逐步改變著人類的時間意識和

空間意識。馬克思也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生就是社會加速發

展的過程，“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盪，永遠

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於過去一切時代的地

方。”
18
	資本主義所追逐的源源不斷的利潤只能通過不斷加速生

產過程的循环，加速流通、消費的速度來獲得，資本主義本身就

是一種不斷加速的運動，這種經濟上系統的加速必然會帶來其他

系統的加速發展。因此，社會加速現象本就是一種人類社會發展

必然出現的歷史趨勢，儘管羅薩的社會加速判斷是針對現代性背

景下西方社會的模式得出的，但這種加速形式只要是現代化進程

能夠覆蓋到的地方都會遇到同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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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薩提出的社會加速理論是對當下社會現象的一種揭示。

隨著現代化進程的發展，現代社會向著比較好的一面前進，正

如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初期所宣導的給予人們民主、自由、平等

的生活，現代社會中人們擺脫了宗教權威和政治權威預先決定和

控制的生活，個體應該享有充分的自主性。但社會的進步仍要組

織、有序才能進行，於是現代社會系統結構依靠不具有政治性的

隱藏在社會體制背後的看似客觀公正的時間規範來協調和支配，

把社會中分散的個體和集體與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系統需求聯結

起來，組織、創造現代的社會生活，畢竟我們生活與行動的宏觀

社會生活條件無法單憑個體實現。並且現代化社會的發展也是朝

著擺脫自然的束縛、消除貧窮、疾病、匱乏和無知，使主體享有

更多自由的方向前進，因而社會加速發展進程是一個順其自然產

生的合理的趨勢，為追求更多財富加速生產的經濟、以及帶來的

科學技術的進步，使人們相信社會將會發展到一個自由公正的社

會，資本主義要想長久發展下去，也必須使人們堅定的相信它所

宣稱的最終都會成真，因此社會加速是需求也是承諾。然而現實

情況卻不是如此，隨著通訊和媒體等傳播技術的發展，促使晚期

現代的時間大幅度加速，時間具有了加速性和瞬时性，這種時間

框架加劇了一切短暫的感覺，瞬間的出現並再次消失，超出了人

類的意識時間。人們感受到的加速體驗由解放的力量轉變為一種

奴役人們的力量，社會加速的力量席捲一切，身處其中的人們必

須保持競爭狀態，被一種無法停下的外在力量壓迫和限制，這種

社會加速已經無法保證人們追求夢想、實現人生規劃了，無法保

證營造一個民主、自由、公正的社會情境，反而人們的一切都用

來餵養加速機器，甚至生活都被剝奪了，人們絲毫不敢放鬆，唯

恐掉出競爭的賽道，被排除在社會之外。羅薩的社會加速理論正

是揭示了當下這樣一種社會現象，通過揭示社會加速現象指明

現代人們生存的困境即羅薩稱之為新異化，進而提出了解決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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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共鳴理論”。羅薩的批判理論與馬克思的資本批判路徑類

似，但明顯不同的是馬克思最終主張生產方式變革，只有推翻資

本主義才能擺脫異化，實現解放，而羅薩沿著批判理論的文化路

徑提出恢復“共鳴”關係，使人們擺脫社會加速的異化狀態的方

案是極其羸弱的，與其說是克服和反抗，不如說是一種自我欺騙

的妥協，是不現實的！但他提出的社會加速理論對於把握和瞭解

現代社會的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此外，羅薩社會時間結構上的

加速范式有望成為批判理論發展方向的新範式。法蘭克福學派第

一代領導人霍克海默、阿多諾對傳統理論進行反思和轉變，提出

了工具理性批判，主張採用多學科研究方法，對理性進行徹底批

判，工具批判理論雖然開啟了人們看待現代化進程的新視角，但

缺乏操作性，沒有形成一條切實可行的實踐路徑。隨著社會的發

展，福利國家時代到來，社會需要一種理性的重建，哈貝馬斯解

決了批判理論的規範性基礎，提出了交往理性，構建了交往批判

理論，擺脫了意識哲學範式的影響和瓦解了傳統批判理論的異化

理論、技術理性批判等馬克思批判理論的內在原則，開啟了一種

完全的理論範式轉變。霍耐特在哈貝馬斯的基礎上，發掘了黑格

爾的主體間相互承認關係，提出“承認一元論”，構建以承認和

正義為核心批判理論，適應了社會變化，進入當代實踐哲學理論

中心，打開了批判理論的現代轉向，使其煥發新的生機。而羅薩

在哈貝馬斯和霍耐特基礎上提出的時間結構上的社會加速理論也

是一種新的範式研究，受哈貝馬斯和霍耐特的影響羅薩在規範性

基礎上採用一種實證研究，“提出問題一歸納一提出假設一演繹

一經驗檢驗一結論”的方法論進行論述，提供了一種新的方法論

研究，具有借鑒意義。

當然，羅薩的加速理論也引發了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問題也

都證明了這個理論探索的不足之處，如社會加速是否有限度？社

會是否會無限度的加速下去？當我們知道創造好東西和高品質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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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時間的時候，加速就成了一個毋庸置疑的價值？
19
	加速有個

人、社會和生態限制嗎？時間結構的變化是否有一個邏輯終點？

這些問題仍值得我們去思考。

四 社會“加速”理論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羅薩立足于現代社會提出的社會“加速”理論內涵巨大

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在理論意義方面，羅薩以現代社會的 

“時間”為研究視角進行社會現實的診斷和理論的創建，在時間

研究上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為有關時間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經驗和

理論基礎。在西方哲學研究史上，古老又常新的時間問題始終是

哲學家們關注和探討的核心問題之一。古希臘時期，時間並未以

一個純粹的哲學概念而出現，而是與宇宙、天體運動等自然現象

聯繫在一起，古希臘先哲們從外在客觀事物的變化、生滅、永恆

的角度理解時間，從客觀的經驗世界的直觀感受出發，看到萬事

萬物處於不停地運動變化之中，但也認為變化背後必定存在某種

確定的、不變的東西，在這種對現象世界的變與不變、動與不動

的追問之中，形成了以直觀方式反應世界的流變時間觀和循环時

間觀，對於此問題的處理也造就了對時間問題的不同理解。柏拉

圖在試圖解決變與不變的兩難問題中，把時間歸於理念，認為各

種事物都是理念的摹本，摹本處於持續不斷的變化中，但理念永

恆不變，因此時間具有永恆性，認為時間與宇宙天體同時產生，

時間就是天體的永恆運動，柏拉圖把時間歸為理念的闡釋也開啟

了時間的內在轉向的趨勢。亞里斯多德在對前人時間觀的基礎上

進行了概括和分析，指出時間與事物的運動變化相聯繫，並且時

間也必須與人的主體意識關聯，時間既是客觀化的存在，也具有

主觀化向度，因此可以說亞里斯多德的時間理論使時間的主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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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實現了匯流。中世紀時期，神學盛行，時間問題被打上了神

的烙印，基督教神學家、哲學家奥古斯丁認為時間是由上帝創造

的，上帝獨立並存在於時間之外，並把時間看作是思想和心靈的

延伸，認為只有在人的心靈和感覺中才能測度時間，奥古斯丁關

於時間的解讀帶有濃重的唯心主義色彩，但打開了時間從客觀外

在到主觀內在的一個全新的理解視角。西方近代哲學中，隨著近

代自然科學的快速發展，尤其在物理學領域取得重大成就，物理

學家牛頓區分了相對時間和絕對時間兩種形式，形成了以牛頓為

代表的近代物理學時間觀，在這種物理學時間中，時間逐步走向

實體化，不依賴於運動，不再波動變化，而是絕對勻速地流逝，

實際上，時間成為外在於人的純粹的客觀事物，而康德認為這樣

一來，在物理學時間中人便不再佔據主體地位，為克服人在時間

面前的無能為力，康德提出時間是人的內在感官形式，是人的感

覺和主觀條件認知的結果，康德的時間觀完成了時間對人的複

歸，使時間的探索成為一種認識論上的追問。康德之後的哲學家

無論是柏格森的時間是綿延、胡塞爾的內在時間意識、或是海德

格爾所稱的“此在——時間性的存在”都一步步將時間與人聯繫

在一起。黑格爾則把時間看做絕對精神的外在客觀形式。

由此可見，西方傳統的時間觀不管是從客觀世界定義時間

還是從抽象主體理解時間都沒有涉及現實的人及其實踐活動來

對時間進行思考和探究，儘管唯心主義哲學家們把時間歸結為人

的感覺、心靈、精神、意識的產物，但也只是放大了人的意識作

用，是一種抽象的人的主觀感知，與現實的人的感性活動沒有絲

毫關係。因此，馬克思認為對時間的考察絕不能只從自然界的物

質運動出發，也絕不能僅僅從人的主觀意識出發，必須基於現實

的人及其物質生產實踐活動，因而馬克思的時間觀突破了本體論

視閾的界定，立足於歷史視閾，在現實的人的社會實踐活動中考

察時間，把時間放置於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之中，也即社會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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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認為“時間是人的積極性存在”，首先時間問題可以說就

是感性問題，是人的問題，現實的、社會的、實踐的人成為社會

時間的主體，並且時間與人的社會實踐不可分割，人的一切生產

勞動及其社會實踐都以時間為衡量尺度，勞動實踐也構成時間的

源泉和動力，而勞動實踐是人的本質性存在，因此時間成為人的

積極性存在。馬克思認為時間是“人的生命的尺度”，時間不僅

可以衡量人的生命長度，最重要的是時間是人的生命強度和厚度

的尺度，體現着人的自我實現和自我創造的過程。馬克思還認為

時間是“人的發展空間”，馬克思將時間與資本主義制度結合在

一起進行考察，指出資本主義在創造巨大生產力的同時，造成了

人的自身的貶值，導致異化的生存狀態，究其原因正是因為資本

無止境追求利潤的本質，決定了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必須以佔

有和掠奪工人的全部時間為前提，而是否擁有自由時間直接決定

了個人發展的機會多少和層次高低。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工

人的勞動時間是以“工作日”形式呈現出來的，由工人的必要勞

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構成，而資本的增值主要依賴於剩餘勞動

時間內創造的勞動價值，因而，在必要勞動時間相對穩定的條件

下，資本家為獲取更多的剩餘價值，必然延長工作日的長度或者

縮短必要勞動時間而增加剩餘勞動時間，因此，資本家採取一切

手段佔據工人的全部時間，使其投入到生產活動中，工人的吃飯

時間、睡眠時間、閒暇時間等都被無情的壓縮和剝奪，在這樣的

生存狀態之下，工人逐步喪失了物質上殷實、精神上豐富、社會

關係上溫暖的生存發展空間，根本無法擁有屬於自身的自由時

間，從而擺脫奴役和剝削。由此可觀，馬克思的時間觀正是建

立在對資本主義制度尖銳批判的基礎之上的時間批判，主要聚

焦於經濟領域。

身處現代晚期資本主義時期的羅薩明確把時間放在社會理

論的中心位置，探討現代社會的時間結構，指出現代社會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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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特質是“加速”。在羅薩的時間觀裡，時間也是在社會

歷史視閾下的時間，必須與現實的人及其社會實踐活動密切聯

繫在一起，時間是內在主體和外在客觀世界的連接點，即羅薩探

討的同樣是社會時間。與馬克思社會時間觀不同的是，羅薩首先

認為現代社會的時間管制和支配著現代社會中的人們，時間規範

正是隱藏在現代社會背後具有壓倒性的趨勢的一種無聲無息的約

束力量，並且時間規範幾乎具有一種極權主義的性質，因為它滿

足了四種判定標準：“（a）它對主體的意志與行動施加了壓力； 

（b）它無可掙脫；（c）它無處不在，亦即它的影響不局限在社會

生活當中某個或某些領域，而是社會生活的所有面向；（d）人們

很難或幾乎不可能去批評或反抗它。”
20
	由此，羅薩認為時間是

佔據現代社會領域的核心因素，甚至建立了現代社會的新秩序。

其次，鑲嵌在社會之中的時間並不是永恆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

結構的變遷發生改變，羅薩認為現代社會的時間受到了“社會加

速邏輯”的支配，使時間本身發生了變化，出現了加速的現象。

羅薩指出時間結構上的加速正是在技術、社會變化、生活節奏三

個領域中呈現出來，科學技術更新反覆運算的速度不斷縮短、社

會結構變化的速度和生活步調的速度不斷加快，都使時間出現了

加快的趨勢，時間結構呈現彈性化特點，現代社會的時間框架面

臨超載的壓力，社會系統產生一種功能性失調的去同步化形式，

因而現代社會的主體不再遵循預先確定的時間計畫，而是需要根

據具體的社會情境變化，合理規劃自己的時間，來構築自己的行

動和生活模式，羅薩把這種在具體的時間中重建時間計畫的狀態

稱為“時間的時間化”。“時間的時間化”雖然在具體時間處境

中進行適時調整，但仍然有明確的標準時間為參照，仍是一種有

序的時間順序安排模式。然而隨著時間的彈性化趨勢發展，有序

的時間模式越來越難以維繫，標準時間成為一種理想狀態，時間

規劃脫離了具有優先支配性的有序的時間模式，時間安排更具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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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性和情景化，羅薩把這種趨勢稱為“去時間化”。也正是時間

結構上的加速使現代社會的人們身處困境而不自知，因此，羅薩

的時間觀是一種基於社會加速之上的時間情境批判，這種時間批

判超越經濟範疇，涉及社會系統的各個方面。因而，羅薩關於現

代社會時間自身發生改變的理論研究為進一步的時間問題研究提

供了一個全新的思路。

在實踐意義上，羅薩的社會“加速”理論也具有重要的現實

意義。當代社會是一個資訊技術迅速發展的社會，運輸、通訊、

生產等領域的技術的迅猛發展幾乎對經濟和日常生活所有領域都

起到了強有力的加速吸力的作用。尤其在當今全球化的趨勢下，

貨物、資訊、人員在全球範圍內的移動速度迅速加快，遠距離的

交易也即時完成，全球化進程不斷加快，無疑，社會的加速發展

極大的促進了當今技術的發展和全球化步伐，羅薩的社會“加

速”理論精准而客觀地描述了現代社會中這一加速現象、產生的

原因及造就的結果。除卻經濟、政治、文化、體育等各個領域的

加速趨勢都明顯加快外，社會結構也呈現不穩定的狀態，尤其在

家庭結構和職業結構方面，人們的家庭和職業都從世代變化轉為

一代之內的變化，社會的加速發展衝擊著相對穩定的社會結構，

使其偶然性的因素增強，因此社會“加速”理論對我們在正確看

待當今技術的迅速發展、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以及社會結構

逐減不穩定等這些現實情況上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導，為我們深

入分析與探究提供了現實的指導意義。

在人的生存境況上，羅薩在社會“加速”理論中指出社會

加速發展的最終結果是導致現代社會的人們出現生存性和認知

性上的病症，人們在社會不斷加速的情境中如同不敢掉出滾輪的

倉鼠，遭受到社會系統的壓迫和奴役，羅薩稱為人的異化狀態，

社會加速造成現代社會人們生存的五種異化形式，即人們與其所

處的物理空間相異化、與其所生產和消費的物品相異化、與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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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行動相異化、與其體驗到的時間相異化、人自身的異化與社會

異化。生活在當代社會的人們的確因頻繁的遷居而無法對周圍生

活的空間產生親密感與熟悉感，因更換物品的速度過快而與所使

用的物品疏離，或因過度忙碌而沒有時間使用所購買的物品，人

們更多的是迫于生存的壓力完成自己內心其實並不想做的事情，

甚至人們的日常體驗都未曾在記憶裡留下深刻的印跡，尤其是在

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經常性的出差、過快的生活節奏都使人

們不甚其擾，這是當代社會人們生存的常態，因為社會的加速發

展讓人們無法真正感受自己的生活，因而儘管當代社會的人們物

質殷實，享受到更好的生活條件，但人們依然感到生活並不美好

的原因，因此，羅薩提出的加速理論揭示了現代社會人們的生存

處境，為現代人們意識到和擺脫困境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價值。

在勞資關係上，正如羅薩所指出的，晚期現代社會的勞動

者面臨更加沉重的工作任務、並且工作時間不再受地點、環境、

時間點的約束。因為現代社會加快的技術發展，促使資訊傳播更

加迅捷，人們上班期間處理郵件的速度趕不上收到郵件的速度，

加速的節奏使人們在更短的時間裡負荷更多的任務；並且彈性化

的時間結構使人們的下班時間不再遵循固定的時間點，而是由工

作任務的完成進度決定。在生產領域，生產的加速同樣使勞動者

承受大量的勞動任務，需要在極短的時間裡付出大量的腦力和體

力滿足大機器生產的產品數量，勞動者也必須學習新的技能操作

不斷更新的機器設備，避免被淘汰。因此，在晚期現代社會裡，

社會加速發展使勞動者的工作侵入到人們日常生活的所有時間之

中，人們隨時都能夠接受到源源不斷的工作任務，並不受空間限

制進行處理，否則會被排擠出社會系統之外，人們的勞動仍然是

為資本的增值服務，因而現代社會的人們的勞動條件雖然得到極

大的提升，但勞動處境並未好轉，受到社會不斷加速的外在壓迫

和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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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羅薩的社會“加速”理論在全球化趨勢、人的生存狀態

和勞資關係方面涵有重要的實踐意義，但羅薩在實際的解決方案

上提出的“共鳴”理論是帶有極大的不現實性的，並不具備切實

的實踐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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