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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青年现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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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中，年轻人常常感到一种深刻的“漂浮感”：找不到归属、难以建

立稳定关系，甚至逐渐丧失对生活意义的感知。社会学家项飙在其访谈《“重建附近”: 年

轻人如何从现实中获得力量?》中指出，这种“无根”状态源于“附近”——即稳定、具体

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瓦解。1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视角，分析当代青年的现实

困境，尤其是劳动异化与社会关系断裂所带来的结构性问题，并探讨在当前条件下如何通

过“重建附近”寻回个体实践的能动性，走向人的自由解放。

1. “附近”的瓦解：一个现实问题的社会学观察

项飙在《“重建附近”: 年轻人如何从现实中获得力量?》中观察到，当代青年生活于流

动性极高的功能性主导社会结构中，他们不断被迫迁移、断裂和重构关系，却始终无法建

立真正的归属。在算法支配的社交媒体和绩效导向的职场文化下，人与人的联系越来越工

具化，人与生活环境的联系也逐渐弱化。青年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抽象化”，因此他

们对于自我与社会的认知也变得抽象化。

1项飙（2021）认为，“附近”指的是人与人之间基于空间、时间与情感的真实社会联结，是获取力量与意
义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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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异化”困境

2.1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现实的物质根源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青年困境不是抽象的心理现象，而是现代社会存在变迁的结

果。马克思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

识。”(Marx, 1859)。在数字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社会存在，已将青年从具体生活抽离至高度

程序化和平台化的结构之中，导致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认知越来越脱离真实经验。

2.2 劳动异化：从人的类本质到自我压榨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异化现象，包

括个体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类本质和他人之间的异化。(Marx, 1844)。当代青年在“内

卷”的竞争中不断自我剥削，为求生存而耗尽精力，却难以从劳动中获得价值与意义感，不

可避免地落入虚无主义的桎梏中。

社交关系也因资本逻辑而异化——人际交往日益商品化、功利化，友谊建立在“关系

链”“人脉资源”的基础上，而非真实情感的联结。

2.3 实践与认识的统一：重新生成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是推动认识发展的根本力量。青年要想

从困境中走出，不能仅靠意识觉醒，更需通过实践重建主体性。“重建附近”不是逆现代化

浪潮的复古怀旧，而是一种积极的实践策略：通过社区参与、公共生活、线下社群等，建立

真实的、非功利的人际关系，从而重塑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联结，感知真实的生活所在，克

服工具化生存。

3. “重建附近”的实践意义

“重建附近”不仅提供了心理安慰和情感支持，更是一种反抗异化、重构社会关系的革

命性实践方式：

• 赋予个体稳定的社会归属：通过社区组织、邻里合作、兴趣团体等具体形式，青年可

以重新获得归属与安全感。

2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论文

• 增强现实中的实践能力：抵抗抽象逻辑，让个体重新参与到日常治理、空间营造中，

增强主体性。

• 激活社会想象与变革意志：在“附近”的重新组织中孕育自由人联合体的可能，回应

马克思关于“人之为人的社会性”的基本诉求。

结语

青年异化困境的成因并非个体心理或道德缺陷，而是现代资本逻辑对社会关系、生活

方式、认知结构的系统重构结果。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意识”“劳动异化”“实

践的解放”等基本原理，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工具来分析这一现象。项飙“重建附近”的主

张，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理论传统的现实应用与创新实践。面对异化的社会结构，青年

只有通过实践建立新的联结，重构生活的秩序与意义，才能真正“从现实中获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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