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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 20 世纪处于异常矛盾的境遇之中。基于技术

理性主义的文化理念所建立的科学技术，在现代工业文明

的脚步之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迁，人类社会面貌从根

本上变化了。与此同时，大量物质财富伴随着科学技术的

进步接踵而来，并由为社会服务逐渐走向其对立面，从而

在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生存的面貌。

科技由人类所创造，却渐渐地摆脱人类而出现，走向

人类的对立面，以“异化”形态出现在人类社会之中，显

而易见，面对技术领域之中人类所处的窘迫境况，一股声

势浩大的批判主义思潮正在西方哲学界悄然兴起。韦伯关

于价值与工具理性关系的独到分析、席美尔针对物化合理

性的尖锐批判等等，这些思想观点共同组成了技术理性批

判理论。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都是在否定的、批判

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抑或可以说，虽然关于意识形态

问题的看法法兰克福学者们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是将意识

形态问题蒙上贬义的外衣，认为所谓的意识形态不过是当

权者用来欺骗大众已达到控制大众目的的手段，这一点看

来他们的思想是殊途同归。

20 世纪 30 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在异国他乡的外在环

境熏陶之下，法兰克福学派一改之前政治乐观派的秉性，

对变革失望，逐渐趋向于悲观主义和无作为的意识形态，

他们将批判的目光转向资本主义社会，而批判的切入口则

是“工具理性”。

一、“人类理性”畸变为“工具理性”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观点中，可以解读出：他们认

为人类理性是在与宗教神学的抗争之中逐步凸显出来，以

一种宣扬人类主体意识的“启蒙精神”打破宗教神学对人

性的压抑。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上，理性是一种来

源于现实却高于现实的批判力量，是人们控制自然社会，

以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但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人

类理性由原初的人类控制自然的先念精神已化为支配人自

身的“工具理性”，此时的理性精神已经将人类自己衍变

成一种工具性的客观手段，逐渐丧失解放的功能，反而越

来越局限于技术效能，更注重组织手段，并仅仅为物质财

富或社会工艺效劳。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方面是“自然作为社会化变化

了的自然和人相对，它屈从于一种特殊的合理性，……这

一合理性也贯穿在人的本性，人的本能之中”。在另一方面， 

人类主体本身在这个本来是指向对象的技术过程中被自我

异化了。“主体使意识物化的技术过程摆脱了神秘思维的

各种意义，特别是一般的含义，因为理性在包罗万象的经

济架构之中演化为一种手段和工具，人们凭借着对技术

理性的把握，得以创造出服务社会生产的工具，当理性

为固定的目的服务，它就演化为服务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 

工具。

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工具理性的阐述，是以对生产工具、

生产力的批判为着眼点。从资本主义机械化的大生产，将

单个工人生活空间固化，从而造成工人阶级孤立现象屡见

不鲜，以工人阶级生活中的“异化”现象为着眼点，在资

本主义社会之中，生产所导致工人生活固化空间，从而导

致物化意识深入到人性之中，人类在资本主义“异化”环

境之中安然自若，并享受着物质生产力不断提高所带来的

生活便利。当人们生活局限于社会上物欲横流的环境之中，

当人们对金钱利益趋之若鹜的时候，人类的“理性”真正

畸变为“工具理性”之中。

二、“技术理性”畸变为“政治理性”

在法兰克福学派眼中，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技

术”不再是毫无感情色彩的“中立”概念，所谓的“技术

理性”已经逐渐披上意识形态的外衣演化为“政治理性”。

如果在传统社会中，统治者的地位和形象在大众心中处于

高高在上的地位，他是公认的拥有至高无上权力、资源的

人，而相比现代社会，技术则是以一种新型的隐性的统治

形象内化于大众心中。它是基于人们在一定教育背景之下，

对科学、对技术毫无保留的信任，这种信任迎合了人们渴

望享受先进科学所带来的便利生活以及丰富的财富资源，

此刻社会成了一台不同系统交叉复杂却又井然有序的大机

器，而支配机器正常运行则是所谓的“技术”，统治者则

是拥有最先进科技水平，成为技术的人格化身”当资本主

义社会的“技术社会是一个统治系统，它已经按照技术的

思想和结构运转”人们表示默认。所以，当代资本主义社

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思想初探

摘要：法兰克福学派致力于探究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变化中的新特点，在 20 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生产力飞速发展、
物质生活日益充裕的背后资本主义弊端已经突显端倪，主要表现为：人类理性畸变为工具理性，在对技术的推崇之中，人
类自身出现异化；技术理性畸变为政治理性，科学技术的脚步渗透国家社会的方方面面，商业标签的普遍化成为资本主义
政治生活常态化现象；人类本体精神全面畸变，艺术等精神文化产品，逐渐沦为资本主义金钱政治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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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这种科技意识形态比以前那种政治意识形态要“更意

识形态”。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基于科技的“背景意识

形态”正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粉墨登场。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资本主义初期的无产者的确是

负重的牛马”，在政治方面，社会中原有的一切反面的、

否定的因素趋于消失，看似对立的“天敌”之间的界限趋

于模糊，敌对方被同化了，政治的多元性逐渐消散，社会

关系的构架主要基于技术性的关系，社会逐渐演化为“单

向度”的社会。马尔库塞将科技视为统治所依存的傀儡形

式：“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和操纵一起被熔接成一种新

型的社会控制形式”，技术理性渗入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

无论是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事业，还是公共卫生安全实业，

都在技术的影响之下，贴上商业化的标签，久久而之，技

术理性畸变为“政治理性”。

三、人类主体理性的本体存在形式——精神文化被全

面畸化

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异化对人的剥夺已经走

出了生产过程侵占工人的全部闲暇时间。这是因为，“整

个世界都要通过文化工业这个过滤器”。当代资本主义

“文化工业的每一个产品，都是经济上巨大机器的一个标

本……文化工业的每一个运动都不可能避免地把人们再现

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这种以数字逻辑

化的方法，抹杀了文化的独创性、多样化的魅力，使得文

化沦为单方面的文化，令人痴迷的文化艺术逐渐包裹上功

利化的外衣，成为金钱的附庸，匍匐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之

中，成为物质支配的奴隶。

法兰克福学派提出文化工业的概念，指出文化工业则

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种工业在一步步消

除文化本身的价值，像现在万城一面的交通规划设施、房

屋建设布局、类似的广告封面，雷同的选秀模式，独特的

城市色彩、丰富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正在被大机器模式化

的工业生产方式所替代，在文化的同质模式的现象背后，

呈现出人类主体理想的本体存在形式，在技术理性的脚步

之中，精神文化被全面畸化。其中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媒介

是资本主义这种高层次异化的最大工具，他们指出，在今

天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大众交通与传播工具、吃穿

住日用品……这些产品灌输、控制并促进一种虚假的意识，

这种意识不因为自己的虚假而受影响。”所以按照列斐伏

尔的说法，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连人们日常生活的小

事情都被异化了。因为在全面异化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在

每一件小事情都是被操纵的，人都成为非人，异化为一种

不能自主的客体状态。

从宏观角度把握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不难发现，伴随

着文化的多样化所产生的文化进步现象并不是文化多样化的

突显，而是本土自然的生态环境同独特的文化趋于一致的交

融，达尔文的“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同样适用于文化生态

环境之中，包括文化领域的“弱肉强食”以及同化异质现象，

这种大方向之下，多样性的文化正在渐渐磨平自己的棱角，

努力契合大众口味，从而使得文化越来越趋于同一个整体。

此外，与此类似的是在单一民族的文化体系之中，自身文化

的发展变化，一般总是同本民族的经济发展相伴而生，而现

代大工业的发展，时空之间隔阂的距离被打破，少数民族的

文化逐渐丧失独特性。在这些现象背后则是人类主体理性的

本体存在形式——精神文化被全面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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