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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
李林

(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摘要]现代化建设中凸显的各种弊端引人深思，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为我们深刻

地反思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性提供了理论参考。目前我国学者已经在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

判理论构建历程，分析社会批判理论主题内容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研究成果，法兰克福学派社

会批判理论对当代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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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评理论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其中融有马克思异化理论和人

本主义思想，同时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相比照，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嫁接”到马克思

主义中，并且还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烙印，关注人的现实生存，对现代社会特别是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有意识地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分析批判，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

潮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批评话语之一。

一、社会批判理论的构建及其基本内容

国内外研究界从不同的侧重点和多维度视角出发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构建的历

史过程进行了多种划分。徐崇温先生是国内最早介绍法兰克福学派的的学者，他在《法兰克

福学派述评》中分为“‘社会研究所’的}H现”、“重新确定方向”、“由德国到美国”、“在

美国和在西德”、 “越出学术界的圈子”、 “深刻的分歧”和“分道扬镳和分崩离析”等七个

小标题介绍“法兰克福学派的来龙去脉”。俞吾金、陈学明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

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中按照法兰克福学派活动的地理空间划分它的发展时期：西欧时期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美国时期(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末)；西德时期

(前)(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末)；西德时期(后)(20世纪70年代初至现在)。周宪先生

在《二十世纪西方美学》中则提出“三阶段”说：从20世纪30年代到二次大战结束， “早

期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实践”；二战以后到60年代， “关心的是资本主义福利国家问题、

大众传媒和文化产业问题”；60年代以后，是批判理论的第三阶段，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领

袖人物逐渐为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第二代理论家所取代⋯。另有研究者以三个具体时问点把批

判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孕育与形成(1923一1939)；发展与成热(193卜1969)；
转向与重建(196卜)等[2】。法兰克福学派从20世纪20、30年代之交建立至今，主要表现
为三个时期：早期以霍克海默等人为代表；20世纪70年代以后转人了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

第二个时期，1994年哈贝马斯退休标志着批判理论中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标志着新一代法

兰克福学派的崛起；霍耐特2001年3月接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职务，韦尔默、

奥费、本哈比、伯恩斯坦、麦卡锡、希尔贝克等也成为第三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法兰克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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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从“启蒙辩证法”到“为承认而斗争”，资本逻

辑、文化传统和学术论争三者推动着社会批判理论

形态的变动。

法兰克福学派赋予社会批判理论以时代性内

涵，把批判的视角从政治和经济批判转向技术理

性、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和性格结构等文化层面，

从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

性格结构心理机制批判等方面建构了批判理论。在

技术理性批判层面，法兰克福学派批判了技术理性

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负面效应；在大众文化批判

层面，法兰克福学派看到了文化的大众化、商业

化、齐一化和虚假化对文化个性和超越性的贬损；

在意识形态批判层面，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意识形

态不仅是具有欺骗功能的虚假意识，而且是一种强

有力的统治力量和操纵力量，一种扼杀人的自由和

自主异化力量，它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所提供的各种

大众传播媒介和文化手段来操纵人们的生活，从而

为现状辩护；在性格结构和心理机制批判层面，法

兰克福学派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性格结构和

心理机制的压抑，探索了非生产性的性格结构和压

抑性的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以及实现人的感性解

放的新途径。

二、社会批判理论在我国的研究现状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西方马克

思主义研究兴起之际，法兰克福学派得到了国内学

界的充分关注。1980年徐崇温先生的《法兰克福

学派述评》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该学派的历史和理

论，1981年江天骥先生的《法兰克福学派一批判

的社会理论》在评述该学派的理论的同时，编译了

多篇该学派代表学者的论文以及国外学者的评论文

章。国内学界但凡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述，必

然会涉及法兰克福学派，国内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在

20世纪90年代初期达到了第一个高潮[3】。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后，法兰克福学派研究逐渐被边缘

化，但徐崇温、陈学明、郑一明、曹卫东等学者仍

坚持在这一领域耕耘。1996年，在国际学界享有

盛名的马丁·杰伊的《法兰克福学派史》一书中译

本出版，该书全面详实地再现了法兰克福学派在

1923—1950年间的发展历史，为国内学界扭转观

念、澄清误解、正确认识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重大

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文献基础。

进入新世纪以后，伴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复

兴，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也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高

潮。王凤才的《批判与重建：法兰克福学派文明

谶从文明论这个以往不被人关注的视角出发，对
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学说的诸方面进行了全面梳

理和评说；赵勇的《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

法》在理论文本的具体解读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尤战生的《流行的代价：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

判理论》则对该理论的局限性和现实意义给予了更

多的关注；曹卫东的《他者的权力》虽然是一部文

集，但却以霍克海默、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的关系为

线索，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特别是批判理论的效

果史进行了一种轻松但不失准确的描述⋯。

王凤才指出，近30年来，中国学者从翻译与

研究两个维度，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进行了系

统介绍和批判性反思，并揭示它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宏观研究、专题研

究、个案研究三种研究范式；并出现了七个热点：

现代性与当代资本主义；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批

判；美学理论与文艺批评；否定辩证法与否定美

学；交往合理性与交往行为理论；话语伦理学与话

语民主理论；承认理论与多元正义构想”。并相信，

21世纪，中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研究必将

进一步拓展和深化[5]。学者们对法兰克福学派集中

火力批判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大众文

化、技术理性和性格结构心理机制作了深度分析，

研究还涉及到该学派代表人物批判理论的研究和法

兰克福学派理论与其他理论比较研究等。但在一些

方面还有待加强，如对一些代表人物本雅明、洛文

塔尔、纽曼的社会批判理论研究；对法兰克福学派

前期思想研究；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在整

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历史地位研究；对法兰

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历史演进及其机制的研究

等，是当前法兰克福学派研究界的弱项。

三、社会批判理论研究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大力弘扬市场理性

和技术理性，生产力得到高度发展，同时也出现了

比较严重的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伦理

道德滑坡现象，即理性化导致非理性的现象。纽伦

堡大学的M·朗宓榭指出了当代中国社会状况与批

判理论的历史形成背景之间的平行。他强调，中国

文化圈中经常出现的“权威属性”与“去个体化”

的生活方式之间的相似性，正如在中国语境中的科

学万能一样。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特别倾向于

唯科学主义，并相信科学技术作为现代化的绝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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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为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提供

了替代点。北京大学吴国盛追溯了科学对中国发展

的标志性特征，并建议从科学关系的强化中走出

来。北京大学丰子义认为对于中国来说， “新的启

蒙”具有重要意义，呼吁对现代性的超越和重构。

复旦大学吴晓明指出，与作为启蒙核心和特征的现

代性联系在一起的是对现代性的批判，正如霍克海

默、阿多尔诺在编蒙辩证法》中所做的那样。中
国社会科学院盛宁、北京大学韩水法也试图重新解

读启蒙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传媒在当今社

会和文化工业结构中极有影响的霸权的毁灭性批

判，也被植入中围的参考系中。山东大学傅永军指

出： “只要人们与具有敏锐批判潜能的西方理论相

联系，那就迫切希望把它用于对中国社会弊端的诊

断”[6]o

我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也

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西方社会

这些弊端的批判，唤起了一些中国学者的共鸣，他

们企图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作为镜子，来对照、

分析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负效应。有的学者认为

法兰克福学派是对发达工业社会、 “富裕的社会”

的反思性批判，而目前中国尚处于向现代化的过渡

之中，还不是解决法兰克福学派所揭示的这些问题

的时候，强调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在中国的

影响主要是负面的；陈学明先生认为， “问题在

于，我们是否一定要等到实现了现代化，再去解决

‘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那些弊端。有没有这

样一种可能性：既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与此同

时，又不失时机地促使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的

全面进步，即做到‘鱼和熊掌兼得’。”[71这样，法

兰克福学派为我们深刻地反思社会现代性的种种弊

端标示了“警戒线”，提供了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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