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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法兰克福学派围绕人生存境遇中无法摆脱技术理性主义以及大众文化的异化、现代性

格结构和心理机制的异化，以科学技术为背景的劳动的“合理化”导致交往行为的“不

合理化”的异化，从生存境遇、思维方式和心理结构、交往实践三个维度，对异化及

其扬弃做了充分的探讨。其理论核心强调的是人，高扬了人文主义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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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中包括长期在社会主义国

家中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东

欧新马克思主义、欧洲共产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等等

各个流派。每个流派都以新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进行

了继承和批判，都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宝库。在百家争鸣的理论流

派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其对发达资本主义激烈而深

刻的批判，对二十世纪的人类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

本文主要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对人的主体

性的关注角度，发掘其人文主义精神旨趣，以就教于

方家。 

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克库赛、弗洛姆、哈

贝马斯等著名哲学家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围绕

着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总体性的哲学及社会

学批判为主题，以人本主义和异化理论为基本出发

点，其理论核心强调的是人，高扬了人文主义的旗

帜。 

一、对理性及大众文化异化的批判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

在《启蒙的辩证法》、《否定的辩证法》等著作中展开

了对现代社会的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意识

形态批判等社会批判主题，开创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学

术主题。 

霍克海默认为批判理论以超越旧式分工为前提，

是为了从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与超越中实现人的自由与

解放；批判理论内在于社会发展，是社会的内在组成

部分。批判理论对现存的批判活动同人类社会的变革

运动、同人的自由和解放运动是完全一致的，它本身

就是变革现存世界的实践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受到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哲学家们只是

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观点

的影响，霍克海默认为，“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在于他

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这种批判的主要目的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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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的观点

和行为中迷失方向”[1]( 第 250 页)。而这种批判的目的不在

于简单的否定与谴责，而在于为人类的现存与未来之

间建立起一种超越的维度，形成人类发展的内在自我

意识。 

在后来的《启蒙的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

诺系统的奠定了技术理性批判的基本范式，更在此基

础上展开了大众文化批判的主题。所谓的技术理性主

义是指在近现代科学技术呈加速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

一种新的理性主义思潮。它立根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无

限潜力和无限解决问题的能力之上，其核心是科学技

术万能论。它相信人不仅可以通过理性和科学把握宇

宙的理性结构，并且可以通过日益改善的技术手段去

征服自然，人有可能在此岸建立起上帝的天国。这种

对理性的盲目推崇是使理性发生异化的根源。 

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对技

术理性主义做出了批判，他们揭示了以理性和技术为

核心、以人的自由和对自然的统治权为宗旨的启蒙

终走向了反面，走向了以理性的启蒙的自我毁灭和理

性对人的统治的悲剧。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视野中，

启蒙精神意味着强调理性万能，理性至上，把人从神

学的愚昧中解放出来，在解放的过程中，以理性和技

术为核心的启蒙运动的目标就是确立人对自然界无可

争辩的统治权，从而改变了人和自然界的关系，而理

性法则在社会运行机制和在人征服自然的活动中普遍

运用的结果，将增强人的本质力量，是确定人的“普

遍的自由”和“自我确定权”。然而在霍克海默和阿多

诺看来，启蒙运动所设想的人对自然的无可争辩的无

限的统治权和人的普遍的自由等目标非但没有实现，

反而走向了启蒙的“自我摧毁”，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

在理性普遍统治的世界中，“人类不是进入到真正合乎

人性的状况，而是堕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天堂

和地狱是联在一起的”，“进步转化成了退步”。[2]( 第 1 页)

具体来说，人们在用科学技术打破神学的愚昧时，科

学技术形成了新的神话，人对自然的征服并没有达到

对自然的统治，却遭到了自然的报复，而人与人在技

术理性统治的世界中也互相异化，人普遍的被物化，

技术理性并没有给人带来自由，相反却成为了一种统

治力量，遏制了人的自由发展。“启蒙的辩证法”的基

本思想就在于“从进步思想 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

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

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2]( 第 113 页)

如果说技术理性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

的话，那么建立在技术理性基础之上的大众文化则可

以看作是技术理性这种异化力量的意识形态，是一种

通过美化和肯定现存秩序而替现存世界辩护的独立的

精神生产领域。它是一种肯定的文化，通过为人们提

供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幻想的精神世界而平息社会

的内在否定性和反叛欲望，通过使人在幻想中得到满

足而美化和证明现存秩序，从而为现存辩护。在《启

蒙的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通过对文化工业

的分析解释了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异化力量的消极功

能。首先他们认为在技术理性统治的世界中大众文化

已经丧失了文化的本质规定性，即丧失了艺术品的创

造性，呈现出了商品化的趋势，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

征；其次，由于大众文化可以批量生产，无限度复制

使它具有明显的标准化和统一化的特征，而这个特征，

使它丧失了作为真正艺术品的不可替代的个性；大众

文化由于是建立在技术理性统治基础之上的，它就具

有了很大的欺骗性，它迎合了在疲惫机械劳动中人们

的需求，通过提供越来越多的承诺和越来越好的娱乐

消遣来消解人们内在的超越维度和反抗维度，使人们

失去思想和深度，从而逃避现实沉溺于无思想的享乐，

与现存的制度认同，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已丧失构造

出一个不同于他生存的那个世界的另一世界的能力”
[1]( 第 262—263 页)； 后，由于大众文化深度的消减，大众文

化虽然从表面上不具有强制性，但它对人的操控和统

治更为深入，具有无所不在的特征，“文化工业的每一

个运动，都不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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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3 页) 第 。大众文化的欺骗性和

操控性对于现存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

用，它造成人们面对一个不合理的社会但却反抗无效

的局面。“人们只能了解自己的虚无，只能记住自己的

失败，这就是一个人所能做的一切。”[2]( 第 143-144 页)文化

的异化是人的深层次的异化，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要

扬弃大众文化的异化，必须扬弃人的本质的异化，恢

复艺术和审美的个性和创造本质，也就是恢复人的自

由自觉的生存方式。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技术理性批判及大众文化批

判理论，强调了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注，对人的本质规

定性的关注。基于人文主义的立场，他们要求恢复人

的创造性，恢复人的自由的生存方式。当技术理性和

大众文化已经成为了一种统治力量，人已经被自己所

创造的东西统治，成为了它们的附庸的时候，霍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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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和阿多认为只有人的主体性的觉醒，人的创造性的

再生，才是人通往自由的坦途。而阿多诺的否定辩证

法更是将这种批判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从本体论上

唤醒人类的主体性的觉醒，唤醒一种发自人类实践本

性的深刻的文化反抗。 

二、对现代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异化的批判 

随后，马尔库塞和弗洛姆吸收了弗洛伊德精神分

析学的理论，在继承了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和卢卡奇的

物化理论思想的基础上，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条件下

的现代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异化进行了批判，他们被

称为“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法兰克福学派

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 

在《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等作品中，马

尔库塞主要讲述了在技术理性统治下的人的异化的生

存困境以及对技术异化的扬弃的问题。马尔库塞认为，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产

生了根本的改变，“技术社会是一个统治系统，它已经

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3]( 第 7页)技术理性的统治

是通过技术与政治的结合而实现的，现代技术理性和

传统政治方式的结合造就了现代社会中的集权主义统

治力量。“技术进步持续不断的动态，变得为政治内容

所充满，技术逻各斯被转变为持续下来的奴役的逻各

斯。技术的解放力量——事物的工具化——成为解放

的桎梏；这就是人的工具化。”[3]( 第 136 页)技术理性的发

展，使得政治统治更多的依靠消遣、娱乐等现代消费

手段和文化手段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暴力和强权手

段，这使得人心甘情愿的被纳入到了现存的社会体制

中，不再具有反抗精神，而同时技术理性消解了人的

自由所应该具有的创造性和批判性的实践存在的维

度，人成为了“单向度的人”，只是单向的适应社会，

用马尔库塞的话说，“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们是升华了

的奴隶，但毕竟还是奴隶”。 [3]( 第 68 页)这样的现状反映

出的本质在于价值理性被工具理性所压倒，而要消除

技术理性的操纵统治功能，扬弃技术异化， 根本的

途径是把价值整合到科学中，使科学向形而上学倒转，

并同艺术相结合，形成科学、技术、艺术和价值相结

合的新理性，从而实现人和自然的双重解放，达到人

与自然的和谐。 

马尔库塞在 1955 年发表的《爱欲与文明》一书中，

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同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

相结合，创造出了著名的压抑性心理机制理论。他在

书中指出：“发达工业社会的巨大能力正在被日益动员

起来，以阻止用它自己的资源区抚慰人类生存。所有

关于消除压抑、关于反抗死亡的生命等宏论都不得不

自动地进入奴役和破坏的框界。在这个框界内，即使

个体的自由和满足也都带上了总的压抑的倾向。”[4]( 第

17 页)马尔库塞认为，由于异化力量的普遍化和技术理性

的统治，现代人的心理机制具有压抑性的本质特征，

具体有两个方面的表现：劳动异化为苦役和爱欲降格

为单纯的性欲。而想要突破这个心理机制，实现非压

抑性的生存方式，则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是

将工作转变为消遣，二是将性欲升华为爱欲。这两种

途径将“建立本能与理性的新联系”。 

马尔库塞揭示出了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生

存现状，他针对这一现状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是以恢复

人的创造性为根本途径，虽然在可操作性和操作的具

体规定方面仍需进一步的讨论，但我们可以从中清晰

的看到他的理论对人的关注和怜悯。而他关于压抑性

心理机制的论述则与马克思主要从阶级斗争来对异化

进行扬弃的视角不同，他更强调以人的感性力量的解

放和人的内在爱欲的复活来反抗理性文明的压抑，以

人的内在感性创造力的发挥为基础建立理性与本能的

新联系。他的理论的基本出发点，仍然是人自由自觉

的主体性的生成。 

弗洛姆同样也对人的主体性的生成觉醒产生了巨

大的关注，在他的代表作《逃避自由》中他精辟的阐

述了人类悲剧性的命运，即人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

要超越自然，人的自由与孤独并存是人类无论在个体

层面还是群体层面上的个体化都不可逃避的双重后

果。人在个体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对安全感

的怀念和对自由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在一定的社会条

件下会形成一种普遍的主动自觉逃避自由的心理机

制。面对这种心理机制，弗洛姆提出确立“积极自由

的存在状态”的学说，强调用爱心去工作，强调以爱

心和消遣为基础、积极实现人的本质的劳动和人的自

我、创造性的实现。在他的另外两本著作《自为的人》

和《健全的社会》中，他从社会性格结构的角度进一

步揭示了现代人的性格结构的异化性质。在弗洛姆看

来，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主要表现出了一种非生产型的

性格结构，这是一种非创造性的生存状况，整个社会

都表现出了一种病态的机制，这种性格结构的异化是

更为深层的异化，使人失去了对自身的信念，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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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和自我意识。针对这一问题，弗洛姆提出的解决

方案是从人的存在方式的层面上进行根本性的转变，

形成以爱和理性相结合的创造性的性格结构，从而确

立健全的人格和健全的社会。他为此还提出了自己的

社会改革方案。但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贯穿在弗洛姆

理论中的核心在于对人的主体性的呼唤，以人的爱来

与理性相结合，以爱来与理性形成一种张力，来实现

人的真正的自由。在《占有还是生存》一书中，他继

“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非生产性”的性格结构之

后又提出了“重占有的”生存方式来继续揭示现代人

的深层的异化。他指出在现存社会中重占有的生存方

式已经占据主导地位，而占有也从囤积型转变为消费

型，人们占有人和物的目的是为了尽快的消费。弗洛

姆认为这种以无限度的消费为宗旨的指向一切存在物

的“占有”是现代社会重要的物化现象，是人的生存

结构的异化，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把人的一

切关系都变成了物的关系。要突破这一生存方式的异

化，就要唤醒人们独立、自由、批判的意识，用积极

的行动生存，从而达到重生存的生存方式，形成克服

了物化人格的“新人”。 

三、对交往行为异化的批判 

哈贝马斯则深化并丰富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

判理论，确立了新的研究范式。哈贝马斯理论研究的

基本出发点仍然是技术理性批判，他全部思想的核心

在于以主体间性和对话为核心的交往行为理论，生活

世界理论和商谈伦理学是交往行为理论在社会哲学和

政治哲学两个维度上的进一步展开。 

哈贝马斯明确的界定了科学技术的两重性，一是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二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形

式的“意识形态”，成为一种统治形式。哈贝马斯强调

应当在理性的平台上，从理性的内在机制去揭示理性

异化的原因以及重建理性的途径。他在《认识与兴趣》

中提出了以兴趣为导向的认识论构想，主张认识是建

立在社会历史条件中的活动，而兴趣则是人类社会生

活的理性指导原则，是“与人类再生产的可能性和人

类自身形成的既定的基本条件，即劳动和相互作用相

联系的基本导向”。[5]( 第 199 页)这样哈贝马斯就确立了兴

趣在作为社会理论的认识论中的重要地位，即知道认

识，作为认识的基础，同时引导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

地位。在哈贝马斯看来，理性文化的异化的根本问题

在于技术的认识兴趣的发达及技术成果的滥用。而摆

脱技术异化的途径则应该充分发挥理性的潜能，突出

“理性反思的解放性的认识兴趣”的核心地位，重建

合理的理性范畴。在哈贝马斯看来，在现代发达工业

社会条件下，以科学技术为背景的劳动的“合理化”

导致了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是导致技术异化的根

本原因，要消除技术异化，就必须以交往来代替劳动

在人类社会和社会历史理论中的核心地位，实现交往

行为的“合理化”。他突出强调了交往行为的主要内涵

在于主体间性，也即主体和主体间的沟通和理解。对

于主体间性的强调，也就意味着社会历史理论范式的

重大转变，即历史理性的关注点从“主体——客体”

结构向“主体——主体”结构转换，哈贝马斯将这一

转变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哈贝马斯强调通过对话建立共识，建立“理想的

言语情景”，为开放的、自由的、自主的、互动的主体

间的非强制性交往和共识奠定基础。语言理解在交往

中占据了核心的地位，因此建立平等的、合理的言语

行为模式就成为达成共识和理解的关键。交往参与者

遵循言语的普遍有效性要求进行交往，建立合理的交

往模式，其核心是建立“主体间性”结构，即自主、

平等的主体间平等、合理的交互关系或相互作用。在

此基础上，哈贝马斯指出，历史唯物主义重建的关键

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似乎应该由劳

动和相互作用之间的更加抽象的联系来代替”。[7]( 第 71

页)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交往的

异化是 深层的异化，是科学技术等文化力量异化的

深层基础；而扬弃科学技术异化的根本途径则在于交

往的合理化和交往地位的突出。 

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哈贝马斯提出了生活世

界的概念，他把关于交往的“不合理化”现象的批判

转化为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问题的批判，把交往

的合理化诉求在实践层面上转化为摆脱生活世界的

“殖民化”的任务，即转变为生活世界的合理重建。

生活世界不是一个外在于自然、社会等存在领域的独

立的实体性领域，而是内在于社会生活和社会运动各

个领域的文化层面，它是交往行为“总是已经”在其

中运行的地平线。摆脱“生活世界殖民化”的主要途

径应当是发挥生活世界的理解、协商和非强制性意见

一致的功能，推进文化再生产、社会统一和社会化的

协调发展。 

在政治领域，哈贝马斯倡导和实践交往行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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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建立以商谈伦理为特征的平等的话语政治模式。

在他看来，“民族国家的成就在于他在一个新的合法化

形态的基础上提供了一种更加抽象的新的社会一体化

形式”，[7]( 第 131 页)但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强化也带来了一

系列内部的和国际范围内的问题，“民族国家概念包含

着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的紧张，即平等的法律共

同体与历史命运共同体之间的紧张”。 [7]( 第 134 页)哈贝马

斯的商谈伦理学正是试图在各种紧张和冲突的两极之

间找到一条新思路，开展“后民族民主”的、程序主

义的、商谈伦理的对话政治。他的做法是扬弃民族国

家，以后民族国家构成世界主义的政治。后民族国家

的主要特征在于在保持民族国家作为国家政治和国际

政治主体的前提下，抛弃民族国家的种种不合时宜的

政策，建立行之有效的跨国机构，用以补充民族国家

职能上的严重不足。这种后民族国家是建立在以商谈

伦理基础上的话语政治模式，是交往行为理论在政治

哲学维度的扩展。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重视主体间性的作用，

强调主体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并将其在社会生活和政

治领域予以阐述。他 大的理论特色在于强调人的主

体性，弱化生产力的作用，试图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

重构来突出交往行为的重要性。他的整个理论在突出

人的作用的同时，深深的体现出了浓厚的人文主义精

神。 

总之，法兰克福学派作为 20 世纪西方有影响力的

流派，他们延续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但转换了马

克思主义批判的视角，他们重点强调人的作用，关注

人的生存境遇，张扬人的主体性。法兰克福学派的诸

人在社会批判理论中分别引入了解释学、心理学以及

语言学的分析方法，从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到大众文化

的批判，从性格结构层面的异化分析再到交往行为理

论的建构，他们关注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世界的改造到

把兴趣、爱心引入审美艺术和工作，关注主体间性对

世界的塑造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建构，使西方马

克思主义学派内部的人文主义精神的不断扩展。归结

到一点，对人的关注，对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崇高

理想，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旨趣与共同追求。 

     

[参考文献] 

[1]  [德]麦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M]．李小兵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1989． 

[2]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威•阿尔多诺．启蒙辩证法

[M]．洪佩郁，月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3]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面人[M]．左晓斯，张宜生，肖

滨译．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4]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黄勇，薛民译．上

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5]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M]．郭官义，李黎译．上

海：学林出版社，1999． 

[6]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M]．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7]  尤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邓念雄]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