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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玉  金镶玉

略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

第四个时期是它的转化时期。其标志便

是第二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的出走与整

个研究所路线的转变。因此，法兰克福

学派的转向，多数研究者都用哈贝马斯

的交往理论作为标志，称为“交往转

向”。转向后的法兰克福学派不再是它

先前的风格。哈贝马斯最终因成为主流

思想家，也成为批判理论的终结者，尽

管他本人在理论上仍然明显地依从一种

批判的立场。

2.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特征

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众多，他们的观

点各具特色。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形成一

个统一的学派并产生世界影响，是因为

他们的思想具有如下的理论特征。

（1）在研究批判中坚持人本主

义，反对实证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哲

学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基本出发点是

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异化理论。他

们把实证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的理论支

柱，因为实证主义导致“对事实的崇

拜”和顺从，没有对现实的批判否定维

度。他们继承卢卡奇和柯尔施，反对物

质本体论、自然辩证法，把恩格斯和列

宁的许多思想以及以后的苏联哲学，也

当作实证主义看待。对苏联所谓的“专

制”制度，更是持激烈的否定态度。

（2） 坚持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

文化批判。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在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即他们的理论创

作的高峰时期，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他

们从总体性理论、实践哲学出发，强调

无产阶级应该积极投入自我解放的阶级

斗争。法兰克福学派也否定资产主义，但

是目标已经不是革命，起码不是无产阶

级的阶级斗争，而是从对人，特别是对

个人的人道主义关怀出发，从资本主义

文化这一资本主义制度根基入手，对它

进行批判和揭露，对它的合理性提出质

疑和否定。他们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

本质所在，他们的工作极大地深化了人

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

3. 法兰克福学派的独特地位

（1）丰富西方思想理论体系。在

法兰克福学派发展中，无论作为一种纲

领的批判理论，还是作为一种批判的历

史哲学框架的启蒙辩证法，以及它对资

本主义批判所形成的“被管理社会”“单

向度的人”等理论，抑或否定的辩证

法，所有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二十世纪

的西方思想。因此，直到当代，我们仍

然会看到这些思想在流行理论中的不同

表现。

（2）影响欧洲思想发展。最重要

的，在学派的发展中，其对欧洲文明之

理性主义、主体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

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等

内核的批判性反思，明显地影响了欧洲

思想发展的方向和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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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一个整体发挥着十分独特的作用。它自觉延续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

所开启的批判传统，不仅对资本主义的现实和意识形态进行了全方位批判，而且深化和发展了整个西方文化的自我批判传统。

本文主要就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形成、主要理论观点及影响作简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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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历程

法兰克福学派孕育于 1923 年建立

的位于德国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社会研

究所，而真正学派意义上的“法兰克福

学派”却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才出

现。法兰克福学派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

中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1）研究所的初创期。从研究所

成立到 1937 年霍克海默发表《传统理

论与理论》，是研究所初创并在曲折中

前进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研究所在特

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具体的社会问题展开

经验研究，并最终形成明确的批判理论

纲领。霍克海默是这一阶段的理论焦点。

（2）流亡时期。第二个时期，到

1947 年《启蒙辩证法》为止。在这一

时期，研究所转移到美国，通过对资本

主义的经验批判，最终形成对西方文明

批判的启蒙辩证法理论。霍克海默、阿

多诺引领这一理论过程。

（3）重返德国时期。第三个时期

是它的重要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由于

研究所回迁德国，实际上形成了其成员

的分化。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由美国

回到西德后，在法兰克重建社会研究

所，由霍克海默、阿多诺分任正副所长。

在此期间，马尔库塞、弗洛姆等继续停

留在美国，他们的研究与在西德的法兰

克福学派成员遥相呼应。

（4）后霍克海默、阿多诺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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