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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法兰克福学派经济批判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经济批判理论的.修正/,它以某些现代西方思

潮为工具,以.人/作为经济批判的根本视角,以革命意识的形成作为经济批判的主要目标,对发达工业文明的某

些经济现象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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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经济批判理论既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

的经济批判理想,它也不同于资产阶级学者的经济分析理

论,因为它产生于全新的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却又在一定意

义上带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对资本主义的现代工业

文明持根本否定态度,呼吁一种在质上不同于现代资本主

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在这种独特的社会背景和理论立场之

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经济批判理论-
一o打着马克思的旗号.修正/马克思主义

几 乎 所 有 法 兰 克 福 学 派 的 学 者 都 在 一 定 的 时 期 承 认

过,自己的思想曾受益于马克思,是沿袭了马克思的思想传

统0与此同时,他们又都曾或明或暗地.修正/过马克思的思

想-这种修正,或有语言上的直露表白,或有行动上的暗渡

陈仓-
在所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卢卡奇无疑是与 马 克

思 本人的思想最为接近的人-在其经济批判理论中,他 承

认经济危机,承认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承认阶级斗争,也

承认剥削和压迫,这很多东西,都是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者 都没有提到过的-但即使是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

会说出这样一段话!.我们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

克 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即使这点得到证明,每个严 肃

的p正统q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

新结论,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须片刻放弃他的

马 克 思 主 义 正 统-/r(s’tgu&+这 无 疑 是 一 种 修 正,尽 管 它 找 到

了一个很充足的理由!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在于其方法,除
方法之外的一切东西都可以得到修正-

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不同

程度地宣扬这种过时论,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存在一定的缺

陷,需要加以修正-霍克海默曾经很认真地指出!.马 克 思

和恩格斯的学说,虽然对理解社会的内在运动不可或缺,但
不 再 能 够 去 解 释 国 家 的 内 部 发 展 和 国 与 国 之 间 的 外 部 关

系-/r"s’序言+马尔库塞甚至直接 否 定 了 剩 余 价 值 理 论,他

说!.技术变化趋于废除作为单独的生产工具o作为p独立的

单位q而出现的机器,这种变化似乎取消了马克思主义有关

p资本有机构成q的概念及其有关剩余价值的创造的理论-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机器决不创造剩余价值,而只是把它自

身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剩余价值依然是剥削活劳动的结

果-机器是人的劳动能力的具体体现-现在,自动化似乎从

根本上改变着死劳动和活劳动的关系0它造成了生产率p为
众 多 的 机 器 而 不 是 为 个 别 产 量q所 决 定 的 趋 势-/r$s’tg"4+弗
洛姆则认为马克思严重忽视了人的心理问题!.他没有认识

到人身上的非理性力量,这些力量使人害怕自由,也使人产

生了渴求权力的贪欲,导致了人的毁灭-与此相反,马克思

关于人的概念寓含着这样的假设!人生来善良,一旦人从桎

梏他的经济枷锁中解脱出来,这种善良品质就会自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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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来!"共产党宣言#的著名结尾$$工人%失掉的只 是 自

己 身上的枷锁&$$包含心理学上的一个严重错 误!工 人

失掉枷锁的同时也会失掉带着枷锁时形成的那一切非理性

的需要和满足!’()*+,-./)0

这 种马克思主义1过时’论2公然提出要修正马克思 主

义 的做法是不难理解的!任何人都不能否认2马克思的 思

想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性2尽管他是以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典型地点英国为模本来研究的2但那毕竟是十九世纪

中叶的英国2是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英国2它的资本主

义在当时确实是最发达的!但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生活的年

代2最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2原来最发

达的形式也不再是最发达的了!如著名的激进政治经济学

家巴兰和斯威齐就 曾 经 很 明 确 地 指 出31我 们 必 须 承 认2作

为十九世纪英国市场关系的统治形式的竞争2已经不再居

于那种地位2这不仅在英国是如此2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任何

其 他地方也莫不如此!在今天2资本主义世界的典型的 经

济单位2不是为无法知道的市场生产一种统一产品的微不

足道部分的小商号2而是生产一个甚至几个工业部门的大

部分产品的大规模企业2它能控制自己的产品的价格2生产

的 数量以及投资的种类和规模!换言之2典型的经济单 位

具有一度认为只有垄断组织才具有的那种特征!’(4*+,-/50时
代变迁了2资本主义社会所呈现出来的问题也会随之变化2
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2这些变

化在理论上体现出来2自然就是一种1修正’了2或者换一个

让 那些修正者更愿意接受的说法2那就是1发展’了!只不

过21修正’也好21发 展’也 好2究 竟 到 什 么 程 度 才 没 有 背 离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2究竟给我们揭示了多少真理性的东西!
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二6与现代西方思潮联姻

法兰克福学派结合自己的时代特征2提出要在一 定 程

度上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批判理论2其修正的方式则是

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某一种或几种哲学思潮结合在一起2
以达到对马克思进行重新解释的目的!

卢 卡奇被人称之为1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2他

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时2首先是1透过在很大程度上由西美

尔和麦克斯韦伯决定的方法论眼镜中去观察他’2然后则是

1受黑格尔的影响’(7*+,-.890!霍克海默呢:尽管阿格尔把他

也 归入1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列2但实际上他更多

受 到 了 康 德 的 影 响!马 尔 库 塞 所 结 合 的 西 方 哲 学 更 复 杂

了2"理 性 与 革 命#时 期 是 一 个 黑 格 尔 主 义 的 马 克 思 主 义2
"爱欲与文明#时期又是一个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弗洛姆的一生则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结合

在一起2原因是31弗洛伊德主义者只看见了个体的无意识2
但对社会的无意识十分盲目;相反2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敏

锐地意识到社会行为中的无意识因素2但是他们却出乎意

外地不知道评价个体动机!’(<*+,-/.=0

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倾向于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

相 结合2这与他们自己的哲学渊源有关!法兰克福的学 者

们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2而是归属于不

同的西方哲学流派2是在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受到了马

克思的影响而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卢卡奇早期深受黑格尔

的影响2霍克海默早期是一名新康德主义者2马尔库塞则是

海 德格尔的学生2弗洛姆则是弗洛伊德思想的继承人!在

接受马克思思想的同时2原有的思想必然会发生作用2最后

走上将二者相结合的道路!
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相结合2也与第二国际 以 及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教条有关!第二国际的机械决定论完全

取消了1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2只剩下冷冰冰的6遵
照客观规律运行的1物’!这种思想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本

人 的思想2它完全忽视了马克思著作中的人文气息!要 纠

正 第二国际的理论错误2必然要求人们重新发现1人’在马

克思思想中的意义2而在西方哲学中2有许多流派都保留了

西方人文主义的思想传统2重视人2尊重人!这就使得西方

哲学从一种1矫枉’的意义上进入到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进

程中!
三6将经济批判建立在人的基础上

在 将 西 方 不 同 哲 学 思 想 与 马 克 思 主 义 相 结 合 的 过 程

中2法兰克福学派经济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突出

1人’的意义!对马克思来说2无论是早期2还是成熟时期2经
济批判始终都 有 两 条 线3一 条 线 是1人’2另 一 条 线 是1物’2
不同时期的区别在于哪一条线占据着主导地位!从1人’的
角度来看2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问题在于将1人’变成了1非
人’2并且使人对人 的 剥 削 和 压 迫 合 理 化;从1物’的 角 度 来

看2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问题在于它是一个自我否定的事

物2资本的实现与资本的前提相互否定!最为重要的是2在
马克思那里2这两条线不是分离的2而是紧密连在一起 的2
连接两条线的中 介 是 工 人 的 物 质 贫 困!马 克 思 所 说 的1非
人’状况具有更多经济贫困的意味2主要体现为由剥削和压

迫所造成的物质贫困;而物质的否定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

是经济危机2经济危机也就意味着工人陷入更贫困的物质

生活!所以这两条线其实是从不同角度来看的一条线!
在 这两条线之间2马克思自己的思想历程是由以1人’

占据主导地位不断地向以1物’占据主导地位发展!这个发

展 趋势在第二国际那里走上了极端31物’的批判成了唯一

的 批判21人’的批判则完全消失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

批判理论则重新恢复了1人’的批判思路!
卢卡奇是在马克思之后第一个重新关注1人’的马克思

主义思想家;不过在他那里21物’以经济危机的形式仍然占

据 着 整 个 经 济 批 判 理 论 的 基 础!自 霍 克 海 默 往 后2关 注

1人’的这一批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完全走上了另一个极

端31人’的批判成了唯一的批判维度2而1物’的批判则被完

全取消!尽管还有不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新时期

的经济危机问题2但在重视1人’的法兰克福学派眼里21物’
的 批判已经不再具有重要意义!在他们的言论中2几乎 没

有对1经济危机’的论述!
法 兰克福学派之所以完全放弃1物’2与当时的经济 发

展 是分不开的!三十年代以后2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采 取

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2加强对殖民的资本输出2这些措施在

一定程度帮助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虽然这并不能完全

克服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危机2但它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

抑 制作用!借助这些手段2资本主义社会还能够进行一 定

的 自我调节2并呈现出不断发展的趋势!尤其是到二十 世

纪 五6六 十 年 代2西 方 各 国 的 经 济 发 展 达 到 了 一 个 新 的 顶

峰2经 济 危 机 在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现 实 发 展 中 的 意 义 削 弱 了!
经 济 危 机 意 义 的 下 降2必 然 会 导 致 以 经 济 危 机 为 基 础 的

1物’的批判的地位下降!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处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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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讲经济危机!因为那是二十年代的产物!经济危机仍然

在严重危胁着资本主义社会"而在三十年代以后!经济危机

在理论中的地位就同它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一样#
这一点还与法兰克福学派对经济的认识有关#在马克

思那里!经济在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个人在经济

中的关系决定着这个人的社会本质!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

总体也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性质#经济是社会矛盾的集中体

现!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发起点#但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
经济并不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经济仅仅只是社会众多领

域中的一个领域!是实现人的本质的众多途径中的一个!它
并不具有超越其他领域和途径的特殊地位和意义#经济的

特殊地位被消解了!立足于经济的物的批判自然也就不再

具有特殊的意义了#
四$以革命意识的形成为主要目标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前!无产阶级的反抗精神是 不 会

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来的"而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经济批判

理 论 中!最 为 核 心 的 问 题 不 是 革 命 的 行 动!而 是 革 命 的 精

神!批判的精神#
在马克思的经济批判理论中!革命精神很重要!因为思

想直接影响着人的行动!但革命精神也很不重要!因为在现

实社会里革命精神根本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在马克思看

来!受到压迫的人和阶级是自然而然地具有强烈的反抗意

识!这种反抗意识必然会导致受压迫者在压迫不再能忍受

时的反抗行为#
这种思想在第二国际时从另一条路上走向歧途#第二

国 际把经济批判完全建立在%物&的基础上!社会的发展完

全 受 制 于 客 观 规 律!按 照 已 经 被 预 先 决 定 了 的 方 式 发 展#
%人&在客观经济规律面前无能为力!既不能取消客观经济

规 律的作用!也不能创造一个新的经济客观规律#在这 种

情况下!人是不需要采取行动的!因为即使他采取了行动也

没有任何意义"人是不需要有意识的!因为就算他有什么意

识也不能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因此!人只是一个看客!他
看着人类社会在自己身旁按照自然规律而发生变化"人也

只是一个等待者!社会自己解放自己!光明会自己到来!历

史会自动地赐福于人#这种理论不需要革命的精神#
即使是在反对第二国际机械决定论的人中!也很 少 有

人怀疑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卢森堡强调工人运动的

自发性!提出先锋队理论的列宁也只是要求为工人的革命

精神建立正确的哲学基础#
霍克海默以后的法兰克福学派改变了这一局面!他 们

将%革命精神&$%批判意识&作为首要的问题提出来了#卢卡

奇 在这方面只是迈出了一小步!他的%阶级意识&理论尽管

很重视无产阶级的思想!但那种思想并不是要唤起无产阶

级的革命精神!它承认无产阶级已经具有了足够的革命精

神!它所要唤起的仅仅是一种更为正确的认识#新路是 霍

克海默开辟的’在他那里!首要的任务是要有反抗的意 识!
至于如何反抗!反抗后将建立什么样的经济秩序!倒是其次

的事情#马尔库塞和弗洛姆都是沿着这条道路不断前进的

干将’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社会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其单

向度性!而弗洛姆所极力谴责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对自

由的逃避#
毫无疑问!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不同于马克思及 卢 森

堡 等人!与其时代工人运动的状况紧密相关#在马克思 以

及第二国际的时代!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各种各样的反抗活

动 不断进行#那时革命所欠缺的不是激情!而 是 理 论#所

以!马克思的理论提供的不是激情!而是为这种已有的激情

提供正确的理论#进入三十年代以后!工人运动逐渐衰退!
工人的革命激情日益消解!在这种情况下!要批判资本主义

经济!要改变现实社会!首先需要的就是赋予人们以反抗的

激情#当然!在新的情况下!这种激情就不可能建立在原有

的基础上!而必须为这种激情寻找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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