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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生态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科技异化

和消费异化是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应当通过人的解放和社会健全两方面进行总体革命，实现科技的人道化发

展、建立健康而人道的消费方式来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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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

主义的劲旅，高举其批判理论的大旗，积极关注当代世界各种

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尤其是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各

种现实问题、矛盾及人的非人道化的危机进行了深刻地揭露

和批判，形成了其闻名于世的“危机理论”。“生态危机”理论便

是其中颇具特色的重要部分。这一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

的生态危机进行了深刻地反思、缜密地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

对策。认真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危机理论对我国正在进

行的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的社会主义建设，正确处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主要集中在

生产领域中的经济危机，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

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之

后，在经济领域其他重要矛盾的交互作用下，必然爆发经济危

机，这是引起资本主义社会崩溃的内在动因。但是，随着资本

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并没有发生威胁到资本主义生存的经济

危机，特别是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凯恩斯主义的

经济干预和社会福利政策，既纠正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又改善了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经济地位，缓和了资本主义

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资本主义

社会的生产力极大增加，资本主义非但没有灭亡的迹象，相反

却有进一步在全球发展的态势。

这种情况引起了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的关注。他们认

为，“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

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

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11(嗍指出生态危

机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资本主义是导致环境污

染加剧、生态危机四伏、人与自然矛盾恶化的罪魁祸首。

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在其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中，阐

明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实现了人类从自然界中的分离和人类对

自然界的统治和支配，但是科学进步也进一步加深了人类社

会中的劳动异化，使资本主义专制统治工具更加完善。弗洛姆

曾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不断实行军事化，大垄断组织和军事

官僚在政治上专横跋扈。各国都在加紧备战并制造破坏力越

来越大的新式武器，毫无节制地滥用自然资源，毒化和污染环

境，这些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已经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更加加深

并更为恶化。马尔库塞更直截了当地指出，生态危机是一种制

度危机。“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工业和商业强占了迄今为止还

能涉足的自然区，这一切较之于奴役好不了多少。这方面的斗

争是一种政治斗争，对自然的损害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与资

本主义经济有关，这是十分明显的。”因此，“今天我们必须反

对制度造成的自然污染，如同我们反对精神贫困化一样”【2】

㈣”。在他的《反革命与造反》～书中，他作了进一步阐述：资产

阶级贪婪的本性不仅使资产阶级通过高生产高消费疯狂地剥

削和掠夺无产阶级，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资产阶级还

利用技术理性使大自然屈从于商业组织，迫使自然界成为商

品化了的自然界，破坏了生态平衡，直接危害了人类自身的生

存。哈贝马斯认为生态危机是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必然

结果，因为“随着资本的积累，经济增长自发地获得了制度化，

以至于根本不存在任何自觉控制该过程的可能性。通过系统

竞争和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资本主义首先追逐的经济增长

要求在全球范围内普及开来”【31(pst-sg)。这种全球普及的经济

增长必然导致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和掠夺。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指出了生态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

义制度的危机，同时他们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科学技术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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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消费行为，认为科技异化和消费异化是导致生态危机的

根源。

“异化”原是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

中常见的术语，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它的客体对

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力量。马克思在批判地汲取黑格尔、费

尔巴哈和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异化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系统论

述了异化劳动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通常运用异化

这一范畴来描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人的病态。其创始人卢

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曾用物化、异化来批判资本主义

社会中人性的扭曲、人的非人化和社会各种畸形化。他提出：

“人的异化是我们时代的关键问题”【加(哪，也是“从马克思以

来第一次被当作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批判的中心问题”【日(嗍∞。

在生态危机理论中，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的科技异化

和消费异化状况严重，正是二者导致了生态危机。

1．科技异化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最终根源

科学技术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石，人类运用它改造自然

和社会，创造并实现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与此相

伴随的却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不断恶化及一系列全球性生态

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称科学技术在造福于人类的同时又反过

来损害、支配、威胁人类的现象为科学技术的异化，并断言：从

人和自然的关系角度，科学技术的异化过程就是生态环境的

破坏过程，科学技术异化的最终结果导致了全球性生态环境

危机。

首先，科技异化造成了对人和自然的双重统治。霍克海默

和阿多诺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实现的人类从自然界

的分离以及人类对自然的日益增长的统治和支配，在人类的

解放方面并不带来必然的进步，相反，却导致了对人的压迫。

“人对自然界(人类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统治的代价是

劳动在社会上和心灵上的划分，这种分工使人类受到越来越

大的压迫，甚至当它在为人类的解放创造日益增长的潜力时

也是如此”，“所以，虽然启蒙精神的理性主义提高了人统治自

然的力量，但和这种作为罪恶之源的劳动分工一起的，是人同

自然的异化”【6】(P110)。今天，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理性转化

为一种强大的统治权力，这种权力不仅表现为对自然的统治，

而且还表现为对人的统治。所以，科技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造

成了对人和自然的双重统治。哈贝马斯提出：科学技术“取得

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了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7】(P100-101)。马

尔库塞也指出，技术理性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技术理性的

应用．iij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统治的既定目

的和利益，不是从技术之外强加上的；而是早已包含在技术设

备的结构中。技术始终是一种历史和社会的设计；一个社会和

这个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兴趣企图借助人和物而要做的事

情，都要用技术来加以设计。他还指出，科技异化所导致的普

遍的负面效应就是日常生活的全面物化，人变成了“单向度的

人”，成为了物的附庸，而物成了人的主人。弗洛姆则指出，科

技异化如同一个幽灵徘徊在我们中间，它生产出失去了主动

性、创造性和自由的“被动人格”【8】(九)。

其次，科技异化直接具有破坏作用，危及生态和整个人类

社会。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是因为资本

主义社会以科学技术作为直接生产力的社会化工业大生产所

造成的。这种生产既依赖于自然。又影响自然。作为直接生产

力的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既增强人类影响自然的能力，也强化

了人们的贪欲。在科学技术运用不当和失去控制的情况下会

造成不良后果，产生由高生产、高消费所引发的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等危及人类社会和未

来的问题。凭借科学技术，人们奴役自然，使其服从于自己的

目的，直至这种奴役愈来愈严重地破坏自然。马尔库塞指出，

技术理性统治造成了对人的压迫和对自然的剥削与破坏，这

种统治“正在产生更高的合理性，即一边维护等级结构，一边

又更有效地剥削自然资源和智力资源，并在更大范围内分配

剥削所得”r 9】(删。弗洛姆认为，人类想要征服自然界的欲望
和对自然界的敌视态度使人变得十分盲目，而看不到这样一

个事实：“自然界的财富是有限的，终有枯竭的一天，人对自然

界的这种掠夺欲望将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叫蜘(九0)在他看

来，事实上，现代人在技术上的进步不仅破坏了生态平衡，而

且也带来了爆发核战争的危险，而这两种危机中的任何一种

都足以毁灭整个人类文明，甚至地球上所有的生命。

2．：肖费异化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紧张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认为，不仅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

中劳动处于异化状态，更为重要的是消费领域的异化状况严

重。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拥有了高度的

精神文明。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片面强调物质消费，消费

活动已经完全违背了真正的人性需求。消费原本是满足人们

需要和达到幸福的手段，然而却异化为人生的目的。消费异化

使人只重物的占有而不重人的生存。注重追求金钱、荣誉和消

费，而完全丧失了自我，丧失了宗教信仰及深层的情感体验能

力，还丧失了与这些体验相伴随的喜悦与悲伤，造成了人的精

神上的巨大痛苦。消费异化正是重占有生存方式的重要表现。

正是这种贪婪的消费欲望造成了人对自然的剥削和掠夺，从

而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从弗洛姆、马尔库塞、莱易斯一

直到阿格尔，都十分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消费异化问题，他

们根据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建立了独特的消费异化论，称

“消费异化”为“异化劳动的合乎逻辑的对应现象，是大多数马

克思主义者所忽视的一个问题”【ll】(删。马尔库塞提出：人们
完全拜倒在商品拜物教之前了。”【脚(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者莱易斯继承马尔库塞关于“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的区

别，指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制造出的“虚假需求”使人们满

足于追求无休止的消费，从而导致生态危机。弗洛姆认为，建

立在私有制、利润和强权三大支柱之上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

是重占有品格导向的温床。这种占有的生活方式促使人们贪

得无厌地盘剥自然，把自然视为可以无止境掠夺的对象，造成

了人与自然的矛盾不断激发。同时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是建

筑在高生产与高消费的基础之上的，因而造成了严重的浪费

倾向，而这种浪费倾向不仅造成了经济上的严重损失，而且对

人的心理产生了不良影响。它“使消费者不尊重劳动和人创造

的成果，它使消费者忘记了在他自己的国家和更贫穷的国家

中还有许多衣食不济的人，他所浪费的东西对这些人就可能

是最珍贵的东西。他赞同马克思等思想家的看法：奢侈和贫穷

一样都是巨大的负担，甚至奢侈比贫穷更可怕(奢侈是指多余

的富足)；这种奢侈最终将导致贫穷与痛苦。对此，他忧心如焚

地提醒世人：如果人类继续浪费地球上的资源并破坏人类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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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存的生态基础，人类的灾难很快就会到来。“我们面临的

可能性：50年之内，也许在更短的时间内，这个地球上的生命

将要停止存在。竹【14](mT09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

们并未停留在愤怒地批判与声讨上。而是积极寻求解决和抑

制生态危机的思路与方法。他们认为，只有从人的解放和社会

健全两方面进行总体革命，建立人道的消费伦理方式并且以

科技的人道化发展等方面着手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问题。

1．从人的解放和社会健全两方面进行总体革命

法兰克福的思想家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现存的一切已

经丧失了理性。繁荣带来了异化。科技进步导致了人性的毁

灭，因此，只有从人的解放和社会健全两方面进行总体革命，

同现有的所有事物彻底决裂，否定并摧毁一切社会文明。包括

建立在文明和科技之上的社会制度，重建一个肯定人的意义

和价值，使人性得到改善的人道主义的健全社会，才能从根本

上解放自然，消除生态危机，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他们

赞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对自然的

人道的占有，”即按照人的本质占有自然的思想。马尔库塞认

为，自然革命的问题在于人本身，首先要从改变人，改变现存

社会造就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心理类型和生理机制

人手，进行人的本能结构革命和自然观革命。这场革命是为了

人的自我实现和克服异化，使自然获得解放，人道地占有自

然。弗洛姆则同意罗马俱乐部代表人物梅萨罗维奇和佩斯特

尔等人的观点，认为应当把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同必须

注意全球性问题的伦理方面，同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建立崭新的、真正人道主义的伦理学、改变人的内在本质联系

起来。在他看来。对人类存在的真正威胁之一，是西方社会内

部道德力量的衰落，即资本主义社会大批大批地生产出奉行

极端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异化的消费人，他们甚至对能够

给他们及其子孙后代的生命造成威胁的核灾难和生态灾难的

可能性都漠不关心。因此，要使西方人摆脱困境，关键就是对

人进行心理变革和道德更新，这是进行社会总体变革必须具

备的一个条件。“只有人的心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社会才

可能出现。”【嘲(P141’

2．实现科技的人道化发展

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理论家们认为，现代科技在生态上

的失败，并不能说明科技本身是反自然的，或注定要污染环

境。技术理性之所以造成生态危机，根本原因在于技术理性内

在的工具主义特征。所以，只要能使科技理性摆脱其工具性与

功能性，重新确立其启蒙时期的批判性、否定性，就能使它从

现在的统治与奴役的工具变为人类争取自由解放的手段。马

尔库塞强调要发展新型的人道主义的科学技术，它意味着“科

学合理性的继续应用将会达到一个终点⋯⋯科学谋划本身将

对超功利的目的、对远非统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生活艺术’

开放⋯⋯科学概念可以设计和规定一种自由的、和平的存在

的可能现实。”【9J(F'JOT-：：田S)简言之，在这种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

中注入的是新的价值观，即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科学技术

发展、运用所追求的内在目的。基于这种认识，马尔库塞还主

张对自然界进行“美的还原”。他说：“如果艺术还原成功地把

控制与解放联结起来、成功地指导着对解放的控制，那么在此

时，艺术还原就表现在对自然的技术改造之中。在此情况下。

征服自然就是减少对自然的蒙昧、野蛮及肥沃程度——也暗

指减少人对自然的暴行。”【9】(挖脚哈贝马斯则认为，随着科技

的进步，科学理性逐渐丧失其批判功能而局限于工具特征。这

时，技术手段与“人类有机体之中的有目的—合理的活动”之

间建立一种内在联系。因此，不能简单地抛开现在的科学技

术，而要依靠交往的合理性来抵制工具理性和计算理性的扩

张和蔓延，即通过交往活动，主体同时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

和主观世界打交道，并服从相对应的真理性、正确性和真诚性

的要求，以挽救工具合理性膨胀所导致的牺牲道德实践和美

学实践的恶劣后果。同时，控制科学技术的应用方向、发展速

度，避免科学技术产生负面价值。

3．提倡合理的消费价值观和需要价值观，建立健康人道

的消费方式

面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提

出，资本主义要求高生产和高消费的内在规律固然是引起生

态危机的最终原因，但是人们的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异化也

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因此，要解决生态危机还必须消除消费异

化。弗洛姆提出，应当重新规定资本主义生产的健康消费方

向，建立健康、人道的消费方式，抵制重占有的价值取向，发扬

重生存的价值取向，以人的充分发展为目的，而不是以最大限

度的生产和消费为目标，这样才能避免消费异化，“才能避免

一场精神上和经济上的灾难降临”【-ol(唧。马尔库塞也认为。

要建构一个以人为中心，满足人的主客观需要，人不再是消费

商品和实现利润工具的健全社会。为此，就必须变革人们的消

费观，用“真实的需要”代替“虚假的需要”，进行一场“消费革

命”。“一切解放都有赖于奴隶状态的觉悟⋯⋯最可取的目标

则是用真实的需要代替虚假的需要，抛弃抑制性的满足”【们

‘嘲。同时，要建立符合“生态学规模”的生产方式，它将是规模

小，能源、劳动力、资本、技术需求程度低，对自然危害较轻的

状况，能够克服现代工业社会大规模生产的弊端。他还相信

“由于废除了贫穷、大量的浪费和资源的破坏，一种人类真正

能够决定自己的生存的生活方式是可以找到的【捌(嘲”。

四

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

和批判方法，力图以现代生态学理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以

解决资本主义工业化面临的生态灾难。虽然生态危机论也有

明显的局限性，比如，主张用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通过心

理革命和道德更新来完成人与自然的解放。另外，他们也没有

具体谈到环境伦理的建构问题，但是，它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

和现实价值。

首先，法兰克福学派从制度的维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

危机进行研究，为我们正确了解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的

必然联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二战以后，随着新技术革命

的展开以及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空

前扩大，人们从自然界攫取资源的能力大大超过自然界再生

增殖能力以及人们补偿自然资源消耗的能力，排入环境的废

弃物大大超过环境的容量和自净能力。于是全球性的能源危

机、资源枯竭的报警接踵而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愈来愈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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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危机直接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并首先在科学技

术发展较快的发达国家显露出来。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

无疑把握到了当代社会发展的脉搏，敏锐地抓住了因科技进

步和消费主义而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及生态危机问

题，看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休戚相关性，揭露和批判了当代资

本主义制度对自然的掠夺性利用和对生态平衡的破坏，以及

所有这一切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借鉴他

们的批判资料，可以深化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正因为

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提倡保护人类生态

环境的同时，却一方面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具有污染性

的产业，甚至转移其生产和生活垃圾；另一方面又以环境保护

为借口，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绿色贸易壁垒”，其核心点正在于

捍卫资本的利益。

其次，法兰克福学派对科技异化和消费异化导致人与自

然之间异化问题的揭示，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生态伦理具有

重要的借鉴作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坚持把技术理性批

判和资本主义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他们也并未否定发

展科学技术和满足人的需要的必要性，他们还认为，当代生态

问题的症结在于：只要存在着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资本存在，

生产的目的和消费的方向就必然要服务于资本的需要，技术

理性就必然要发生异化。这些观点对社会主义生产同样适用。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同样不能服从和服务于交换和利润，而应

当始终定位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并

且不断地提升和发展这种需要，只有这样，科学技术的利用和

物质生产的发展才能真正服从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人类

才能摆脱自我利益的限制，从消费异化和科技异化的价值观

中解脱出来，从而才能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存。

尤其重要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消费伦理观和科技的人

道化发展观对社会主义生产和消费及生态保护和科技手段的

运用所具有的启示作用。当代中国物质文明有了极大的发展，

然而，消费异化同样也渗透到了社会价值观念之中，奢侈之风

蔓延，挥霍浪费严重，这种消费主义必然会导致生态环境的破

坏和资源的枯竭。我们同样应当清醒地意识到这种严重病症，

坚决制止和杜绝消费异化现象，确立起符合人的真实需要的

消费伦理，建立健康科学的消费方式，从而确保人类的可持续

生存与发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近些年来，由于全球生态问

题越来越严重，西方出现了以反思和批判理性以及科学技术

的所谓后现代哲学文化思潮，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国内学术

界也出现了一股敌视科学技术、夸大科学技术副效应的反科

技思潮。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和资本主义制度批

判表明，科学技术并无价值属性，其作用方向实际上是由社会

制度所决定的。反科技思潮并不利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同时

它在理论上也是错误的。马克思把科学技术看作是“历史有力

的杠杆”，“是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我们同样认为，对人类美

好世界的构想和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是决不可少的，没有它，社

会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然而，只有借助工具性和操作性的阶

梯，我们才能到达理想的彼岸。因此，对技术理性的批判绝不

能标示为对之全盘抛弃。我们应当承担责任，匡扶正义，运用

科学技术来保护社会生产力，保护人类福利赖以增长的生态

条件，借助科技的力量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全面、协调、可持续

发展做出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1][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1991．

[2]H·Mareuse．Counterrevolution and Ravolt[M]．Boston：
Beacon Pre鹊。1972．

[3][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M]．刘北成，曹卫东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徐强．马克思对资本议社会的人格分析[J]．伦理学研究，

2006，(2)：30-33．

Is][匈牙利]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

馆。1992．

[6][德]M·Max霍克海默，阿多诺尔启蒙的辩证法[M]．洪

佩郁，蔺月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7]Jargen Habermas．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M]．Boston：

Beacon Press，1970．

【8] Erich Fromm．The Revolution of
Hope：Toward a

Humanized Technology[M]．New York：Harper&Raw．
1968．

【9][美]H·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

译文出版社，1989．

[10][美]E·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M]，关山译．北京：三联书

店，1988．

[11]Ben Ager Western Marxism：An Introduction．California：

Goodyear．1979．

[12][美]H·马尔库塞、(英)卡尔·帕泊尔．革命还是改良[M]．

帅鹏译．北京：外文出版局，1979．

[13][美]E·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欧阳谦译．北京：中国文

联出版公司，1988．

[14][美]E·弗洛姆．精神分析的危机[M]．许俊达，许俊民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An Inquiry into the Fran时un School’S Theory of Ecological Crisis
DENG Zhi—wei

(College ofPublic Administratlon，Hunan Normal University,C如咿k Huaan 410081，Chi碗)

AbsWact：The thinkers of Frankfurt School consider that the ecological crisis is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t

society，and the essence of ecological crisis is the crisis of capitalist system、They regard that the ecological crisis of capitalism is

caused by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alienation and alienation of consumption、We should rebuild the harmonious rehtionship of

human being with nature by taking the total revolution，including two aspects of liberation of human being and social sanity，

realizing the humanistic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and establishing a healthy and humanistic consumption pattern．

Key words：Frankfurt School；ecological crisis；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alienation；alienation of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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